
谈贫困现象，有两部书值得一

读。

一本《穷人经济学》，作者西奥

多·舒尔茨告诉我们，农业经济学就

是穷人的经济学，因为世界上大多数

穷人都生活在农村。一本《贫穷的本

质》，作者阿比吉

特·班纳吉和埃斯

特·迪弗洛告诉我

们，全世界多年来

的扶贫政策大都以

失败而告终，原因

就在于人们对于贫

穷的理解不够深

刻，好钢没有用在

刀刃上。

读过这两部书

之后，我们更加有

理由坚信，作为子

弟兵，目前正在进

行的帮困助学，就

是一种最有效的扶

贫攻坚。

我们是人民子

弟兵，我们乐为人

民挖穷根。

扶贫扶志，助

学为先。

最近，一条题

为“云南一扶贫工作

者‘痛斥’贫困户”的

视频，引发广泛关

注。“幸福不是靠张

嘴要来的，不是伸手

要来的，不是在家中

跷着脚等来的……”

这番话为什么会引

起各方强烈共鸣？

前些年，少数地方的

农民为“评上”贫困

户争得不可开交，一

旦当上就不愿摘

帽。人穷不能志短，

扶贫先要扶志，这是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一个重要基础。缺

什么，补什么；什么

弱，帮什么。扶贫要扶志，孩子的事比

天大。对脱贫攻坚而言，助学为先有着

双重意义：一是通过助学点燃希望，强

化贫困户的自立自强；二是通过助学改

变命运，切断贫困的代际相传。帮困助

学，子弟兵有着光荣传统，完全有条件

做得更好一些。

扶贫扶智，助学为重。

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

亚·森认为：“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

钱，它会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

力。”实践证明，扶贫先扶志，扶贫必

扶智。扶志就是扶思想、扶观念、扶

信心，帮助贫困群

众树立起摆脱困境

的斗志和勇气；扶

智就是扶知识、扶

技术、扶思路，帮助

贫困群众着力提升

脱贫致富的综合素

质。对脱贫攻坚来

说，从根本上摆脱

贫困，必须智随志

走、志以智强，实施

“志智双扶”，才能

激发活力，形成合

力，从根本上铲除

滋生贫困的土壤。

帮困助学，子弟兵

有着特殊优势，尤

其科技含量较高、

专业技术干部较多

的部队，完全有可

能进行探索实践、

创新推进。

扶贫扶治，助

学为辅。

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提出，建设

社会治理共同体。

乡村治理模式的构

建与创新是中国乡

村振兴的重要基

础，“三农”问题在

更深层次上与国家

治理体制密切相

关。长期以来，我

国农村已经形成了

一个风向标：基础

设施改善，先从学

校开始；文明风尚

确立，先从学校带

头。这也启示我

们，伴随2020年所

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

面小康社会，今后帮困助学将成为扶

贫扶治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和可靠

载体。帮困助学，子弟兵有着丰富经

验，完全能够凭借这一有利条件，助

推实现扶贫工作的顺利转换和重点

转移。

乐
为
人
民
挖
穷
根

11年间，累积捐赠衣服、文具、书包
等 1000 余套，助学资金 50 多万元，帮
100多名儿童完成学业。曾经人均文化
程度不到小学 5年级的一个小村庄，如
今已经走出了7名大学生。

这个小村庄名叫鹰嘴村，位于国家
级贫困县四川省叙永县后山镇。战略
支援部队某部虽几经转隶，却 11载接力
助学，爱心不断线，留下了许多感人的
故事。

（吴 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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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脱贫攻坚战场上的绿色身影

2009年春节期间，已经是士官的余
成波返乡探亲，回到老家四川省叙永县
后山镇鹰嘴村。

此时，距他参军已经过去了 8个年
头，家乡的落后面貌并没发生太大改
变。这让余成波深感意外。

山路蜿蜒曲折、坑坑洼洼、泥泞不
堪……从县城回村的路况实在太差，余
成波骑摩托车被重重摔倒在地受了
伤。比身体疼更疼的是，村里还有不少
孩子因家庭贫困而辍学！

那年春节，余成波走东家串西家，问
问这问问那，想知道村里有多少孩子辍学，
有多少孩子面临辍学，还想知道孩子们的
学习成绩咋样。

休假结束回到部队后，余成波默默
收集一些旧衣服、鞋子等生活用品，洗
干净后寄回老家。起初，战友们并不理
解。军人大会上，余成波的一份调查报
告，让大家震撼了！

原来，1600 多公里之外的鹰嘴村，
还有一群孩子在为求学苦苦挣扎着。

当天，军人委员会制订“山那边闪烁
着求知的渴望”助学帮困活动计划。很

快，第一笔1.05万元助学款汇往鹰嘴村。
2010年初，余成波、马莉、王思3人代

表全体官兵赶赴鹰嘴村实地走访慰问。
每户人家相隔着很远的山路，余成波、马
莉、王思走访最晚的时候，要到夜里 12
点。马莉等人回到北京将走访情况向组
织一一汇报，官兵的助学热情再次被点
燃，他们郑重承诺对鹰嘴村的贫困学生开
展常态化帮扶：按照每人每学年高中生
2500元、初中生 1200元、小学生 600元的
标准开展资助，直到孩子们完成学业。

余成波后悔自己助学太迟，鹰嘴小
学教师余兴武连忙劝慰：“如果不是你
们助学，咱村咋能出7个大学生呢？”

每到年底，余成波负责联系援助和
受助双方，及时送上助学款。村主任余
钢介绍，款项由村支部转交，受助学生、
家长签字返回存档。因为部队转隶，偶
尔联系不上战友的时候，余成波便从个
人积蓄中出钱，确保助学不断线。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余成波
在助学中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多次在部
队立功受奖。因为助学，他还与同样富
有爱心的姑娘王晓群相识并喜结良缘。

帮困贵在帮根子 助学从来不嫌晚

牵头人是位好士官
■田文章 中国国防报记者 方 帅

“大姐，这是您儿子施勇送您的鲜
花，他工作忙没能回来，我替他过来看看
您！”当身穿军装的马莉来到鹰嘴村，将
鲜花送到村民余萍忠手中的那一刻，余
萍忠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她人生中第
一次收到鲜花，还是施勇的恩人亲手带
过来的！

2009 年初，马莉所在部队启动“山
那边闪烁着求知的渴望”助学帮困活动，
身为专业技术干部的马莉立即被吸引
了。出生在农村的她，特别能体会到孩
子们上不起学的艰辛和无奈。

第一次走访鹰嘴村的情形，马莉至
今历历在目。火车、汽车、摩托车，她几
乎坐遍了当地所有交通工具，经历几个
小时颠簸后，再步行一段狭窄的山路，才
到达村子里。

村小学只有一名正式教师，简陋的
教室甚至没有几张像样的桌椅。眼前的
一切，让马莉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孩子们
走出这座大山！这一坚持便是11年。

11年间，通向鹰嘴村的道路已经焕
然一新，孩子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不再

因为贫困失学而发愁。
11年间，马莉每年都会拿出一部分

工资，帮助鹰嘴村和施勇一样因穷失学的
孩子，为他们送去书包、衣服和学习文具。

11 年间，马莉还自学了一些课程，
提高助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她的带
动下，官兵在助学行动中，特别注意激发
孩子们的学习兴趣，着力提高他们的学
习能力。

学生李洁考入大学后，家中遇到了
其他困难，马莉及时开导，李洁很快走出
心理阴影，还加入了学校社团组织。

经马莉捐助，已经大学毕业的施勇
分配到成都中铁集团工作。得知“马妈
妈”又要来鹰嘴村，他一大早坐车从成都
赶回县城，特意跑到花店买了一束鲜花，
送给关心帮助自己的“马妈妈”。

短暂相聚后，施勇因为临时有紧急
任务赶回成都。马莉没有把鲜花放在酒
店，而是带着它来到鹰嘴村，送给了施勇
的妈妈。

当天，余萍忠把那束花摆在电视机
旁，那是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乐善只因心有善 好施皆在施有策

一束鲜花两个“妈妈”
■赵 威 王 思

“吴叔叔您好，我是鹰嘴村小学4年级
学生周晨程，谢谢您送我的书包和文具，我
会继续认真学习，努力读书，做一个能帮助
别人的人。”11月上旬，吴强收到了这样一
封信，看着信上稚嫩的字迹，他露出了笑容。

今年，是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对叙永
县鹰嘴村小学精准资助的第 11年，在官
兵的坚持和带动下，部队和地方越来越
多的人主动参与到助学活动中来。

曾经是该部一名军官的吴强，就是
其中一例。一个人走出去，把更多人带
了回来。他 2017 年转业后继续坚持助
学，他的同事和朋友纷纷主动加入这
个集体，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如今已有
11名学生获益。
“少聚一次餐，圆梦大凉山。”吴强

和朋友们自发组织了这样一个微信
群，现在影响越来越大。
“起初，听说 600元钱就能解决一个

小学生一年的学杂费用，大家都不敢相
信。”吴强的朋友谢松艳说，大家不仅长期
资助 7名学生，还带动身边朋友，加入这
个群，为大凉山的孩子们做一点事情。

该部工程师李婧实地走访鹰嘴村
后，把山里孩子的求学之难讲给家人听，
在地方工作的丈夫、公公和婆婆当即决
定加入助学行列，如今已经坚持了6年。

在地方主营绿色农产品的李春义，一
个偶然的机会听说部队官兵助学的事。他
很快找到助学牵头人余成波，表达了几位
同事申请加入助学行列的心愿。

经官兵介绍，一位名叫陈涛的学生中
学毕业后，来到李春义所在企业打工。当
李春义了解到她还想继续读书的愿望后，
资助她如愿进入一家航空职业学院读书
深造，毕业后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再后来，伴随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加
入助学行动，“众筹助学”“文化助学”
“心理助学”等一系列精准助学方案应
运而生：降低资助门槛，让人人都能参
与进来；增加帮扶内容，助学不仅仅是
捐赠物资，还要让受助学生感受到爱与
关注；及时定向反馈，让捐助者知道孩
子们的成长和进步；透明捐资流程，让
资助者的每一笔钱，都看得见去向。

11年了，这支助学队伍正越走越长。

转隶不碍再接力 退役交接有后续

助学队伍越走越长
■张尚志 李 博

暖心数据

余成波、马莉、李婧……这是一群现
役官兵。

吴强、辛奇、王春雪……这是一群退
役或转隶的官兵。

余沛玲、张力中、吴佳欣……这是一
群官兵的子女。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学人。
前几天，北京，天气转凉。
“妈妈，冬天山里会冷，我想把我的

衣服邮寄给山里的小朋友们。”马莉说，7
岁儿子张力中的一番话让她十分感动。
“让他去大山里看一看，对他是一种教
育，也是一种爱的接力。”

每次来鹰嘴村，马莉的专用笔记本
上都记录着学生姓名、电话、地址等，密
密麻麻的本子就像夜晚的星空。
“这些当兵的人，都是有着无私奉

献精神的人。”每次实地家访，总是担
任向导的叙永县人武部干事刘恝评价
说。

他的话没错。
几十年前。罗布泊无人区。一群人

啃馒头、嚼咸菜、喝凉水，几天磨破一双
鞋在那里搞测绘。

测天量地，经纬神州。他们就是这
群当兵人的前辈和同行。

“以前，在无人区工作是一种大爱，
如今，让山里的孩子有学上、有希望，也
是一种大爱。”与部队领导聊起助学行
动，他们常常这样评价自己的战友。
“这些当兵的人，都是有着突出业

绩的人。”工程师李婧的公公许涛投入
助学行动，与官兵近距离接触后由衷感
慨。

他的话也没错。
余成波是一名优秀士官，曾荣立三

等功并获评优秀党员。
马莉，2009 年获评“全国三八红旗

手”，科研成果颇丰，荣誉证书一摞又一
摞。

业务、公益为何两不误？因为他们
是人民子弟兵！

测绘、助学何以两相宜？因为他们
从未忘记初心！

2014 年春天，官兵代表第 4次走进
鹰嘴村，带去了 3万多元助学款和各种
学习用品，还走访慰问了山区 14户贫困
学生家庭，与地方有关部门交流座谈，制
订完善了今后的助学计划。

今年，他们又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组织机关和更多基层骨
干赴四川叙永贫困山区，开展“十年助学
路、万里觅初心”活动，把爱心助学的接
力棒更好地传递下去。

初心恒心同磨砺 知重负重干劲足

付出也是一种幸福
■王龙伟 孙 刚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不受转隶影响接力助学11载

走进鹰嘴村的兵亲戚

■李崇祥 贾宗智

11 月 2日，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
支队机关与驻地普梯村村干部，一起
商讨改进帮扶计划。支队官兵与普梯
村结成扶贫帮扶对子以来，先后为村
民修建饮水灌溉工程，打通出村道路，
援建“春蕾计划”小学，打造了三角梅、
重楼种植基地、旅游基地以及农畜牧
养殖基地，有效解决了普梯村民的“老
大难”问题。一系列务实举措将普梯
村带上致富路。 （孙惟巍）

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

“组合拳”解决大难题
11月初，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

迎来一位特殊“客人”。他背着几袋鸡
蛋和土豆，只为感谢亲人解放军助学
帮困。近年来，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
旅专门设立“蓝色贝雷”帮扶基金，每
月定向资助驻地 3名特困生。20多年
来，先后有 20多名学生圆了求学梦，5
人升入重点中学，两人考上大学。官
兵坚持每月到小学升一次国旗，上一
堂爱国主义教育课。 （杨思聪）

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

“蓝色贝雷”放飞梦想
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坐落着小县城——策勒，郑州联勤保障
中心第 983医院承担起支援人民医院的
光荣使命。从渤海之滨到西北边陲近
3000公里，第 983医院根据当地实际，为
当地医院“量身打造”技术帮带方案，5
年间从未间断。今年策勒县人民医院门
诊急诊人次比前一年增长 62.62%、手术
台数增长117.66%，一跃成为在新疆名列
前茅的县级医疗机构。 （轩 荻）

联勤第983医院

“健康扶贫”享誉天山
11月初，第 83集团军某旅扶贫小分

队再次来到驻地朱家沟村，进行党建帮
扶，共同商议下一步扶贫措施。移防 3
年来，这个旅在脱贫攻坚中坚持着眼持
续帮建基层党支部，定期与朱家沟村党
支部共同学习交流党的创新理论，增强
干事创业激情。同时协调驻地企业与该
村建立农业合作社，优先为贫困户提供
就业岗位，助力朱家沟村走上脱贫致富
快车道。 （程致远）

第83集团军某旅

“党建扶贫”成效显著

爱心传递

军人大会 现地走访

现场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