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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时评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一句话不

期然地跃入我这个老兵脑际：国家

大业连军营。

在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

得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

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之际，召开全国两会，无

疑能够更好地鼓舞和团结全国人

民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推向前进。

国家大业连军营，“若无人民

岂能活”。我们这支军队来自人

民，决定了它为了一切的人民，为

了人民的一切。每一位革命军人

都不会忘记，革命老区的人民用带

着体温的乳汁，哺育了失血过多的

子弟兵；支前群众用不起眼的独轮

车，推出了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和

平年代，我们这支军队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要时刻想

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解人

民之所难，平常日子加把劲，关键

时刻靠得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人民

子弟兵以出色表现交出了一份合

格答卷，赢得党和人民的认可。助

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子弟兵

同样应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力争为

党旗、军旗再添光彩。

国家大业连军营，“一抹绿色

永相随”。我们这支军队始终听党

话、跟党走，以国为大，以民为先。

党要求部分部队成建制脱军装转

入地方，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广

大官兵二话不说，坚决执行命令。

党要求全军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和

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全军上下闻令

而动、令行禁止，按照时间节点完

成脱钩和移交。如今，向贫困发起

总攻，是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人民军队也责无旁贷。近年

来，军队在助力地方精准脱贫的过

程中，发扬了号令意识强、爱民情

怀深、工作作风好的优良传统。眼

下，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更需要各部队围绕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紧贴中心任务，对

标对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工作

要求，更加积极主动助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

国家大业连军营，“富国强军

共圆梦”。全民抗疫中，有一种力

量叫双拥。32个成员单位组成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高效运转。

军队 3批 4000多名医务人员紧急

驰援武汉，全国19个省区市对口支

援湖北16个市州。东西南北中，全

国一盘棋；党政军民学，齐心克时

艰，确保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向上发展的势头没

有改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军民勠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

战”，呼唤进一步发挥好双拥工作

优势。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将会

围绕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议政建

言。实践证明，这既是支撑国家发

展和强盛的需要，也是强军兴军的

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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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场上的绿色身影

热点聚焦

“妈妈，这上面是什么？”
“这是新四军打赢半塔保卫战的

故事。”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驻安徽省滁

州市某部军嫂孙紫云带着孩子刚乘坐
上“拥军班车”，就发现车厢内四周绘
满了红色小故事。母子俩与其他乘客
一样，不知不觉融入红色故事当中，行
程也变得更有趣味起来。

滁州市曾获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
冠”和安徽省双拥模范城“八连冠”殊
荣。“拥军班车”是军民约定俗成，对“拥
军公交专线”的形象叫法。相关负责人
陈兴林介绍，“这是滁州市‘特色拥军工
程’之一，将当地红色故事融入‘拥军班
车’车厢文化，是传承红色基因的一种
有益尝试。”

近日，我们特地乘坐了一次“拥军
班车”。一走近班车停靠站点，就看到

设计喜庆的红色外观，大屏幕上滚动
着“军爱民、民拥军”“军地携手、双拥
共建”的标语，站点一侧还立有“爱国
拥军固我长城、双拥共建振兴中华”的
宣传牌。恰好一辆“拥军班车”到站，
我们进入车内，只见四周用环保材料
涂画着红色故事，浓郁的“红色文化”
气息扑面而来。“‘拥军班车’费用全
免，司乘人员优中选优，确保提供优质
服务。”在与司机王师傅的短暂交流
中，我们了解到“拥军班车”的许多具
体规定。

近年来，滁州市委市政府结合驻
军部队多的实际，坚持创新开展拥军
活动，投入 1000万元启动军人军属关
爱基金，设立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帮
扶帮办政务专窗，创建军人子女优待
示范学校，组织未就业军属开展专业
技能培训。一系列“特色拥军工程”，
想官兵之所想、解官兵之所忧，努力帮
驻军官兵解决后路、后院、后代“三后”
难题。
“拥军班车”作为“特色拥军工程”

之一，深受基层部队欢迎。去年 8月

24日，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滁
州市下辖的明光市某部驻军迎来一份
特殊“礼物”——拥军公交专线。该部
营区位置偏僻，官兵外出时间难以保
证，出行安全也存在隐患。“拥军班车”
开到这里后，有效解决了部队官兵和
当地群众的出行难题。

在“拥军班车”上，我们还看到
了《红色滁州跟我行》一书，书中将
滁州红色教育基地标注在扉页，内
页图文中还提供了教育基地参观路
线图。

“拥军班车”乘坐记
■杨 军 梁茂生

“看，这朵粉色的叫粉蝴蝶，这朵
黄色的叫金奖章……你闻闻这花的香味
儿有多浓！”五一小长假期间，河北省
邯郸市肥乡区 3000 余亩玫瑰种植基地
首次对外开放。担负疏导客流和讲解任
务的，是当地一些退役军人和军属代
表。游客脸上的笑容，成为花海中又一
道美景。

种植基地冠名“七彩园林”，拥有
2000 多个花卉品种，跨季持续盛开。
受疫情影响，剪枝、嫁接等多项工序紧
缺人手。肥乡区人武部领导在一线调研
了解这一情况后，依托“青年民兵之
家”成立了“老兵培植花卉协会”，将
全区 30名退役军人吸纳入会，定期组

织培训帮工，在园林基地栽培、嫁接、
浇水。

针对疫情形势好转和节假日旅游
高峰期到来的实际，“七彩园林”首
次对外开放的主要是室外玫瑰园和部
分大棚，以避免多人共处封闭空间。
区人武部组织退役军人、军属代表和
民兵预备役人员现场维护秩序、疏导
客流、检测体温、防疫消杀、验证健
康码，每天轮班执勤巡逻 8 个小时以
上。

据悉，区人武部还利用矩阵微信群
和党员先锋网，组织开展网上技能培训
和致富项目推介，受到退役军人群体和
军属的欢迎。

退役军人与玫瑰花田
■周同义 张鹏攀

双拥影像

身边故事

双拥见证

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县中寨镇杨

坪、大坪两个村，是铜仁市委、市政

府明确的贫困村，也是铜仁军分区

的定点帮扶联系村。铜仁军分区以

助学兴教为重心、产业脱贫为重任，

帮两个村庄小学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办学条件，帮乡亲们发展中

草药种植。在官兵帮扶下，两个村

子还种植了金刺梨、花椒等，发展起

蜜蜂养殖等产业项目，村民收入显

著增加。

走开“脱贫新路”
■武 鑫 严 鹏 文/图

“扬子江心水，蒙顶山上茶。”走进

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黑竹镇王山村，

一望无际的茶园映入眼帘。名山区人

武部自2015年助力该村脱贫攻坚以

来，借助名山的区位优势和蒙顶山茶

的品牌效应，走开了一条“靠山吃山”

种植茶叶的路子。他们协调资金为贫

困户购买茶树、肥料、剪茶机等农资器

具，并联系当地茶叶合作社上门收茶，

当年王山村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就突破

了3200元。

喜建“绿色银行”
■高 杰 文/图

杨柳依依，繁花尽放。
五一小长假期间，在山东省军区对

口帮扶村——临沂市平邑县温水镇前
南林村，前来赏花的人们络绎不绝。村
头“八一爱民文化广场”上，国防教育、
体育比赛等活动精彩纷呈。谁也不会
想到，几年前这个村子还是一个“风吹
沙子跑、荒坡不长草”的穷山村。提起
村里发生的巨变，村党支部书记王兴龙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年八路军带着
村民打鬼子，如今解放军帮扶俺们奔小
康……有省军区帮扶，乡亲们就有了主
心骨，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遥想当年，解放战争主战场之一就
在山东。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胜的转
折标志，是济南战役。新的历史时期，
山东省军区响应党中央和习主席号召，
在向贫困宣战的齐鲁战场上，打响了一
场支援地方的脱贫攻坚战：2016 年以
来，山东省共有省级贫困村 2000个，省
军区发挥自身优势，尽锐出战，所属单
位与其中 164个结对帮扶，先后出台支
援老区建设“六项工程”“双千工程”等
一系列扶贫措施，结对村庄 2019年实现
全部脱贫后，后续帮扶工作仍在继续。

升值的牛蒡 幸福的葡萄

黄土成金有诀窍

在淄博市石龙官庄村隆源合作社，
由淄博军分区援建的一条丹参和牛蒡
保健茶生产线，吸纳全村 50多名贫困户
就业，人均年收入1.5万元。

无独有偶。
相距 300多公里以外的聊城市冠县

北刘庄村，由聊城军分区引进的藤稔葡
萄种植，帮助村里走开了一条“党支
部＋合作社＋种植基地＋贫困户”四位
一体的发展新路子。葡萄丰收的第一

季，一些贫困家庭就踏上了致富之路。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山东

省军区与老区人民并肩战斗，建起了省
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三级扶贫网络，一
锤接着一锤敲，一任接着一任干；推开
了“部队＋院校＋企业”“部队＋政府＋
扶贫车间”“部队＋专家＋农户”扶贫新
模式，取得明显成效。

去年，在军委国防动员部脱贫攻坚
工作会议上，山东省军区围绕“升值的
牛蒡”和“幸福的葡萄”，做了一番生动
的经验介绍。
“没有省军区真情帮扶，俺村哪有

这变化啊！”济南市长清区双泉庄村
村民王庆功没想到，短短两年，他靠
中药种植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村支
书王庆柱说，省军区先后投入和协调
资金，帮助实施脱贫“十项工程”，大
力发展中药材、果树种植和乡村旅
游，建起了矿泉水厂、冷拔丝厂、钢结
构厂和农业开发公司，全村人均收入
由原来不到 2000 元提高到现在的 2万
元。他喜滋滋地告诉我们，他们村还
被评为“全省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和
“省级文明村”呢！

在淄博军分区，司令员王培泉介
绍，像帮石龙官庄村建起保健茶生产线
一样，他们还为帮扶村北流水村建成了
干果加工厂，村集体收入当年增收 20万
元。

朵朵白云下，蓝色的光伏板闪闪发
亮。由东营军分区帮扶的利津县凤凰
街道西李村，仅光伏发电项目，全村每
年就增收 7万余元。垦利区人武部组织
退役军人当好“五个带头人”，形成了示
范引路、互学共促的带动效应。
“钢城区人武部投入资金为俺们解

决生产生活用水困难，又协调资金 40余
万元，为村里新上种植、养殖项目 7个，
村民人均收入由 3000 元提高到 16000
元，彻底摘掉了穷帽子。”济南市钢城区
侯家台村支部书记侯学斌称赞道。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隋希波指
着挂在墙上的扶贫路线图介绍，省军区
系统发扬当年攻坚拔寨的战斗精神，迎
难而上、尽锐出战，就像解放战争的山
东战场，几个大战役时间上前后相接，
地理上连成一片，以捷报频传之势，传
递着决战决胜的消息。

深情的约定 放飞的梦想

爱民学校有牵挂

初夏时节，在受疫情影响刚刚开学
不久的临沂市莒南县渊子崖小学，8岁
的王雨婷和同学们一起，从省军区、临
沂军分区领导手中接过助学金，用庄严
的少先队礼表达感激之情。

20多年前，两岁的王壮遭遇家庭变
故，像今天的王雨婷一样，受到枣庄军
分区官兵悉心呵护，从小学到中学，再
到大学，一直有解放军叔叔资助。如
今，王壮已经成为大连理工大学一名研
究生。他对枣庄军分区政委韦昌进说，
如果不是解放军叔叔无私帮助，他不敢
想象能有今天的生活。

韦昌进介绍，近年来，军分区先后
为峄城区榴园镇白庙村小学购置空调、
电视机、电脑和净水机等，帮助改善生
活学习条件，并结对帮扶了 75名像王壮
一样的贫困家庭学生。

在齐鲁大地，子弟兵深情助学的故
事有很多。

临沂市费县薛庄镇“八一爱民学
校”，是山东省军区援建学校。今年 1月
6日一大早，省军区主要领导带领机关
人员前来走访慰问，又为学校购买了电
脑、图书和文体器材，并送上了助学
金。子弟兵与师生相约：这里每一名考
上大学的学生，我们都送一份特别礼
物，写上寄语表达祝福！

在济宁市泗水县圣水峪镇仲都小
学，五年级学生郭佳在作文本上写下了
这样一段话：“长大后我也要参军，到部
队长知识、学本领，做一个有用的人。”
这又是一个深情的约定。

济宁军分区领导读后大为感动：
“福往者福来，爱出者爱返。我们当兵
的人用爱心援建学校，资助学生，就是
无形的征兵动员。”

在青岛市，青岛警备区深入开展助
学兴教活动，捐助修缮小学校舍，赠送
法律、文化书籍。警备区政委刘建辉介

绍，团以上干部与贫困学生结成助学对
子，累计捐款 30多万元。子弟兵伸手相
助，学生放飞梦想。

立起的石碑 齐聚的人心

美丽乡村有奔头

一排排温馨宜居的农家房舍错落
有致，一条条平整宽阔的乡村公路逶迤
延伸，一盏盏式样新颖的光伏路灯熠熠
生辉。

穿行在齐鲁大地、黄河南北，处处
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乡村新景。
“要像当年打莱芜战役那样打赢脱

贫攻坚战，让学山村面貌一新！”济南警
备区接力帮扶济南市莱芜区学山村，帮
助村里发展致富项目，收益全部用于贫
困户。70 岁的村民聂加业逢人就夸：
“俺赶上了好时候，能月月领工资啦！”

在烟台，统计显示，烟台警备区近
年来为帮扶村整修道路 20公里，新修水
利灌溉设施 5处，帮 110余户老党员、烈
军属、困难党员解难。

滨州市阳信县流坡坞镇南街村是一
个回族村，滨州军分区筹资为村里铺设乡
村道路12公里，建成可覆盖4万人生活用
水的引水主管道，回族群众彻底告别了祖
辈喝苦咸水的历史。村民在村头立起“吃
水不忘解放军”的石碑。孤老李玉彬说：
“俺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多亏了解放军！”

“精准扶贫，既是一场攻坚战又是
一场持久战，‘摘帽’后继续帮扶决不可
掉以轻心！”菏泽军分区结对帮扶 19个
贫困村，累计整修道路 13公里，打灌溉
机井 18眼，安装路灯 200 余盏，建成冬
暖式大棚 4600平方米。单县人武部“双
带双促”扶贫经验，在全省推广。
“你离群众有多近，群众就和你有多

亲。”潍坊军分区为两个帮扶村修缮进村
主干道、安装路灯，解决了村民出行不便
的问题。由德州军分区对口帮扶的禹城
市辛店镇大秦社区、德城区黄河涯镇焦庄
社区，获评“全国文明村镇”。乡亲们动情
地说：“驻村帮扶队员个个都像亲人！”

决 胜 齐 鲁
—山东省军区助力地方打赢脱贫攻坚战闻思录

■林 琳 刘明奎 商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