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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日，在重庆警备区渝中第
三离休所，记者见到了抗战老兵张林
全。虽然已经 94岁高龄，但张林全
耳聪目明，说起话来依然铿锵有力。
往年这个时候，他都会进学校、入社
区，参与征兵宣传活动，通过讲述自
己保家卫国的故事，激励年轻人参军
报国。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征兵宣讲
遗憾中断，但记者有幸面对面聆听了
张林全的戎马故事，历经 70多年，记
忆未曾斑驳。

张林全永远都记得改变自己命
运的那一天。1942 年，由于老家山
西晋城沁水县遭遇旱灾，张林全和母
亲外出一路讨饭为生，母亲在路途中
去世。张林全含着泪用树叶把母亲
的尸身盖起来时，一位路过的八路军
递给他一个馒头，问张林全要不要加
入八路军，参加革命。
“那时候我不知道革命是什么，

只知道八路军是穷人的部队，跟着
他们总没错。”就这样，对于革命一
无所知的张林全，成了一名八路军
战士。

由于张林全的年纪在连里最小，
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分外瘦弱，连里
的老兵都很照顾他，“他们有什么吃
的都先让给我，连长还教我认字，告
诉我穷人也应该读书识字。”参军后，
张林全白天行军，晚上学习。慢慢
地，他识的字多了，通过读书看报明
白了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保家卫
国。

1945 年，张林全跟随部队来到
山东阳谷，参与对伪华北绥靖军作战
的阳谷战役。在一场战斗中，一枚子
弹擦过张林全的头顶，他忍住剧痛，
坚持扛着重机枪继续作战。时至今
日，张林全的头顶还清晰可见这枚子
弹留下的凹陷。“当时子弹要是再往
下 1厘米，可能我的命就没有了。”张
林全说。

这场战斗整整持续了 7天。战
斗结束后，八路军官兵原地休整，饿
着肚子睡在战壕里，没有打扰当地百
姓。可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许多
百姓自发前来给他们送稀饭馒头，帮
忙救治伤员，让战士们到自己家中休
息。张林全记得，一位大爷含着热泪
拉着他的手说：“共产党就是我们的
亲人啊！”

就在那一刻，张林全读懂了什么
是“共产党”，也坚定了他入党的信
念。1947 年，张林全如愿以偿成为
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张林

全不仅对自己如此要求，还经常这样
教育家人。每年清明节，张林全都会
带着全家人去烈士陵园献花，给后辈
讲述革命经历，这也成为家中延续多
年的“保留节目”。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现在的美
好生活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张林
全的孙子张浩告诉记者，爷爷经常把
“感恩”二字挂在嘴边，并教育后辈在
学习、工作中要时刻牢记党的恩情，
为人民服务。受爷爷影响，张浩在高
中毕业后也走进军营。

在良好的家风影响下，“我们一
家三代一共出了 8位军人。”提起这
份“成绩单”，张林全一脸骄傲。

临别前，在张林全书房的一个架
子上，记者看到几张老人和孩子们的
合影，以及孩子们听他授课时写给他
的几张小纸条。“这可是我珍藏的宝
贝。”老人兴致勃勃地给记者一一展
示。

今年由于疫情，没能到学校面对
面为学生们上“开学第一课”，张林全
分外遗憾，但他还是为孩子们亲自挑
选赠送了红色书籍，书写寄语。“每年
为学生们讲课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这代表着红色基因的接力和传承，让
一颗颗爱国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
发芽。”张林全说。

上图：张林全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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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古凉州。
晚 6时，太阳悬空，阳光依旧刺目，

炽热。
更加热火朝天的，还有沙地里临时

搭建的蜜瓜交易市场。
“陶总，这次你必须帮我留一车！”
“陶哥，我这批货，一块二可以卖。”
“小陶，我家还有 1万多斤蜜瓜没摘

呢。”
“不要急，大家一个个来。”
我叫陶积荣，是甘肃省武威市民

勤县的一个普通农民，也是一名退役
老兵。今年，是我在互联网上销售民
勤蜜瓜的第 5年。

离乡·执念

当飞机飞过甘肃与内蒙古交界处，
俯瞰那一大片土黄色之间，有一抹绿色，
很小，也很显眼。没错，这，就是我的家
乡民勤。

民勤，古凉州一隅，“俗朴风醇，人民
勤劳”。只是，夹在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
里沙漠之间的民勤县，曾因水枯沙起、绿
洲萎缩，一度成为我国北方沙尘暴主要
策源地之一，常年风沙肆虐。近些年，政
府通过节水、治沙、造林等加大生态环境
治理保护，才让民勤绿洲重现。

家乡是一个人的根，没有人不眷
恋。然而，昔日“民勤只刮一场风，从春
刮到冬”，恶劣的环境、生活的艰难，让
远离家乡成为一代代民勤人无奈的执
念。从我记事起就常听到父辈说，以后
无论是考学还是打工，一定要走出去。
我身边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就这样走
了出去，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再回来，只
留下那些苍老的身躯，在漫天黄沙中留
守家园。

2002 年，18 岁的我怀揣着光宗耀
祖的父辈厚望走出了民勤，参军来到
空降兵部队。2007 年退役后，我做过
业务员、配送员，和他人合伙经营过建
材生意。2013 年，历经几年职场磨砺，
我开起了一家机电设备贸易公司，没
多久又娶了城里的媳妇，买了房子和
车子。

在父母乡亲眼里，我算是成了正儿
八经的城里人。父母逢人就笑，说我为
他们争了口气。

创业·代言

每次返乡，我内心都有一股莫名的
惆怅。看到田埂里的庄稼迎着风沙成
长，看到皮肤黝黑的乡亲弓腰劳作，我心
里还是不好受。这样的日子，对他们来
说，啥时候是个头啊！

2015 年，我陪妻子回民勤老家养
病，发现了民勤的一个“宝贝”——民勤
蜜瓜。由于生长在沙质土壤，加上日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民勤蜜瓜的含糖量高
出市场上大多数蜜瓜 20%，口感非常香
甜。但由于民勤地处偏远、信息落后、交
通闭塞，每一次蜜瓜的丰收对于瓜农来
说，并非喜悦，而是滞销背后各自心酸的
故事。

怎样能帮果农提高收入，让他们的
辛勤付出得到回报？2016年，我带着全
部积蓄返回家乡，成立了民勤县善乙农
林牧产销专业合作社，立志改变传统销
售模式导致民勤蜜瓜滞销的困境，通过
电子商务在互联网上卖起了蜜瓜，借助
“拯救民勤绿洲——买一箱瓜捐一棵梭
梭树”等活动的宣传，把网友的爱心热

心、环保理念和品尝蜜瓜联系在一起，打
开了民勤蜜瓜的网络销售渠道。

2018 年，尝到甜头后我再接再厉，
民勤县还为此专门策划了一场蜜瓜文化
节，我作为退役军人和新农人代表，拍摄
的“退役老兵守护家乡”宣传片被河北、
江苏、北京等多地媒体转载，视频播放量
达 600 万次。那一季下来，合作社卖出
了20多万单蜜瓜，合计120多万斤。

2019年，在积累了多年的“卖瓜”经
验后，我主导并成立了民勤县蜜瓜协会，
通过协会的组织整合，把电商渠道、物流
等环节统筹起来，降低了成本，农户们见
状纷纷加入进来。客商到民勤后也实现
统一接待、统一考察、统一议价，他们看
到我们配套服务好，产品更不错，一传
十，十传百，“民勤蜜瓜”正式成为一个区
域品牌。几年下来，我的合作社在民勤
的蜜瓜采购额达到 3000余万元，建成梭
梭公益林近10000亩，既帮助了乡亲们致
富，也阻止了土地沙漠化，一举两得。

创新·守护

从平台电商到社交电商，从自媒体带
货到社区团购，再到当前最火的短视频、
直播带货，我一直在摸索学习最新的销售
方式。我深知，线上推广没有线下体验作
为支持，就不能保持长久的活力。

2017年 10月，我在北京做了一场民

勤蜜瓜的宣讲。2018年，从北京到广州
再到厦门，我参加了多场电商研讨会和
产品发布会，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民勤的
地域风貌和特产。

除了“走出去”，我还“引进来”。
2018 年 4月，在几个著名电商平台的组
织下，我邀请了 5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网友来到民勤植树。这些树苗都是网友
们“买瓜捐树”积攒下来的。大家走进沙
漠，体验植树乐趣，为民勤变绿洲尽一分
力，反响强烈，效果很好。

2019 年 4月，在上一次活动的基础
上，来民勤植树的人更多了，200多名网友
在民勤种下了“爱心林”。他们中不少人
参加过第一次植树活动，第二年来看到自
己种下的树在沙漠里顽强生长，深受鼓
舞。“线上以买代捐+线下组织植树”成为
民勤蜜瓜的独特销售形式。
“越是逃离，越是荒芜。守不住土地，

我们将无家可归。我希望每一个民勤的
乡亲不再因为丰产不能丰收而苦恼，希望
每一个民勤青年因为生活在家乡而自豪，
希望民勤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变成绿洲。”

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的目标，我与民
勤的父老乡亲，会一直努力着，奋斗着。

（整理：李院乐）
下图：又是一年丰收时，陶积荣（右

三）和他的团队来到瓜农家里，助力销售

蜜瓜。

右下图：陶积荣在部队时留影。

（作者供图，合成：扈 硕）

用热忱和执着，在被沙漠包围的西北边陲小镇播种希望—

退役后，我成了一个“甜蜜”的瓜农
■陶积荣

江苏省灌云县信访部门通过上门走访、帮扶慰问等举措，打通服务退

役军人的“最后一公里”。图为信访局工作人员近日上门为退役军人家庭

解难帮困。 丁静波摄

本报讯 戴楠楠、李晓峰报道：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
控阶段，针对严控人员来往聚集以
及各地转业办接收转业复员干部档
案审核时间紧、任务重等新情况，内
蒙古军区第一时间研究对策办法，
采取划定审档封闭区等空间隔离形
式、逢进必核等技术隔离手段、错峰
展开档案审核等社交隔离方法，以
及军地联动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和军
地一体有效防控的举措，封闭审核，
紧前推进，为各地转业办开展档案
审核移交工作提供了经验。

内蒙古军区创新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

转业复员干部档案审核移交工作

2019年年底，王恕敏从陆军某部退
役回到家乡辽宁省大连市，受疫情影响，
他在家“猫”了5个多月。让他欣慰的是，
前不久通过大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
的网络专场招聘会，他被一家企业录用。

在今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39次提及就业问
题，对退役军人就业保障也专门着墨。面
对今年的特殊形势，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如何做好退役军人的保就业、稳就业工
作？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采取了哪些应
对措施？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云端招聘“兵”至如归

3 月上旬，退役军人事务部印发关
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效促进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 10项具体举
措，其中一条是全面推进网上培训和招
聘服务。

记者采访发现，今年上半年，山西、
河北、浙江、江苏、湖南、广西、辽宁、重庆
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举办了退役军人
专场网络招聘会，提供工作岗位数万个，
一些地方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临时公益
性岗位等针对退役士兵的招聘岗位数量
和比例相比往年有所扩大。精准对接退
役军人特长和用工单位需求，是今年各
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做好退役军人就业
保障工作的重点。辽宁、山西、贵州、河
北等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积极与公安、
消防救援部门合作，开通面向退役军人
的推介就业直通车。

受就业岗位整体减少影响，退役军

人特别是大学生退役士兵继续深造延迟
就业意愿增强。2019年 9月，教育部、退
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联合出台规定，鼓
励符合高考报名条件的退役士兵报考高
职院校。今年，多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落实政策，联合高职院校开办退役军人
培训课程。贵州省铜仁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针对退役军
人不同实际，开展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
训、创业创新培训等，目前已惠及 300余
名退役士兵。

有效扶持 创业无忧

3 月 18日，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马
山镇退役军人朱延忠顺利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贷款 20万元，购买了一台饲料搅
拌机，彻底解决因运输不畅导致养殖饲
料供应不上的难题。这得益于 3月 11日
长清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与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签署的拥军优抚合作协议。协议规
定，个体工商户创业贷款最高 20万，小
微企业创业贷款最高 50万，符合条件的
退役军人均可申请。

3月以来，助企纾困政策频频出台，
许多企业的困难得到一定缓解，但资金问
题仍然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面临的
难题。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有辽宁、山
东、湖南等 10多个省份加大减税降费力
度，强化阶段性政策，助力军创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纾困。山东省
胶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农商银行，为
符合条件的12家军创企业发放退役军人
专项扶持贷款 1000多万元，全市 87家军

创企业全部复工复产。
优化创新创业氛围也逐步成为各地

扶持退役军人创业的重点。据了解，5
月底以来，广西南宁、安徽合肥、云南昆
明、江苏南通以及四川省、上海市等地的
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已陆续启动。

量身培训 精准对接

采访中，不少退役士兵反映，受疫情
影响，今年招聘市场上岗位减少，以往他
们就业较为集中的安保、建筑、餐饮等行
业受到较大冲击，就业门槛也不同程度
提高。他们希望就业前能先参加培训，
切实提高就业核心竞争力。

辽宁省阜新市退役士兵白胜利原本
打算到外地谋出路，后经介绍参加了当
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的退役士兵“职
业教育+技能培训+订单就业”培训，并
高高兴兴地在一家装饰公司上了班，“本
事大了，饭碗就更‘铁’！”

对退役士兵来说，找一份工作并不
难，难的是找到一份适合自己、有发展前
景的工作。今年 3月，退役军人事务部
印发意见，明确将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
和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国家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计划，对新退役自主就业士兵全面
推广适应性培训，对有参加技能培训意
愿的争取今年实现普遍培训。

在政策推动下，目前有的地方促进
退役军人就业已取得初步成效。河北省
退役军人网上招聘平台 6月 30日公布数
据显示，截至 6月底，3053名退役军人通
过该平台找到工作。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确保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不断线—

新思路开拓新路径
■中国国防报记者 程 荣 赵 雷

本报讯 苏侻奕、李弘非报道：7
月 11日，“戎耀今生”首届江苏省退役
军人党员“微党课”授课竞赛总决赛在
江苏大剧院举行，来自全省的 10名优
秀选手从家与国、言与行等不同角度，
诠释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抒发“戎耀
今生”的真情实感，展示“退役不褪色、
建功新时代”的奋进风采。

自年初活动开展以来，全省退役
军人系统克服疫情影响，自下而上组
织退役军人党员骨干上讲台、进课堂，
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社区
等不同岗位的 6000 多名退役军人党
员踊跃报名参赛。为扩大“微党课”教
育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该活动同
步在网上进行展播，累计访问量超过
40万人次。

首届江苏省退役军人党员

“微党课”授课竞赛总决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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