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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校是解放军帮建的，和城里
的学校一模一样。”

新学期开学，家住安徽省金寨县龙
马村的陈如愿，“如愿”走进海娃希望小
学接受学前教育。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
里，陈如愿的小脸上满是兴奋。

2016 年，海军士官学校与金寨县燕
子河中心小学签订扶贫帮困协议，“山与
海”的故事由此开始。

第一次来到这所小学的大岩教学点
时，1位老师、7个孩子、3间瓦房的景象让
扶贫工作队官兵十分震惊。“这些孩子都
是留守儿童，大多是贫困学生，没有条件
到外面上学。”学校老师纪宏璋说，除了
教学，他还要给学生们做饭。有时自己
忙不过来，就让妻子来帮忙。
“扶贫先扶智，助力先助学。”海军士

官学校党委很快达成一致意见：筹资改
善大岩教学点办学条件，让这里的贫困
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

建教学楼、拓宽操场、砌起围墙……经
过大半年的紧张施工，2017年9月10日，海
娃希望小学落成，学生们搬进崭新的二层教
学楼。随后，海军士官学校又陆续为海娃希
望小学建起计算机教室、阅览室等，并组织
燕子河中心小学老师进行教学培训。

学校教学条件的改善，吸引不少学
生回到家乡读书。学生黄诺伊从小跟务
工的父母在合肥市生活并接受了学前教
育。升一年级时，父母决定把孩子送回
海娃希望小学就读。参观完新学校，黄
诺伊父母高兴地说：“学校的环境很好，
孩子在这里上学我们很放心！”

（吕海华 江昭奕 吕 晓）

海军士官学校 安徽省金寨县海娃希望小学

山海携手托举求学梦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么这个伟大奇迹的颜色，

一定是中国红。

今天，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隆重举

行。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1亿左右贫困

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减贫

同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间奇迹，是中国对

人类发展事业的伟大贡献。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军作为党绝对

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参与脱贫攻坚是党和人民赋予

的重要任务，是我军性质宗旨的具体体现。从发挥

优势打造特色到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再到统筹全局

多点发力，全军部队高质量完成参与脱贫攻坚的各

项任务，为取得决定性胜利发挥重要作用。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随着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人

民子弟兵将继续“咬定青山不放松”，更加积极主动

投身新的战场，同脱贫群众一道，朝着乡村振兴的

美好前景、共同富裕的美好目标坚定前行。

—编 者

农家菜香气四溢，采摘园热闹非
凡。春节刚过，游客渐多，在河北省阜平
县顾家台村，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张青云，
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

从曾经的贫困村庄到如今的度假景
区，茶余饭后，张青云常与游客围坐在一
起，讲述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想起 2012 年的那个冬天，习主席
冒着严寒来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顾家台
村，张青云至今仍感到暖意融融。
“扶贫政策和对口帮扶，让咱们老百

姓过上了好日子。如今村里的人气旺
了，大家的腰包也鼓了。”看着往来的游
客，张青云的脸上笑意盈盈。
“人民子弟兵的帮扶，打开了我们的脱

贫思路，更打开了致富奔小康的新局面。”
村党支部书记陈国介绍，自陆军第82集团

军某旅帮扶以来，扶贫工作组多次实地调
研，并与村党支部共同商议决定，利用当地
自然人文优势，打造乡村旅游产业。

援建民居院落，出资修缮出山通道
和环村路灯，开发“乡村过大年”旅游项
目……3年间，随着该旅各项帮扶措施陆
续落地，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特色美
食为一体的生态旅游产业初具规模。看
到家乡蓬勃发展，大学生刘娇放弃高薪
的工作，回到村里开办农家乐。

2019 年底，顾家台村顺利脱贫。在
旅游产业支撑该村稳定脱贫基础上，该
旅还积极联系地方企业开办箱包加工、
蘑菇种植等产业。
“以前，大家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

很多。如今的好日子让村里迎来了返乡
潮。”陈国说。 （尚鹏振 陈 城）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 河北省阜平县顾家台村

情系太行共建新乡村

初春时节，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气温
渐暖，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官兵来
到飞播区回访。正在为牛羊添加草料的
牧民阿拉腾巴根，拖着不太灵便的腿脚
赶忙上前，热情地把官兵迎进屋。

在阿拉腾巴根的新房里，大家喝着
热乎乎的奶茶，聊起近况。“我去年卖
了上百只羊……”阿拉腾巴根亮出自
家账本。

阿拉腾巴根所在的浩坦淖日嘎查，
位于腾格里、乌兰布和两大沙漠交汇处，
村民世代以放牧为生。30多年前，嘎查
的牛羊越养越多，草场不断退化。

那些年，阿拉腾巴根夫妻俩要在沙
漠里徒步 10多公里，才能找到适合放牧
的草地。由于他双腿有疾行动不便，经
常是清晨出去，天黑才能回来。

那年夏天，阿拉腾巴根有天听见天空
中传来轰鸣声，只见飞机一次次低空掠
过，不停地播撒草籽。没过几天，当地林
业部门上门宣传飞播造林，他不禁暗暗疑
惑：“在沙漠上播种，能长出来吗？”

翌年春天，阿拉腾巴根再次踏上飞
播区，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沙
漠上冒出点点新绿。“再后来，沙漠绿了，
风沙小了，牛羊有草吃了！”

这几年，阿拉腾巴根利用飞播种下
的优质牧草，联合 20多名身体有残疾的
乡邻，在政府和部队扶持下创办了养殖
场，大伙纷纷走上了致富路。

春日暖阳下，阿拉腾巴根和来访的
官兵相谈甚欢：“飞播造林带来了草丰
羊肥，以后的日子一定越过越红火！”
（杨觐源 本报特约记者 刘海洋）

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飞播造林“播种”好日子

虽逢新春佳节，江西省于都县葛坳
乡澄江村专业合作社内却是一派忙碌景
象。村民们有说有笑，手里也没闲着。
堆积成山的花生、白莲、红薯干等特色农
产品被分捡包装，发往全国各地。
“足不出户买卖就做成了，多亏了火箭

军帮建的电商销售平台！”于都县某农业公
司总经理茅建涛介绍，今年春节，澄江村接
到大批网络订单。自从有了电商平台，农
产品销路畅通，村民又多了一条致富渠道。

今年 46岁的村民谭贵生清楚记得，4
年前，火箭军精准扶贫工作队帮助村里
修通柏油马路后，又着手修建另一条“网
上爱民路”——搭建电商平台，解决农产
品销路不畅的难题。

这几年，火箭军机关依托某旅面向

村民开办电商培训班，开展电子商务、网
络直播、商品营销等理论和实操教学。

谭贵生就是受益者之一。通过电商平
台销售花生、白莲、红薯干等农产品，全家
人均年收入达到1.2万元，2019年底与全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一起，摘掉了“穷帽子”。

驻村干部谭富荣介绍，目前，已经有
10多户村民加入电商行列。在军地共同
努力下，2020 年澄江村网上销售农产品
近百万斤，每户电商年均利润近10万元。
“帮助村民致富，我们还要按下‘快

进键’。”火箭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陆
慧喜说，下一步他们将加快电商人才队
伍建设，帮助村民在致富路上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王卫东 通讯员 桑

朋 周廷扬）

火箭军机关 江西省于都县葛坳乡澄江村

红土地上架起“云端路”

年味儿还未散去，一大早，四川省冕
宁县彝海村村民吉克莫萨便打开自家民
宿大门，迎接一批批游客的到来。
“以前，我们家住的是快要倒塌的土

墙茅草屋，不但经常漏雨，还有老鼠进
进出出。”吉克莫萨回忆说。如今的吉克
莫萨一家，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民居。
除自家人居住外，他们将空余房间改造
成民宿客栈。新居周边建起幼儿园、图
书馆，硬化路也通到家门口，生活越来越
方便。

2016 年，战略支援部队机关与彝海
村开展结对帮扶。在军地共同努力下，
曾经破烂不堪的“海子堡堡”变成崭新的
结盟新寨，彝海村也摇身一变，成为“彝
海结盟”红色旅游文化景区。

环顾一排排依山而建、红顶黄墙的

新瓦房，记者仿佛置身一座具有鲜明彝
族风情的美丽城堡。“结盟新寨不仅是军
地合力打造的一项标志性扶贫成果，也
是冕宁县红色旅游线路上的主要景点。”
村党支部书记马强介绍，新寨投入使用
后，村民营业收入翻了好几番。许多家
庭通过开办彝家乐、销售土特产、经营民
宿等过上了小康生活，全村 110多户贫困
户全部脱贫。
“我家开的这个民宿，一年能收入 8

万多元。”吉克莫萨说，“去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客流量有所下降。但今年春
节期间，游客明显多了起来。”开网店、做
直播，谈起未来的经营规划，吉克莫萨眼
中闪着希望的光芒。
（本报记者 安普忠 王凌硕 通

讯员 岳雨彤）

战略支援部队机关 四川省冕宁县彝海村

结盟新寨喜迎八方客

“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您！
感谢解放军！”这是 2020年 9月 17日，新
疆疏附县人民医院一名胫骨平台骨折患
者，拔除插管后说的第一句话。

一天夜里，急重症科主任王立超接
到紧急通知，这名患者胫骨平台骨折合
并重症肺炎，突发呼吸困难、呕吐、意识
模糊症状。王立超立即开始实施抢救，
他连续 3天 3夜吃住在科室，经历 12次紧
急处置，患者的病情逐渐平稳。

王立超是联勤保障部队第 982医院
第二批援疆医疗队队员。2019年，第 982
医院与疏附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县医
院）建立对口帮扶关系。

得知医院要对口援疆时，临近退休年
龄的眼科主任刘太平，收起自己放疗后的
复查通知单，主动申请赴疆。到达县医院

眼科后，他 10天完成 30多台白内障超声
乳化手术，填补了县医院多项空白。

授之以鱼，更授之以渔。文职医生
梁卫丰，以当地常见病多发病为统计源、
以转诊率高的眼病为突破口，为县医院
眼科发展提出“四梁八柱”工程。各项新
技术新业务展开后，治愈了许多原来难
以收治的患者，先后为县医院医务人员
授课 40余次，手术、操作带教 200 余次，
县医院眼科团队医疗技术迅速提高。

两年多来，第 982医院精准选派医疗
专家团队，捐赠医疗办公设备，医疗队队
员先后诊疗疑难病例 1000余例、开展手
术 400余台次、带教医务人员 45名，填补
了 10余项县医院技术空白，收到许多患
者送来的锦旗和表扬信。
（杨郡杰 本报特约记者 王均波）

联勤保障部队第982医院 新疆疏附县人民医院

天山见证军医赤子心

春节刚过，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指挥田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棒
球生产扶贫车间里，44岁的李三妞正熟练
地穿针引线，缝制着一个个精致的棒球。

两山夹一江，世代住半山，易地搬迁
是沙瓦村村民告别贫困最现实的出路。
2019 年初，李三妞和全村 136 户村民一
道，易地搬迁到集中安置点，领了钥匙，
住进新房。

搬出大山之初，李三妞虽有了整洁
明亮的新家，但离开土地总感觉心里没
底：“告别贫穷的老寨子，就能致富吗？”
“楼下有工厂，生活有希望。搬下

山，能生活，就业是最有效的方式。”云南
省怒江军分区驻沙瓦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姜勇介绍，从挂钩帮扶到动员搬迁，从倾
力援建到企业引进，怒江军分区围绕助

脱贫、兴乡村，积极探索扶贫车间就业扶
贫路子，帮助搬迁群众脱贫致富。
“车间就在安置小区旁边，走路只要

5分钟，不限制固定工作时间，工资计件
发放。”搬下山没多久，扶贫车间开始招聘
工人。经过岗前培训，李三妞顺利在扶贫
车间上岗。如今，她每天可以制作几十个
棒球，每个棒球可收入2.5元。

沙瓦村党支部书记斯春梅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扶贫车间已吸纳 60多名贫困
户就业，通过计件方式每人每月工资可
达2000元左右，实现了稳定增收。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好扶贫车

间的带动作用，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吸引
外出务工劳动力回乡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姜勇说。
（徐同亚 本报特约记者 柯 穴）

云南省怒江军分区 云南省怒江州匹河乡沙瓦村

军民联手编织新生活

春风送暖，冰雪消融。2月下旬，黑龙
江省青冈县昌盛镇幸福村村民忙着把秸秆
送进生物饲料加工厂。“每吨秸秆收购价200
元，再也没人一烧了之。天蓝了，空气也好
了。”厂长马凌宇说，“不仅如此，秸秆加工出
来的生物饲料无添加、销路好，供不应求。”

幸福村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18户，
2018年在武警黑龙江总队的帮扶下实现
整村脱贫。

摘穷帽易，稳增收难。总队扶贫工
作队在调研时发现，玉米是当地主要农
作物之一，每年残留的玉米秸秆经常被
村民一把火烧掉，不仅浪费资源，还造成
严重空气污染。

如何走出一条环保与增收双赢的道
路？经过研究，总队确定了以玉米秸秆

加工生物饲料，带动养殖业和有机肥产
业发展的帮扶思路。

很快，总队帮建的生物饲料加工厂
顺利落成，不仅“变废为宝”，还增加了就
业岗位。村民王志辉就是其中一员。去
年底，他成为工厂的一名装袋工。“过去
‘猫冬’没收入，现在家门口打工，一年能
增收8000元。”

用秸秆生产的生物饲料为养殖节约
成本，生产的有机肥也比过去焚烧后的草
木灰更有营养价值，一条绿色环保的循环
经济产业链条搭建起来。去年，村民霍立
志养了 10头牛。“改喂生物饲料后，节省
了 2万元。”他掰着指头算账，“一头肉牛
售价2万，今年再加养3头！”
（本报记者 吴 敏 通讯员 李冀望）

武警黑龙江总队 黑龙江省青冈县昌盛镇幸福村

绿色产业富了幸福村

奋斗在希望的田野上
—全军部队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扫描

图①①：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某大队教导员布哈（左）和凉山州梭梭拉打
村村民在一起。 李结义摄

图②②：新疆军区某团官兵在新疆石河子市努尔巴克村开展帮扶活动。
周凯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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