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5 ２０２１年６月５日 星期六 双拥视界双拥视界责任编辑/董强 王钰 0505--0707版版

鱼水新曲

重访党史纪念地

感悟军民鱼水情

2020 年 3 月，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

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2019 年 5 月 ，中 央 机 关 干 部 秦 洁

被 选 派 到 耀 州 区 挂 职 担 任 区 委 副 书

记 时 ，当 地 正 处 在 脱 贫 攻 坚 向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过 渡 衔 接 的 关 键 时 期 。 秦 洁

上 任 伊 始 ，便 把 庙 湾 镇 柳 林 村 作 为 帮

扶村。

2012 年 ，军 龄 22 年 的 秦 洁 转 业 。

他服役期间曾参加过汶川抗震救灾、玉

树抗震救灾，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6

次。如今，在这片“新战场”上，他发扬

子弟兵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千方百

计助力乡村振兴，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

的真心认可。

艰苦奋斗不过时
生态文明更时尚

香菇大棚诠释致富新理念

2020 年 11 月 9 日 ，立 冬 过 后 第 三

天，秦洁带着对乡亲们的浓浓牵挂再次

来到柳林村，与干部群众共商村里脱贫

后的发展。

柳 林 村 离 水 源 保 护 地 很 近 ，还 是

朱 鹮 养 殖 基 地 。 朱 鹮 有 鸟 中“ 东 方 宝

石”的美誉，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鸟类

学家最后一次见到野生朱鹮是在 1964

年 。 1981 年 5 月 ，鸟 类 学 家 终 于 在 陕

西 境 内 发 现 7 只 野 生 朱 鹮 。 从 那 时

起 ，通过人工繁育、野化放飞、栖息地

保 护 等 措 施 ，朱 鹮 家 族 从 发 现 时 的 7

只发展到现在的 7000 余只，受威胁等

级从极危降为濒危。熟悉这段历史的

秦洁，从帮扶之初就抱定了一个念头：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决 不 以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为代价。

他和乡亲们一起开动脑筋，因地制

宜发展产业，在一片闲置的空地上建起

3 个香菇大棚。大棚香菇培育利用废弃

果枝做基料，提高营养成分，减少化肥

用量，降低了栽培成本。废弃果枝再利

用，有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可谓一

举两得。当地群众由衷赞叹：“果枝种

香菇，环保又增收。”

建 香 菇 大 棚 的 时 候 ，秦 洁 和 村 里

的 党 员 干 部 一 起 动 手 ，上 山 捡 来 废 弃

的 木 头 做 成 遮 阴 网 支 架 ，又 找 来 废 旧

木材和钢材钉成菌棒支架。“我们就地

取材 ，建一个大棚能省几千元呢！”秦

洁说。

这 也 难 怪 ，秦 洁 在 部 队 的 时 候 就

以节俭出名：当年新兵下连，被分到炊

事 班 工 作 的 他 从 不 浪 费 一 粒 粮 食 ；身

上 军 装 破 了 ，总 是 用 针 线 补 补 缝 缝 接

着穿。

他把艰苦奋斗的作风带到帮扶工

作中，拉近了与乡亲们的距离；把生态

文 明 理 念 贯 穿 到 帮 扶 工 作 中 ，开 阔 了

乡亲们的眼界。如今，3 个面积各 450

平 方 米 的 香 菇 大 棚 内 ，菌 棒 上 香 菇 长

势喜人。正忙着采摘香菇的村民任志

孝 曾 因 病 致 贫 ，如 今 在 这 里 务 工 每 月

有固定收入 ，年终还有分红 。“秦书记

不愧是当过兵的人，人能吃苦，还能带

领乡亲们‘换脑子 ’，大家伙都感到日

子更有奔头了！”

扶贫扶智管长远
助残励志助一生

志愿行动传播扶贫新风尚

庙湾镇五联村先天性脑瘫女孩海

浪没上过一天学，硬是靠着家里一台黑

白电视机，学会了识字。秦洁被她乐观

顽强的精神深深感动，多次协调区残联、

妇联等相关单位帮助她解决实际困难。

经秦洁协调，世界残奥会冠军郭兴

元特地赶来与海浪面对面交流，鼓励她

靠自己的奋斗走出困境。如今，海浪的

电商营销做得红红火火，带动了当地农

副产品的销售。她自己有了收入，还不

忘帮助有困难的乡亲。

因为工作需要，秦洁曾经和同事们一

起带海浪到过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当海

浪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激动

得热泪盈眶。她哽咽着对秦洁说：“谢谢

您，秦叔叔！”返回家乡，海浪向五联村党

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海浪的经历引发了秦洁的深思：如

何 帮 助 更 多 残 疾 人 过 上 有 尊 严 的 生

活？今年初，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他

认 真 学 习 领 会 ，围 绕 提 高 农 村 教 育 质

量、完善农村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开始

了又一轮探索。前不久，秦洁协调对接

相关部门对耀州区残疾、单亲等家庭困

难 学 生 进 行 专 项 资 助 ，通 过 资 格 审 查

后 ，当 地 3 名 学 生 每 人 获 得 5000 元 资

助。

在部队的时候，秦洁就热心公益。

1993年 7月，他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湘西

大山里的一座军营。部队开展“春蕾行

动”，秦洁资助驻地附近寨子里一位吕姓

小男孩重新走进校园。小吕高中毕业参军

后，在部队考取了军校。

从小吕到海浪，秦洁坚持用志愿行

动传播新风尚。目前，耀州区实名注册

志愿者 21854 人，积极开展敬老爱亲服

务、环境保护、上门义诊等实践活动 500

余场次。

党建引领方向明
组织振兴队伍强

抓住关键激发振兴新动能

今年五一假期时，在耀州区石柱镇

马咀村欧洲风情街区，4 台造型可爱、颜

色亮丽的餐饮机器人吸引了不少游人

的目光。通过扫码下单，不一会儿，煲

仔饭、咖啡、冰激凌就做好了。新颖便

捷的点餐体验成为马咀游的一个新亮

点。

马咀村是全国文明村、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好。为

了把这里打造成耀州区乡村振兴示范

村，秦洁与村党总支一班人共同致力于

加强村集体产业建设。乡村旅游的红

火，增强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信心。

军旅经历让秦洁深知乡村振兴的

关键所在：围绕党建抓振兴，抓好振兴

促党建。耀州区董家河镇王家砭村被

群众誉为“好人村”，2014 年曾荣登“中

国好人榜”。王科任村党总支书记 47

年 ，群众威信高 ，基层工作经验丰富 。

秦洁多次主动登门求教，受益匪浅。

经秦洁和当地主管领导多方努力，

2020 年 12 月 8 日，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陕

西耀州远程教学站在马咀村挂牌，基层

党支部书记“云党课”开班。耀州区各部

门、各镇办主要负责人、驻村第一书记、

村党组织书记等 200余人参加了培训。

与此同时，在耀州区教育、卫生、农业

畜牧等专业人才培养中，秦洁借助行业协

会力量，邀请国内知名教育、卫生等领域专

家到耀州进行义务培训，截至目前，已培训

乡村医生、教师、农技师等2000余人。

“照金有首歌，歌声告诉我，红军长

征瑞金起，在这儿把脚落……”质朴深

情的演唱表达了人们对照金这片红色

土地的浓浓深情。这首歌的词作者正

是秦洁。耀州区照金镇是一块红色热

土，上世纪 30 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

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在

这里战斗生活，创建了以照金镇为中心

的 西 北 地 区 第 一 个 山 区 革 命 根 据 地 。

回望这段历史，作为挂职干部，作为退

役军人，秦洁说，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

上，他丝毫不敢懈怠。

爱民爱到老百姓心坎上
—退役军人秦洁发扬军队优良传统助力乡村振兴纪事

■朱 云 赵 鑫

热点聚焦

人物风采

“爷爷您好，欢迎您！”5 月下旬的

一 天 ，在 陆 军 第 80 集 团 军 某 旅 营 区

内，一名军娃向前来参观的一位老人

敬礼后献上鲜花。

老 人 名 叫 马 士 君 ，今 年 70 岁 。

1969 年 12 月入伍、1975 年退伍的他，

在该旅服役期间曾参与了部队营区建

设。退役多年后，马士君渐渐与部队

失去联系。近年来，他愈发思念老部

队，很想到参与建设的营区走一走、看

一看。

儿子马乐文了解到父亲这一心愿

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在网上发布了

求助信息。没想到，该旅驻地退役军

人事务局有关人员看到这条信息后，

几经辗转与部队取得了联系。

这天，是马士君和部队约定好“回

家”的日子。天空中飘着细雨，但挡不

住马士君急匆匆的脚步。一走进营区

大门，老人眼睛里便闪烁着光芒：“这

条路是往返营区走的上下坡……”

马士君边看边回忆，仿佛又回到那

段难忘的岁月。“那时候部队正在搞基

础建设，没有大型机械，很多建筑都是

官兵们手抬肩扛建起来的。”看着一栋

栋现代化营房，老人不由感慨万千。

走进大礼堂，马士君轻轻将凳子

放平，拉着儿子、孙子一起坐了下来，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当年，每周

最高兴的事就是来这里看一场电影！”

离开越久，思念越深。每到一处，

都会勾起尘封的记忆。在官兵宿舍，看

到大家整齐划一的内务和便利的生活

设施，他连连说：“现如今的条件，比我

们那时真是好太多了！”

在连队俱乐部，老人与官兵们进

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热烈交流。

“前辈的故事令人敬佩，我们今天

练兵备战，更应该发扬老一辈不怕困

难、艰苦奋斗的精神。”话别之际，一位

官兵激动地表示。

老兵“回家”
■付君臣 特约通讯员 赵 威

“啊！为掩护民兵牺牲的英雄王杰

原来是咱金乡县人！”5 月 30 日上午，山

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当郭庆柱、郭勇父

子分别载着安居街道中心小学 4 名孤

儿、留守儿童驶入王杰大道时，一位小

学生惊奇地叫出了声。

郭勇现任驻新疆边防某部排长。3

次推迟婚期的他，这次经组织批准婚假

后，与未婚妻侯晶晶向双方家庭建议婚

礼从简，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捐资助学。

一家人由此精心策划了这次红色胜地

一日游。

他们带着 4 名儿童先后参观了鲁西

南战役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塔、刘伯承

和邓小平雕像、英雄王杰纪念馆和景区国

防教育园，缅怀革命英烈，接受红色洗礼。

金乡羊山古镇国际军事旅游度假

区与安居街道相距几十公里，可对五年

级小学生史鑫慧来说，到此一游却是一

个梦想。史鑫慧 4 岁时爸爸因病去世，

妈妈另组家庭后，她跟爷爷、奶奶生活

在一起，曾经面临辍学。多亏郭庆柱一

家及时伸出援手，她才得以继续学业。

如 今 ，史 鑫 慧 在 班 里 学 习 成 绩 名 列 前

茅。参观结束后，11 岁的刘佳琪表示：

“ 长 大 后 我 也 要 参 军 ，保 卫 祖 国 和 人

民！”

郭勇的父亲郭庆柱是一名伤残退

役军人。他 1984 年入伍，曾在边境作

战 中 负 伤 ，现 为 济 宁 市 交 运 集 团 职

工 。 郭 勇 的 母 亲 杨 梅 不 仅 是 曾 经 的

“ 好 军 嫂 ”、今 日 的“ 兵 妈 妈 ”，还 是 济

宁市慈善总会运河义工协会成员。经

她 牵 线 搭 桥 ，全 家 抱 团 奉 献 爱 心 、捐

资 助 学 。 经 他 们 一 家 资 助 的 几 名 孤

儿，如今都学业有成。助学“父子兵”

的 善 举 ，赢 得 了 当 地 干 部 群 众 的 敬

重。

据 悉 ，2011 年 参 军 入 伍 的 郭 勇 ，

2013 年 7 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原装甲兵

工程学院，毕业后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

的边防部队任职。他 2020 年 2 月与侯

晶晶领证登记结婚后，已因工作原因 3

次推迟婚期。

助学“父子兵”
■张印东

军地时评

5 月下旬，一场别开生面的民兵整

组拉动点验，在湖北省武汉警备区民兵

训练基地进行。公开报道显示，这次点

验只需通过整组部门数据终端，便可全

部知晓民兵队伍编兵情况。

几年前，“贵阳优抚”APP 让贵州省

贵阳市的优抚工作，率先实现了从面对

面到键对键的信息化飞跃。

一则旧闻，一桩新事，成为智慧双拥

的见证和缩影。

实践告诉我们，大数据时代，运用大

数据助推智慧双拥，既是大势所趋，体现

了双拥工作创新发展的时代必然；也是

主动作为，反映了广大双拥工作者的强

烈愿望。

大数据时代呼唤“数字化”双拥。伴

随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的

服务保障模式深刻改变着双拥领域的许

多实践。各级双拥机构如何实现从优抚

对象信息管理到双拥大数据服务保障的

跨越式发展？如何通过大数据的识别、

分析、储存和应用，准确把握各类双拥社

会组织和优抚对象现状，实现定量分析

和精准定位？如何形成互联互通互动、

共享共生共赢的网状分布，把自上而下

的组织优势与自组织的扁平化优势相

结 合 ，进 一 步 发 挥 双 拥 工 作 的 更 大 效

益？这些都是值得双拥工作者思考的现

实问题。

“数字化”双拥助力国家大数据战

略。对国家大数据战略，中央已作出决

策部署，制定了行动纲要，明确提出立足

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通过促进大数据

发展，加快建设数据强国，释放技术红

利、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提升政府治理

能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数字化”双拥

作为政策性、专业性和普惠性极强的一

个重要领域，其大数据运用实践，无疑能

为丰富大数据发展运用提供重要支撑和

生动案例。

智 慧 双 拥 其 实 是 一 个 复 合 平 台 。

从功能上讲，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智慧双

拥平台应是政务平台、学习平台，同时

也是宣传平台、活动平台，还是一个高

效的监督平台。智慧双拥有助于基层

双拥工作实效的提升，为军人军属、退

役军人以及重点优抚对象提供线上服

务，通过平台对相关任务的发布、实施

及工作成果进行查询统计。智慧双拥

有助于打造双拥宣传新模式，以视频音

频、图片、文字等多种方式汇聚双拥最

新工作内容和权威资讯，在电脑端和移

动端发布展示。

当然，智慧双拥还能高效服务于评

比 和 表 彰 最 美 退 役 军 人 ，双 拥 模 范 城

（县）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评比、命名、

管理和表彰的全过程，利用智慧化双拥

平台推进双拥工作的规范化，成为各级

组织和双拥工作者比学赶超的活动平

台。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

来。”大数据发展服务应用于双拥工作的

前景广阔。同时双拥工作由概略化、粗

放式向信息化、精准化转变，大数据推广

应用恰逢其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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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秦洁（右）在柳林村察看香菇生长情况 田易轩摄

“这里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兵

工 厂 ，是 人 民 军 工 的 重 要 发 源 地 之

一。90 多年前，红军就曾在这里制造

枪支弹药……”入夏时节，福建省龙岩

市新罗区江山镇“山塘兵工厂”旧址迎

来一群特殊客人——来自中央机关、福

建省、龙岩市三级“红色历史文化挖掘”

课题组的专家学者。讲解员黄光礼动

情地为大家讲述这段光辉的革命历史。

“山塘兵工厂”创办于 1927 年，旧

址原为一座宗祠，尽管历经 90 多载风

风雨雨，墙壁上斑驳的弹痕依然随处可

见。

“山塘兵工厂的建设史，就是广大

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携手革命斗

争史。”黄光礼介绍，1927 年 9 月初，闽

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郭滴人在江

山镇山塘村廖氏宗祠“务本堂”创建了

红色兵工厂。兵工厂从最早生产梭镖、

大刀到制造单响枪、九节龙炮，逐步从

小到大、从草创到科学，一步一步向前

发展，为农民武装暴动、红军三打龙岩

城提供了武器弹药保障。

革命战争年代，勤劳勇敢的江山

儿女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山塘村经历

了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的 3 次 移 民 、3 次 火

烧、3 次飞机轰炸，兵工厂历经风雨沧

桑得以幸存。据记载，当年只有 6000 多

人的江山镇有 350 人参加革命，在册登

记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 190 名，涌现出

老共产党员、老游击队员、老地下交通

员、老革命接头户、老苏区干部等“五

老”人员 159 人。

硝烟散去，热血依然。近年来，龙

岩市新罗区先后投入 500 多万元对“山

塘兵工厂”旧址进行修复，还原当年苏

区兵工厂的生产场景，并在兵工厂旧址

内陈列展出中央苏区发展史、红色兵工

厂发展史、三打龙岩城等红色历史。

去年 9 月，新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和当地爱心企业联合启动“拥军优属福

利工程”，向新罗区的现役军人、退役军

人和烈士家属发放“拥军优属补贴卡”

16500张，并送出专属补贴 800多万元。

“凡是事关部队备战打仗的事，凡

是事关双拥支前的事，我们一定全力去

做，努力做好！”江山镇主要领导表示，

尽管地处内陆山区，近年来他们持续加

大民兵应急排战备库室规范化建设。

每逢上级有战备训练任务，从拥军“米

袋子”“菜篮子”到训练场地、水电工程，

全镇上下一起出动，倾力帮助部队解决

实际困难。

前不久，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专门请

来设计专家，与新罗区政府共同启动

“兵工小镇”项目规划建设。龙岩军分

区领导称赞，促进军事建设布局与区域

经济发展布局有机结合，深化军民协同

创新，在这里掀开了新的篇章。

“山塘兵工厂”
旧址前的诉说

■周晓松 本报特约记者 徐文涛

讲解员郭梦华正在为游客讲述“山塘兵工厂”的革命历史 罗少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