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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送爽，稻花飘香。在江苏省淮

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芦沟社区，退役军

人蔡海林创办的生态农业公司迎来一

年中最繁忙的时节。2018 年，他和合伙

人筹资承包了当地 2400 亩土地从事虾

稻种养，生产的稻米被评为“江苏好大

米”金奖，“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直接

带动周边 3 个行政村 300 多名村民就业

增收。

“创业之初，我是现代农业建设的

‘门外汉’，公司筹建遇到不少困难。多

亏盱眙县委和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技术培训、基础设施建设、产品营销

等方面给予大力帮扶，帮公司一次次渡

过难关，我们才有了今天的成绩。”蔡海

林感慨万分。

脱下军装，告别军营，再出发的起

点在哪里？在江苏省淮安市，一批又一

批退役军人像蔡海林一样，在乡村振兴

的火热“战场”找到了答案。“乡村振兴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能吃苦、能坚

守、能钻研、能把父老乡亲放在心上的

有担当的人，这些特质都能在退役军人

身上找到。”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陈继业介绍，作为退役军人的“娘家

人”，他们将退役军人乡村创业指导纳

入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

索退役军人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种途径，

目的就是紧扣乡村振兴需求，让更多返

乡的退役军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贡献退役军人

的力量。

众人划桨

打通退役军人“回乡路”

华灯初上，在淮安市盱眙县街头，一

家店内装饰充满“军”味的龙虾店生意火

爆，门口等待就餐的顾客排起了长队。

这家店的店主龚壮是一名退役军人，

退役后好几年都在外地打零工。“我的家乡

在盱眙县淮河镇，前些年听回乡创业的战

友说，农村创业环境与城市相比有很大差

距，在政策、制度等方面不太完善。所以我

虽然一直有创业的想法，但还是留在大城

市寻找机遇，没考虑回乡创业。”龚壮说。

让龚壮改变想法的是淮安市专门为

退役军人回乡创业打造的“绿色通道”。

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曾针对退役军人

投身乡村振兴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调

查结果显示，很多退役军人都和龚壮抱

有相同的想法，农村创业环境不佳是制

约他们回乡的最主要因素。如何为退役

军人搭建创业就业平台，打通他们的“回

乡路”？淮安市改变以往单一部门“小马

拉车”的传统思维，在淮安市委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统筹下，推动党群组

织、高校院所、社会团体、企业商会等各

方面力量整合汇聚，出台引导和激励退

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的“十条意见”给予

政策倾斜，联合全市 11 家银行推出退役

军人“金融优待”服务套餐，设立超过千

万元的创业引导资金，通过建立全过程

服务链，共同画好服务退役军人回乡参

与乡村振兴的“同心圆”。

2020 年，龚壮获悉盱眙县要开办乡

村振兴龙虾产业链培训班的消息后，抱着

试试看的想法报名参加。在系统学习了

龙虾养殖、烹饪、营销、深加工等课程后，

龚壮创业愿望强烈，盱眙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和当地龙虾创业学院在饭店选址、贷款

申请等方面对他进行了帮扶指导。今年4

月，龚壮的餐厅开业后生意很是红火，他

又和两名战友合伙承包了一个水塘，进行

龙虾养殖。

“ 当 初 的‘ 小 梦 想 ’还 真 照 进 了 现

实，回乡创业这一步我走对了。”龚壮的

笑容里满是幸福。

精准施训

锻造产业振兴“金刚钻”

时下，淮安市淮阴区淮高镇三河村

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 60亩小米椒进入采

摘期，一株株辣椒披红挂绿，煞是好看。

“这块地夏秋季种小米椒，冬春季

种羊肚菌，每亩地收益预计能超过 1.6

万元。”走在田埂上，公司负责人、退役

军人李驰眼里满是憧憬，“今年年初，我

参加了一次培训班，经过指导规划了这

片土地的种植项目，仅仅过了半年就尝

到甜头。”

李驰参加的是一场乡村产业振兴带

头人培训班，受训学员是淮阴区 50 名退

役军人，老师是来自淮阴师范学院淮安

乡村振兴学院和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的

农技专家、种植能手，培训采取课堂教学

与实地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训内容既

涉及大棚蔬菜栽培、花卉培育与苗木栽

培、水产养殖疾病预防等特色种养殖技

术，也涵盖农村法律法规普及、新型职业

农民从业能力素质提升等诸多方面。

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乡村

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对人才专业化能力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淮安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从精细化技能培训入手，改变

过去“大水漫灌 ”思维 ，精耕细作推行

“滴灌式”培训模式，携手淮安乡村振兴

学院开发出包括农业实用技术、高效农

业提升等在内的 16 门课程，不仅为走进

培训课堂的退役军人请来专家授课，还

把“讲台”搬进温室大棚、田间地头，邀

请创业大户、农技人员现场讲解，使参

训学员“学得进”“用得上”。他们还与

10 多家农业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把

稻菇轮作、虾稻共生等产业技能纳入培

训目录，参训学员出“课堂”即可上岗，

“毕业”后即可就业；立足各县区实际需

求创办乡村振兴退役军人实训基地，通

过理论和实践培训，搭建选送退役军人

到基层一线工作“快车道”。

“培训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

识。”得益于实打实、接地气的培训，李

驰扎根乡村创业的信心更足了。前不

久，他又投资建起了 5 套烘干、冷冻存储

设备，流转土地 280 余亩开展金丝皇菊、

徽州菊花、芍药、桑葚等经济作物连片

规模种植。

量身定制

培育强村富民“领头雁”

随着国庆节的临近，毗邻白马湖畔

的淮安市淮安区漕运镇中太村一派繁

忙景象。一筐筐莲蓬、菱角、小龙虾、螃

蟹等水产品被村民们手提肩扛装上车，

销往全国各地。看着村民们脸上灿烂

的笑容，中太村党总支书记、退役军人

杨勇的言语间透着自豪：“中太村 2018

年就脱贫了，但‘摘帽’不是终点，我们

要想办法让村集体更强，让村容更美，

让乡亲腰包更鼓。”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

支部。近年来，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与组织部门携手，将政治素质过硬、熟

悉村级事务、群众认可度高的优秀退役

军人纳入县区村干部培养计划，围绕产

业发展、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等内容开

展后备“兵支书”“兵委员”、基层管理骨

干培训。淮阴区从取得村干部任职资

格和村级乡村振兴专干人员中，精挑细

选 50 名优秀退役军人作为培养对象，与

淮安乡村振兴学院合作开设培训班，坚

持“选”“育”“励”多措并举，实施“一人

一策”跟踪培养计划，首批学员 70%以

上担任村级党组织正副书记。

淮阴区淮高镇刘河村党总支书记蒋

红 军 ，就 是 一 名 接 受 过 培 训 的“ 兵 支

书”。去年 6 月，他走进淮安乡村振兴学

院参加培训，寻求到与地方高校合作的

机会，在刘河村建起“稻菇轮作”产学研

基地，种植洋槐带动民俗旅游，发展洋槐

特色产业，不到半年村集体经济就增收

40万元。

退役不褪色，当好带头人。目前，

淮安市 1429 个村“两委”班子中有“兵

支 书 ”327 名 、“ 兵 委 员 ”1279 名 ，像 杨

勇、蒋红军一样出身军旅的“兵支书 ”

已成为强村富民的“领头雁”。去年以

来 ，淮 安 市 退 役 军 人 群 体 中 还 涌 现 出

“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朱 林 、“ 全 国 脱 贫 攻

坚先进个人 ”卢攀峰、“江苏省优秀党

务 工 作 者 ”史 春 峰 等 优 秀“ 兵 支 书 ”，

在 巩 固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中 发 挥 典 型 示 范 作 用 ，引 导 和 激

励 更 多 退 役 军 人 在 广 阔 农 村 干 事 创

业、再立新功。

江苏省淮安市积极探索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新路径—

从军营到乡村，越走路越宽
■张传杰 刘明爱 周 杰

写在前面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乡村振
兴，人才是关键。今年初，中办、国
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的意见》，将退役军人作为乡村
振兴人才的重要来源。8月，退役
军人事务部等 16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促进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的
指导意见》，积极促进退役军人投
身乡村振兴，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

近年来，江苏省淮安市通过整
合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创新
方法路径，找准退役军人融入乡村
振兴的结合点，培养了一批退役军
人“领头雁”“土专家”“田秀才”，助
力退役军人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显
身手。

2021年元宵节前夕，江苏省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来到退役军人袁永勤（右）开办的家庭农场，在过年用工

紧张之际帮他采摘青椒。 张传杰摄

当兵时，我在连队当卫生员。秋日

的一个周末，我们到附近村子义诊，看到

不少农家的房檐下都挂着一串串红彤

彤、削了皮的柿子，像小红灯笼般很是可

爱。我向一位老乡打听他们是不是在做

柿饼。老乡耐心地给我讲做柿饼的方法

和注意事项，还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个可

笑问题：柿饼表面那层白霜是不是面粉？

同行的战友不解我为啥问得这么

细。我告诉他，等着我做柿饼给你看。

这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营房周围

有许多柿子树，秋风拂过，柿叶飘落，露

出藏在枝叶间的红柿子，羞红了脸般躲

躲闪闪。这么多的柿子倒是乐了那些飞

来飞去的鸟儿，它们瞅准早熟的柿子一

阵猛啄，待它们再扯开嗓子，似乎都能听

出鸣叫里有股甜甜的味道。

回到卫生队，我喊上几个战友来到

营房后那棵柿子树下，摘回一书包柿

子，削了皮后用绳子穿起来挂在低矮的

房檐。不少战友围过来看，啧啧称赞。

尽管累得腰酸背疼，手上还被划了几条

小口子，但一想到过阵子就有香甜的柿

饼吃，成就感就从心底往上冒。可惜那

时相机还是奢侈品，不然我一定要和自

己的“作品”合影留念。

瑟瑟秋风中，这几串“红灯笼”成

了卫生队的一道风景线。战友们来卫

生队时都免不了多看几眼，几个老乡

忍不住近前观赏，意欲品尝，被我婉言

拒绝。

白天温和悠长的阳光，晚上绵绵不

绝的长风，让柿子的色彩不再鲜艳，个头

变小，表面渗出了一些小白点，就是我曾

经以为的“面粉”。自然，这时的柿子不

再圆鼓鼓，但掰开一枚尝尝，瘪瘪的样貌

下，里面的果肉丝丝缕缕，散发着淡淡的

香甜。

按照那位老乡教的方法，这时可以

取下柿子，一层柿子压着一层削下来后

晒干的柿子皮装进缸里，盖上盖放置一

段时间，待充分糖化后就大功告成。无

奈我们经验不足，最初削柿子时早把皮

扔掉。没办法，就让我们的柿饼继续风

干吧。

我品尝劳动果实的时候，被战友小

张发现了。他溜达过来吹捧了几句，大

模大样地摘下一枚，吃完不忘夸奖：真是

比鲜柿子都好吃。这个头一开，战友们

都来品尝，没几天，原本沉甸甸的柿子串

只剩下悬垂的细绳，随风飘摇。

我本想再做一些柿饼给大家吃，只

是此时的柿子要么成为飞鸟的口粮，要

么已被老乡们摘完，余下不多的成熟柿

子挂在枝头，风吹得稍大些就掉到地上

摔成了一幅“抽象画”。只有等来年了。

军旅生涯总是短暂，第二年我就复

员回乡了。结婚成家后，我曾做过一回

柿饼，一长串削好的柿子挂在阳台，从楼

下望上去很美。可惜没几天柿子颜色就

发黑，苍蝇也来“围观”，柿子还时不时往

下掉，最后仅剩下几个形影相吊，直接扔

进垃圾桶了事。

总结经验，我发现驻地空气干燥，延

绵不绝的山风能把柿子的水分快速带

走，家乡这里的气候却不行，侥幸做成柿

饼也是颜色可疑，吃着干硬，口感不好。

从老乡那里学来的这个生活小本领

估计以后很难再派上用场，却成为我军

旅生涯一个小小的收获，酝酿出一段美

好甜蜜的记忆。

又是一年柿子红。望一眼挂满枝头

的柿子，军营里丰富多彩的生活就浮现

在眼前……

那
年
秋
日
，柿
香
飘
军
营

■
李
勤
安

前不久，辽宁省军区大连退休干部

休养所所长于涌来到“八一勋章”获得

者冷鹏飞家中，与他细细交谈后，把挖

掘出来的 6 个红色故事输入“老兵故事

音视频数据库”。

用音视频方式抢救性挖掘老兵红

色事迹，源于一段遗憾的经历。去年，

一家媒体的记者希望采访该所一名参

加过抗日战争的离休干部，不料得知他

刚刚过世，留下来的影像资料不多，倍

感惋惜。

于涌发现，该所老干部大都是参加

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的老兵，饱经战火洗礼。“不能让这些老

前辈的英雄事迹随岁月流逝而流失。”

于涌与干休所工作人员利用为老干部

服务保障的时机，录下他们口述的一段

段战争经历和一个个红色故事。随着

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于涌发现仅凭干

休所的力量有些力不从心。他主动联

系大连电视台，电视台又向多家媒体发

出倡议，军地携手开展采访整理活动。

很多老兵由于年岁已高，吐字不清或者

听力下降，有的只能躺在病床上断断续

续地讲述。“不论遇到多少困难，我们也

要尽力把老兵的红色故事整理出来，给

后人留下宝贵的‘红色财富’。”干休所

助理员赵丽婷说。

辽宁大连军地携手抢救性挖掘老兵战斗事迹

不让“红色财富”随岁月流失
■池尚卓 姜玉坤

“ 一 名 老 干 部 突 然 晕 倒 ，家 属 呼

救！”随着教员一声口令，两名救护员迅

速携带急救箱和除颤仪、简易呼吸器等

便携医疗设备，快速判断病情后对患者

进行心肺复苏急救，安排救护车紧急运

送患者到附近医院……为进一步提高

干休所医护人员的应急救护水平和应

急处突能力，内蒙古军区休干系统近日

组织医护人员进行应急救护培训，为老

干部身体健康提供保障。

由于老干部普遍年老体弱，加之即

将进入冬季，心脑血管等突发疾病处于

高发期，内蒙古军区休干系统联合当地

红十字会及驻军医院，采取现场教学、场

景模拟等方式，分批次组织 49名医护人

员开展心肺复苏、烧烫伤、气道异物梗阻

排阻等急救业务练兵，提升救护技能。

据了解，通过参加理论辅导、观摩

实践操作和课目演练，休干系统中的非

医护人员也学会日常急救常识，熟练掌

握人工呼吸等急救方法，确保在遇到突

发状况时能迅即反应、快速处置、科学

施救，最大限度保障老干部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内蒙古军区休干系统组织医护人员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为老干部身体健康提供保障
■杨新宇 贺志国

2019年 9月，一枚“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戴在马建伟的

胸前。直到那时，马建伟的很多同事才知

道，自己身边竟然有这样一位深藏功名的

一等功臣。

1984 年 10 月 1 日，凭借过硬的政治

和军事素质，马建伟担任国庆 35周年阅

兵自行火炮方队领队，在天安门前接受

了党和人民的检阅。1986 年，马建伟所

在部队奔赴边境作战前线，担任炮兵连

连长的他，在炮火连天的前沿阵地带领

全连官兵浴血奋战，荣立一等功。

1995 年 ，马 建 伟 用 一 方 红 布 裹 起

军功章，转业来到山东省青岛市税务局

工作。戎装换成了税务制服，马建伟依

然是那个对党忠诚、坚决维护国家和人

民利益的铮铮铁汉。他从一名税务“新

兵”当起，白天向同事学习，晚上上夜校

补习专业知识，几年下来就成为稽查评

估岗位的行家里手。有一次，他在检查

中发现一家加油站少缴纳税款 1600 万

元，该企业负责人又是托人说情、又是

给他塞红包，都被他断然拒绝，最终保

证税款“颗粒归仓”。

转业从税 25年，马建伟转战多个岗

位，始终把一腔真情倾注在为民服务

上。进行纳税评估时，他发现有些企业

对税收政策理解有误多缴纳了税款，就

积极协助企业解决问题，避免给企业带

来损失。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即将退休的马建伟主动来到青岛市安

达路社区申请当一名防疫志愿者。“我

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党员，国家和人

民需要的时候就该站出来。”虽然社区

防疫工作人手紧张，但看到马建伟两鬓

斑白，工作人员起初还是婉言谢绝。“别

看我年纪大，身体好着呢！”在马建伟的

一再坚持下，工作人员给他戴上红袖

章，马建伟接过宣传资料，挨门逐户发

放、张贴……

今 年 6 月 ，马 建 伟 被 评 为 青 岛 市

“最美税务人”，为他颁奖的青岛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领导感慨地说：“当兵时，马

建伟在边境作战前线经历过生与死的

考验，立下一等战功；转业后他在为国

聚财、为民收税的岗位上尽职尽责、默

默奉献；退休后他积极发挥余热、服务

百姓，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保持军人本

色。他不仅是青岛市税务系统的骄傲，

也是青岛市退役军人的骄傲。”

深藏功名写忠诚
■王金娟 来永雷

近日，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四

干休所离休干部、91 岁抗战老兵

张健，受邀来到沈阳警备区训练

场，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为预定

新兵上了一堂役前教育课，坚定

他们矢志从军报国、争当精武尖

兵的信念。

李冬生摄

曾在军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