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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

1934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

中央红军在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

县、灌阳县苦战数日，最终强渡湘江突

破封锁线。中央红军为此付出惨重代

价，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百姓中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

十年不食湘江鱼”。

2019年 9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

念园、纪念馆、纪念林在全州县落成，成

为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

要阵地。

永坪会师

1935 年 9 月 16 日，在陕西省延川

县永坪镇，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胜利

会师，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

伍，为红军长征找到落脚点，吹响了三

大主力会师的前奏。

如今矗立在永坪镇中心的永坪会

师雕像，是当地的地标建筑。雕像不远

处的永坪会师纪念馆陈列了大量图文、

实物资料，成为红色教育场所。

小康村的红色记忆

广西全州县咸水镇鲁塘村

湘江岸边产业兴

“好山好水好壮乡，好物好人好

鲁 塘 。 我 们 鲁 塘 的 百 香 果 香 飘 千

里 ，八 月 瓜 甜 到 心 上 ……”桂 北 金

秋，湘江岸边，广西全州县咸水镇鲁

塘村致富带头人唐星红一边通过手

机与粉丝热情互动，一边安排村民

根据订单分拣发货，线上线下忙得

不亦乐乎。

“随着网络销量的逐年增加，预

计未来三年内，合作社年收入将达

到 100 万元。”谈及发展前景，唐星红

意气风发。然而，几年前，他还和大

多数村民一样，靠外出务工赚钱勉

强维持日常生活，“做梦也想不到能

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2017 年 ，在 外 务 工 多 年 的 唐 星

红回到家乡。繁华都市生活与贫困

山村现状的鲜明对比，让他下定决

心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适逢全州

县人武部到村里开展帮扶工作，双

方一拍即合。在县人武部支持下，

村党支部书记唐星平和唐星红等 7

名基干民兵共同创办了种植养殖专

业合作社，致力于为村民蹚出一条

致富之路。

鲁塘村山多地少 ，大多数山地

只有零散作物，利用率不高。为充

分利用山地资源，结合当地的土壤

和气候条件，合作社尝试发展百香

果、沙糖桔、罗汉果等特色产业。经

过 不 懈 努 力 ，500 多 亩 坡 地 和 林 地

上，硕果挂满枝头。2020 年，鲁塘村

实现整村脱贫。

“脱贫不脱钩，帮扶不断线。鲁

塘村是当年红军长征的途经地，先

辈们曾在这里撒下革命的火种。今

天，我们更应发扬长征精神，带领乡

亲们跑出乡村振兴的‘加速度’。”县

人武部领导介绍，乡村振兴，产业是

关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取得

初步成效后，他们围绕“提高产业附

加值”这一发展思路，多措并举推进

合作社产业提挡升级。

一 方 面 ，合 作 社 扩 大 玄 参 、丹

参、油茶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的种

植 面 积 ，与 百 香 果 、沙 糖 桔 等 首 批

经济作物相互补充，丰富特色农产

品品类。另一方面，在县人武部的

指导下，村民积极学习网络直播带

货知识、拓宽销售渠道。新冠肺炎

疫 情 期 间 ，实 体 店 效 益 受 到 影 响 ，

网络销量却节节攀升。

“下一步，县人武部计划充分利

用 原 生 态 地 貌 ，在 山 地 间 养 鸡 、养

兔 、养 牛 ，在 湘 江 沿 岸 发 展 水 产 品

养 殖 产 业 ，打 造 绿 色 健 康 生 态 品

牌。”村党支部书记唐星平介绍，鲁

塘村还将建设 20 至 30 套民宿，探索

集 旅 游 与 消 费 于 一 体 的 产 业 发 展

新模式。

好 日 子 都 是 奋 斗 出 来 的 。 在

这 片 经 历 过 湘 江 战 役 、见 证 过 红

军 战 士 浴 血 奋 战 的 土 地 上 ，军 民

携 手 正 在 奋 力 书 写 乡 村 振 兴 的 动

人篇章。

（本 报 记 者 陈典宏 通 讯 员

殷铁军）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

老兵建功新战场

金秋的丹桂香 ，顺着硬化道路

飘进干净整洁的村庄里。一大早，

退役军人、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旧

州镇茶岭村党支部书记林显才就风

风火火地赶往村林下菇种植基地和

蔬菜基地。

“刚刚脱贫一年多，村里产业正

处于上升期，工作千头万绪，忙嘞。”

刚到基地，林显才就吆喝着村民采

摘辣椒。10 多名村民正忙着将茄子

和辣椒分类、称重、装车，准备发往

上海、广州。“这笔订单要近 10 吨的

辣 椒 和 茄 子 ，又 是 一 笔 不 小 的 收

入！”林显才的话语间溢满了骄傲。

在 2017 年，茶岭村还是远近闻

名的省级贫困村。

“从村里到镇上要走 3 个小时”

“从山上挑下来的水很浑浊，不敢吃

也得吃”“电力弱得很，连打苞谷的

机器都带不动”……刚刚上任，调研

的情况给林显才一个“下马威”。

“当过兵的人最不怕攻山头！”

林 显 才 率 领 村“ 两 委 ”班 子 东 奔 西

走。建立村级合作社，引进种植和

销售经验丰富的种植大户，流转土

地发展蔬菜种植产业；搭建销售平

台，为村民提供种植技术指导，建起

精品蔬菜种植基地；利用村里丰富

的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为实现全镇 14 个村抱团发展，旧州

镇决定以旧州——九龙山旅游大道

沿线的茶岭村、新寨村为试点，组建

“旧九”产业带联村党总支，让长期扎

根一线的“兵支书”作示范引领，整合

力量资源，带领村民集体致富。

党总支书记成了林显才的新职

务，与他并肩作战的是“旧九”产业

带沿线的 67 名“兵支书”。

在联村党总支的带领下 ，各村

合作社将农户土地集中流转、集中

规划。通过竞标竞谈，选择高效的

农业种植项目，将连片土地承包给

种 植 大 户 。“ 这 样 既 扩 大 了 产 业 规

模 ，也 解 决 了 附 近 群 众 务 工 的 难

题。”林显才介绍，他们以村合作社

为载体，指导做好产业带沿线各村

产业发展规划，共享产业发展所需

技术、市场、信息等资源。

如今，一条以辣椒、嫁接苗、食

用菌为主导产业的“旧九”产业带迅

速发展壮大，农旅一体融合发展的

模式日渐成熟。

日前，贵州省成立“兵支书”区

域产业联盟。联盟通过建立产销联

结机制、支持专项贷款、打造电商平

台、出台专项政策等，为“兵支书”提

供产业发展“全周期”服务，激励退

役军人在乡村振兴中再立新功。

“截至目前，贵州共有 954 名‘兵

支书’，他们已经转移到乡村振兴的新

战场。”安顺军分区政委闫海说，“这些

曾经身着军装保家卫国的‘兵’，解甲

之后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将’。”

“兵”与“将”的身份转换间，昔

日山沟沟也换了新颜。

（本报记者 臧晨雨）

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
黄家圪塔村

“空军蓝”描绘新蓝图

秋日，走进陕西省延川县永坪

镇黄家圪塔村，宽阔平坦的水泥路、

整洁明亮的民居交错排布。趁着农

闲，村民们聚集在休闲文化广场上

拉家常。点点滴滴的变化汇聚成村

庄的美丽“蝶变”，映照出村民舒心

的好日子。

2016 年 8 月，空军党委确定空军

机关定点帮扶黄家圪塔村。经过 5

年多的倾力帮扶，千百年来村民“面

朝黄土背朝天、日日劳作不得闲”的

生活状况发生巨变。这座藏在黄土

高原沟壑中的小村庄，走上了乡村振

兴的康庄大道。

“ 过 去 ，村 民 盼 温 饱 、求 生 存 ，

现在则转为生活追求品质、发展重

视 质 量 。”县 领 导 的 一 句 话 道 出 了

乡 村 发 展 从 脱 贫 到 振 兴 的 理 念 变

迁。面对乡村振兴的“新长征”，空

军 官 兵 与 村“ 两 委 ”开 始 新 一 轮 摸

底调研。

全村现有资产是多少？具备哪

些 资 源 优 势 ？ 当 前 开 发 利 用 水 平

如 何 ？ 还 存 在 哪 些 短 板 弱 项 ？ 哪

些 领 域 具 备 发 展 潜 力 ？ 经 过 挨 家

挨户敲门走访和军地集中座谈，帮

扶 干 部 脑 海 中 的 设 想 与 愿 景 变 成

白纸黑字落在《黄家圪塔村乡村振

兴 示 范 点 建 设 实 施 方 案》上 ：“ 到

2023 年，黄家圪塔村三产融合发展

格局基本形成，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到 2 万元。到 2025 年，黄家圪塔村

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区域带动

能力全面彰显，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到 2.5 万元……”

“我种的 7 个西瓜大棚，都是村

里免费提供的，没交一分钱。”村民

高成穿梭在连片的大棚之间，忙着

打理自家的秧苗。“种了大棚瓜，我

家买了新的三轮车、摩托车，日子越

来越幸福！”结对帮扶以来，空军机

关助力黄家圪塔村发展大棚种植产

业，援建了拥有 231 个大棚的蓝天种

植基地，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以推进乡村振兴的标准来看，

以前分散种植、各自为战的发展模

式已经不能满足村民更高水平增收

的 需 求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张 开 祥 介

绍，在空军官兵的帮扶下，他们开发

“合作社+农户+公司”的订单果蔬销

售模式，联络专业农产品销售公司

与村民签订农产品订单销售协议，

由村集体合作社对大棚进行统一规

划管理，组织村民合理分配种植品

种和面积。

“按照《方案》规划，2022 年我们

将实现棚均增收 2000 元，带动 60 户

村民受益。未来还将成立黄家圪塔

区域农产品跨村联合经济合作社，联

合周边几个村庄，把我们永坪的果蔬

品牌推向更大的市场。”张开祥说。

（李金城 许 腾 本 报 记 者

李建文）

近年来，贵州省立足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推进农旅一体化，以旅游产业“强起来”、旅游经济“火起

来”，带动贫困群众“富起来”，逐步摸索出一条特色山地旅游发展道路。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接待游客 3.27亿

人次。图为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牙溪生态农场风光。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红军桥”“红军井”“红军树”“红军学校”……一部红军长征

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两万五千里的征程中留

下的红色旧址，默默记录着一段段军民之间感人至深的往事。

“连心桥”“爱民路”“八一学校”……80多年的时光匆匆流逝，

昔日的红军传人回到了先辈们浴血奋战的地方，在长征路沿线续

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曾经的红军战士为村民留下“半条被子”，

如今的扶贫工作队官兵协调引进现代化的产业、先进的教育和医

疗资源、广阔的市场销路，反哺老区人民，军民同心取得了脱贫攻

坚战的全面胜利。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

征路。”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新征程的新起

点。在乡村振兴这条新长征路上，全军官兵将继续肩负起爱民为

民助民的使命责任，续写军民鱼水新篇章。

——编 者

迈向乡村振兴新的长征路
——军地助力长征路沿线小康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