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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驻村时间不长，短短 3 年；青

春年华奋斗添彩，21 岁最好的纪念；人

的一生不长，就这一辈子，我愿为田褚村

的发展贡献一辈子。”2021 年 4 月，我担

任山东省济南市南部山区柳埠街道田褚

村第一书记期满后，有感而发，在记录本

上写下了这段话。

2018 年 4 月，受山东省济南市历城

区人武部委派，我到南部山区柳埠街道

田褚村担任第一书记，与乡亲们一起投

入脱贫攻坚的战斗。

村里有座漫水桥，是田褚村外出的

唯一通道。每到汛期，河水都会漫过桥

面，极易发生交通事故。2020 年 7 月，在

济南警备区、历城区人武部大力支持下，

机器声在半山腰响起。我和村两委成员

一起搬钢筋、运石头、和水泥，村民自发

加入到施工队伍中来，现场一片热火朝

天。桥修好了，我们趁热打铁协调资金，

铺设了一条近 2 公里、贯穿全村的沥青

路。紧接着，我们发挥当地光照充足、昼

夜温差大、生态环境好的优势，尝试种植

无花果，取得显著成效。

如今，经军地有关部门批准，我继续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回首过往经历，这条

路展示了双拥工作“落实在基层、见效在

末端”的特殊魅力。我坚信，把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双拥工

作必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志愿者的心愿
■山东省济南市南部山区仲宫

街道左而庄村退役军人 辛建新

我从南部山区走出，在军营这所大

学校、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返回南

部山区就业创业，我希望自己不辜负军

旅时光，不辱没军人本色。

2020 年 7 月，我有幸成为仲兴退役

军人志愿服务队队长，为街道困难退役

军人和各类优抚对象提供志愿服务。

我和志愿者们常年为抗美援朝老

兵 贺 洪 青 服 务 。 老 人 不 习 惯 住 敬 老

院，与两位弟弟一起居家养老，三人都

是八九十岁的“五保”老人。我和志愿

服务队的伙伴们与贺老家建立帮扶关

系 ，除 了 整 理 家 务 、打 扫 卫 生 、烧 水 做

饭 、清 理 屋 顶 落 叶 、整 修 电 路 、安 装 取

暖 设 备 等 之 外 ，还 经 常 送 上 爱 心 衣 物

和生活用品。

近 年 来 ，志 愿 服 务 队 常 年 活 跃 在

街 道 ，积 极 投 身 文 明 旅 游 、植 树 造 林 、

垃圾分类，主动参与公益宣传、人口普

查等工作，圆满完成暖冬帮扶、疫苗接

种 等 任 务 。 截 至 目 前 ，服 务 队 已 组 织

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5000 余次。我

本 人 也 获 评 山 东 省 2021 年 度“ 十 佳 消

防志愿者”，被表彰为济南市 2020 年度

“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模 范 市 民 ”“ 济 南

好人”。

置身志愿者服务队，我们是一群志同

道合者：为拥军工作尽心尽力，就是快乐；

军人军属和优抚对象认可，就是幸福。

一条路的启示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武

部驻村第一书记 岳彩君

人民军队与乡村有着天然的血脉渊

源。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这支军队是

从山沟里“爬”出来的，从芦苇荡、青纱帐

里“钻”出来的。

百 年 大 党 风 华 正 茂 ，千 秋 伟 业 薪

火相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最 艰 巨 最

繁 重 的 任 务 仍 然 在 农 村 ”。 民 族 要 复

兴 ，乡 村 必 振 兴 。 我 们 这 支 党 绝 对 领

导 下 的 人 民 军 队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责 无

旁贷。

回 望 红 军 初 创 时 期 ，朱 德 为 农 家

挑 水 ，被 老 婆 婆 当 成 了 伙 夫 。 延 安 大

生 产 时 期 缺 种 子 ，任 弼 时 拿 出 一 个 小

布包，里面全是从太行山带来的辣椒、

茄 子 、萝 卜 、白 菜 等 菜 种 。 那 时 候 ，在

毛 泽 东 一 再 坚 持 下 ，他 自 己 也 分 了 一

亩 多 责 任 田 ，一 有 空 闲 就 和 警 卫 战 士

一起侍弄庄稼。

几十年过去了，从全国到各地表彰

的“最美退役军人”，总有一批投身“三

农”实践，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勇往直前的

“冲锋者”，他们或是带领群众建设美丽

乡村的“兵支书”，或是确保农业安全、端

牢中国人自己饭碗的“种子大王”“蔬菜

大王”。

放眼全国，从“沂蒙红嫂”军供品牌，

到“黔货出山进军营”创新实践，军民携

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喜人成果。

近年来，从参与脱贫攻坚到助力乡

村 振 兴 ，人 民 子 弟 兵 爱 民 足 迹 不 断 延

伸：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在定点帮扶

的 4000 多 个 村 庄 接 续 奋 斗 ，让 脱 贫 基

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74 所军队

医 院 对 口 帮 扶 113 所 县 级 医 院 ，派 出

910 多 批 4800 多 人 驻 点 帮 扶 ；助 学 兴

教，援建的“八一爱民学校”从 156 所增

加到 360 所……

泥土的芬芳，大地的见证。乡村振

兴成果惠及人民子弟兵，既是新时代巩

固军政军民团结的生动见证，也是军民

共建共享现代文明的历史必然。从这

个意义上说，地方各级领导重任在肩，

有责任、有义务带领群众大力推进新时

代双拥创新：在人才振兴中兼顾国防人

才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就是一支数量可

观的国防动员潜力队伍；在基础设施建

设中科学搭载国防功能，最大限度满足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在精神文

明建设中强化国防观念和双拥理念，真

正把“人民军队、全民国防”落在实处、

落在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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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时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在素有

“泉城”之称的山东省济南市，所辖
南部山区结合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深入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完善新时代科技支前等具体工作
中，他们紧紧抓住山、水、林、田做文
章，蹚出一条依托经济社会发展创
新双拥工作的路子，经验和做法可
圈可点，值得学习借鉴。

写 在 前 面

这 是 一 个 令 人 注 目 的 专 项 投

入：今年，南部山区投入科技创新资

金 ，积 极 引 导 创 建 企 业 种 植 与 深 加

工 农 业 科 技 特 派 员 示 范 基 地 。 其

中 ，有 一 句 口 号 让 驻 军 部 队 官 兵 倍

感温暖：“把更多绿色生态好产品提

供给部队！”

水有源，树有根。回望当年，抗

战 时 期 ，南 部 山 区 作 为 济 南 南 大 门

与泰莱根据地相连，也是中共山东分

局从鲁东至鲁西继而通往延安的交

通要地，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

放战争时期，曲廷贵等南山群众踊跃

参军支前，高呼着“大踏步前进”“砸

锅卖铁支援前线”的口号，每人挑起

100 多斤重的物资，步行 40 多公里运

送 到 前 线 。 前 两 年 ，经 山 东 省 有 关

部 门 认 定 ，南 部 山 区 共 有 不 可 移 动

革命文物 11 处。

进 入 新 时 代 以 来 ，南 部 山 区 紧

盯科技支前发力，统一调动技术、人

才、资金等项目要素，着眼拥军部署

长 期 目 标 ，以 阶 段 性 发 展 目 标 为 子

项目，有序推进整体建设，探索走出

一 条“ 行 业 联 动 + 镇 村 互 补 ”的 路

子 ，逐 步 构 建 起 南 部 山 区 科 技 支 前

的 大 格 局 。 他 们 立 足 山 区 实 际 ，在

“四个完善”上使长劲、求突破，相继

完 善 军 地 一 体 的 组 织 体 系 ，完 善 刚

性 规 范 的 制 度 体 系 ，完 善 兼 容 互 通

的 信 息 体 系 ，完 善 平 战 结 合 的 运 行

体系。

近年来，南部山区与部队合作，

以 农 副 产 品 加 工 为 依 托 ，搭 建“ 军 e

平 台 ”，鼓 励 相 关 企 业 参 与 军 队 粮

食 、瓜 果 、肉 类 副 食 品 供 应 ，积 极 开

发农作物配套系列产品。为尽快让

天 然 绿 色 农 副 产 品 进 军 营 ，他 们 运

用 科 技 手 段 ，重 点 扩 大 小 米 、板 栗 、

核 桃 等 地 方 特 色 产 品 的 种 植 、加 工

规 模 。 山 东 省 双 拥 办 、省 军 区 有 关

领导交口称赞：“南部山区的路子走

对了！”

科技支前与日常解难相结合，确

保了南部山区拥军工作尽量少留遗

憾。今年秋，南部山区管委会一次为

驻军部队解决了 19 名随军家属的就

业安置和创业扶持、孩子入托入学等

难题。“有南部山区干部群众和社会

各界大力支持，部队建设轻装上阵，

战斗力水平持续提升。”驻军某部一

位领导由衷表示感谢。

部队聚力备战打仗，地方全力服

务保障。近年来，南部山区先后为驻

军部队解决各类困难问题 200 多个，

为驻军部队战斗力建设提供了有力

支持，南部山区的拥军工作满意度也

走在全市前列。

科技“蹚”出新路
新时代支前深受驻军欢迎

见证者说

泉城兴起双拥新风尚泉城兴起双拥新风尚
——山东省济南市南部山区依托山水林田推进双拥创新启示录山东省济南市南部山区依托山水林田推进双拥创新启示录

■■王燕敏 李 辉王燕敏 李 辉

几年前，当陈萍退出现役选择自

主择业，到山东省济南市南部山区创

业的时候，不但乡亲们不理解，就连当

地党政领导也心存疑惑。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服役期间

从 事 医 疗 卫 生 工 作 的 女 军 医 ，锚 定

“农”字干事创业，最终赢得了乡亲们

的认可。她在南部山区柳埠街道石尧

村承包荒山 600 多亩，成为达喇峪林

场负责人。陈萍带领乡亲们植树造

林，修建水利工程，改良山体植被，发

展民宿项目，带动数十名村民就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

通城乡要素流动”。南部山区管委会

党工委一班人对照陈萍的事迹，对此

有了更深的理解。

退役军人选择到南部山区就业创

业，不是偶然。

放眼齐鲁大地，纵观泉城济南，极

目南部山区，“农”字日益焕发光彩，吸

引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投身其中，大展

身手。前不久，山东省乡村振兴“金点

子”创意大赛线上决赛顺利进行，56个

项目进入决赛参加现场路演。2021年，

济南市成功举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

近年来，南部山区实施“借脑工程”，组

建由省市农科院等不同领域专家学者

组成的专家智囊团队，为产业发展把脉

问诊、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一位

今年选择到南部山区就业的退役军人

表示：“这里‘三农’情怀厚重，能够甩开

膀子干一番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事。”

南部山区管委会主动为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搭好舞台，提供便利。

2016 年 7 月 济 南 市 批 准 成 立 南

部山区管委会以来，5 个街道办事处、

23 个管理区、147 个村居相继设立退

役军人服务站，27 名退役军人专职联

络 员 全 部 到 岗 到 位 ，面 向 7000 余 名

退 役 军 人 及 优 抚 对 象 提 供 贴 心 服

务。今年，192 名退役军人进入南部

山 区 村 级“ 两 委 ”，其 中 52 人 担 任 村

支书。

更让退役军人群体感动的是，南

部山区管委会还为 68名健在的在乡老

复员军人编撰光荣册，为 6名南山籍老

退役军人拍摄专题影像并进行宣传报

道。2022 年以来，他们为 15 户荣立三

等功及以上表彰奖励的现役军人家庭

上门送喜报，发放慰问金。“当兵有前

途，退役有出路。”许多军属由衷赞叹。

“济南市创新建立乡村规划师制

度，101 名规划师上岗履职。”南部山

区管委会相关领导说，“下一步我们

将依托退役军人群体培养南部山区

的乡村规划师，让他们走出泉城，名

扬全国。”

亲农“亲”在心中
退役军人创业天地更加广阔

冬季万物萧条，天地一片清寒。

走进济南市南部山区，却仍能感受到

灵动的气息：锦绣川、锦阳川、锦云川

“三川”清澈见底；卧虎山、锦绣川两大

水库群鸟栖息。当地干部群众说，能

有这样的美丽景观，以军属和各类优

抚对象为主体的各级林长功不可没。

“儿子为祖国站岗放哨，我为家

乡守护绿色长城。”现役军人王富超

的母亲张祥凤一番话充满自豪。她

是南部山区高而办事处花坦村副林

长，每天的任务是护林巡查、防火宣

传和防范林业有害生物。

在护林的同时，张祥凤还种植了

500 余株板栗树。自己富了，她不忘

带动大家，每年热心帮助村民管理果

树并提供技术指导。今年春天，她又

种植了 200 棵桑树。桑树可谓浑身

是宝，桑葚是一种药材，桑叶能泡茶，

还可以养蚕。如今，张祥凤正在探索

新的种植方法。

南部山区作为泉城济南的泉源

和“绿肺”，是生态保护功能区，也是

绿色发展先行区。南部山区管委会

在启动“绿满泉城·美丽济南”城乡绿

化专项行动的同时，联合济南警备

区、历城区人武部，充分发挥生态文

明建设中的军地合力。一批军属和

各类优抚对象担任各级林长、河长、

湖长、田长和公益护林员。“在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

他们尽心尽力，让人敬佩！”南部山区

生态保护局副局长李德胜说。

与张祥凤一样，从 2014 年至今

一直担任柳埠街道岳阳村党支部书

记 的 孙 茂 国 ，也 是 一 名 村 级 林 长 。

他一家三代从军。儿子孙轩今年大

学毕业后，毅然选择二次入伍。从

2014 至 2017 年，孙茂国自愿捐献个

人 3 年的绩效工资 2.4 万元，用于修

路。路通了，乡亲们种植树木特别

是经济林的积极性更高了。孙茂国

带领大伙儿种植“中秋红”枣树，并

嫁接改良酸枣树 1000 余亩，效益十

分可观。

军民共建，山更美，水更绿。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

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广大军

民更感肩头责任重大。

如今，军民齐心协力，长峪村的

艾草深加工、涝峪村的富硒樱桃、岳

阳村的泰山小白梨、葫芦套村的羊肚

菌、潘家场的金银花、高而的礼记粉

皮和猕猴桃等，成为特色农产品品

牌，推动当地实现从“效益产业”到

“高效生态产业”的转变。

尚绿“尚”在行动
军政军民共建生态文明

双拥影像

张 睿张 睿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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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年入伍，在哪支部队服役，荣

立过什么战功……如今，山东省济南

市南部山区 68名健在的在乡复员军

人，人人拥有一本见证军旅人生的光

荣册。南部山区还为其中 6 名老退

役军人拍摄专题影像，在当地新闻媒

体进行宣传报道。

为国为民最光荣，薪火相传是

精神。2021 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南

部山区管委会启动老兵光荣册编纂

和专题影像拍摄工作。这一举措受

到退役军人群体欢迎，也成为当地

征兵工作和爱国拥军宣传教育的生

动教材。

光荣册：见证与传承
■李 辉 张喆喆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