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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今 年 春 节 前 ，我 们 连 里 一 名 新

战 士 突 然 想 请 假 回 家 过 年 。 正 在

老 家 探 亲 休 假 的 我 ，立 即 联 系 连 队

其 他 干 部 ，多 次 找 这 名 新 战 士 谈

心 ，效 果 却 不 理 想 。 转 换 思 路 ，我

向“ 板 烂 村 辣 妈 拥 军 服 务 队 ”队 长

何兰芳求助。

今 年 55 岁 的 何 兰 芳 性 格 开 朗 ，

热情又有耐心。她听了情况介绍，爽

快 地 答 应 ：“ 放 心 ，这 事 儿 包 在 我 身

上！”

不 久 ，“ 板 烂 村 辣 妈 拥 军 服 务

队 ”到 连 队 慰 问 。 何 兰 芳 主 动 跟 那

名 新 战 士 单 独 谈 心 。 第 二 天 ，她 又

包好那名新战士喜欢吃的韭菜肉馅

饺 子 送 到 连 队 。 就 这 样 ，新 战 士 再

没 提 请 假 回 家 过 年 的 事 ，满 怀 激 情

地投入战备训练。

原来，那名战士第一次远离家乡，

思乡心切，不好意思把心里话告诉连

队干部。何兰芳母亲般的关心解开了

他的心结。战友们说，“辣妈”们就像

编外指导员，战士有了思想疙瘩，她们

一出面保证“管用”。

编外指导员
■某部指导员 曾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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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军嫂，一直是板烂村村民

韦梅兰成年后对爱情的憧憬。

“军人勇敢坚强，不怕牺牲，他们是

最可爱的人，嫁给军人是一种幸福。”提

起自己的军嫂身份，如今 69 岁的韦梅

兰充满自豪。

1979 年春，在宁明县一家医院当

护士的韦梅兰，护理过一名腹部受重伤

的战士。因伤势过重，这名战士后来牺

牲了。年轻军人的精神和境界深深打

动了她。后来，她如愿嫁给军人，成为

一名光荣的军嫂。如今，韦梅兰也是板

烂村最年长的军嫂。

“如果说军队是钢铁长城，我们愿

当钢铁长城的垛口！”在板烂村 81 名军

嫂中，有两姐妹都是军嫂的，也有姑姑

侄女都是军嫂的，还有几个同学都与军

人喜结连理的，板烂村也因此被誉为

“军嫂村”。

梁英兰、梁英凤、梁英红、梁艳四姐

妹是板烂村有名的“四朵金花”，她们先

后成为光荣的军嫂。

“我 3 岁时，父母去世了，是哥哥姐

姐们把我拉扯大的。我丈夫当时在某

部当文书，他跟两个战友资助贫困家庭

学生读书的善举令人感动，后来我就嫁

给了他。”四妹梁艳幸福地说。

1981 年出生的梁艳，与老一辈的

军嫂们不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

妇女”。为军人家庭添彩，为建设家乡

服务，成为新一代军嫂的共同追求。

前些年，丈夫赖东海从部队退役，

梁艳随他一起去广州经营餐饮店，经过

多年打拼，事业有成。近年来，她利用

做餐饮的便利条件，向同行推销板烂村

的八角、桂皮、土鸡和土鸡蛋等特色农

产品，帮板烂村的农产品走出大山，成

为大都市餐桌上的美食。

现在南宁市西乡塘区法院担任刑

事庭副庭长的卢倩芳，是板烂村“军嫂

群”的群主。“我们村的许多军嫂随退役

的丈夫返回原籍，分散在广东、湖南、湖

北、山东等 8 个省区市。”卢倩芳说，大

家自发建了一个群，“军嫂群”也成为助

力家乡建设的“召集群”“倡议群”。

去年 4 月初，卢倩芳了解到村里防

疫物资紧缺，马上在群里通报了这一情

况。随即，军嫂们你三百、我五百，很快

集资并协调采购了近万元防疫物资寄

回板烂村，帮助村里解了燃眉之急。

81 名不同时期军嫂的共同心声——

“愿当钢铁长城的垛口”

日前，广西确定百色、

崇左、防城港 3个边境市的

16个村寨作为兴边富民创

新推进试点村寨，开展边

境“四个共同”长廊建设。

驻军某部官兵发扬拥

政爱民传统，以实际行动投

身兴边富民实践。

图①：军民齐心合力，

把板烂村建设得一天比一

天富裕，一天比一天美丽。

图②：驻 军 某 部 官 兵

与村民一起对公共区域环

境进行美化。

图③：驻 军 某 部 官 兵

为 少 先 队 员 讲 述 红 色 历

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共建美丽乡村
■许青霖 李雪群 陈桂梅 文/图

我们村有一名军嫂名叫闭雪红。

乡亲们都说，她今天的幸福生活，要感

谢某部军医治好了她的病，给了她第

二次生命。

闭雪红 12 岁那年，右脚莫名其妙

地肿痛。家人带她四处寻医问药，却

毫无效果。驻军某部军医得知后，主

动上门诊治。军医利用周末休息时间

上 山 采 药 ，每 天 熬 好 药 帮 她 洗 脚 按

摩。经过 3 个月精心治疗，闭雪红终

于恢复了健康。后来，闭雪红如愿成

为一名光荣的军嫂。

军医换了一茬又一茬，为壮乡群

众看病治病的传统始终没变。我们

村地处偏僻，群众看病难是让村干部

很头疼的一件事。某部把连队卫生

室办成服务群众的窗口，备足群众日

常看病用药。每到周末，军医和卫生

员还要上街义诊，宣讲卫生知识。军

医黄海波在某部服役已经 6 个年头，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出现过他的身

影。遇到村民出现危重病情，他总是

随叫随到。乡亲们亲切地称他是“壮

乡好医生”。

壮乡好医生
■ 广 西 崇 左 市 宁 明 县

板烂村党总支部书记 卢 海

2月 10日，元宵节过后第 5天，退役

军人陈少烈和战友们带着对乡亲们的浓

浓牵挂，再次回到板烂村，与干部群众共

商乡村振兴大计。

在 驻 军 某 部 担 任 副 连 长 期 间 ，

陈 少烈与村民结下深厚情谊。每年回

村里看望乡亲们，已经成为老兵们的

“军规”。

驻军官兵支持当地建设，退役官

兵牵挂第二故乡。在村民心目中，某

部官兵和退役的 3000 多名老兵都是荣

誉村民。

2019 年 3 月，300 多名从驻军某部

光荣退役的板烂村荣誉村民重返第二

故乡。了解到村民缺少活动场地，他们

当场集资近 7 万元，用于修建球场和大

舞台。如今，每当夜晚来临，被命名为

“军民大舞台”的文化活动广场，成了村

里最热闹的地方。

退役军人孔祥明在驻军某部服役

12 年，历任战士、文书、排长、副连长、

指导员。“咱板烂村战场遗址多、战斗

故事多、战斗英雄多、双拥故事多，应

该充分用好这些教育资源。”今年春节

过后，他特地从南宁市邀请开发旅游

项目的朋友到板烂村考察，计划打造

一条国防教育专题旅游线路，助力板

烂村经济发展。

“板烂村是改变我人生的地方。”从

2015 年起，退役军人邹文忠几乎每年

都要回板烂村，已连续 8 年资助板烂村

困难家庭大学生和中小学生，慰问老党

员，帮扶困难户。今年 2 月 15 日，退役

军人杨鑫向板烂村小学捐款 1.2 万余

元，为师生定制校服并购买足球、篮球、

书包等学习和体育用品。

八角种植是板烂村的特色支柱产

业之一，农产品销售一度是板烂村党总

支一班人的挠头事。某部动员探亲休

假官兵采购特色农产品，以消费扶贫的

方式助推“山货出山”，并鼓励官兵通过

微信群、朋友圈扩大板烂村特色农产品

宣传。官兵齐心协力帮扶，板烂村的

“滞销品”成了“紧俏货”。

军民共建结硕果，板烂村党总支

荣 获 2021 年 度 崇 左 市 先 进 基 层 党 组

织 ，板 烂 村 2021 年 荣 获 崇 左 市 民 族

团结进步示范村，村党总支书记卢海

被 表 彰 为 2022 年 度 宁 明 县“ 四 型 村

干标兵”。

3000 余荣誉村民的真情告白——

“板烂村就是我家乡”

板烂村 10 个自然屯中有 6 个是抵

边屯，特殊地理位置让村民更懂得国防

的重量。一家祖孙三代扛枪，兄弟俩同

时入伍的，在这个边陲山村比比皆是。

在板烂村，谁被批准入伍了，如同中了

状元，亲朋好友为之祝贺，乡亲邻里登

门道喜，披红挂彩，夹道欢送。桐棉镇

党委书记陆军敏介绍，许多人在部队立

功、考军校、提干，成为部队建设的中坚

力量。

穿上军装保家卫国，脱下军装建设

家乡。这是 352 名从军报国者共同的

约定：“扛起兴边富民责任！”

5 公里的巡逻道，板烂村退役军人

韦振飞每周要走 2 至 3 次，风雨无阻，雷

打不动。

韦 振 飞 2000 年 入 伍 ，2002 年 退

役 。 2021 年 底 ，板 烂 村 招 聘 护 边 员 ，

他 第 一 个 报 了 名 。 担 任 护 边 员 以

来 ，韦 振 飞 认 真 履 行 职 责 ，多 次 及 时

正 确 处 置 突 发 情 况 ，受 到 有 关 部 门

通报表扬。

1997 年入伍的韦远华不善言辞，

内敛稳重。2000 年，退役返乡的他，凭

借在部队学到的种植养殖技术，率先带

头在村里发展水牛和山羊养殖。如今，

他开办的养殖场已经由最初的 8 头水

牛发展到 30 多头，山羊由 10 只发展到

50 只。韦远华还在村里成立养殖合作

社，帮助 15 个脱贫户发展养殖，村民们

不但可以学到养殖技术，每年还可以分

红 7000 多元。

今年，板烂村换届选举时，韦远华

被村民推举为村“两委”委员。面对信

任，韦远华信心十足，郑重向乡亲们承

诺：“退伍不褪色，投身乡村振兴‘新战

场’，我们退役军人也要当先锋，我一定

加倍努力工作，不负大家的期望，让板

烂村的明天变得更好。”

近年来，板烂村越来越多的退役

军人选择返乡创业。他们发扬军人优

良 传 统 ，积 极 投 身 乡 村 治 理 、志 愿 服

务，成为边境地区兴边富民、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如今，板烂村家家住上

宽敞明亮的楼房，户均一辆小轿车，日

子越过越红火。生活富裕起来的板烂

村群众从没有忘记人民子弟兵，争相

把自己生产的大米、玉米、红薯、八角、

山茶油等特色农产品供应给部队，送

上官兵的餐桌。

352 名从军报国者的彼此激励——

“扛起兴边富民责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广西崇
左市宁明县桐棉镇板烂村，先后有
352 名适龄青年参军入伍，81名女
青年嫁给军人成为军嫂，3000多名
驻军官兵和退役官兵成为村荣誉
村民。

走进这个小山村，“军民团结
如一人”“爱我人民爱我军”等标语
随处可见。在超市、饭店等场所，
一块块“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优
先优惠”的标识牌成为一道独特的
风景。

一个南部边陲小山村的家国情
—走进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桐棉镇板烂村感悟新时代军民关系

■文 雁 张志攀 本报特约记者 冯 强

讲述

双拥影像

广西崇左有座“红军楼”，“红军

楼”前有两棵柏树，都是邓小平同志当

年指挥广西左江地区革命斗争和军事

行动期间，在楼前栽种的。如今，仰望

两棵挺拔苍翠的柏树，感悟我党我军

“军民团结如一人”“爱我人民爱我军”

的优良传统，对新时代双拥实践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与共鸣。

放眼全国，双拥实践助力乡风文

明建设，已成为广大乡村开展双拥工

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文明乡风创建，双拥实践功不可

没。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现

代化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

也要富足。前不久，2022 年第四季度

“中国好人榜”发布，152 位（组）助人

为 乐 、见 义 勇 为 、诚 实 守 信 、敬 业 奉

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其中，有孝老爱亲的江西省分宜县操

场乡太湖村村民、老兵女儿黄瑞连，

有一根扁担挑出五十载军民鱼水情

的 浙 江 农 妇 叶 美 英 。 近 年 来 ，除 了

“中国好人榜”，许多地市也纷纷开展

颇具地方特色的“好人榜”评选，都有

一些双拥模范上榜。双拥模范荣登

好人榜，说明了什么？说明双拥政策

与民心民意的高度契合，说明双拥实

践有着深厚土壤，也说明双拥工作能

够有效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创 新 双 拥 实 践 ，文 明 乡 风 大 有

可 为 。 双 拥 在 基 层 ，关 爱 在 末 端 。

双 拥 进 机 关 、进 乡 村 、进 社 区 、进 学

校 、进 企 业 、进 军 营“ 六 进 ”活 动 ，其

中“ 进 乡 村 ”直 接 关 联 广 大 农 村 ，间

接 关 联 的 则 有“ 进 社 区 ”的 乡 村 社

区 、“ 进 学 校 ”的 乡 村 学 校 、“ 进 军

营 ”的 乡 村 拥 军 模 范 等 。 这 些 都 需

要 引 起 高 度 重 视 ，发 挥 好 双 拥 的 特

有 作 用 。 各 地 在 乡 风 文 明 建 设 中

锐 意 创 新 实 践 ，探 索 出 许 多 行 之 有

效 的 经 验 做 法 。 譬 如 ，有 的 地 方 组

织 选 树 好 婆 婆 、好 媳 妇 、好 女 婿 、好

妯 娌 、好 邻 居 等“ 五 好 ”榜 样 人 物 ，

有 的 地 方 组 织 实 施 素 质 提 升 、创 业

振 兴 、绿 色 生 态 、宜 居 生 活 、文 明 培

养 等“ 五 大 工 程 ”，爱 国 拥 军 理 所 当

然 成 为“ 五 好 ”与“ 五 大 工 程 ”的 重

要内容。

乡村振兴，文明乡风与双拥实践

“一个不能少”。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

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一方面，

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

双拥功能的释放必不可少；另一方面，

全面推进双拥工作创新发展，离不开

农村这个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乡村

振兴内涵丰富，体现为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并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

个方面的振兴。纵观每个领域，都需

要双拥工作大力支持。

前不久公布的 2023 年中央一号

文 件 提 出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加

快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其 中 一 个 重 要

方 面 是“ 加 强 农 村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 这 意 味 着 ，乡 村 振 兴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与 双 拥 实 践 相 互 推 进 、彼

此 助 力 ，有 了 更 宽 广 的 舞 台 ，也 必

定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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