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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不能松劲，脱贫攻坚也

面临“最后冲刺阶段”，两战都不能

输。习主席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给全党全军全国人

民以信心和鼓舞：今年是脱贫攻坚战

最后一年，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

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

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

策部署落实好，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

如何确保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双

胜利”，一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告诉我

们：“三股劲”不能丢。

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信心鼓足劲。

疫情突如其来，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遭

遇战”，而脱贫攻坚是我们党立足长远

的战略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一

环，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

诺。疫情冲击之下，脱贫攻坚的难度增

加。越是困难越向前，疫情防控不能缓

一缓，脱贫攻坚不能等一等。军队助力

脱贫攻坚，是由我军性质宗旨决定的，

也是我军优良传统的体现。人武部作为

同级地方党委“军事部”和地方政府

“兵役机关”，职能任务决定了应在助力

脱贫攻坚中鼓足劲头、把握准头、当好

排头。只有和贫困群众一起，直面现实

问题，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尽全力

战胜逆境，才能把脱贫攻坚的底子打得

更加牢固。

坚持统筹施策，迎难而上不松

劲。如何降低疫情的负面影响？怎样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精准施策仍

然是个关键。只要善于化危为机，就

一定能发现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的结

合点。疫情之下，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遭遇许多实际困难，国防动员系统的

战友们在现阶段助力脱贫攻坚的实践

中业已发现，在传统行业面临冲击的

同时，一些新兴行业异军突起。这告

诉我们，抓住疫情防控后期出现的新

经济增长点，积极开展“就业扶贫”

“消费扶贫”“电商扶贫”，转疫情之

“危”为脱贫之“机”，必定大有可

为。以双拥为载体发挥协调作用，是

军队的优势所在。比如，帮助解决贫

困地区农产品销售难题，充分利用

“云上”经济、“宅”经济、“绿色”经

济、物流经济等，拓宽农产品网络销

售渠道，都有许多具体工作可做。

弘扬战“疫”精神，决胜关头加

把劲。战“疫”过程中，在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军民共

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歌，创造了一

个个诸如“火神山”“雷神山”的壮

举。平心而论，超级英雄，只不过是

挺身而出的平凡人；人间奇迹，只不

过是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波澜

壮丽的英雄图景，就是在每个平凡人

看似平凡和微小的努力中“拼接”和

“绘就”的。战“疫”过程中涌现的坚

定信心、同舟共济、依靠科学、精准

施策的“硬核”精神，正是我们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精神力量。战“疫”

精神，作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

伟大民族精神和当代中国人民时代精

神的集中体现。践行和弘扬战“疫”

精神，我们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就有信

心、有能力，也有的是办法。决胜关

头加把劲，这把劲靠你、靠我、靠

他，靠我们广大军民。

（作者系河南省扶沟县人武部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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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湖北省荆州市基层民警
的一件防护服走红网络，上面写满了
群众所需购买物资和联系电话。这件
防护服，让一位细心的退役老兵联想
到了一件迷彩服——2008汶川抗震救
灾中，那件写满电话号码、给乡亲们报
平安的迷彩服。

原来，就在 12年前，一支由黄继光
生前所在部队 15 人组成的空降突击
队，从海拔 5000米高空空降到震中重
灾区，建立起一条生命通道。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三无”空
降：无气象资料，无指挥引导，无地面
标识。

当时，不论降落地点多偏僻，一落
地，总有人群呼啦啦围上来。“空降十
五勇士”之一的李玉山至今清晰地记
得，一位 40多岁的男子抓住他的手，颤
抖着，用尽浑身力气喊了一句：“解放
军来啦！”

人们说，解放军来了，灾区就有希
望了！

挺进汶川途中，勇士们不时遇到
有人从震中往外走。那时候，与外界
的一切联系全部中断。看到带着通信
设备的解放军，人们纷纷递来写有亲
人电话号码的纸条，希望能代为报平
安。

后来，没纸了，他们就把电话号码

直接写到迷彩服上。
遗憾的是，热心网友搜遍了网络，

找不到任何一张与那件写满电话号码
的迷彩服直接相关的图片，只有媒体
报道的寥寥数语中提到，这件迷彩服
珍藏于空降兵军史馆。于是，这位网
友发出了一篇网文《@空降兵：俺就想
看看那件写满电话号码的迷彩服》。

这篇网文当即引起空降兵某部官
兵的关注。

今年 60岁的该部高级工程师李振
波介绍，当时突击小分队，除了完成侦
察灾情、引导空中救援任务，还给受灾
群众带去了希望，带去了党和政府的
关心。

那时候，突击队完成在茂县的救
援任务后，立即向汶川挺进，途中不时
遇到本地工人、外地游客、技校学生从
震中往外走。于是就有了匆匆忙忙留
电话，委托报平安的感人一幕。

提起那件迷彩服，李振波回忆说：
“那时候余震不断，没吃没喝，情况危
急，多记录一些电话号码，就能多给被
困群众一分坚持下去的希望。后来没
纸了，我就让他们把电话号码写到迷
彩服上，这样就不会丢失，也不会忘
记。”

走出汶川之后，突击队履行了诺
言，对照着记录在纸条上和迷彩服上

的电话号码逐一拨打，数百个家庭接
到空降兵官兵打来报平安的电话时，
忍不住喜极而泣。

后来，李振波把那些写着电话号
码的纸条和那件写满电话号码的迷彩
服，捐献给空降兵军史馆，成了空降兵
与灾区人民情谊血浓于水的直接见
证。

答案找到了，李振波就是那件写
满电话号码迷彩服的主人！

我们随李振波来到空降兵军史
馆，看到了那些已经泛黄的纸条，还有
那件写满电话号码的军绿色迷彩服。

当李振波再次拿起那件迷彩服的
时候，如同战士抚摸心爱的铠甲：“由
于写着群众的电话号码，我都不敢洗，
生怕漏掉了任何一个号码，辜负了灾
区群众对我们的信任。”
“阿坝州茂县生态茶苑一行 365人

平安”“川 A50400 旅游车一行 38人平
安”……望着迷彩服上那些潦草、涂抹
过的字迹，李振波泪眼模糊，仿佛又回
到当年情况紧急、群众焦急的场景。
写在迷彩服的一行行字，寄托着灾区
群众对解放军的多少信任啊！

不负人民所盼，危难之时再见真
情。12 年后，空降兵再次为人民“逆
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打着“空
降兵来了”条幅的运力支援队第一时
间支援战“疫”。

12年过去了，迷彩服的款式变了，

迷彩服下那一颗颗火热的爱民之心从
未改变。

该部士官胡欢是有着 13年兵龄的
一位老兵，他与 41名战友一起从湖北
广水赶赴武汉，加入运力车队。他说，
我们虽然不能像空降勇士们那样“神
兵天降”，可驾驶军车行驶在疫情笼罩
下的武汉市区，也能给那些趴在窗口
望着我们的武汉市民带去一些温暖和
希望。

68个日日夜夜，运力支援队早出
晚归、连续奋战，运送生活物资 5601
吨、医疗物资 22类 5000 余件（套），累
计行程 19万公里，为按下暂停键的武
汉撑起了一条永不中断的“钢铁运输
线”。

撤离的时候，武汉市民冲着胡欢
和他的战友们竖起大拇指：“空降兵
在，我们很安心！”

军史馆里，那件写满电话号码的
迷彩服提醒着黄继光的传人们：“只要
人民有需要，我们一往无前！”

左上图：

那件写满电话号码的迷彩服已经

收藏在空降兵军史馆

下图：

写满电话号码的纸条因涉及个人

隐私，相关细节已作处理

（照片由空降兵军史馆提供）

寻找那件迷彩服
■刘治鑫 本报特约记者 蒋 龙

收兵静悄悄，告别不扰民。
连日来，在圆满完成救治任务后，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陆续归建，撤离现
场没有隆重仪式，没有欢送人群，各单
位以一切从简、不干扰群众工作生活的
方式与武汉人民告别，用实际行动展现
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光荣传统。

“双拥办”变身“支前办”

——战“疫”伟力来自人民

连月来，地处疫情中心区的湖北省
武汉市，让全国军民牵肠挂肚。

疫情时期的双拥工作，同样引人
瞩目。疫情发生后，湖北省军区发挥
协调军地职能，为军地抗疫力量在一
线联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避免多头
对接，省、市、县各级拥军支前军地
协调机构不另设办公室。按照“军对
军、民对民”原则，日常工作由同级
双拥办牵头，任务部队需求对接由省
军区系统牵头，“双拥办”变身“支
前办”。
“拥军支前”，是我党我军在革命

战争年代形成的一个光荣传统，这一
传统在这次战“疫”中再次发力。危
急关头，紧急时刻，全国各地双拥办
变身“支前办”，双拥人变身“战斗
员”，紧急动员社会力量，筹措抗疫急
需物资驰援武汉，以暖心行动关爱激
励军队前线医疗队员，全力以赴服务
一线、保障一线，与时间赛跑，与死

神抗争。
“军民同心，其利断金”。军队支

援湖北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全国双拥
办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双
拥工作紧紧跟上，各地双拥部门立即
行动起来，全力支援打响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由 37个
国家部委和群众团体组成的全国双拥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紧紧围绕抗疫总
体战形势，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共
同支援前线。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务前线。全
国双拥办一边指导各地双拥部门紧急行
动，一边指派专人深入武汉一线，了解
掌握一线军队医务人员家中存在的实际
困难，通过双拥渠道协调地方党委政府
给予解决，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
医务人员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的实
际需求等，坚持特事特办，优先予以照
顾解决。

支援武汉、支援湖北、支援一线勇
士成为各级双拥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跨军地、跨行业、
跨部门双拥业务部门，双拥协会、行业
组织纷纷在行动。

北京市双拥办坚持聚焦一线疫情
防控，扎实做好拥军支前。市、区两
级双拥办、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对
接军人军属，扎实开展帮扶慰问活
动，及时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市双拥
办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带着机关
干部分别联系两户驰援武汉抗疫一线
的军人家庭，留下联系方式，随时提
供帮助；先后慰问 60 多户驰援武汉
抗疫一线军队医务人员家庭，优先协
调解决子女入学 4 人、家属随军审批
48 人。

上海市双拥办迅速由平时双拥转

到战时支前状态，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广泛动员军地力量，关心、关爱
支援武汉军队一线医务人员及家庭，
积极筹措物资支援武汉抗疫前线，全
面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经过迅
疾高效的动员，发动退役军人投身疫
情防控一线，发挥防疫战斗员、政策
宣传员、问题协调员作用，全面开展
群防群治、联防联控。

前线后方“一盘棋”

——应运而生的高效运行机制

“太好了！谢谢你们，这样我就放
心了！”前不久，正在武汉抗疫的解放
军第 960医院护师王媚华接到来自家乡
济南的电话，济南市槐荫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工作人员告诉她，孩子入园问题解
决了。

谁能想到，从接到通知到协调办理
成功，仅用时5天。

王媚华的儿子今年 9 月份将适龄
入园，户籍在槐荫区一个小区，想就
读一家实验幼儿园。这个小区属大型
社区，入托幼儿多，槐荫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联系区教育体育局，就落实拥
军优属政策、保证子女顺利入园沟通
协调，区教育体育局领导当即表示，
一定优先保障军队抗疫一线人员子女
就读。

在此次战“疫”中，这样高效为前
线人员解除后顾之忧的感人故事还有很

多。
家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的赴

武汉疫情防控一线军人冯冀飞，女儿
在北戴河区上学，日常接送不便，希
望能转到家附近学校就读。市双拥办
得知冯冀飞的实际困难后，立即报请
市政府，市领导批示要求特事特办，
尽快办理。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冯冀
飞的女儿转入市内师资力量雄厚的一
所小学就读。

家门连着营门，军属牵动军心。
“你在前方打胜仗，我为后院搞保障”
“你为国家献忠心，我为你家献爱
心”……一线军人最牵挂的事，就是全
国各地双拥部门最操心的事。

全国各级党委政府在走访慰问中送
温暖、送政策、送帮扶，多措并举激发
广大医务人员的战“疫”热情。

全国双拥办要求各地发挥双拥工作
优势，积极开展组织一次走访活动、建
立一个联系卡、发送一封慰问信、赠送
一个拥军包、解决一批现实困难的“五
个一”活动。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北，从大兴安
岭到南海椰岛，各地区各部门立即行动
起来，充分发挥拥军支前的优良传统和
政治优势，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和资源，
支援湖北武汉抗“疫”一线。各级对照
湖北武汉抗疫一线需求清单，广泛发动
社会力量捐赠，紧急沟通协调属地拥军
企业、社会组织和双拥模范以多形式多
渠道精准解难。

江苏省南京市建立走访慰问人员
“信息库”，全面掌握家庭生活状况和需
求，采取“一人一策”方式帮难解困。
淮安市、常州市等地对一线军队医务人
员子女教育采取照顾倾斜政策。常州市
还针对一线军队医务人员家庭未入学子

女、高龄老人无人照料的情况，提供托
管照顾服务，为子女提供“一对一”线
上学习指导。

山东省青岛市与一线军队医务人员
家庭建立沟通联络服务、临时困难救
助、复工复产帮扶“三项机制”。淄博
市邀请地方医院专家通过视频方式为驻
军部队讲授疫情防控知识，帮助部队官
兵科学防控疫情。

一位部队领导深有感触地表示，前
方在进行与时间赛跑、与生命竞速、与
死神抗争的战斗，后方各级双拥办同样
在进行为战“疫”人员解难送暖的“战
斗”。

争当爱民守纪模范

——子弟兵前面永远是人民

人民子弟兵，人民子弟兵，子弟兵
前面永远是“人民”二字！

这是一线抗疫战“疫”军人的共同
心声：人民若有难，军人必当先。

时间就是生命，物资就是生命。面
对地方运力不足，抗疫和生活物资保障
一度吃紧的严峻形势，经上级批准，湖
北省军区积极协调驻鄂部队，成立了由
130辆军车组成的运力支援队，昼夜运
送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筑材料、
医疗器材和附属配套设施。两院建成
后，运输队员又火速投入为武汉市民运
输生活物资的任务。

联勤保障部队紧急调运棉被、垫

褥、床单支援武汉市优抚医院扩展床
位；中部战区总医院向武汉市捐赠医用
口罩、检查手套、一次性医疗遮帽、护
目镜、皮肤消毒液、红外体温计、鞋
套、面罩等物资；海军武汉舰、荆州
舰、孝感舰、鄂州舰官兵自发组织为武
汉人民募捐活动。

细节看形象，点滴看作风。军队支
援湖北医疗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密切
军政军民关系，不接受地方单位、企业
和个人以捐钱款方式开展的慰问、捐赠
活动。军委有关部门及时在一线医疗队
开展纪律检查，没有发现一例违反群众
纪律的人和事。
“我们是人民军队，越是在抗击疫

情的特殊时期，越是要严格遵守群众纪
律，绝不能逾越军地交往界限。”中部
战区总医院党委对此态度十分明确。前
几天，一位退休老干部看到医务人员为
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惧生
死、挺身而出，深受感动，觉得自己也
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找到中部战区总医
院，提出要捐款 30万元对医务人员表
示慰问。医院领导热情接待了老人，在
肯定他爱国爱军情怀的同时说：“感谢
您对解放军的关心厚爱，我们有纪律，
不能接受您的捐款，您的爱心我们心领
了！”老人听后，对部队的规定表示理
解。

火神山医院重症二科 18 床的毛阿
姨因病情好转，在和家人视频时多次叮
嘱儿子要感谢主治医生刘冬梅。她的儿
子打听到队员们的住宿点后，开车带着
水果想要送给刘冬梅。刘冬梅在微信里
告诉他：“治病救人是我应尽的职责，
东西是绝对不能收的。我们对每一个患
者都会一视同仁，全力以赴，你的母亲
我们会精心照顾好。”

战“疫”双拥的武汉答卷
——各地双拥部门倾力支援湖北武汉抗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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