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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海 风从海上来

杨玉斌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是 17
岁。他的家乡在重庆奉节的大山里，想
看一眼大海，不容易。

1987年，高中毕业的杨玉斌参军入
伍。他坐了 5天轮船，顺着长江来到浙
江省东北部的嵊泗列岛，成为守卫东海
前哨的一名海防战士。

大海的美丽宽广超出了他的想象，
“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看到海就想
去拥抱它。”大海也毫不吝啬，给了杨玉
斌许多“拥抱”它的机会：每年夏天，嵊
泗列岛都屡遭台风侵袭，狂风巨浪中，
即使军装被浇个透湿，杨玉斌依然坚守
在哨位，握紧手中的钢枪。台风季来临
时，最大风力可达 16级左右，但杨玉斌
和战友们不能后退，“预警一来，就是 24
小时战备状态，时刻准备抢险救灾。”风
雨中，官兵用绳索把身体绑在一起，用
血肉之躯为岛上的村民筑起牢不可破
的“防线”。

杨玉斌回忆，有一年，已经提干成
为营长的他组织官兵到海边抢救渔船，
“渔民们生活全靠出海打渔，如果渔船
被冲走了，损失是非常大的。”杨玉斌亲
自上阵，和战士们一起拖拽渔船，渔船
很重，他的脚不小心被压伤，但脚步没
有停下，“几乎每个官兵都在台风抢险
中受过伤。”

风雨相守，一代代守岛官兵和村民
们建立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
每年 9月的禁渔期结束后，渔民们都自
发将打来的第一网鱼送给驻地官兵。

这暖心的一幕幕，留在海风里，成
为杨玉斌对大海和海岛的美好回忆。

兴岛 人在“绿”中行

2005 年，守岛 18 年的杨玉斌转业
时，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嵊泗县，成为
嵊泗县安监局一名普通干部。2016年 9
月，由于工作表现出色，杨玉斌被任命
为花鸟乡党委书记。以岛建乡的花鸟
岛是嵊泗列岛 400多个岛屿中最偏远的
海岛，面积仅有 3.28 平方公里。那时，
户籍人口 2000余人的花鸟岛上，常住人
口不到 800人，且多为留守的老年人，被
人们称作“空心岛”。

在杨玉斌眼中，花鸟岛除了“远”和
“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美”。“形态
美，从空中俯瞰，整个岛的形状像一只
展翅翱翔的飞鸟；生态美，岛上植被众
多，鸟语花香；心态也美，岛上的村民勤
劳淳朴，心胸像大海一样宽广。”

为了改变小岛落后闭塞的面貌，杨
玉斌决定先解决水电、出行等基本民生
问题，最忙碌时，小岛上有 27项民生工
程同时开工建设。修建山塘水库、实行
垃圾分类、敷设双回路海底电缆、打通
沈家湾—花鸟岛旅游专线……杨玉斌
白天到现场督促项目推进，晚上着手各
项准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2016 年
年底，浙江省在嵊泗县组织美丽乡村和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杨玉斌带着
乡、村干部夙兴夜寐、全力奋战，历时
52 天完成了 17 个项目的建设，创下了
“花鸟速度”和“花鸟标准”，令与会代表
啧啧称赞。
“速度”和“标准”有了，花鸟岛的长

远发展成为杨玉斌最上心的事。经过
对周边其他旅游海岛的实地考察，结合
花鸟岛自身的特点，杨玉斌提出品质旅
游示范岛、绿色低碳示范岛、共建共享
示范岛的“三岛融合”发展新思路，探索
出“定制旅游”绿色发展模式。短短几
年时间，花鸟岛就从一个偏远海岛一跃
成为一票难求的“网红岛”，还被评为
“浙江省美丽乡村示范乡镇”和“舟山市
旅游示范岛”。
“正是由于花鸟岛保留着渔村的

生态原貌，才吸引着众多游客。”在杨
玉斌看来，“绿水青山真的就是金山银
山。”

乐民 岛在心中驻

新春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让旅游业受到影响。杨玉斌再
披“战衣”，带领全岛群众抗击疫情，守
卫小岛。

自从来了花鸟岛，每逢春节杨玉斌
的妻女都会上岛，一家人在岛上过年。
因为疫情，杨玉斌今年春节始终奋战在
疫情防控一线。2月 21日，第一批复工
人员上岛，杨玉斌和工作人员一起在码
头迎接，向他们明确复工注意事项，为
每一位复工人员发放防护手册。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花鸟岛上的民
宿逐渐恢复营业，游客的到来让小岛重
现往日的热闹。“政府的防控工作做得
很到位，所以不担心有什么问题。”花鸟
村村民卢军 2017年在岛上开办了一家
民宿，两个夏天过后开始赢利。本来他
已经做好了疫情期间生意冷清的准备，
没想到在科学防控下，上岛的游客还不
少。办民宿之余，卢军还经营着一家理
发店，主要为岛上的老年人服务，“不赚
什么钱，但杨书记说过，为村民服务的
店还是要保留，我们的理发店就继续开
下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装着群众
的杨玉斌有了“岛主”这个称呼，杨玉斌
也乐意大家这样叫他，“这是大家对我
工作的一种认可。”杨玉斌一直保留着
当兵时出早操的习惯，每天清晨起床
后，他常会从岛的东头跑到西头，一边
查看工程建设情况，一边和碰到的村民
聊聊天，及时了解大家的想法和需求。
为了帮村民代办各种事务，杨玉斌和乡

干部到县城开会或办事时，经常会带上
一大摞村民证件和凭证，抽空到有关部
门为村民办理医药费报销和渔民证件
联审手续等。

村美，人乐，岛兴。2019年，花鸟岛
旅游人数达 4 万多人次，年旅游收入
7000余万元，从一个原本荒凉的“空心
岛”成为嵊泗列岛的“颜值担当”，真正
的“旅游天堂”。在花鸟岛乡村振兴宜
居工程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返
乡创业。村民林杰退役后回到花鸟岛，
家乡的面貌一新让他惊讶不已：“以前
街上只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小店，现
在各种琳琅满目的店铺和民宿都开起
来了！”正考虑退役后何去何从的林杰
决定留下来，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2019 年，以岛为家、视村民为亲人
的杨玉斌“收获”满满，荣获全国“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称号，应邀参加国庆阅
兵观礼，年底还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
军人”。最让杨玉斌激动的，是他能在
记者见面会和人民大会堂报告会上推
介花鸟岛，“美丽的花鸟岛欢迎大家前
来旅游观光！”

面朝大海，鸟“屿”花“乡”
—记退役军人、浙江省舟山市花鸟乡党委书记杨玉斌

■本报记者 杨明月 陶春晓

6月初，正是浙江省舟山市花鸟岛一年
中最美的时候。花都开了，鸟儿不停地叽叽
喳喳，仿佛在等待游客的到来。

花鸟乡党委书记、花鸟岛“岛主”杨玉
斌坐在办公室，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碧海
蓝天，想起自己刚来花鸟岛时的场景。那
也是这样的一个 6 月，担任花鸟乡党委书
记的第一天，他吃过晚饭去散步，从花鸟

岛的东头走到西头，穿行在一座座破旧的
房屋间，没看到一个人影。上岛之前，他
听说过这座位于舟山嵊泗列岛最北端的
小岛被当地人称为孤悬海外的“悬水小
岛”，但没想到它竟如此破败荒凉。

如今，不过 4年的时间，花鸟岛“摇身一
变”，焕然一新。破败不堪的民宅被改建成
一栋栋依山而建的民宿，吸引着慕名而来

的各地游客。岛上不再“三天一停水，五天
一停电”，村民们喝上了淡化水，海底敷设
了电缆，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乡创
业。这个远离大陆的偏远小岛，变成名副
其实的鸟“屿”花“乡”。

没有改变的，是杨玉斌对这片大海和美
丽海岛的热爱，从 30多年前他穿上军装看
见这片大海的第一眼起，延续至今。

图①：花鸟岛一隅。
图②：杨玉斌（右二）

走访花鸟岛村民。

图③：杨玉斌（右一）
和村民一起参加环境卫生

整治。

受访者供图

“这是小马给我们建起来的‘扶贫
农场’。现在 100亩地大家一起种，一起
领工资。”在河南省镇平县杨营镇贾庄
村，说起村里的“扶贫农场”，68岁的张
明科老人一脸笑容。
“小马”名叫马腾啸，曾服役于陆

军某部，2016年退役回乡后，承包了村
里数百亩撂荒土地，经过奋斗实现自
己的致富梦想。

虽然马腾啸还不到 30岁，是大家口
中的“小马”，但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
“小马”已经被村里的乡亲们视为“引路

人”。马腾啸没回村之前，村里的贫困
户大都种植传统农作物，收入不多，日
子过得艰难。随着扶贫工作推进，贾庄
村驻村干部找到马腾啸，希望通过土地
流转，增加贫困户务工岗位，实现增收
脱贫。马腾啸拍着胸脯回答：“贫困户
的土地可以全部流转过来，除土地租金
每年每亩 600元外，贫困户务工每天工
资 50元至 80元不等。”同时，马腾啸把
贫困户的流转土地连片集中起来，取名
“扶贫农场”。

“扶贫农场”，是土地集约化种植

农场，融入先进的管理理念，走出一条
有特色的扶贫之路。马腾啸经过走访
摸底，发现贫困户的耕地多零散耕作，
一来在购买化肥、农作物运输、农机服
务等方面支付了较高成本，二来耕作
整合度不高，无法实现更高效率。如
今，在“扶贫农场”的百余亩土地上，贫

困户参与耕作，集中种植小麦和玉
米。大家各有分工，每人专于一项工
作，从而实现更高的工作效率。

现在，这些贫困户只需种好地就能
领工资，买肥料、卖粮食这些操心事都
由“扶贫农场”一手包办。到了收获的
季节，大家的腰包都鼓了起来。年近七
旬的贫困户李明军谈起这两年的变化，
高兴地说：“种地不操心，年底有分红，
日子过得舒心！”

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马腾啸还利用闲暇时间建立了便民服
务微信群，重点收集企业招聘需求、发
布求职信息，为贫困户搭建就业平台。
目前，已有 65名贫困村民通过服务平台
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扶贫农场”笑声朗
■柴秀朝 刘理政 李华时

1985 年，退役回乡的吕庆荣当上
了镇林业站的护林员。从那时起，他还
给自己“安排”了一份额外工作：清理河
道垃圾，当一名碧流河的“美容师”。

吕庆荣家住辽宁省盖州市什字街
镇邢家沟村，发源于盖州市新开岭的碧
流河从村前蜿蜒流过。1984 年，22 岁
的吕庆荣退役回到村里，发现昔日的美
丽山村变了模样，山上树林稀疏，野兔、
山鸡没了踪影，更让他痛心的是小时候
经常和小伙伴嬉戏玩耍、捕鱼抓虾的碧
流河成了“垃圾场”，河道内满是丢弃的
化肥袋、塑料瓶等各种垃圾。
“碧流河是辽南地区最大的河流，

养育着两岸千千万万儿女，现在却成了
这般模样。这可是我们的‘母亲河’
啊！”起初，痛心的吕庆荣只是想尽己所
能，趁着闲暇时沿着河边溜达，捡拾清
理一些垃圾，但不仅垃圾的清运对他来
说是个问题，他的举动还引起旁人的一
些非议，家人也劝他赶紧找一份正式工
作。恰巧，镇林业站要招聘护林员，吕
庆荣心想这是一个好机会，既可以看山
护林，又可以清理垃圾。1985 年 1月，
吕庆荣当上了护林员，工作之余，他带
着铁锹、铁钩子和蛇皮袋沿河岸清理垃
圾，再用自家的牛车把垃圾运到离河边
三四公里的地方挖坑掩埋，有回收价值
的就送到废品站。

吕庆荣回忆，当时他一天拉一趟，
一连拉了五六天，才将护林辖区内河道
里的垃圾全部运走。后来，吕庆荣将垃
圾清理范围扩大到碧流河水库周边区
域，每个月固定去清理两次。从他的住
处前往碧流河水库，一个来回要走 20
多公里，从骑自行车到骑摩托车，吕庆
荣后来专门买了一辆三轮车用来清运
垃圾。

吕庆荣深知，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力
量无法改变“母亲河”的面貌，必须号召
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他多次到周边学
校和企业宣传环保知识，逐渐引起当地
政府的重视，整治污染环境的企业，加
大环境治理力度，碧流河也慢慢恢复了
往日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模样，前来
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
“山上栽满树，等于修水库，水多它

能吞，水少它就吐。”2000年，吕庆荣东
拼西凑借了些钱，承包了村子附近的
340亩荒山，动员妻子和孩子跟他一起
上山栽树，绿化荒山，涵养水源。20年
过去，一株株小树已长成参天大树，小
动物在山中繁衍，飞鸟在林中歌唱。“这
才是绿水青山的美丽模样”，吕庆荣
说。他还用自己和妻子在山上养鸡、种
果树攒下的钱，在碧流河水库周边立起
了两块石碑，正面写着“关爱生命之水，
保护母亲之河”的字样，背面刻着碧流
河水源地的简介。

2009年 6月，在什字街镇党委的支

持下，吕庆荣牵头成立了镇环保协会，
会员达 2700 多人，每月定期进行两次
捡拾垃圾活动。2012 年初，吕庆荣又
组建了老兵环保志愿队，除了捡拾垃圾
外，他们还帮助困难群众干一些力所能
及的农活。

在吕庆荣家中，记者看到了吕庆
荣获得的一大摞荣誉证书，“中国好
人”、辽宁省第二届环保杰出人物……
35 年来，奔波于环保公益事业的吕庆
荣穿坏了 100多双胶鞋，用过 3万多条
蛇皮袋，捡拾垃圾上百吨。他的事迹
经媒体报道后，感动了无数网友，有网
友留言“他捡拾的是我们内心的责
任。”2013 年 4 月，辽宁省营口市政府
组织机关干部、教师及志愿者共 800余
人来到吕庆荣承包的荒山，种下了“尚
德林”和“爱心林”。
“捡垃圾啥时候是个头儿？”面对记

者的提问，吕庆荣说：“最开始的时候，
我在河边捡垃圾都是偷偷摸摸，生怕别
人看见说三道四。如今，国家这么重视
环保，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守护绿
水青山，作为一名老兵更要响应国家号
召，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上图：吕庆荣在荒山捡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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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雷锋特色民兵分队授旗仪式在雷锋故里、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雷

锋纪念馆广场举行，以雷锋名字命名的5支特色民兵分队宣告成立。仪式现

场，包括抗美援朝一等功臣谭桂辉（右一）在内的5名不同时期的学雷锋代表获

颁“关心支持国防事业先进个人”。谭桂辉今年87岁，1959年退伍回乡务农，曾

为保护集体财产用身体堵住泄漏的氨水，为保护邻居家的财物冲进火海，被评

为学雷锋标兵。如今，他经常走进学校宣讲红色故事，被15所学校聘为校外辅

导员。图为谭桂辉与新入队的民兵交流。

王希明摄

传承红色基因 当好雷锋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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