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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动态传真

真心+热心

让希望生根发芽

有人说，一个人心里装着什么，眼
里就能看到什么。

2017年春节过后，祝武峰揣着一颗
滚烫的心走进大山，挂职贵州省毕节市
织金县委常委、副县长。

织金县人口以苗族、彝族、白族、布
依族、仡佬族为主，山大沟深，人多地
少，贫困人口达 17.6 万，属国家级贫困
县。面对陌生的扶贫“战场”，祝武峰仍
采用部队多年养成的一线工作法。3个
多月，他走遍全县 32 个乡镇、120 多个
深度贫困村。

走访板桥镇白果村时，在一个贫困
户家里，祝武峰红了眼眶。深秋十月，
山里气温已经很低，3个小孩还光着脚
板，大的 7岁，小的 3岁，他们的父亲患
尿毒症去世，母亲离家出走，3个孩子跟
着奶奶和双目失明的爷爷挤在一间不
到 30平方米的土坯屋里。祝武峰掏出
身上的 2000元交给老人：“国家正在动
员一切力量帮山区群众脱贫，日子一定

会越来越好。”
“离开时，两位老人让 3个孩子站成

一排，向我们敬礼。那个场景，让我心
里既温暖又心疼。”祝武峰说，“我也出
生在农村，但到织金之前，没想过这里
的贫困程度和我家乡几十年前差不
多。”他下定决心把扶贫作为人生的第
二战场，不管多难，都必须认认真真交
出一份合格答卷。

为了帮助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完
成学业，祝武峰以个人名义，给老部队
党委写去一封信，把自己的扶贫工作和
了解到的贫困情况做了汇报，官兵们主
动捐款 17.6 万元。他又发动同学和亲
戚，分别与 40名贫困家庭学生签订一对
一帮扶协议，帮助他们读完大学。

订单+培训

让南瓜成为“金瓜”

经过踏破铁鞋式的走访，祝武峰
把织金县贫困群众真正的致贫原因
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快速装进
心里。没有支柱产业，贫困堡垒怎么
攻破？一道道难题如沟壑般横在祝

武峰心里。县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蔬菜种植规划年年有，却因没有龙头
企业，无技术、少资金、缺市场，规划
一直在文件里“沉睡”着。

广州市组织企业家到毕节市考
察，祝武峰找到其中一家农业科技公
司的董事长，对方却没投资意向。他
咬住目标不放，打电话不行，就一趟趟
往广州跑。

这家企业的投资终于尘埃落定，
县委、县政府和企业采纳祝武峰大规
模发展南瓜产业的建议，采取“公司+
合作社+贫困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由公司向农户提供种子、肥料、地膜和
技术指导，种出的蔬菜公司以保底价
应收尽收。

然而，这项前景看好的脱贫产业甫
一落地，竟阻力重重。农户不愿种，一
些基层干部也不理解不支持，因为农户
之前被开展类似“订单农业”的失信企
业伤过。“企业帮咱发展产业，有些问题
靠企业无法解决，主导、宣传、发动和服
务群众等应当由政府来做。”祝武峰说，
“政府办班，企业授课，培训一批当地技
术员，再由技术员到田间指导村民按科
学要求种植。”

在祝武峰竭力推动下，一个个难题
迎刃而解，10万亩南瓜开花结果。企业
信心倍增，又在当地投资建起深加工生
产线，变单一南瓜种植为全产业链发
展，帮助当地近千人就业脱贫。短短 3
年，织金县南瓜种植面积就扩大到 30多
万亩，不起眼的南瓜成为全县脱贫致富
的主打产业。

在祝武峰的笔记本上，有这样一笔
账：村民种南瓜，按照平均每亩投入成
本 700元、产量 4000斤、单价每斤 0.5元
计算，每亩产值 2000 元，纯收入 1300
元，2020年全县南瓜产业可带动农户增
收1.95亿元。

数字是枯燥的，但这些数字跟山区
群众的幸福紧紧连在一起，像战场上的
装备、弹药、给养数据，像决定战争胜负
的时间和一切细枝末节，祝武峰全部精
细地掌握在手中。

电商+非遗

让绣娘走出大山

祝武峰的脑子像高速转动的雷达，
一刻不停。他要从别人不易看见的日
常里，发现、捕捉到能让山区群众脱贫
致富的一切可能。

看到一个苗族妇女背着小孩，祝武
峰的目光被背孩子的极富苗族特色的
布兜吸引。一打听，那个纯手工绣品竟
非常珍贵，价值几千元。

苗绣、蜡染手工工艺具有上千年历
史，蜡染刺绣被誉为“指尖上的芭蕾”，
但祝武峰发现这种纯手工制品在当地
仅作为旅游纪念品销售。苗族女孩从
小就学习刺绣和蜡染技艺，若能让这种
手工艺像广州的粤绣一样融入时尚元
素，苗绣、蜡染不就有了活力和创造财
富的途径吗？一项脱贫计划在祝武峰
脑海里形成，他从广州市花都区人社局
争取到 35万元培训经费，第一期有 170
名绣娘参加的培训班开课。

2017 年，在祝武峰的协调下，广州
市妇联、某知名网络销售平台和织金县
妇联联手，在织金县相继成立两家苗绣
和蜡染合作社，之后又打造了为期 3年
的“锦绣协作计划”，在广州和织金两地
建立 9 个基地，以“电商+非遗+合作
社”的发展模式，让大山里的民族手工
制品搭上电商快车。2018 年，随着时
尚品牌联动与系列非遗时尚产品的开
发，遥远大山里的 1783 名绣娘拿到了
1000 万元的年度生产订单，一名绣娘
一个月能挣 3000 多元，从脱贫实现了
致富。

2020年1月，3年扶贫期满离开时，祝
武峰被表彰为“贵州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
党员”。比这份荣誉更让他高兴的是，经
过考核、评估，织金县贫困人口全部实现
脱贫，全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题图制作：扈 硕

那山，那人，那颗滚烫的心
—记退役军人、贵州省织金县原副县长祝武峰

■本报记者 王雁翔

“我们决定派你到贵州织金去扶

贫，有没有困难？”

“困难谁家都有，坚决服从组织

安排。”

2017年年初，站在广东省广州

市花都区区委书记的面前，当时转

业还未安置的祝武峰，其实有理由

给出其他的回答，但他把一肚子困

难像往弹匣里压子弹一样，全摁在

了心里。

从 2012年开始，还身在军营的

祝武峰，先是带着部队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执勤两年多，返营休整不

到1个月，又奔赴广西边境和海关执

行任务。4年多的时间里，他带着官

兵风餐露宿，人像拉满的弓，几乎没

回过几次家。老父亲患病离不开轮

椅，母亲腰椎上打着4寸长的钢板，

父母和上学的女儿都需要人照顾，所

有生活的重担全压在妻子一个人肩

上。

军旅28年，祝武峰从陆军到武

警，从特区到内地，部队职能任务不

断调整，他当过6年团参谋长，又扛

过 5年团长重担，带着团队攻坚克

难，获评武警部队“优秀四会教练员

标兵”，9次荣立三等功。他心里清

楚，成绩与荣誉背后，是他对家庭难

以言说的亏欠。

祝武峰原想着转业了，告别枕戈

待旦的日子，可以挑起家庭重担，让疲

惫的妻子喘口气。没想到一份重担又

将挑在肩上，而且一去就是3年。

“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听他

犹豫为难地说出待命去扶贫的事，妻

子沉默半晌说：“既然组织上决定了，

就放心去吧，家里有我。”

妻子的话很轻。他知道，妻子跟他

一样，把一肚子想说的话摁在了心里。

引 子

“或许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走

这条路，我要自己走完！”6月19日，83

岁的老兵谭忠苟强忍着膝盖的疼痛，

一步一步走完了 1600多步的“上哨

路”，回到了魂牵梦萦 50余年的南山

哨所。

1963年 6月，原广州军区在位于

湖南邵阳的南山山顶设立防空哨所，

由武警湖南总队邵阳支队城步中队的

前身城步县民警队一个班的兵力驻

守，被誉为“高山红哨”。阔别半个世

纪后，曾在哨所服役的14名老兵，在

城步中队官兵的陪同下，重返海拔

1880米的“高山红哨”旧址。

“最初哨所只是一间四壁通风的

木屋，我们用了整整6年时间，才一块

砖一块砖垒起一座风吹不跑的新哨

所。”看到曾经战斗过的哨所，时任班

长钟良锋的眼角变得湿润。他回忆，

那个时候山上条件艰苦，渴了就喝储

存起来的雨水，饿了就挖野菜充饥，

“一辈子也忘不了野菜的那个香味！”

齐走上哨路，共唱一首歌，两代

“红哨兵”比赛叠被子、打背包……鬓

发斑白的老兵们似乎又回到了当年激

情燃烧的岁月。1978年3月，南山哨

所完成军事使命被裁撤，但以“艰苦奋

斗干革命，永做党的红哨兵”为主旨的

“高山红哨”精神，被一代代武警官兵

传承下来。

阔别半个世纪，重返“高山红哨”

图①：除一名身体不便的老
兵外，13名老兵在“高山红哨”旧

址合影。

图②：1969年哨所官兵合影
留念。

图③：老兵们表演当年的刺
杀操。

图④：老兵讲述哨所往事。
（邓鑫、本报特约记者杨韬/文，

李斌、卢海坤、陈宗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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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德营报道：6 月 28 日，
2020 年北京地区计划分配军队转业干
部全员适应性培训开班式在京举行。开
班式采用视频直播形式，向参训军队转
业干部介绍培训工作安排，明确培训要
求。军地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开班式。

此次适应性培训班于 6月 28日至 7
月 11日举办，面向 2400余名进京安置军
转干部，提供今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
作基本情况、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事

业单位军转安置工作具体情况、机关及
企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北京地区军转统
一笔试情况等培训内容，共计 26门课程
50学时。

培训班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移交安
置司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军转业
办指导，退役军人培训中心承办，北京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北京卫戍区协办。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培
训工作，与往年集中现场授课形式不
同，今年首次全程采用网络培训方式，
在确保安全稳妥情况下，帮助参训军转
干部做好心理调适、合理选择去向，顺
利实现角色转变。

首次全程采用网络培训方式

2020年北京地区计划分配军队转业干部全员适应性培训开班

从冬雪初霁到盛夏骄阳，新冠肺
炎疫情出现反复，让人丝毫松懈不
得。在北京市西城区军休十一所，一
位热心的大姐一直战斗在军休所抗疫
一线，向老干部宣传防疫知识，为电梯
按键消毒补充抽纸，帮老干部买菜送
药。虽是点滴小事，仍带给老干部们
暖心的感动。

这位大姐名叫郭丽娜，是军休十
一所的退休干部，热心肠，直性子。今
年疫情发生之初，各单位纷纷进入防
疫紧急状态，正处在向地方移交阶段
的军休十一所因为供给保障尚未健
全、新老物业公司未完成交接等情况
导致抗疫工作有些力不从心。郭丽娜
得知后二话没说，主动上前“受领任
务”。“当时真没多想，就是看到疫情严
重，所里有困难，好像战士接到命令必
须去战斗一样。”郭丽娜说，这是自己
当兵35年形成的“条件反射”。

没有物业公司，郭丽娜和几名老
干部多方联系找来保安，她还托人从
外地买来防护服、护目镜、测温枪以及
两顶帐篷，总算把保安“武装”了起来。

解决了外防输入的难题，郭丽娜
紧接着着手解决内防感染的各种困
难。限制人员外出次数，老干部买菜
怎么办？郭丽娜每天买来蔬果，大兜
小兜分好挂在食堂门口，贴上“年老
体弱者取菜”的字样。天寒地冻，小

区污水管堵了，又是郭丽娜找来市政
疏通队。快递员进不来，快递堆在大
门外既不卫生也不安全，郭丽娜买来
贮物架，组织保安定期消毒……几个
月下来，郭丽娜为所里的抗疫工作累
计投入 2万多元，但她说：“是部队教
育培养了我，我做这些事不能拿钱来
衡量。”

郭丽娜曾长年负责单位的医疗
护理工作，专业技术和服务质量有口
皆碑。2003年“非典”肆虐，郭丽娜带
领同事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单位的疫
情防控工作中。这一次，她觉得自己
更加义不容辞：“在军休所，没有人比
我更了解疫情的可怕，没有人比我懂
更多的防护知识。这个时候，我不上
谁上！”

这次疫情，党中央号召党员干部
捐款，军休所领导对郭丽娜说：“郭大
姐，你已经给所里无偿投入那么多钱，
就不用捐了。”郭丽娜却说：“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不能少了我这一份。”最终
她还是捐了3000元。

6 月份以来，面对北京市发生的
疫情，在西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
指导下，军休十一所适时修订新的
联防联控机制，郭丽娜提出的很多
针对性建议也被采纳。老干部都
说：“小郭是真心为大家着想，有她
在我们就放心。”

退休干部郭丽娜坚守军休所抗疫一线

医者仁心显大爱
■刘 钊

近日，浙江诸暨老兵、浙江省美术
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周建成发起
了一场国画作品义卖活动，义卖所得
捐给自己资助 10年的一对双胞胎姐
妹。

周建成和这对姐妹结缘于一次公
益活动。10年前，周建成赴一所乡村
学校上美术公益课时，得知该校一年级
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家境十分贫寒，父亲
在她们未满月时便遭遇车祸成为植物
人。周建成和同行的妻子决定结对资
助她们。后来，小姐妹的父亲去世，母
亲改嫁，照顾小姐妹的爷爷奶奶年事渐
高，生活更加艰难，周建成又动员了几
位战友共同加入到捐资助学的行列。

在周建成夫妇和战友们的热心帮
扶下，这对双胞胎姐妹解除了后顾之

忧，学习十分刻苦。去年，她们以优异
成绩考上重点高中。周建成考虑到她
们即将走进大学校园，决定义卖自己
的国画作品，为姐妹俩今后上大学做
好准备。

周建成开办义卖会的消息传出，
立刻得到很多爱心人士的响应，当天
的义卖活动共筹得善款51132元。

转业到地方后，周建成一直热心
公益。2015 年，他曾自掏腰包带领浙
江省诸暨市安华镇江水沿村村民自编
自导了舞台情景剧《小麻雕》，再现当
地抗日历史。这次义卖活动结束后，为
了更好地监督善款使用情况，周建成
特地去诸暨市慈善总会申请成立了
“小麻雕”公益基金，并将不定期举办
各类义卖活动，帮助更多的人。

老兵周建成连续10年帮扶贫困姐妹

义卖助学送温暖
■柯文才

前不久，92岁的山东省军区烟台
第六干休所离休干部袁盛铭，找到干
休所政工办干事帮他在电脑上填写参
加纪念抗美援朝 70周年书画交流展
的报名表。两年来，袁盛铭致力于弘
扬正能量、展示美好生活的书画作品
先后被等多家杂志收录，多次参加各
地组织的书画展。

1945 年，17 岁的袁盛铭参军入
伍，1956年赴解放军第一政治学校学
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军区，后调任
宁夏军区固原军分区政委。1983 年
离休后，袁盛铭热心公益，节衣缩食捐

款数十万元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
他不顾年迈体弱，兼任干休所老干部
党支部书记，积极开展党务工作，当好
所党委和老干部之间的连心桥。近年
来，该所老干部满意度不断提升，先后
被省军区评为“老干部工作先进单位”
和“基层建设先进单位”。

一花引来百花香。干休所党委积
极宣传袁盛铭先进事迹，因势利导开展
“最美老干部”“最美工作人员”评选活
动，引导老干部保持本色、老有所为，激
励干部战士立足岗位，以敬老爱老情怀
投入到为老干部服务的工作中去。

92岁袁盛铭退休不褪色

老有所为献余热
■李现国 徐运田 常洪波

老兵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