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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榴弹投掷、3000米跑、战场救护，
应急分队快速出动……2月6日至7日，
距离春节仅一周，不少人都进入了过年
状态。而在杭州湾畔的上海市金山区，
560余名专武干部和民兵聚集在-7℃
的练兵场上，比武迎新春。

“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后,我们
民兵也积极响应，开训就瞄着高标准。”
金山区人武部部长周光德向记者介绍，
两天里，来自11个街镇、工业区的专武
干部和民兵骨干在 11个课目的 20项
内容展开激烈角逐，用火一样的激情不

断刷新现场纪录。图为团体拔河比赛
进行中。
戚良宏、本报记者 丁绍学摄影报道比武迎春比武迎春

一样是挂灯笼、买年货、贴春联，但
这个春节，江西省井冈山市坳里乡寨下
村村民唐作辉感觉不一样。

2017年 2月，井冈山市宣布在全国
率先脱贫摘帽，4000多块贫困户信息牌
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中，其中有一块上
面写的就是唐作辉家的信息。“脱贫摘帽
后，感觉腰都直了，年过得也有底气，更
有滋味了！”

唐作辉患严重腰肌劳损，不能从事
重体力劳动，加上3个孩子年龄还小，全
家人生活只能靠他媳妇打零工维持，日
子过得捉襟见肘。2015年，井冈山市人
武部帮扶队进驻村里后，唐作辉一家人
的生活变了：人武部领导请来老中医为
他诊治，他的身体较以往好多了；介绍他
们两口子到附近的瓷业公司上班，月工
资 2000多元；入股的村集体产业、光伏
发电基地2017年底分红1000元；得益于
扶贫政策，新盖的3层楼房也完成施工，
只待装修入住……而这，正是井冈山贫
困户脱贫后生活的一个缩影。

井冈山是全国率先脱贫的两个县市
之一。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该市人武部
作出巨大贡献，被井冈山市委、市政府颁
发了“特别贡献奖”。连日来，我们行走于
五百里壮美井冈，感受着脱贫后群众生活
的变化，也感动于老区人民和子弟兵在脱
贫攻坚战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寨下村80岁高龄的吴微丰老人，见
到人武部前来慰问的领导，激动得向邻
居介绍：“这是我的兵亲戚，经常来看
我。”曾经，老人因为缺乏收入来源，看病
吃药支出大致贫。如今，老人说自己“也
是有产业的人”，生活不再愁。在老人的
扶贫档案里，记者发现了脱贫攻坚光伏
产业帮扶股权证，上有“2017年 12月 11
日取得新分红1000元”字样。确定帮扶
后，该人武部本着“村村有产业，人人有
事干”的原则，协调引进地方公司投资
2000余万元新建光伏产业扶贫基地，确
保贫困户每户每年都有分红收入。

走进该人武部部长刘宗成定点帮扶
的渡陂村，记者见到了69岁的老民兵连长
兰冬祥，他对村前新修的公路感慨不已：

“以前卖不出去的山货，现在是外面的
抢手货。”渡陂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落，
雨水较多常导致山路泥泞，出行困难，村
民靠天吃饭，普遍生活困难。东部战区出
资后，修路人手紧缺，人武部干部、职工和
民兵齐上阵，修通了公路，让山货走向市
场。谈起未来，兰冬祥充满期待：“解决了
温饱，就是生活。现在我孙女在龙市读
书，有村集体产业分红、有土地能种植、有
路能走出去，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

“多亏了人武部，这两年来的学员都
不少，前年有800多，去年也有500多，这
两年平均每年1万多元的收入。”茅坪乡
坝上村曾经的贫困户肖富明说。在他门
前的墙上，挂有牌子“坝上村红军餐6号

农户”，这是由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组织的学员体验教学课程

“红军的一天”中的环节，农户通过为学
员服务也有收益。肖富明 2012年就开
始提供红军餐服务，每年却只有几十个
学员，收入微薄，加之女儿重病，生活陷
入困境。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人
武部调研后决定丰富活动内容，将队列
跑操、抬担架、救护伤员、急行军等“井冈
练兵”课目纳入其中，增强红色韵味，并
无偿提供村子附近的民兵训练基地，一
时间学员量猛增，制作红军餐的农户增
加到 60多户。良好的前景让肖富明萌
生了种植猕猴桃的想法，他告诉记者：

“在红色体验中加入猕猴桃采摘，又是一
个创收项目。”

脱贫不脱政策，脱贫更有希望。如
今，唐作辉制定了自家的“五年计划”：还
清债务，装修新房。对于未来，这个年轻
人充满期待：“身体好了，有了稳定收入，
接下来要借着政策的东风尽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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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多英豪。
和平时期，这个兵员大省依然英烈频

出：2007年11月，驻金华某部参谋孟祥斌
纵身一跃舍身救人；2016年7月，东部战
区陆军某团战士刘景泰在抗击台风中英
勇献身；当月，中国赴南苏丹维和部队战
士杨树朋在执行任务时以身殉国……

每逢佳节倍思亲。年节临近，记者
再次来到这些战友家中探访。

再问英雄身后事
妻儿、父母说：我们

一切都好

2月 2日，山东栖霞。大雪纷飞，路
上鲜有行人，位于栖霞市开发区东北桥
村的刘文明家又一次被访客叩开了大
门。来访的是烟台市委常委、副书记王
继东和烟台警备区政委刘玉昂一行。

“感谢英雄的父母为党和人民培养
了一个好儿子，请你们放心，组织上永远
不会忘记他，也不会忘记英雄的家属！”
刘玉昂紧握着刘景泰母亲的手说。临
走，刘玉昂脱帽在烈士遗像前三鞠躬。
见此情景，刘景泰母亲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样的看望慰问，刘景泰烈士的父
母数不过来，孟祥斌、杨树朋等烈士家属
同样数不过来。孟祥斌的妻子叶庆华告
诉记者：“作为祥斌的妻子，我收获了太
多的震撼和感动。这10年来，浙江和金
华的人们没有忘记我们，祥斌山东老家
的乡亲不曾忘记我们，组织和部队更是
一直关心着我们。”叶庆华印象最深的

是，有一年冬天，她还在安徽的家里，“当
时雪下得很大，天气异常寒冷。可就在
这时，有人敲门，原来是一群民警大老远
跑来专门看望我和女儿……”

“对于许多烈属而言，内心的伤痛才
是他们每天都要直面的难题。”栖霞市经济
开发区人武部部长刘学刚告诉记者，山东
省民政厅专门下发了《关于在全省建立优
抚对象精神抚慰制度的意见》，指导和督促
各级按照物质保障和精神抚慰并重原则，
建立联系沟通制度、优抚对象联系人制度
等，积极推动精神抚慰工作常态化、规范
化、制度化。刘学刚就是刘景泰烈士家的
联系人。从此，定期到刘景泰烈士家探望
了解情况就成了刘学刚的职责之一。

翻看刘学刚随身携带的慰问本，记
者看到，一条条记录清晰：秋收时节，包
村干部与村两委干部一起帮助刘景泰父
母收割农作物；清明节，烟台市的一些干
部群众专程来到栖霞市烈士陵园，祭扫
刘景泰烈士墓；临近春节，刘景泰生前所
在部队战友利用休假时间探望烈士父
母，并留下慰问金和生活物品……

精准对接军烈属需求
既要温暖一阵子，更

应关心一辈子

“水泥路是村里刚刚给俺们铺的，从
村头通到大门口，家里的房子也正在重
新修缮，组织的关爱让我们全家备感自
豪和光荣！”在莱芜市钢城区八大庄村，
维和烈士杨树朋的父亲杨洪成一边介绍

着正在修缮的堂屋，一边向记者介绍。
“相对于逢年过节看望慰问，优抚对

象更需要归属感和荣誉感。”该省民政部
门的相关领导告诉记者，为此，2016年，山
东省出台《军人抚恤优待办法》《关于推进
全省优抚精细化服务的指导意见》等法规
政策，从强化服务意识、完善服务内容、创
新服务方式等7个方面，探索县级区域精
细化管理服务模式，建立优抚对象精细化
管理服务平台，向优抚对象提供人性化、
个性化、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不断满足
优抚对象的新期待、新要求。把优抚管理
服务做实、做到优抚对象心坎上。

记者在与烈士父母交谈中得知，杨树
朋牺牲后，由于悲伤过度，杨洪成和妻子
郑孝花的身体日渐虚弱，莱钢医院院长张
绪春带领医护人员上门为其检查身体，还
承诺给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和健康查体；区
委区政府及时落实了烈士的抚恤金，并组
织志愿者队伍，定期上门提供服务；杨树
朋生前所在部队每年春节组织杨树朋家
人到部队过春节，还成立战友委员会，开
展募捐活动；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邀请杨
树朋家人到海南旅游，圆了烈士生前“带
父母妻儿海南看海”的愿望……

营造浓厚氛围
让热爱国防、尊崇军

人成为社会新风尚

“感谢社会爱心人士的关心和帮助，
让我终于找到了父亲，了却了全家的心
愿！”回想起开封祭亲人的场景，聊城市

东昌府区侯营镇于营张续中烈士的儿子
张善友至今激动。张善友年仅 3岁时，
父亲张续中就离家参军。解放后，家中
收到了一份烈士证明，了解父亲的归宿
一直是张善友的心愿。

“军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解决军烈属的困难，完成他们的心
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直关心聊
城籍烈属的爱心人士王忠祥等人通过走
访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反复核实资料，
最终找到了有据可查的在开封战役中牺
牲的聊城籍烈士共计154名。随后组织
开展了“山东烈士家属开封祭亲人”活动，
包括张善友在内的6名烈士亲属在王忠
祥等4位爱心人士的带领下祭奠亲人。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除了军地双方，
社会企业、爱心人士纷纷加入到关爱军
烈属的行列中，拥军优属的氛围愈发浓
厚。莱州市创新构建市级、镇街、村居和
镇街养老机构的“3+1”网络服务体系。
威海文登区打造出的“心系荣军?情暖功
臣”品牌，有效解决了优抚对象住房、医
疗等难题。泰安岱岳区在格局构建上把
握大联动，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社会
组织、自治社区、经济企业参与，‘互联
网+’助推的‘1+3’优抚服务工作新路
子”，实现了“政社企”联动发挥好、优抚
对象反映好、社会反响声誉好。

“做优服务载体和基层服务网络”“逐
步形成品牌化服务标准和规范”……采访
中，记者在山东省民政厅优抚处翻看新年
度规划时，看到一个个目标打算列入其中。

压题照片：春节前，刘景泰烈士生前所在
部队领导冒雪到其家中探望。 刘国洪提供

烈属门烈属门前亲人多前亲人多
■本报记者 单慧粉 熊永岭 特约记者 贾玉省

常言“寂寞英雄身后事”。的确，相对于英雄壮举后镁光灯的瞬间闪耀，随着时光的流
逝，新闻焦点会转、群众激情会退，然而始终善待烈属、擦亮英雄光环是呵护英雄成长环境、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职业的重要保证。年节临近，记者走进齐鲁大地，探访部分军烈属，
欣喜地看到，尊崇军人职业、优待军烈属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亚东，地处藏西南深山谷壑中的边
陲小镇，藏、汉、回等多个民族聚居的温
馨家园。今年藏历新年与农历春节是同
一天，藏汉同春、双节同至，县城节日气
氛浓郁，街上都是采办年货、探亲访友的
人群。

2月 12日清晨，被松林植被覆盖
着的亚东县城还未苏醒，记者跟随县
人武部一行人也踏上了“新春探亲”之
旅——赴下亚东乡仁青岗村看望达吉
老阿妈。在亚东，达吉阿妈可是个名人，
她与次仁曲珍、普赤 3位藏族老阿妈 36
年倾情拥军的故事，在这里大人孩子都
能说上几个。

见记者一行到访，正做大扫除的达
吉阿妈赶忙上前招呼。人武部政工科长
旦增格桑拉着阿妈的手问道：“阿妈年货
都备好了吗？”“早备好啦，我还给哨所的
孩子们也备了一份！明天就送到詹娘舍
哨所去，和他们提前过个团圆年！”

达吉阿妈口中的詹娘舍哨所位于喜
马拉雅山南麓的雪域山巅，这里风大、雪
大，大雪封山期长达9个月，年平均气温
在-20℃左右。达吉阿妈与哨所官兵结
缘于 1982年，那时，达吉还是个腰板挺
拔的姑娘，而边防哨所条件艰苦，官兵吃
的粮食、用的燃料等生活物资都得靠牦
牛从 60公里外的亚东县城运上去。听
说哨所官兵吃不上新鲜蔬菜，达吉约着
次仁曲珍和普赤，3位藏族姑娘开始了结
伴给詹娘舍、则里拉、卓拉等5个哨所送
蔬菜、送日用品、邮递家书的漫漫行程。
从海拔2900米的亚东县出发，沿着一条
崎岖的羊肠小道蜿蜒而上，其间要穿越
原始森林区、乱石峭壁区和冰雪封冻区，
有时候需要手脚并用，才能到达海拔
4700多米的雪域哨卡。

“她们每次都要背 15至 20公斤东

西，步行约9个小时才能到达哨所。”一旁
的下亚东乡乡长王飞告诉记者，而这条
艰险的拥军“天路”，达吉、次仁曲珍和普
赤一走就是36年。她们累计为哨所送菜
60余吨，往返里程约5万公里，收发邮件5
万余件，维修电器600余件次……

“这些数字都是 3位阿妈一脚一脚
走出来的！如今官兵已经有了基本的蔬
菜保障，道路也修到了山脚下，考虑到阿
妈们年龄大了，我们多次劝她们不要再
上山了，但阿妈们还是坚持将新鲜蔬菜
送上去。”王飞告诉记者。

言谈间，达吉阿妈颤颤巍巍地从里
屋搬出来厚厚一摞证书，“全国拥军模
范”“民族团结先进个人”“60位感动西
藏人物”“永远的兵妈妈”……看得出，老
人对这些证书很珍视。而在另一个包袱
里，达吉阿妈还珍藏着一沓和战士们的
合影、多封退伍老兵返乡后的来信。提
起哨所的战士们，达吉阿妈如数家珍：

“这个叫龙克勇，原来是哨所的老班长，
前段时间我们被邀请去北京和他见了
面，他带我们游览了天安门广场、故宫等
景点，我还第一次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阿妈带着幸福的笑容比划着。前两天，
龙克勇荣获“2017年湖北恩施见义勇为
先进个人”称号，通过微信向达吉阿妈报
喜，阿妈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们小时候日子苦啊，多亏了‘金
珠玛米’（意为解放军）。如今，他们为了
我们的安全守卫边疆，我们更应该像亲
人一样多关心他们！”达吉阿妈边说边整
理年货为明天上哨所做准备，这次的包
裹里不仅有自家种的新鲜蔬菜，还有她
亲手做的卡塞、奶酪等藏族特色食品。
从老阿妈朴实的话语中记者感受到一份
沉甸甸的军民鱼水情，而正是这份情谊
温暖着雪域高原！

今年藏历新年与农历春节是同一天。西藏亚东，
拥军老人有着不一样的年货准备——

达吉阿妈的双料年货
■本报记者 单慧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