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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成刚、郭宏瑞报道：夏
秋季是广东汕尾这座滨海城市的旅游
旺季，同时也是部队在此开展演训活动
的高峰期，这势必会对当地的经济、生
产、生活带来影响。但汕尾市委市政府
始终将演训保障工作视为“一把手”工
程，不讲条件、不计得失，不仅将 10公
里黄金海岸打造成练兵场，还叫停了一
些虽利于经济发展，但有可能影响部队
演训任务的项目。

“只要部队有需求，只要有利于战
斗力提升，我们就全力支持、全力配合、
全力服务，必须像保障打仗一样保障部
队演训。”当地领导在部队演训保障协
调会上这样说。

部队进驻时，该市机关、企事业单
位、学校主动为驻训部队腾让住房；电
信、电力、供水、有线电视等部门上门安
装接通供水、供电、通信、电视网络；粮
食部门提前采购、调拨物资，做好优质
粮、油、蔬菜和副食品供应；医疗单位组
成医疗分队，在演习期间开设流动医务
站；市交通、渔政、港务部门及时清理陆
路和海上航道；气象部门及时向演训部
队通报气象水文信息……

在政府机关全力保障的同时，当地
群众也争做拥军支前的“保障队”。汕
尾市是革命老区，群众对部队一直有着
很深厚的感情，他们把保障部队演训当
成自家的事。

前不久，陆丰市南塘镇黄老汉家的
三层小楼装修好了，这是他给儿子准备
的婚房。但一听说南塘镇演训部队住
房紧张，他二话没说就跑到当地武装部
和演训部队，把婚房让给部队官兵住。

“子弟兵都是我们的亲人，哪能看着他
们睡在街头？”黄老汉说。每年部队来
演训，群众宁可自己挤一挤，也要为部
队腾房子，官兵深受感动。

“部队练强本领，就是为了保卫国
家，保护老百姓的安全，我们哪有不支
持的道理？”部队驻训地的一位老乡道
出大家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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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是长江主要支流之一，江西
省最大河流。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片
土地上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的胜利，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
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卓越
贡献。

在江西省于都县葛坳乡有个小山
村叫桐溪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桐
溪村有 22名青年参加红军，360名村
民踊跃支前，是有名的“红军村”。这
里地处偏远，经济基础薄弱，属“深度
贫困村”。2016年初，于都县人武部主
动请战，与桐溪村结对帮扶，军民勠力
同心，旧貌换了新颜。

记者来到桐溪村，看山村的沧桑
巨变，感受村民的幸福生活。

“以前进村，要经过简易的木桥、
泥泞的田埂，一路爬坡过坎，特别是
一到雨季，木桥被冲走了，河对岸 4
个村小组、1200多名村民就进退两
难，犹如受困孤岛。”桐溪村党支部书
记幸金龙向记者介绍，2016年“八一”
前夕，于都县人武部部长李章荣走访
慰问军烈属时，被桐溪河拦住了去
路，只好脱掉长裤、鞋袜，涉水过河。
随后一段时间，李章荣协调军地筹措
资金，带领大家在桐溪河上建起了廖
屋桥、背田桥，圆了数代桐溪村民的

建桥梦。
白墙黛瓦、碧草绿树……如今的桐

溪村美极了，一派田园风光。“不只修
桥、铺路，他们还在沿途安装了太阳能
路灯。”幸金龙兴致勃勃地说。

山下，清澈的小溪如玉带缠腰；山
上，养鸡场大棚连片。

记者来到养鸡场 ，只见一片繁
忙。两万余只肉鸡陆续装车发货。负
责人黄二生高兴得眉开眼笑，“尽管受
到疫情影响，这批肉鸡纯利润也有2万
多元。”

很难相信，眼前的黄二生两年前
家庭年收入还不足万元，他和妻子离
婚后，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村
里肉鸡产业规划出来以后，他主动承
包两个养殖大棚。2018年收入 8万余
元，为村集体增收 2.4万元，成为村里
致富带头人。

“今年 6月，又增加了两个养殖大
棚。”黄二生掰着指头算经济账，难掩
内心的喜悦，“今年还可以出栏两批肉
鸡，预计纯利润有8万多元。”

大棚养肉鸡，田间种水稻蔬菜。
“发展扶贫产业，人武部干部可没少动
脑筋。”幸金龙说，2016年夏，1600多米
的灌溉沟渠修复好了，农用生产工具
购置到位了，昔日贫瘠的土地也得到
了极大的改善，变成“田成方、路成网、

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良
田，但村民却裹足不前，担心投入大、
风险大，不敢应“战”。

为打消他们的顾虑，人武部租了
一辆大客车，带着贫困户到广昌、石
城、全南和县内各类产业基地参观学
习。为坚定贫困户的信心，人武部在
营院后山建起扶贫产业示范基地，硬
是将一块杂草丛生的小荒山建成了农
产品种植养殖示范园。

如今，桐溪村的“一村一品”产业
渐成规模。2018年，仅肉鸡养殖产业
就新建养殖大棚 5000平方米，肉鸡养
殖基地规模达到15亩，全村69户贫困
户通过注入资金、土地、劳动力等方式
入 股 ，并 接 纳 了 务 工 贫 困 户 6人 。
2019年，每户贫困户分红 3160元。通
过产业带动，桐溪村找到了一条脱贫
致富路。

夜幕降临，林间路巷与溪水廊桥
间露出点点灯光，恬静迷人。“延续了
千百年的贫困面貌，即将在我们这一
辈画上句号。我们将以脱贫攻坚为契
机，发扬扶上马送一程的精神，助力乡
村振兴。”人武部政委周全如是说。

回首往昔，展望未来，桐溪村的美
好蓝图已经徐徐展开。

制图：张 锐

“红军村”旧貌换新颜
■肖力民 本报记者 解学锋 郭冬明

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记 者 老 区 行?赣 江

胸戴红花，精神抖擞。9月15日，
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天津市河北
区组织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新兵们身
着戎装与家长“视频话别”。

都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而对
于河北区水明里社区的王升起一家来
说，却是“全家当兵，全家光荣”。王升
起和两个儿子都是军旅出身，如今，他
的一对双胞胎孙子王旭彤、王旭明也
要同赴军营了。

“遇到困难不要放弃，勤学苦练，早
日成为优秀战士。”在视频中看见双胞
胎孙子穿上整齐的军装，王升起既欣慰
又激动，几十年前的戎装岁月又清晰地
浮现在眼前。1959年，18岁的王升起
参军入伍，在部队因表现优异，第二年
就入了党，第五年提干。从战士到干
部，24年的军旅生涯，他始终坚守着保
家卫国、爱党爱民的庄重誓言，坚定着
对党忠诚、誓死报国的理想信念。

受王升起的影响，他的两个儿子
王爱军和王东先后报名参军。1984
年，王爱军成为一名汽车兵，连续三
年受嘉奖，被评为“红旗车驾驶员”，

并在退伍前光荣入党。1989年，王东
成为一名武警战士，两次受嘉奖。军
旅生活的历练，让一家子都养成了严
于律己、雷厉风行的作风，这些都深
深地影响着下一辈。

王升起已到耄耋之年，但走起路
来仍昂首挺胸，军人气质不减。“我家
三代军人，经历了中国军队不同时
期，见证了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壮大。”
王升起骄傲地说，“好男儿当兵去”，
已成王家家风。

“小时候爷爷经常给我们讲部队
的故事，说越是艰苦，越能锻炼人。”从
小受祖辈和父辈影响，王旭彤、王旭明
兄弟俩在大学期间就养成了夜跑5公
里的习惯，强健的体魄使他们在役前
训练时表现优秀。“我们会以爷爷和父
辈为榜样，早日建功军营。”王旭彤、王
旭明说，军营是他们从小向往的地方，
如今愿望实现了，今后军营就是他们
比学赶超的地方，他们要用青春热血
书写强军担当。

上图：王旭彤、王旭明兄弟俩与家
人“视频话别”。 陈 龙摄

天津市河北区

双胞胎共赴军营
■田凤鸣 陈 龙 本报记者 邢邦明

本报讯 栾贵元、记者鲍明建报
道：近日，随着沈阳市水务集团智能水
表安装工作队进驻辽宁省军区大院，
2631家住户、8300余名居民终于告别
吃了半个世纪的井水，这也是该省军区
继 2017年供暖、供气并入市政后取得
的又一个社会化保障成果。省军区保
障局领导介绍，“三供”移交地方后，每
年能节约经费500多万元、节省保障人
员 100多人，这些节省下来的人力财
力，全部投入到保障官兵训练和生活的
项目建设。

据了解，该省军区是20世纪70年代
部署到现驻地的，供暖一直是自己保障，
买煤烧锅炉，漏水修管道，早晚两遍火，
室温不稳定。供水也是靠自己打井，但
水质较差。燃气代缴代收处于半社会化
保障状态。除此以外，2600多户水费收
缴、管线维修等琐碎繁重的日常管理工
作，也牵扯了省军区保障部门许多精力。

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后，省军区
机关人员编制精减，保障局承接原机关
原装备部、后勤部职能，人少事多的矛
盾突出，为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聚焦备战
打仗主业上，将“三供”移交地方，实现
社会化保障迫在眉睫。为此，省军区会

同驻地的供水、供暖、供气等企业先期
介入，帮助编报工程设计任务书，顺利
申请到军委专项建设计划和经费，对大
院供暖、供水、供气老化管线进行改造
升级。

“三供”移交后，保障局党委迅即将
腾出来的人力物力财力向保障官兵练
兵备战和国防动员工作聚焦。记者翻
阅该局第三季度主要工作安排表发现，
从“三供”撤下来的人员中 60%投入到
国防动员后勤和装备保障准备专项行
动，其余4成人员主要投入省军区室内
体能训练馆建设，该馆建成后可容纳
200人进行体能训练，有效解决官兵在
极端天气下无法进行室外体能训练的
问题。

卸下包袱脚步轻。保障局助理员
徐海嵩告诉记者，“三供”移交地方后，
保障局轻装上阵，全力提升练兵备战的
后勤和装备保障能力水平，各项工作有
力有序推进：按计划顺利完成对民兵大
批量退役废旧武器装备销毁工作；协调
省财政厅推动《辽宁省民兵事业费保障
标准和管理办法（试行）》落实到位；“十
四五”经济动员、交通战备规划项目保
质保量进行论证提报。

卸下包袱抓主业
辽宁省军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升保障水平

9月 17日清晨，安徽省安庆火车
站大厅内，身穿戎装的安庆籍新兵成
为这里最独特的风景线。新兵中，长
相、体型几乎一模一样的三胞胎兄弟
程亮、杨选方、杨选权格外引人注目。

兄弟三人来自太湖县晋熙镇芭蕉
村，父亲杨长根是一名老党员，母亲体
弱多病，一家人的生计全靠父亲外出打
工维持。后来，在军地有关部门的帮扶
下，日子好过了起来。杨长根一家牢记
党的恩情，当三胞胎儿子将要参军的决
定告诉父亲时，杨长根激动不已。

但左邻右舍不理解，认为老杨“心
太狠”，将三个儿子都送去部队吃苦。

“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我们的生活有
了起色，是时候该我们回报党、回报国
家了。”杨长根说出心声。

晋熙镇武装部部长郝礼青告诉笔
者，三胞胎当兵在去年就是个“热点话
题”。去年夏季，年满 18岁的三胞胎
积极应征，可弟弟杨选权因身体原因
没能过关，两个哥哥决定再等一年。

“我们三兄弟一定要一起去部队，一起
建功军营！”今年高考一结束，三兄弟

就立刻跑到镇征兵办，再次报名应征。
“高一军训时，学校放电影《战

狼》，那时我就想去参军，没想到弟弟
和哥哥跟我有一样想法，高中3年，我
们一直朝着这个梦想努力着。”当问及
从军梦的种子何时萌芽时，老二杨选
方这样回答。

得知三胞胎要到远离家乡、环境艰
苦的陆军某部服役时，笔者问他们怕不
怕苦。大哥程亮坚定地说：“我们就想
去艰苦的地方，年青人在磨砺中才能成
长成才！”太湖县人武部部长蒋维纲告
诉笔者，役前训练时，三胞胎的表现非
常出色，不仅身体素质好、精气神足，还
特别能吃苦，是当兵的好苗子。

如今兄弟三人已走进新兵连，开
启了军旅新征程。在离开家乡前，三
兄弟握拳约定：一定要经受住千锤百
炼，把自己炼成一块好钢，兄弟三人还
暗地里相互发出挑战：军营里比高低、
见分晓！

上图：兄弟三人在安庆火车站候
车厅准备启程奔赴军营。

谢婷婷摄

安徽省太湖县

三胞胎圆梦军旅
■谢婷婷 刘 辉

9月19日，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市民广场热闹非凡，人武部在此举行全
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群众参与。图为该市民兵为群众讲解国
防知识。 胡绍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