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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起，辽宁省阜新军分区牵
头帮带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镇车新
村，探索出“集团化帮扶、合作化发展、
企业化经营、市场化带动”的脱贫攻坚
路子，仅用 3年就使车新村整体脱贫。
此后，该军分区又将这个思路应用到帮
扶西大巴村、二门得力村上，实现 5年
内带动3个村脱贫致富。

找准产业拔“穷根”

“车新村全村 443户 1583人，建档
贫困户203户，贫困人口708人，人均收
入不足3000元……”2014年初，军分区
刚与车新村结对时，镇领导的介绍句句
扎心。

精准扶贫，关键在于精准。只有找
准“病根”，才能拔掉“穷根”。调研中，
军分区领导发现，车新村缺乏特色产
业，祖祖辈辈靠天吃饭。他们请来农业
专家，发现车新村土壤特别适合葡萄生
长，决定推广冷棚葡萄种植这一“投资
少、收益快”的致富项目，让贫困户入股
合作社，确保贫困户年年有分红，家家
有收益。

没想到，这一设想却被村民泼了
“冷水”：没见过冷棚，不会整；不懂技
术，不敢整；没有销路，卖不出去可咋
整？“种葡萄不像种高粱、苞米，卖不出
去喂猪猪都不吃，到时候都送你家去！”
一个村民把这话直接撂给了村党支部
书记白金山。

如何转变村民观念？军分区领导
挨家挨户搞宣讲，讲党的富民政策，讲
产业项目的好处。2014年7月，军分区
组织村民到辽宁灯塔市一家冷棚葡萄
种植大户考察，恰巧赶上客商上门收
购，一斤 10.5元，平均亩产 4000斤，毛
收入高达 4.5万元，去掉建棚成本收入
3万元。看到这阵势，村民动心了。当
年，军分区帮建的300亩的冷棚葡萄产
业园区顺利建成。

第二年，葡萄喜获丰收，更多村民
加入进来。如今，车新村的葡萄种植面
积已 2000多亩，一跃成为东北数得上
号的冷棚葡萄生产基地，号称“千亩冷
棚葡萄第一村”。

车新村脱贫了，“车新模式”成功
了。军分区的扶贫攻坚路却没结束。
阜新市委、市政府看好这支攻坚力量，
车新村这边还未脱钩，又把西大巴村、
二门得力村托付给了他们。

军分区领导经过调研发现，西大巴
村的土壤更适合种植葡萄，于是便将

“车新模式”直接复制过来，并让两个
村结成对子。从种植到扣棚，从管理
到销售，有了车新村的帮助，西大巴村
顺利脱贫。二门得力村坐落在山沟
里，缺乏土地资源，军分区领导听取专
家意见后，决定带领村民发展特色养
殖业。大巴镇党委书记赖德泉告诉记
者，经过几年交往和观察，赖德泉书记
从军分区官兵身上真切地感受到人民
军队爱人民的优良传统，就把全镇贫
困散户的扶贫款全放在二门得力生态
养殖合作社，让他们搭上军分区的扶
贫“快车”。

敢啃最硬的“骨头”

军分区的脱贫攻坚战并非一帆风
顺，而是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车新村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启
动资金：村集体负债累累，村民则因拖
欠银行贷款，仅有8户能过信用关。怎
么办？

“脱贫攻坚，关键在于攻坚。困难
面前决不能低头，一定要敢啃最硬的

‘骨头’。”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际，军分
区政委王锐带着市扶贫办的同志来了，
一起出主意、想办法，最后决定采取“市
场化”运作模式，引进民营企业帮助合
作社垫付资金。企业垫付资金需要抵
押和担保，全村穷得叮当响，拿什么去
抵押？村民面面相觑，沉默不语。

“我家有栋房子可以作抵押，如果
不能如期还钱，你就收我的房子！”王锐
的一番话，让村民动容。企业负责人十
分震惊：“为了老百姓的事，敢把自己的
房子压上，看得出来您是真心扶贫。就
冲您这句话，抵押担保不用了！”就这
样，这家企业帮助垫付资金 300万元，
加上政府提供的相关补助，冷棚葡萄基
地建设终于顺利启动。

西大巴村嘎海窝铺自然屯地势较
高，地面全是连山石，水质极差。吃水
难是历届村两委班子最头疼的事，由于
缺乏资金，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住在这
里的 71户 275口人不得不到几里地之
外的刘家沟去挑水吃。军分区领导带
队到西大巴村现场办公时，村民把这个

“硬骨头”摆在他们面前。
军分区一边组织水利专家寻找水

源，一边指挥立项报批，经过一年多的
努力，共协调地方投入资金 109万元，
铺设主管线900多米，为每家每户都安
装了自来水。目前，西大巴村所有村民
都喝上了符合标准的自来水。

扶贫重在扶志和扶智

5年帮扶 3个村 321户 993人整体
脱贫，有啥经验？军分区领导说，“扶贫
贵在扶志和扶智，只有充分调动群众的
内在动力，让老百姓学会‘独立行走’，
才能确保他们脱贫不返贫。”

车新村村民吴桂英看着大棚里的
葡萄架，笑得合不拢嘴：“开始大家对
种葡萄心里都没底，是军分区组织的
宣讲团一次次向我们宣传，让我克服
了等靠要的思想。”10多年前，吴桂英
的丈夫因病撒手而去，留下一大笔债
务，再加上孩子上学，日子一度看不
到亮儿。军分区的扶贫宣讲让她看到
了致富希望，连续几年的大丰收，吴桂
英不但顺利脱了贫，还成为全村的致
富带头人。吴桂英说：“我靠自己种
葡萄挣的钱在县城给儿子买了房和
车。今年葡萄又是大丰收，日子越过
越有奔头！”

扶贫中，军分区注重抓好村民的专
项技能培训，借助冷棚建设培养出近百
名技能娴熟的冷棚建设“产业工人”，同
时请来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50多名，先
后开展6期培训，使每个贫困户至少有
人掌握1至2门实用技术。

2015年，冷棚葡萄丰收在望，本应
欢喜的村民却是迷茫中带着几分忧虑：
万一销路不好，可真要砸在手里了！这
次，军分区领导没有出手帮忙，而是将
担子压在村两委班子和村民身上。

没有了“搀扶”，村民只好自己摸索
路子。村两委班子分头行动，把全村
有文艺特长的人组织起来，集思广益，
很快就筹备出一场像模像样的篝火晚
会，还别出心裁地为评选的“最美葡萄
大户”“最佳致富模范”“最美经纪人”
现场颁奖，受到葡萄采购商和新闻媒体
的肯定。

葡
萄
熟
了
农
家
乐

—
—

辽
宁
省
阜
新
军
分
区
以
产
业
为
牵
引
五
年
帮
扶
三
个
村
脱
贫

■
鲍
明
建

本
报
记
者

安
普
忠

乔
振
友

金秋时节，素有古彝圣地、奢香故
里之称的贵州省大方县依然是层峦叠
翠、山花烂漫。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和大
方县县委、县政府及大方县人武部等军
地领导齐聚大方县人民医院，共同考核
和检验联勤保障中心第 901医院开展
对口援建，助推医疗脱贫的可喜成就。

“19年帮扶不断线，既支援资金设
备，又驻点帮扶、帮带骨干，真正留下
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县域内大病
就诊率超过 90%！”大方县卫健局局长
李健介绍，第901医院累计派驻医务人
员18批近百余人次，将一个规模较小、
实力偏弱、学科不全的二级乙等医院
帮建成了在毕节地区小有名气的二级
甲等医院。

大方县位于黔西北，属乌蒙山片区
特困县。2019年4月，贵州省政府正式
批准大方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在大方
县脱贫的路上，第901医院结对帮扶大
方县县医院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1年，王联发作为第一批帮扶
医师来到大方县。虽然对受援地的落
后面貌早有心理准备，但走进大方县人
民医院，王联发刷新了对“贫穷”的认
识：医院破旧的院落连皖南乡村的镇医
院都不如；由于没有食堂，住院的老乡
用煤油炉煮着从家里带来的米和菜。

更令人痛心的是，贫穷限制了老百
姓对医学力量的信任。大方县是处于
山区腹地，老百姓小病忍、大病扛，实在
是扛不动才到医院就诊，许多病都被活
生生地耽误了。帮扶专家到县广场搞
义诊，翻山越岭、走村入户送医送药，先
后开展以巡回义诊、送医送药、技术指
导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联勤军医山区行”，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向基层下沉，为贫困居民提供“家门口”
的日常诊疗服务。

2004年8月，在大方县人民医院驻
点帮扶的妇产科医生步仰高遇到棘手
问题。产妇张梦临产时出现突发情况，
不仅胎儿存在胎死腹中的危险，产妇也
可能会因大出血发生意外。大方县医
疗条件有限，难以应对，但将产妇转院
到毕节市内医院时间上已然来不及。
危急时刻，步仰高决定就地手术。在医
患的共同努力下，手术圆满成功。当父
亲刘思刚接过儿子的那一刻，这位高大
魁梧的警官再也抵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热泪盈眶。第二天，刘思刚带着一家人
找到步仰高，请她给孩子取名，以此表
达感谢。

为增强帮扶效果，第901医院采取
“派下去”“请进来”的方式双向“驱动”
大方县医院专科骨干培养。医院每批
派遣 3-5名专家，每年驻点 3-6个月，
采取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讲座等
多种形式，为大方县医院培训专科骨
干，并长年免费接收县医院技术骨干
进修学习，组织专家与县医院中青年
骨干结成持续的“师徒制”帮扶关系，
在帮扶和进修结束后，“师徒”关系保
留，专家持续开展远程带教和疑难病
例、技术难题的会诊指导，通过持续
传、帮、带给大方县医院真正留下一支

“不走的医疗队”。
帮扶中，第 901医院始终聚集总

体目标和受援单位需求，按照每年“解

决一项医疗急需，突破一个薄弱环节，
带出一批技术骨干，新增一批服务项
目”的目标，一步一动抓落实、积少成
多求突破。医院持续强化“输血”与

“造血”相结合的帮扶理念，推进资金
帮扶、设备援助，分批次捐赠小型医疗
设备和专科手术器械，19年间先后援
助、捐赠医疗设备及资金总价值 200
余万元。

今年，针对大方县人民医院提出的
6项技术需求，在夏秋季练兵备战、医
疗保障任务相对较重的情况下，第 901
医院依然安排学科带头人、技术领军人
驻点帮扶。他们坚持把推广适用新技
术、新疗法作为衡量医院帮扶、医疗队
带教的重要指标，19年间累计在县医
院推广适用新技术100余项。同时，驻
点医疗队以县医院为中心，通过县域医
联体建设、基层医师技能培训、县乡村
三级联合义诊巡诊等方式，辐射带动全
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同步提升，有
效增强了大方县整体医疗实力。

医
疗
队
来
了
民
心
安

—
—

无
锡
联
勤
保
障
中
心
第
九
○
一
医
院
对
口
帮
扶
贵
州
省
大
方
县
医
院
记
事

■
郝
东
红

洪
宏

仲
立
儒

“金珠玛米雅古都（解放军好）！齐
叔叔，谢谢您的帮助，等我考上大学，一
定去看您！”前不久，一名藏族女孩公秋
朗措向陆军工程大学一直资助她的齐
跃华发来一段视频，并托人给齐跃华送
上一条哈达，表达感激之情。

公秋朗措是重庆市西藏中学的一
名高三学生。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办首批西藏学校，
重庆市作为首批办学点，组建了重庆市
西藏中学，成为重庆市唯一以援藏教育
为主、藏汉合校的高级中学。

汉藏和泽一家亲。从那年起，陆军
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就与重庆西藏
中学结成帮扶对子。34年来，一茬茬官
兵接过藏族师生敬献的哈达，帮助藏族

学子圆读书梦。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
他们走出了“双校共建、汉藏共育、军民
共扶”的新模式。

“扶贫必扶智。对于贫困地区儿
童，助学兴教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我们充分发挥军队院校的教育优势，走
出了一条特色教育扶贫的路子。”陆军
工程大学领导介绍。

距离重庆近900公里的湖北省武汉
市黄陂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洪湖游
击队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但老区的经
济发展一直相对滞后。

2010年，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
校与黄陂区联界村结成帮扶对子，开展
以捐资助学为主要内容的帮扶活动，这
一决定在全校师生间引起强烈反响，当

年便筹集了15万元助学金。
雷曼曼是该校资助的第一批大学

生。11年前她的父亲因患癌症去世，母
亲带着她和弟弟艰难度日。2010年，她
成功考入大学，可每年的学费让这个家
庭不堪重负。正在一家人一筹莫展之
际，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为雷曼
曼送去助学金，解燃眉之急。如今，雷
曼曼从事着自己最喜爱的教育行业，得
知今年学校再次去村里开展捐助活动，
她专程写来感谢信，表示会尽己所能把
这份宝贵的爱心传递下去。

“开展教育扶贫以来，我们村里已
经走出了57名大学生，没有一名适龄儿
童因贫辍学！”联界村党支部书记柳友
松连连感慨，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家庭的

希望，学校的扶贫先扶智，为村民的脱
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受资助的张佰条一家，原来是联界
村最贫困的家庭之一。近年来，在该校
的帮扶下，张佰条一家三个子女分别考
取武汉科技大学、江汉大学和武汉纺织
大学，都已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在解放
军的帮助下，我们彻底拔掉了穷根，如
今已经是村里最富裕的家庭之一了。”
每每提及此，张佰条的喜悦和感恩之情
溢于言表。

走访助学、书信往来、设立“爱心基
金”……多年来，同样的军装、不同的面
孔，一个个爱心之举、一股股爱心暖流，
跨越千山万水，在受资助学子和陆军工
程大学官兵间架起了一座圆梦连心桥。

“兵老师”入校童颜展
——陆军工程大学发挥院校优势开展教育扶贫

■云利孝 潘 昕 李 浩

迷彩绿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今天是第6个国家扶贫日，也是第27个国际消除贫困日。
打赢脱贫攻坚战，人民军队勇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扶贫战场攻坚克难，屡创佳绩。从帮扶产业发展到改

善基础设施，从提升医疗健康水平到协助推进教育扶贫，人民子弟兵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脱贫攻坚当作一场硬仗来打，通过多领域多形式的帮扶行
动，在脱贫攻坚战场谱写鱼水新篇，彰显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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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新村葡萄产业园车新村葡萄产业园。。 肖建勇摄肖建勇摄

阜新军分区领导与车新村种植户交谈阜新军分区领导与车新村种植户交谈。。 肖建勇摄肖建勇摄

第第901901医院帮扶专家为大方县群众义诊医院帮扶专家为大方县群众义诊。。 郝东红摄郝东红摄

重庆市西藏中学学生来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参观重庆市西藏中学学生来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参观。。 刘刘 诚摄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