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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开春时。3月23日，长白山麓之
下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船口村

“两委”班子成员，通过视频与北部战区机关人
员一起讨论升级种植养殖项目规划，屏幕里是
张张幸福的笑脸。

幸福答卷写在百姓脸上，也镌刻在他们心
中。2016年初，战区把该村确定为定点扶贫
村，精准发力，精细“绣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
吹响了军民携手脱贫攻坚的冲锋号，一幅幅奔
向小康、乡村振兴的画卷徐徐展开。

为民办实事，件件暖人心。在军地的共同
努力下，边陲小山村人均收入万余元，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巨大的变化让村民们洋溢着发自
内心的笑容：“这些都多亏了北部战区的定点
帮扶，他们为老区山更美、水更甜、民更富贡献
力量，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场上的‘追
梦人’。”

精谋划，新格局红利惠人

初春时节的长白山，船口村一排排崭新的
红色彩钢瓦房映入眼帘，平坦的沥青道路通村
达户，干净整洁的农家庭院错落有致。养鸡场
内上万只鸡苗追逐嬉戏，田野间玉米种植专业
农场、水稻无公害栽培和花卉苗木基地接壤相
连，一脸汗水的农户们正在紧张地备耕备产。
这一派生机蓬勃的发展景象让人振奋，一位种
植户说：“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小土坡，现在已
经成了致富田。”

扶贫，关键在找准症结、精准发力。北部
战区主要领导精心筹划，政治工作部担起主抓
责任，先后与村“两委”召开10余次“屋场贴心
会”，逐户分析贫困原因，最后研究制定了扶贫
对象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帮扶办法精准、项目
安排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 5条精准措施，构
建起稳定脱贫、防范返贫的有效机制。

2016年，战区政治工作部与村里建立危难
群众救援机制、贫困学生救助机制，投入生活
救助、房屋修缮、慰问物品等累计20余万元资
金；出面协调门诊部医疗专家为 30多名贫困
群众进行体检和常规检查，送去大量急需药
物，并建立长期医疗救助关系。

2017年，该战区从帮助村党支部健全组
织、优化结构、完善制度的建基层组织入手，拿
出 10万元建立完善办公和活动场所，送去党
建书籍，还安排政治工作部有关局党支部与村
党支部结成共建对子。军地两个支部共上党
课，共过党日，定期开展学习培训等活动，开展

“书记帮书记、党员带党员”活动和“两个支部
一堂课，两条战线一盘棋，两个民族一家亲”活
动，10多名青年入党积极分子茁壮成长，村党
支部凝聚力、战斗力和开拓力明显增强，一块
州委组织部表彰的先进党组织奖牌挂在党支
部最显眼的地方。

树标杆，新农人红遍乡村

该村 85后年轻人玄熙楠，在外创业有
成。2014年初，看着乡里乡亲在穷困生活中挣
扎，他横下一条心，拿出多年积蓄及申请的贷
款共 175万元，承包下村里 67公顷土地，创建
了熙楠玉米种植专业农场。连续两年，农场纯
收入都超过 50万元。2016年初，村委会换届
选举，玄熙楠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

“发展产业，是扶贫重点和难点，需要带头
人引领。”该战区确定“公司+基地+合作社+能
人+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思路之后，迅速把目光
瞄向了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优秀新型职
业农民代表，千方百计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
能。“新农人，的确能。”为了帮助乡亲们眼中的

“能人”成为全村脱贫致富的“头雁”，该战区先
后投入 100多万元用于村里生态养殖项目，携
手科学制定发展规则，并协调州市5名农技专
家深入到村里开展农业种植技术、电子商务等
培训，帮助村民提高素质、开阔视野、打开市
场。很快，一条通过网络、微信等多渠道的销
售链路通往广阔的市场。

努力没有白费。在战区帮扶工作组的积
极推动下，熙楠玉米种植专业农场面积迅速扩
大到215公顷，拥有各类农业机械8台套，年产
玉米240吨、水稻120吨，年收入超过300万元，
村里参与生产的50多户村民增收。

“要让农民手中的土地价值实现最大化，让
乡亲们的腰包再鼓一点。”战区定点帮扶工作水
涨船高，动员村里更多的困难户到专业农场参
加生产劳动和农作物看管赚收入，或者以扶贫
资金和土地入股分红。10多户村民在专业农
场里学习种植技术、掌握经营本领，倾心发展水
果、优质杂粮杂豆等高效作物规模经营，有的还
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农场，努力成为新型职业农
民，最大限度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出效益。

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打拼多年一直
寻找突破的 27岁村民金键眼前一亮，仿佛看
到了人生新的方向。他放弃外出务工的想法，
在镇上开了一家加工销售点，专门销售村里的
黄牛肉、林下鸡等无公害产品，家庭年收入超
过10万元，还帮助村里延伸了农产品产业链，
走出了打造品牌的新出路。

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加速涌现，让村里长期
无人打理的荒山荒地“长”出庄稼、果苗和鸡鸭
场，农家乐、苞谷酿酒作坊不断涌现，加快群众

脱贫致富步伐。2017年底，村里人人有看家本
领、户户有致富门路，72个贫困户挂账销号。

调结构，新产品红火市场

北部战区在学习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帮扶
的眼光不能仅仅集中在几家几户的富裕上，
而是应当咬定全部脱贫不放松。他们把脱贫
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输血”与“造血”
并举，以市场为导向，与地方政府携手帮助村
里培育一批脱贫带动能力强的种植养殖、农
产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红色旅游和
乡村旅游。

生活在山里的村民，家家户户都养鸡。战
区经过与村民反复沟通，决定采取“扶贫购鸡、
产权归户、平台寄养、分红扶贫”方式，搭建起
养殖、管理、收购闭环式产业链条。经过两年
多的发展，该项目形成了多样化、立体化、规模
化的产业格局，村民在山林地里养的土鸡，以
吃野虫野草为生，成长速度较快，养殖成本也
较低，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每年为贫困户
分红3万多元。

延吉大米享有盛誉，远销各地。船口村曾
经是主要产地，但由于受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限
制，种植面积小，形成不了规模。战区帮扶人员
面对面收集群众诉求、心贴心共谋发展良策，引
进新品种，推广科学栽培技术，协调部队农场的
10多名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因地制宜的

“绣花”功夫，使村里的种植迅速跃升到1300亩，
不但产量增加近一倍，而且市场价格也水涨船
高，船口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无公害水稻专业村，
带动40%的村民增收脱贫。如今，大片大片金
色的稻田，成为村民发家致富的聚宝盒，绽放出
无限生机活力。

延边黄牛驰名中外，是国家五大优良品种
之一，市场供不应求，并且价格持续上涨。该战
区注入200万元支持村里兴建延边黄牛场，借助
丰厚的草地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前景，推广标准
化、现代化养殖模式，悉心培育又一个富有乡村
特色的“土字号”“乡字号”品牌，不仅为村民提供
20余个就业岗位，村集体还每年增收20万元以
上，为幸福生活再添一把火。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优势产业，主动向现代
高效农业转型。如今，船口村的生态养殖、民
俗旅游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经济发展项目提
质增效，种养出的十几种农产品闯进市场，不
断鼓起乡亲们的“钱袋子”，村民增收致富跑出
加速度。

精心帮扶，赢得真情。2019年11月26日，
战区派人到村里研究扶贫措施或落实项目，村
民自发集合在村部大院，打着“卫国铜墙铁壁，
爱民情同手足”的标语，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
舞，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

兴文娱，新生活红心耀边

船口村自然风光秀丽，春赏百花竞放，
夏沐浓荫清凉，秋观漫山红叶，冬享雾凇雪
国，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 340天。村
民中朝鲜族占 99%，个个“会说话就会唱歌、
会走路就会跳舞”，有着独特的生活习俗。

船口村脱贫出列之后，战区用长远的眼光
看待乡村发展，围绕“美丽经济、美丽生态、美
丽村屯、美丽心灵、美丽生活”的目标，把当地
传统历史文化、山水风光融入新农村建设，下
定决心把船口村打造成乡村美丽、百姓幸福
小康村。

工作想得远，做得也实。战区与村“两
委”携手组织开展以完善一套扶贫档案、宣讲
一次党的方针政策、讲解一本惠民手册、开展
一次送温暖活动、举办一次爱心捐赠、为民办
一件实事为内容的“六个一”主题活动，并广
泛开展“图书大家阅”“致富典型小讲堂”“农
业科技进农家”等配合活动，利用各种时机为
农民群众讲革命传统、英雄故事、放经典影
片、普及国防教育知识，引导乡亲们学科技、
学文化、奔小康、爱家报国，以知识的力量改
变现状，引领提升乡村文明。

战区还从引导村民移风易俗、养成健康生
活方式入手，每年从留用党费中支出资金，用
于奖励村党支部评选出的脱贫致富带头人、优
秀党员、道德模范、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孝
顺媳妇等，引导村民知荣辱、除陋习、树新风，
人与人关系更好了，心与心的距离更近了。到
过村里的人都说，这片黑土地青山绿水、民风
醇厚，美得像长白山孕育的碧玉，醇得像海兰
江酿出的米酒。

抓人居环境改善、抓村庄亮化、抓农网
改造，战区帮扶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个规划
呱呱坠地，让乡亲们的生活蒸蒸日上。前不
久，他们又以健康养生为主题，决定联合龙
井市政府投资 70万元，建设船口村文体康乐
中心,既为村民提供健身舞蹈、文化娱乐场
所，又用于阵地开展普法讲座、文艺联欢、农
业知识竞赛等各种活动，闲暇之时村民一起
唱唱歌、弹弹曲、跳跳舞，幸福的生活越来越
甜蜜。

“ 山 山 金 达 莱 ，村 村 烈 士 碑 ”，是 著 名
诗 人 贺 敬 之 到 延 边 采 风 时 留 下 的 动 人 诗
句 。 如 今 ，延 边 怀 抱 里 的 船 口 村 ，村 民 思
路 宽 了 、视 野 广 了 、腰 包 鼓 了 ，笑 声 爽 朗
了 ，对 未 来 的 信 心 也 更 足 了 ，守 边 护 边 成
了大家的自觉行动，形成“上到拄棍的，下
到懂事的，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边
防管控局面，军民共守边关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春到长白别样暖春到长白别样暖
—北部战区定点帮扶贫困村旧貌换新颜

■李宏伟 富洪生 本报特约记者 杜善国

兴边富民蓝图美，物阜民丰万家春。北部
战区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和扎实有力的实际行
动定点帮扶边陲贫困村，发挥优势、主动作为，
送温暖、解难题，以“绣花”功夫啃下“硬骨头”，
夯实了边境地区振兴基石，赢得了民心民意，
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和中
央军委重要决策指示、积极参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缩影。

脱贫攻坚是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绷紧

弦。目前看，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但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本来就有不少硬
仗要打，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项工作
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坚持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动摇，
必须拿出非常之举、使出非常之力。唯有奋力
与时间赛跑，较真碰硬“督”，凝心聚力“战”，实
打实抓好每项工作落实，实现稳定脱贫、高质
量脱贫，才能确保取得最后胜利，才能确保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脱贫攻坚战到了最后关头，贫困人口未脱

贫、贫困村未出列、特殊群体返贫等贫中之
贫、困中之困，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要坚持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与贫困群众
一起倒排时间表，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打攻
坚战，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狠抓落实，动
员一切可动员的力量，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
源，再加一把劲，再添一捆柴，千方百计补齐

短板，强力推进问题整改，用硬措施保证打赢
这场硬仗。与此同时，要立足长远、务求长
效，扶业与扶能并举，扶志与扶智联动，逐户
制定和落实未脱贫人口措施，扎实培育脱贫
带头人和新型主体，努力把脱贫的产业做得
更加富有成效，全面小康路上不让一个掉队，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打
赢脱贫攻坚战，善于啃硬骨头的人民军队，从
来都是冲锋在前，始终发挥着突击队先锋队的
作用。但是必须看到，“行百里者半九十”，决
胜阶段最为关键，冲锋时刻愈需奋勇。我们必
须拿出攻坚的状态、冲刺的姿态、倒计时的节
奏，以责任担当之勇、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
之能，确保帮扶贫困对象与全国一道迈入全面
小康社会，为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用硬措施打赢这场硬仗
▉本报特约记者 杜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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