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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零时，黑龙江、乌苏里江禁
渔期结束。连日来，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武
部组织沿边5个乡镇民兵，深入到各个网
滩渔点，一面进行边防政策宣传和国防教
育，一面帮助渔民恢复生产，这已是该市
人武部连续6年年度工作的重要内容。

抚远市位于祖国东极黑龙江、乌苏
里江汇合的三角地带，管辖 212公里边

界线，与俄罗斯远东最大城市哈巴罗夫
斯克隔江相望，其中黑瞎子岛、乌苏镇闻
名全国。这里渔业资源丰富，是旅游胜
地，边境管理任务繁重。作为市边防委
成员单位，抚远市人武部担负着协助边
防部队执勤巡逻等守边护边任务，他们
在执行任务中向边民宣传边防法规、强
化国防观念，在参与守边护边中深化普
及国防教育。

黑龙江、乌苏里江的捕鱼季节主要
在夏季，而这时又是执勤巡逻任务最繁
重时节。过去这个人武部在开展国防教
育和参与守边护边中，把两项工作分开
进行，结果没少耗费精力，效果并不理
想。2015年起，他们把这两项工作进行
了整合。人武部政委马立刚介绍，他们
主要是搞好三个结合：一是与宣传边防
政策相结合。每年开江前组织民兵深入
网滩渔点宣传边防政策时，把国防教育
有关内容融合进去；二是与处理边境违
纪事件相结合。此前，渔民越界捕鱼时
有发生，他们就在与渔政、公安、边防部
队处理违纪事件时，就事论理宣传国防
知识；三是与普及法律相结合。他们与
司法部门一起，利用全民普法之机，进行
国防教育。

边境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为开
展国防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平台。几年
来，他们挖掘整理出了“远山下的誓言”

“黑瞎子岛上畅想”“纪念碑前的反思”
“展览馆前的展望”等系列活动教材；协
调市教育局多次组织中小学生到黑瞎子
岛、东方第一哨、抚远口岸，开展主题团
日系列教育活动，把国防意识和家国情
怀植入青少年心灵；利用一些老干部、专
家、学者到抚远休闲度假之机，邀请他们
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群众，举办
国防知识和爱国主义讲座。

为了推动全市国防教育深入人心，
他们积极营造热爱军人、尊崇英雄的浓
厚氛围。从2015年开始，市人武部连续
5年开展“寻找抚远籍军旅明星”活动，
先后寻找出马里维和战士李响、三等功
获得者李玉浩、樊鑫宇、石镇鑫、赵建龙
五位军旅明星，并制作专题片，在市政府
广场、市融媒体反复播放，引起热烈反
响。利用清明节、建党日、建军节等节
日，组织广大党员、团员开展追思先烈、
感恩前辈等专题活动。2017年，为纪念
建军 90周年，市人武部联合市委宣传
部、文联、文广新局等 7家单位举办了

“抚远梦、国防情”书法绘画作品展。
国防知识的普及，国防观念的树立，

有力促进了边境的安全和稳定。在这个
只有8.8万人口的边境小城，形成了边防
即国防、守边即卫国的全民共识。抚远
市边境管理连续多年无重大恶性事故发
生，市人武部受到了省边防委通报表彰。

黑
龙
江
省
抚
远
市
人
武
部
在
参
与
守
边
护
边
中
深
化
边
民
国
防
意
识

国
防
教
育
课
堂
设
到
边
境
线

■
王
大
文

刘

一

仲夏时节，驱车行驶在绵延的六盘
山脚下，道路两旁郁郁葱葱，广袤田野
绿意盎然，座座红砖瓦房掩映其中……

傍晚时分，来到宁夏固原市原州
区中河村肉牛养殖基地，正赶上给牛
喂草料的时间，村民杨发明熟练地把
成块的饲料打散放在食槽里，早已迫
不及待的牛儿排成一排，美滋滋地享
用着丰盛的晚餐。

“我们喂牛的饲料是村民自己种
植的，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牛的肉质
好，不愁销路，这几天有一家广东的公
司正和我们谈收购的事呢！”中河村村
委会主任杨文文介绍，过去很多村民
自家也会养牛羊，由于缺乏资金形不
成规模，没能给村民带来明显经济效
益，自从固原军分区帮扶以来，这一切
变了样。

中河村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区，处
于国家级深度集中连片特困区，是固原
军分区挂钩帮扶的村子。由于土地贫
瘠，农民经常遇到颗粒无收的年头。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1935
年，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时，毛泽东同
志豪情满怀，写下了《清平乐?六盘
山》，使六盘山名扬四海。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固原
军分区司令员苏开吉说，六盘山地区
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三军会师地之
一，长征精神早已深深融入大家的血
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著名诗句化
作红色精神，激励着广大官兵向贫困
发起挑战，助力老区人民翻越贫困的
六盘山。

产业路子对头,老乡脱贫不愁。
2017年，经过军地共同论证，固原军分
区决定扶持中河村发展以肉牛养殖为

主的村集体经济，培养村自身造血功能。
“大河有水，小河才不会干。”固原

军分区干事蔚精卫介绍，军分区投入
50万元，帮助建起 3座养牛大棚，采取

“合作社+贫困户”形式，为 34户“双老
户”和25户集体养牛户补助资金，作为
购买肉牛注资，委托中河村养殖合作
社饲养，年底根据收益分红，每年保证
收入不低于军分区帮扶资金总额 10%
收益。

为保证“小河有水”，该军分区还
以每户 2000元的标准，扶持 30户贫困
群众发展猪、羊、鸡等个体特色养殖，
确保户户有增收渠道。

“现在土地流转了，我养的 4头牛
托管到合作社了，每年光分红就有
2000多元！”村民杨志华言语中透着满
足感，以前是靠天吃饭，种的几亩地赶
上雨水充足才能落个好收成。“现在可
不一样了，我在养殖合作社负责喂牛、
清理牛舍，每个月工资3500元，媳妇在
村里的老年饭桌帮厨，每个月有 1700
元的工资。”算起收入账，杨志华黝黑
的脸上写满幸福。

走进移民新村回族村民苏保林
家，青青的菜苗、金黄的小花让记者眼
前一亮：院子一侧，开辟出一块地，种
有辣椒、茄子等蔬菜，绿意盎然。“以前
住在山坡的窑洞里，遇上下雨天就进
不去门。现在我们一家住着宽敞明亮
的砖瓦房，祖祖辈辈都没住过这么好
的房子！”苏保林开心地用当地方言夹
杂着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说起这些年的
变化：从住房到工作，从孩子上学到看
病就医，眉眼间溢出的幸福感让周遭
的空气都带上几丝甜意。

“在军分区的帮扶下，我养了1000
多只肉鸡，3个多月就能出栏，卖一次

能赚一万多。”说起自家的营生，苏保林
嘴里一直念叨，“都是因为党的政策好，
解放军什么时候都不忘咱老百姓。”

“苏保林能吃苦，在村里是出了名
的能干。”杨文文介绍，去年他还承包
了 20多亩地种植玉米，全部卖给村里
养牛合作社做饲料。从窑洞搬到 5公
里外的砖瓦房，苏保林家的地用于生
态还林了，本来还在为生计发愁，生活
却在这 5公里内发生蜕变。蜕变得益
于一系列政策和帮扶，也离不开苏保
林一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 5公里
的距离有多远呢？或许就是从窘迫到
小康的距离。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用苏保林的
话说，“军分区帮了我，我自个儿也得
努力，生活还得自个儿两只手刨呢！”

奋斗不止步，幸福方可期。如今，
特色养殖已经成为中河村的支柱产
业。2019年，中河村益农养殖示范基地
建设工程完工，8月份开始批量投产。
目前，养殖基地的肉牛达到百余头，村
集体经济收入也由原来的 5万元增长
到 20万元以上，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2017年的8730元增加到10426元。

绿树浓荫，夏日正长，行走在六盘
山脚下，记者欣喜地看到，少数民族群
众在军地各级助力下，正奋力奔跑在
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道上。

六盘山下，特色养殖富农家
■许 健 本报记者 司李龙 臧晨雨

“希望全国广大高校毕业生志存高
远、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
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连
日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的话语一直
在高校毕业生中回荡，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鼓舞着高校毕业生，激励他们以堪大用、担
重任的奋进姿态向梦想出发，向未来远航。

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
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毕业季比
以往稍晚了一些。但特殊之年的特别经
历，给今年毕业的高校大学生增添了难得
的人生财富，也让他们更加体会到“志不
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的道理。毕业
时间的推迟，挡不住莘莘学子的报国之
志。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
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
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用智慧和汗
水去浇灌一片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基层虽苦，但可磨砺心智，锻炼成
长；一线虽远，却是施展才华、成就事业
的广阔舞台。青年一代要有把艰苦环境

作为磨炼自己、淬炼自我的勇气，把小事
当作大事干，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回
看多少成功者，都是把最艰苦的基层当
作事业起跑线，在风雨中战斗，在泥土中
滚爬，以奋斗之足迹见证自己的成长，以
年轻之朝气彰显青春力量。

“以身许国，何事不能成？”事实证
明，以基层为舞台，用奋斗作画笔，青春
之花更加绚丽，成长步伐更加有力。几
年前，27名大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海南
内陆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鹦哥岭，扎
根这片热带雨林，重建鹦哥岭自然保护
工作站。他们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相
结合，倾其所学所知，奉献美好青春,用
自己的奋斗历程向世人展示了当代有为
青年的精神面貌和时代风采。

祖国需要处，皆是我故乡。和中国
石油大学118名即将奔赴新疆基层的学
子一样，有越来越多怀揣理想的有志青
年，以国家的发展轨迹定义个人的成长
坐标，把实现人生价值与实现民族复兴
紧密相连，选择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大漠深处的航天人，南海之滨的守岛兵，
还有一个个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驻村
干部，都在用担当诠释着青春的价值。

播撒在戈壁荒漠的青春种子，必将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为有责任有担
当，所以更茁壮更坚强。时间为证，让我
们期待他们的精彩，静候他们的佳音。

青春之花绽放基层一线
■孙现富

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记 者 老 区 行?六 盘 山

7月 22日上午，四川省眉山市军地
联合举行了一场“强军奉献奖”颁奖仪
式，13名军属代表 191名在部队荣立三
等功以上奖励的眉山市驻军官兵和眉
山籍官兵家属上台领奖。

“我宣布，第三届‘强军奉献奖’颁奖
仪式正式开始！”上午10时，随着眉山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刑光华铿锵有力的
话语，现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来
自眉山市龙马镇的王菊珍从领奖台上下
来后说：“我这辈子第一次走上领奖台，
沾了女儿的光。我骄傲，我是一名军
属！”她的女儿毛委是驻澳部队的一名中

士，去年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
让王菊珍如愿以偿走上了领奖台。

“针对部队立功受奖官兵家属专门
设立奖项在全国也不多见，将有力推动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落地
落实。”颁奖仪式现场，眉山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二级调研员郑忠东介绍。2017
年 11月，在“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农民
女企业家彭斌茹的赞助下，眉山市设立

“强军奉献奖”：凡是眉山市驻军、武警
官兵以及眉山籍官兵，获得中央军委授
予荣誉称号的其家庭奖励10万元；获大
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其家庭奖励 4万

元；荣立一等功的其家庭奖励3万元；荣
立二等功的其家庭奖励 2万元；荣立三
等功的其家庭奖励4000元。

记者在仪式现场看到，上台领奖的
军属人人身披红绶带，精神抖擞，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特别是在璀璨灯
光的照耀下，主席台大屏幕上的“爱国
拥军”四个字格外醒目。

“儿子，老妈今天又站在了领奖台
上。你在部队好好干，我们绝不拖你的
后腿！”第三次走上领奖台的军属苏桂
珍在现场就给儿子赵强打通了电话。
赵强服役于空军某部，因在部队表现突

出，赵强于 2017年和 2018年连续荣立
三等功，去年又荣立二等功。“去年领到
的4000元拿回家我就舍不得用，放了很
长时间。喜报也贴在家里最显眼的位
置！”年满 70岁的苏桂珍言语中透露出
满满的自豪。苏桂珍说：“这钱虽不多，
但它是荣誉奖，分量重嘛，怎么能轻易
花？说实话，它给我带来了无数羡慕的
目光和很多人没有的精神享受，我为有
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军人
在部队立功，我们理应让军人家属也受
到尊崇、感到荣光。”眉山军分区政委郝
文全介绍说。在前两届颁奖仪式上，全
市就有405名官兵及家属获得奖励。今
年，全市 191名官兵家庭获得共计 84.4
万元的强军奉献奖。近年来，眉山市在
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大学生
入伍奖励金发放等方面出台了新举措，
仅去年就为129名官兵落实了子女教育
优待政策。

“这份奖励既是对军人的鼓励，也
是对军属的肯定。”驻西藏某部眉山籍
士官王绍坤，去年荣立二等功，这次正
好休假回家，应邀来到颁奖现场。“我回
去后一定加倍努力工作，站好岗放好
哨，为强军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以更
优异的成绩回报家乡父老乡亲的关
爱！”王绍坤在仪式现场代表眉山籍立
功官兵庄严承诺。

压题图片：彭斌茹（前排中）和获奖
官兵及其家人合影。 孙绍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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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我骄傲，，我我是一名军属是一名军属！！””
——四川省眉山市第三届四川省眉山市第三届““强军奉献奖强军奉献奖””颁奖仪式侧记颁奖仪式侧记

■■粟粟 操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绍建孙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