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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凉爽的秋风，走进云南省西双
版纳州基诺山乡洛特村，放眼望去，连
绵不绝依山而建的茶园里，一行行茶林
沿着山势高低起伏，犹如一条条绿带布
满山间，几十名基诺族群众正对茶树进
行修剪。

“现在家家都在做茶叶生意，目前
村里的茶园面积已近4000亩。”洛特村
党支部书记李春华介绍，近年来，云南
省军区帮扶开展普洱茶种植，为当地群
众脱贫注入新动力。

洛特村地处基诺山深处，世代生活
在这里的基诺族是西南边疆深山的一
个“直过民族”，也是最后一个被国务院
确定的单一民族。

“新中国成立时，这里的人穿的是
树皮衣，住的是茅草屋，食物与财产实
行平均分配，靠刻木记事。20世纪 90
年代前，村里还在点煤油灯，直到 2000
年前后，村里才通了自来水。”基诺山乡
党委书记王超告诉记者，基诺族群众

“一夜跨千年”，从原始部落直接进入社
会主义，但由于地处偏远，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低。

如今走进基诺山乡，记者看到的是
一幅幅山乡飞速发展的生动画面。“新
时期精准扶贫中，党和解放军带领基诺
族人民因地制宜开发种植普洱茶，成功
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大家的腰包逐
渐鼓了起来，如今人均收入超过 8000
元，去年 4月，基诺族实现了整族脱
贫。”王超高兴地说。

走进洛特村，小汽车、小洋楼随处
可见。村委会前的十字路口，刻有“军
民共建示范村”标志的基诺大鼓显得格
外光彩夺目。在村委会旁，村民正在将
今年采摘的新茶进行翻炒晾晒。

“这是今年的新茶，以前卖茶要等
老板带现金来收，现在发个朋友圈就卖
了。”村民春雷告诉记者，最近通过微信
交易，把10斤普洱茶卖到了昆明，一单
收入 2000元。春雷家里由于人口多、

收入少，2014年被定为贫困户。2017
年，在西双版纳军分区的帮扶下，春雷
一家种上了20亩生态茶，顺利脱了贫。

与春雷一样享受到茶叶种植红利
的还有贫困户何志强。由于母亲瘫痪
多年，父亲患有多种老年病，何志强一
家生活十分困难。2016年，他参加省
军区开展的茶叶种植培训，并申请到专
项产业扶持资金，在自家地里种了 10
多亩茶树。如今，何志强靠茶叶种植，
盖起了二层小楼，买了轿车。

记者了解到，2017年，考虑到基诺
山乡贫困村过多，不少村子无集体经济
的问题，军地研究后决定在巴亚村建设
军民共建茶厂。省军区投入专项资金，
并引进某企业共同投资建设加工车间
和新的茶叶公司，以新公司新车间服务
全乡茶务。利润分配采用固定分红模
式，不论公司盈亏，每年固定给予巴亚
村村委会 17万元的资金，用于支付土
地租金和发展村委会集体经济，同时提

供5%的盈利额作为全乡扶贫基金。
今年 5月 4日，建设面积 340平方

米的仓储车间和 554平方米的初制加
工厂建成，茶叶加工车间正式投产。在
车间内记者看到，工人们将新鲜的茶叶
装入篓筐，放到传送带上，杀青、揉捻、
干燥等一道道工序自动完成。

“以往人工加工慢，遇上下雨天，质
量就下降，有了自动化设备，茶叶品质
大大提升。”切微是车间负责人，她告诉
记者，她家大约有40亩茶地，不仅自家
茶叶销路不用担心，而且她在车间上
班，1天大概有300元收入。

基诺山乡副乡长唐宏忠说：“以前
很多出去打工的基诺人都回来了，家乡
茶叶产业开发，可以让他们在家门口赚
钱。”茶叶种植加工是基诺族脱贫致富的
缩影。自2016年云南省军区精准参与
基诺族整族脱贫攻坚战后，按照“产业扶
贫到户、教育扶贫到人、公共扶贫到位”
的总体思路，推动村里走上富裕路。

云南省军区各级助力基诺族实现整族脱贫

种茶树，为“直过民族”铺就致富路
■普玉航 本报记者 柯 穴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
心！”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得到全社会热烈
响应，凝聚起崇俭抑奢、反对浪费的强
大正能量。

一粒米，千滴汗，粒粒粮食汗珠
换。近年来，各地出台相关文件，大力
整治浪费之风，“舌尖上的浪费”现象有
所改观。但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看“面子”不看“肚子”的现象依
然存在，铺张浪费现象有所抬头。

种种餐饮浪费现象不禁令人想起
一句古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脉中，节约
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所必须，回顾
历史，审视现实，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地
认识到：“人无俭不立，家无俭不旺，国
无俭必亡。”

革命战争年代，节省每一个铜板为
着战争与革命事业。过紧日子，是为了
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1936年，美国
作家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在这里，
他看到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毛泽东住
在十分简陋的窑洞里，周恩来睡在土炕
上，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做成的
背心……从共产党人极其简朴的生活
中，斯诺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他称
之为“兴国之光”。过紧日子是艰苦奋
斗、勤俭建军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党我
军走过峥嵘岁月、克服艰难险阻、赢得
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保证。

陈云同志向来反对铺张浪费，对随
意倒掉饭菜的行为十分反感。在一次
群众大会上，他的话令人难忘：“吃饭要
照镜子。”意思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而
且要用馒头把盘子擦干净，拿起盘子来
可以照人。

勤俭建军、勤俭练兵、勤俭办一切
事业，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
宝。如今生活条件改善了，特别是随着
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对军队建设
投入逐年增加，训练条件明显改善、伙
食标准大幅提高，但勤俭节约这个传家
宝，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我们现在拥有
的这份“家底”，是几代人筚路蓝缕，坚
持不懈地艰苦奋斗、勤俭创业才攒下
的，决不能在挥霍浪费中白白断送。积
羽沉舟，滴水成河，军队，要善于过“紧
日子”。

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水冲
沙。事实一再证明，一个家庭的富裕，
离不开开源节流、勤俭持家；一个国家

的强大，需要全民养成节约习惯、形成
勤俭之风。餐饮浪费，已成为当前社会
一大危害，既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又破
坏社会良好风气。拒绝“舌尖上的浪
费”，要抓住不放，久久为功，勿让“光
盘”成空谈，积极营造“浪费可耻、节约
为荣”的社会氛围。日子过得越好，越
不能忘本，越要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牢记在心头、代代永相传。

一
粥
一
饭
，当
思
来
之
不
易

■
张
峻
葆

本报讯 杨涛报道：“余干事，你
的餐盘里剩余食物较多，请尽量吃完，
不要浪费……”近段时间，甘肃省白银
军分区保障处处长王倅接连到机关食
堂蹲点，对当天饭菜的品种、数量和质
量进行检查。除此之外，他还对官兵
职工用餐进行现场监督，如发现浪费
行为，当即要求其整改并向所在部门
通报。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当前，
全国上下都在开展杜绝“舌尖上的浪
费”活动。该军分区领导通过调研发
现，官兵的膳食结构日趋科学合理，但
食堂就餐浪费现象却仍旧存在。

小餐桌反映大问题，军分区党委根
据调研情况，制定下发《白银军分区关
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
实施方案》，以上率下，从本单位机关食
堂抓起。

军分区保障处优化管理措施，要求
食堂对每天食材的使用情况做到心中
有数，并根据当天食材用量合理计划次
日的采购数量。由于每餐出菜量相对
固定，而就餐人员数量时有变化，为此，
保障处建议食堂在用餐人数不多的时
间段，出菜少量多次，避免菜品大量剩
余，从源头上杜绝浪费。

此外，他们还根据官兵对饭菜品种、
口味的意见反馈，重新拟定菜谱，并根据
菜品当日剩余情况调整菜谱，在科学搭
配、营养均衡的基础上，让菜品色香味俱
全，官兵爱吃，浪费现象自然减少。

除了管理的“技防”措施，军分区还
采取提醒机制。保障处协调其他处室，
抽调官兵职工作为监督员，对食堂日常
工作进行监督，在对食堂卫生环境、饭
菜供应情况等把好关的同时，还要对用
餐是否存在浪费现象进行现场监督，如
果一人浪费食物行为超过3次，就要进

行通报批评，并将通报结果纳入官兵职
工考核清单。

走进军分区机关食堂，笔者看到，
在食堂入口的 LED显示屏上循环播放

“厉行节约、珍惜粮食、按需取餐”的提
示语；墙壁上贴着“倡导绿色生活，反对
铺张浪费”的倡议书和宣传海报；餐桌
上摆放了文明用餐的“温馨提示”牌。
在取餐区、就餐区和餐盘集中回收处，
戴有红袖章的监督员正在监督巡视。
笔者注意到，官兵交到集中回收处的餐
盘里几乎没有剩余食物，泔水桶内也只
有少许残渣。

上级出实招，下级有响应。靖远县
人武部建立用餐人员评估制度，根据预
估第二天的用餐人员人数，进行原材料
采购；平川区人武部建立检查监督机
制，由部里文职人员担任监督员，负责
提醒部里人员在日常工作、就餐中出现
的浪费问题，并督促整改……

“以前眼大肚子小，吃不完的食物
只能倒掉。现在浪费3次就要被通报，
所以要吃多少打多少，不够再去盛，不
剩饭不剩菜，当一名光荣的‘光盘’族。”
正在就餐的军分区动员处参谋杨诏深
有感触地说。

军分区采取的一系列厉行节约的
措施，不仅有效节约了食堂运营成本，
也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为官兵职
工的良好习惯和自觉行动。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多措并举出
实招，引导各级坚决遏制各种铺张浪费
行为，让各项措施不仅落地，更要落实，
切实让勤俭节约成为新风尚，而不是走
过场、一阵风。”王倅说。

甘肃省白银军分区食堂监督员上岗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9月 1日下午，辽宁省沈阳市苏家
屯区人武部邀请战斗英雄、一等功臣卜
万成为预定新兵作报告。英雄讲英雄
故事，预定新兵边听边记，并争先恐后地
与卜万成交流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一次活动，就是一堂生动的教育
课。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在今年的役前
训练中，他们通过参观国防教育基地、红
色故事会、革命前辈讲传统、军人典型作
报告等系列主题活动，让预定新兵进一步

了解我党我军光辉历史，让爱国主义和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扎根心田，为他们实现角
色转变、迈好军营第一步打下坚实基础。

“红色故事记心间，红色基因代代
传！我们要弘扬前辈无私无畏的奉献

精神，以满腔热血投身强军实践，以一
流的标准、一流的状态答好军旅人生答
卷！”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大学生、预
定新兵陈明升坚定地说。

吴玉波、梁忠春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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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笔者与内蒙古某边防旅3连
官兵踏上巡逻路，并为驻守在某执勤点
的战友运送给养。

山间道路崎岖难行，巡逻车在坑坑
洼洼的砂石路上颠簸不停。车内，边防

官兵一个个全副武装，一只手握紧钢枪，
生怕有半点闪失。一路上，战士们的头
盔与车顶篷不停地碰撞，“咚咚咚”的响
了一路。

等车辆翻过山脊，一片开阔地、一条
小溪出现在视野中，小溪南侧的几个迷
彩身影逐渐清晰，执勤点到了。车刚停
稳，执勤点的战友就围了上来，看到大西
瓜，大家开心得合不拢嘴。

笔者了解到，过去，执勤点官兵的生
活用水都来自这条小溪，如今，上级在执
勤点旁边打了一口深水井，并配发了柴
油发电机和电热水器，生活用水有了很
大改善。

在深山中执勤，对于给养的使用，官
兵经验丰富。每当有给养送来，他们先
吃绿叶菜，把易储存的萝卜、土豆和洋葱
囤起来。战士偶尔还会去山里采集天然

的食材调剂口味。今年 34岁的张兴伟
入伍前是一名厨师，常年与大山为伴，他
琢磨出数十道别具特色的风味佳肴：野
韭菜炒鸡蛋、炝拌小头蒜、凉拌野生黄花
菜、红柳烤肉串……

执勤点的生活苦，但官兵戍边守防、
练兵备战的劲头从未松懈。山谷狭小，
没有标准跑道，他们就因地制宜，在山坡
上组织负重冲坡、武装奔袭等课目的训
练。前不久，连队将单杠、臂力器等一批
健身器械运上执勤点，战士们高兴极了，
在屋前的平地上动手建起了一处简易的
器械训练场。在山里执勤的日子，年轻
的战士像春笋一般快速破土，拔节成长。

送完补给，笔者一行离开执勤点，继
续巡逻。车窗外，伫立在山坳中的执勤
点渐行渐远，但门前那一面迎风飘扬的
五星红旗永远停留在笔者心中。

山坳里的迷彩青春
■朱明鹤 徐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