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党成立98年来，作为“行动的马

克思主义者”，用再造一个新中国的建设实

践，取得许多令全世界瞩目的标志性成

果。其中之一，就是当代中国让7亿多人

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个令人惊叹

的数字背后，该是一幅何等波澜壮阔的场

景！

当年，在延安杜甫川曾经传诵着抗

大学员一首诗：“谁说我们没有课堂？我

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课堂。蓝天是我们

的屋顶，高山是我们的围墙。”而今，我

们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积极主

动参与脱贫攻坚，又何尝不需要这种博

大胸怀、豪迈情怀：“谁说我们不是在打

仗？我们就在战场，山水是我们的脊梁，

我们敢向贫穷宣战，敢与贫困较量！”

置身决战贫困这个战场，作为军人又

会想到什么？

会想起红军长征途中的那半条棉

被。1934年11月，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

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

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

了。什么是共产党？老人说，共产党就是

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

的人。今天脱贫攻坚，同样呼唤与人民群

众苦在一起，干在一起。

会想起当年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大

生产运动中开展劳动竞赛，中央警卫团战

士杜林森一天开荒6.3亩，人送雅号“气死

牛”。毛泽东幽默地称赞他：我看你还是

“气死人”，气死蒋介石！在毛泽东看来，

通过参加生产，提高劳动观念，减轻农民

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这是中

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

征服的物质基础”。今天脱贫攻坚，同样

需要这样一股子精气神。

会想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个世

纪5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后的头

几年，全体建设者主动节衣缩食：一年两

套单军装变为一套，一年一套棉军装变为

两年一套，衬衣领子去掉了，4个口袋变为

两个。每个团、每个连都把一半以上办公

费拿出来搞建设，每名战士奉献一半的津

贴用于建设。今天脱贫攻坚，同样离不开

广大官兵的牺牲奉献精神。

当然，走到脱贫攻坚的实践中，还会

有许多想不到。想不到致贫的因素实在

多，想不到脱贫攻坚的力度空前大，想不

到科技扶贫的力量很惊人，想不到人民

群众对军队助力脱贫攻坚的盼望如此急

切。

“足寒伤心，民寒伤国。”我军作为党绝

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积极主动参与脱贫

攻坚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置

身“决战中国贫困”这个世界上最高效的战

场，在所有“想到”和“想不到”之间，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努力空间。

当年，毛泽东对抗大学员们说：“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

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

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重温这段话，对今天我军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仍然富有启示。

我国的反贫困斗争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现在距离完成目标任务的时间越

来越紧，我们面临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时间紧、任务重，正是最吃劲的

时候。越是吃劲的时候，越要加油鼓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

累计减少80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

的奇迹。实践证明，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广大军民的团结奋斗，没有什么

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堡垒不能攻下。

脱贫攻坚，全国一盘棋；全面小康，决胜在合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全国还

有数百个贫困县要实现脱贫摘帽，更需要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勠力同心、携手奋

进。我们深信，有对贫困群众的如火情怀，有对脱贫攻坚的坚强信心和努力实践，

广大官兵必能在助力群众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谱写出华美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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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的井冈山，游人如织。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第二展厅内，人们聚拢在一处雕塑前，静静地听解
说员袁婧燕讲述“插牌分田”的故事。

1928年初，毛主席领导井冈山地区人民群众发
起“插牌分田”运动，烧毁地主的田契，按人口平均分
田，让农民获得了祖祖辈辈都梦寐以求的土地。这一
年，庄稼获得了大丰收，老百姓踊跃交粮、支援红军。

一身戎装的袁婧燕，正是当年与毛主席并肩战斗
的袁文才曾孙女。作为一名光荣的“井冈山民兵”，她
和家人见证并参与了老区的建设发展。她介绍，改革
开放40多年来，井冈山百姓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受
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相对落后，曾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
“革命前辈流血牺牲，就是为让群众过上好日

子。作为红军后代，助力群众奔小康更是责无旁
贷！”2002 年 3月，黄才生来到井冈山市人武部任
职，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他说，自己刚到人武部
任职时，当地贫困发生率达 29.96%，大陇镇中村全
村 36户群众有 21户居住在透风漏雨的土坯房中，
屋里是土灶台、木板床，屋顶盖着树皮和茅草。

老区不富，寝食难安。为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
子，驻地子弟兵和群众在红土地上打响了脱贫攻坚
战。该人武部专门定点帮扶中村，目的是先啃下“硬
骨头”，为群众打造一个脱贫样本。10多年来，他们
大力实施助学、扶贫、送医、绿化“四项工程”，实现帮
扶一村发展一村，帮扶一户脱贫一户。
“住进大陇镇时刻不忘共产党，搬出九华岭感

谢亲人解放军。”如今，人们走进中村，随处可看到
村民门口贴着类似内容的对联。村民朱开文说，自
己以前住在 3.5公里外的九华岭深山沟里，后来在
子弟兵的帮助下，他才迁到了中村，住进由人武部
出资援建的三层小洋楼，彻底告别了世代居住的低
矮土坯房。“没有子弟兵的帮助，我哪有今天的好条
件。”言语间，朱开文难掩感激之情。

在距离中村不远的坳里乡寨下村，村民最头疼
的问题是“行路难”。黄才生至今记得，他第一次与
同事到这个村走访，车子行走在崎岖不平的砂石山

路上，颠簸得令人作呕。后来，人武部职工曾润洲到
村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多方筹措资金整修了村里
的外通道路，并建起一座宽10米、长60米的“军民同
心桥”，结束了村里孩子汛期坐铲车过河的历史。

山村之变，仅是该人武部帮扶老区的缩影。多
年来，他们协调驻军部队在井冈山落实了 77个援
建项目、筹措资金 9700多万元，为群众脱贫注入了
强大支撑力量，开创了革命老区扶贫帮困新模式。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车行山间，听黄才
生讲着动人的故事，笔者不禁想起毛主席的《水调
歌头·重上井冈山》。穿越承载荣光与热血的时空，
当年的红土地已今非昔比—2017年 2月 26日，井
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
“民心所向，就是努力的方向。”聊起未来，黄才生

信心满怀。他说，脱贫不是最终目标，子弟兵还将与
老区群众一起，向着更加美好的生活合力奋进。

老区旧貌变新颜
■龙礼彬 王群学

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碑巍然矗立。
“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各地区

各部门要再加把劲，着力解决好‘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5月 20日至 22
日，习主席在江西考察时强调，我们要继续着力推
动老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加快发展，让老区人民同全
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脱贫，对革命老区来说，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承
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多年来，长征沿线军
民以务实之举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啃下一块块“硬
骨头”，灭掉一个个“拦路虎”，攻克一个个“娄山
关”，在红土地上写下幸福答卷。

务实举措攻克难关，治贫网

越织越密

夜幕降临，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采茶戏《将军
回乡》开始上演。台上，演员的表演深情投入；台
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这是江西省莲花县沿背村
“脱贫攻坚百姓大宣讲”活动的动人一幕。

“让身边人讲身边事，让身边事激励身边人。”
村民表演的是莲花县英雄人物甘祖昌将军的故
事。1957年，甘祖昌回到故乡，带领农民修水陂、建

桥梁、办企业，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也为这
块红色土地留下世代相传的精神火种。

多年来，当地军民情注老区民生、合力脱贫攻
坚。如今，村里不仅道路、住房等硬件设施越来越
完善，村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沿背村的变化，仅是党中央关心支持革命老区
建设发展的一个缩影。回首改革开放 40多年来，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老区建设发展取得辉
煌成就，全国百强县中，位于革命老区的县占比始
终保持在75%以上。
“革命老区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党中央的一系

列政策举措。”沿背村村民的话，代表了老区人民的
心声。多年来，党和国家围绕加快老区振兴与发展
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扶持措施，形成了支持革
命老区的“1258”政策体系（1个总体指导意见、2个
区域性政策意见、5个重点老区振兴发展规划、8个
涉及老区的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规划），治贫网越
织越密。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天然的亲和力，

成为子弟兵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原动力。签
“责任书”、立“军令状”、定“路线图”、列“进度
表”……长征沿线，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把贯彻
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参与打
赢脱贫攻坚战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摆上高位，
扎实推进。

印发《关于军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

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召开任务推进会……新长征
路上，人民子弟兵为了攻克这座矗在老区大地上的
“碉堡”，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

精准施策开“良方”，获得感

越来越强

每天公鸡打鸣时，代兴会就开始了一天的忙
碌。她所在的苟坝村是贵州省遵义市一个贫困小
山村。80多年前，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召开苟
坝会议，避免了一次重大挫折。

2013年，驻军官兵跟当地政府一起，以苟坝为
核心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创新区。几年下来，包括苟
坝会议原址、红军村、红军医院等景点已打造成型，
并配套建设服务区、商业街、生态农业观光园等，让
苟坝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以前住在木房子里，在猪圈里上厕所，晚上孩

子都不敢一个人去。”在旅游创新区打造中，村民代
兴会搬到红军街上，并盖起了二层楼，做起了乡村
旅游生意，年收入10多万元。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为老区脱贫开出‘良

方’”，这是遵义军民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条心
得。多年来，老区军民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闯出一
条“不栽盆景，不搭风景”“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

之路。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大别山区，安徽金寨

军民引导群众依托茶叶联合体，提升茶产业附加
值增加收入；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的临时休
整地，广西兴安军民帮助群众发展葡萄、猕猴桃
等特色农业，助力贫困户年增收万余元；红军长
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脚下，当地军
民借助丰富森林资源打造国家级“旅游扶贫试验
区”……

风景美如画，照我战旗红。如今，一场场围绕
脱贫攻坚难点，按照精准扶贫新思路，摆脱绝对贫
困的新探索，正在长征沿线铺展开来，不断为长征
沿线革命老区发展注入新动力。

同心合力拔“穷根”，致富路

越走越宽

“种良田有补贴，农民言欢！机平地有农合，医
疗保险；学生们上学来，书费全免；有低保救济款，
民无忧烦……”这首流行于陕甘宁革命老区的“道
情说唱曲艺”《环江颂党》，将当地军民合力脱贫攻
坚带来的变化娓娓道来。

几年前，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甜水堡镇鲁掌小学
仅有一间教室且破旧不堪。在子弟兵的帮助下，学

生们现在不但用上了新校舍，还能在新添置的滑梯
上玩耍。当地教育局一位领导介绍说，如果挤到县
城上学，家长租房陪读一年最少 3000 多元。现在
娃娃在镇上读书全免费，在校吃免费营养餐，省去
了许多贫困家庭的教育开销。
“先辈为革命流血牺牲，作为红军传人，为老区

孩子做些事情，我们责无旁贷！”子弟兵充满真情的
话语，回荡在老区的山山水水。多年来，驻军官兵
情注革命老区教育事业，援建 156所“八一爱民学
校”，并通过参加“春蕾计划”等形式支援贫困地区
尤其是老区教育事业，在红土地上播下一粒粒希望
的种子。

军民同心，幸福花开。行走长征沿线，一份份
“八一助学金”，为学子们圆了大学梦；一座座“红军
小学”，解决了山里娃上学难题；一处处“留守儿童
之家”，成为孩子们的温暖港湾……川流不息，讲述
着红土地上的鱼水故事；松柏挺拔，见证着老区一
草一木的变化。

孩子，是希望和未来。广袤的红土地上，从孩
子身上看到希望的老区群众，如今都鼓足了劲儿为
美好生活而打拼。回望老区，曾经的“越看越想越
恓惶”道不尽生活苦，而今的“人换精神地换貌”喜
唱红火好日子！

未来征程上，继往开来的人们重整行装再出
发，必能将这条充满艰辛的长征之路，化为地球上
最为绚丽的红色飘带。

幸福答卷，写在红土地上
—长征沿线老区军民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纪事

■梁寒光 本报记者 陈 利

石山林立,土地贫瘠，贫困人口多、程度深……
27年前，我当兵入伍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
自治县，这是当时这个县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后来，我了解到在白云、大浪等乡，居住着瑶族
的一个分支—红瑶，世代踞山而居的红瑶群众，
传统中有“狗不耕田，女不读书”的观念，适龄女童
入学率一度极低。直到上世纪 90年代，当地才办
起首个“红瑶女童班”。

我第一次接触红瑶女童是在 1993年 3月。当
时，我所在单位组织官兵到“红瑶女童班”开展助学
活动，官兵翻山越岭大半天才到目的地—眼前的
一切令人惊讶：低矮的木楼里，女娃们穿着破烂的
衣衫，光着脚丫，有的甚至起了冻疮……一切看上
去像一幅黑白照片，暗淡低沉。

当时，我就产生了要为她们做点事的想法。后
来我听说，“红瑶女童班”不时出现辍学或旷课情

况。为此，我不仅把省下来的 3万多元钱全部拿来
资助她们，还跟战友一起说服群众支持女娃完成学
业。如今，国家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让红瑶女童在
学校“进得来，读得起，留得住”。当地政府在全国
率先实施农村学生“免费午餐”，为山区孩子“吃饱
饭，上好学”提供了保障。

时至今日，当年的女童已成长成才，并怀揣感恩
反哺社会，成了百姓贴心人、致富带头人、爱心播种
人。第一届“红瑶女童班”的凤秀娟，退伍后凭着在部
队学习的医疗卫生技能赢得“凤医生”的美誉。从师
范学校毕业的凤桂鲜，成为全县历史上第一个红瑶女
教师。很有经济头脑的陈英花成功创业，带动群众一
起致富……爱的循环，让这里处处充满信心与活力。

统一的校服，齐全的学习用具，完善的教学设

施……来到瑶乡的人们再次走进学校，同样会对眼
前的一切感到惊讶。但这“惊讶”背后，已少了我内
心当初的痛楚与苦涩，取而代之的是欣喜与安慰。

有道是，知识改变命运。在瑶乡，教育为群众带
来改变和希望。据统计，在各级帮助下，曾经贫穷偏
僻的大瑶山，先后走出400多名红瑶女童。她们凭借
学到的知识，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和家乡的面貌。

迈入新时代，红瑶群众趁着党中央打赢脱贫攻坚
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因地制宜种柑果、修
茶园、养山鸡，有的还加入了农业合作社，搞起了板
栗、百合等特色农业。村民凤金德建了个牛蛙养殖
场，不但自己致了富，还带动群众逐步脱了贫。

瑶乡之变，不仅让我这个参与者、见证者感到
欣慰，更让我和战友们信心十足。未来，我们将和
群众一起，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特约记者 许 东整理）

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政治委员 何方礼

见证者说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每一个贫困群众都要帮扶，这才是共产党。

—习近平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８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侯磊 版式/苏鹏 张锐

10/11

作为我国“三区三州”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

区之一，南疆四地州是新疆脱贫攻坚主战场。因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当地产的瓜果品

质很高。多年来，当地政府鼓励群众大规模种植

瓜果，并兴建配套的防风固沙工程，不仅改善了

生态环境，而且拓宽了群众致富门路，从而实现

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瓜果之乡”的各

种瓜果种植，为群众铺就了一条七彩脱贫路。

新华社发

“瓜果之乡”走出
七彩脱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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