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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大别山，悠悠双拥情。
在湖北省黄冈市这片红色热土，曾

爆发过著名的黄麻起义。革命战争年
代，44万英雄儿女为国捐躯，其中 5.3万
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铸就了“万众一
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
黄冈革命老区精神，为新中国的建立作
出了巨大贡献。

2016 年 7月 29 日，黄冈市喜获“全
国双拥模范城”三连冠殊荣。

双拥传承密码

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作为红军后代，从军报国理所当
然，这是咱红安人的光荣传统。”2018年
9月 9日，在红安县新兵入伍欢送仪式
上，刘争秀挽着双胞胎儿子何江、何海
的手，一再叮嘱。

兄弟俩的曾祖父是一位红军，他俩
聆听着曾祖父战场杀敌的故事长大。

受曾祖父影响，现服役于东海舰队某部
的何江、何海，在学习训练中互帮互学、
并肩前行，去年底两人均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

无独有偶。
在红安县，出生于军人世家的军转

干部徐普查，家族里 4代 13人接力从军
报国，人人入党，个个立功，他的家庭被
评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家庭”“情系国
防好家庭”，他个人被评选为“全国模范
退役军人”。

新的历史时期，黄冈市委市政府一
直把赓续红色基因、争当红军传人作为
一项基础工程，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
育，开展双拥文化进机关、学校、企业、
社区、军营“五进”活动，为黄冈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山山岭岭铜锣响，村村寨寨战歌

昂，男女老少齐武装，家家户户忙打
仗。”这首被广为传唱的歌谣，是当年黄
冈人民踊跃参加红军、积极支持红军的
生动写照。革命战争年代，许多黄冈人
民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和最小的
儿子都送给了红军的队伍。红四方面
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一支
支革命武装力量从大别山走出去，为建
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不忘初心，我们才能更好地珍惜

今天，永不迷航。”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
说，“红色基因是在革命历程中用鲜血
凝结而成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红色永远是黄冈最鲜亮的底色。”
2019年 9月 18日，黄冈师范学院原

创大型音乐舞蹈剧《红色薪传》在武汉
中南剧场上演。这一音乐舞蹈剧再现
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黄冈军民同仇
敌忾，为缔造新中国建立不朽功勋的历
史画卷。院领导介绍，建红色阵地、演
红色剧目、办红色课堂、做红色公益，已
经成为全院师生的自觉行动。

放眼整个黄冈市，黄麻起义和鄂豫
皖苏区纪念园等 25个省级以上“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成为红色教育大课堂，《黎
明行动》《铁血红安》等反映黄冈革命历
史的红色影视剧激荡人心，双拥街道、
双拥社区等 12个红色品牌成为城市耀
眼坐标，黄冈中学、红安列宁小学等 12
所“国防特色教育学校”引领一批批莘
莘学子圆梦军营。

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爱国拥军
故事数不胜数。近 4年来，全市近 9000
名学子踊跃参军入伍，20多万块光荣牌
让兵员大市的“光荣之家”绽放光芒，
300多份立功喜报、200多名“最美退役
军人”、40名“十佳军嫂”让尊崇感落地
生根，“军人依法优先”早已成为黄冈人
民群众的共识和习惯。

助力强军实践

尚武精神融入拥军文化

VR 朗读亭、数字读报机……走进
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文化驿站”，数
字军营的文化设施建设让人大开眼界。
“文化拥军满足了官兵个性化需

求，离不开驻地党委政府大力支持。”
支队领导介绍，从 2018年起，黄冈市委
市政府先后投资援建武警湖北总队黄
冈支队基层单位 17 个图书馆（室），建
成军史馆、红军小道、强军大道、军史
墙、荣誉墙、文化墙，形成“一馆两道三
墙”为主题的红色阵地。2019年 12月，
黄冈市在“全国文化建设军地共建共
享试点成果现场推广会”上作了经验
交流。
“服务强军，就是要满腔热忱为官

兵办实事，真心实意为部队解难题。”在
市委常委议军会上，市长邱丽新一番话
情真意切，掷地有声。

黄冈市委市政府坚持从服务部队
战斗力提升、解决好事关军人军属切身
利益的实际问题抓起，每年承诺为驻黄
冈部队办的“十件实事”，件件都落实。

2019年 5月，驻军某舟桥旅营房整

体改造，官兵住宿和训练场所一时成为
旅领导的“愁心事”。得知消息后，市委
市政府协调黄冈师范学院腾出老校区，
帮部队解决了住宿和训练难题。营教
导员夏忠俊说，训练场地问题的解决确
保了战斗力建设不受影响。

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大事要事，
特事特办、马上就办，在黄冈已经成为
助力改革强军的一个主动选择。

去年 7月，市民兵训练中心改造升
级议题，提交市委常委议军会专题研究
后，“坚持一流标准、全面规范改造”的
思路一经确定，市政府立即集中财力物
力，采取“交钥匙”的办法启动项目建
设。黄冈军分区领导介绍，训练中心集
信息指挥控制中心、多功能训练场、武
器装备仓库为一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
国防动员能力和民兵战斗力。

黄冈市倾情解决现役军人后代、
后路、后院“三后”难题，有许多感人
故事。“感谢黄冈市委市政府对军人
子女上学的关心和帮助……”去年 9
月，儿子因加分优先录取进入黄冈中
学就读后，空军某飞行学院黄冈籍特
级飞行员吕政给黄冈市委发来感谢
信。为解决军人子女入学问题，市教
育局出台《黄冈市现役军人子女义务
教育优待暂行办法》，全市近年来累
计安排军人子女 200 多人就读重点学
校，260 多名军人子女享受中考、高考
加分政策。

统计显示，近 4年来全市安置随军
家属近 50名，发放随军家属未就业生活
补助 96万元；委托 43家培训机构对退
役军人开展订单式培训，获证率达
98%；组织 260 名退役军人参加报考国
家公职人员培训班，培训后录取率居全
省前列。

本色永不改变

爱民传统融入创新实践

“没有人能拿走你的坚强，唯有努
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海军黄冈舰领
导的一句话，成了熊焱林奋发向上的座
右铭。

熊焱林是黄冈一名贫困家庭学生，
因一次意外造成身体局部烧伤，心中的
伤痛挥之不去。黄冈舰官兵获悉这一
情况后，在扶贫助学活动中与他“结
亲”，每年资助 3000元学费，并帮他重拾
信心。

因为一艘舰，爱上一座城。巡航在

浩瀚大洋，黄冈舰官兵始终与黄冈人民
心连心。

军民“心连心”，在驻黄冈部队同样
得到生动体现。在社会养老院、留守儿
童托管站，活跃着一支海军某部“兵小
丫”志愿队，女兵们利用周末照顾孤寡
老人生活起居，为留守儿童当校外辅导
员，成为老人心中的“好闺女”、儿童眼
中的“兵姐姐”。

驻守一方，造福一方。支援地方脱
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驻黄冈部队以
创新实践为老区人民谋福祉。
“150 亩桑葚年均增收 7.2 万元、

102 亩冬枣园惠及 14 户贫困户。”回顾
脱贫历程，时任黄冈市陈策楼镇程德
岗村村支书熊艳明如数家珍。2015 年
初，黄冈军分区与这个村结成扶贫对
子，引入大别山生态休闲农庄项目，种
植 12000 多株桑树，第二年村集体收入
超 10万元。

派驻 17 个扶贫工作队，定点帮扶
24 个贫困村，与 1160 户贫困户结成帮
扶对子，累计投入 1000多万元，协调引
进 60多个扶贫产业……一连串数字记
录着近几年驻黄冈部队与老区人民肩
并肩共创美好生活的动人情景。

回望 2016 年夏天，洪灾侵袭黄冈，
黄梅县考田河告急！浠水县望天湖告
急！危急时刻，驻军部队闻令而动，连
续奋战 30多个昼夜，转战 10个县（市、
区），转移群众 3万多人。洪水退去，人
民群众称赞抗洪官兵是“新时代的红军
战士”。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驻黄冈部队官兵和广大退役军人义无
反顾，冲锋在前。封控值守，防疫消杀，
运输物资……在战“疫”的许多阵地上，
都有他们的身影。
“个人不过年是小事，保护人民生

命健康是大事，我们当过兵的人在关键
时刻要敢于站出来。”曾在火箭军某部
服役的退役军人刘云江，毅然放弃过年
与家人团聚，带领施工队伍以最快速度
完成黄冈市东城妇产医院 9层楼、累计
1万平方米病房的整理清扫任务，接着
又赶往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投入黄冈
版“小汤山”医院建设。
“感谢人民子弟兵！有你们在，我

们就放心了！”在临时储备仓库，看到武
警官兵忙着卸载防疫物资，住在二楼的
一位老人掩饰不住内心激动，站在阳台
上冲着官兵喊道。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最无悔，危难

时他一马当先不后退……”在官兵卸载
物资的过程中，老人在阳台上为官兵播
放起抗疫歌曲《谁最累谁最美》。歌声
代表人民群众的心声，由衷表达着对子
弟兵的赞美之情。

鱼水新歌唱响大别山
—湖北省黄冈市新时代双拥工作闻思录

■徐 生 林国兵 郭 峰

4月 23日是人民海军成立 71周
年纪念日，海军南京舰官兵代表与江
苏省南京市民代表一同讲述强军故
事，同庆人民海军生日，激发了南京
市适龄青年踊跃参军报国的热情。

舰城共建是双拥工作的一个鲜
明特色和亮丽名片。南京市是驻军
大市、全国双拥模范城，更是一座英
雄辈出的城市。南京市与南京舰签
订城舰共建协议以来，坚持每年春
节、“八一”期间慰问南京舰，解决了
官兵学习训练和工作生活中遇到的
不少困难，让官兵感受到温暖和力
量。

曾在央视《开讲啦》节目亮相的
主炮班长陈国庆，现场轻松举起炮
弹，他的经历就是南京舰官兵强军精
武的生动写照。近两年，南京舰参加
重大演训任务创造多项纪录，2019
年被东部战区海军表彰为“先进舰连
标兵”。

在陈国庆眼里，战友们传承“精
忠为责、胜战唯求”的舰训，争当有真
功夫的行家里手、领军人物，大家一
起练就了过硬本领。

譬如，导弹技师李步刚，入伍 20
余年，成功实射导弹数十枚。2015
年，他保障服役 30多年的某舰成功
发射导弹十余枚，创造了某型驱逐舰

历史上多个第一。来到南京舰后，他
潜心钻研新装备，实现了从精通老装
备到精通信息化装备的跨越，连年在
支队组织的比武中拔得头筹，成为支
队“首席士官”。

再譬如，雷达班长王飞，老南京
舰退役前，他被分流到其他舰。留队
战友一句“兄弟，在哪儿都要好好干，
别给咱南京舰丢脸”的叮嘱，让他泪
流满面。2012年 9月，正在随舰执行
任务的他，错过“南京舰退役仪式”，
成为心中永远的遗憾。几年后，他奉
命参加组建新南京舰，弥补了这一遗
憾。
“汽笛拉响国旗飘扬，南京舰驰

骋万里海疆……种子部队叱咤疆场，
这一路打出胜利的荣光……”南京舰
官兵不会忘记，身在南京市的军休干
部、著名诗人和书法家吴国平为南京
舰精心创作舰歌。军休干部、一级作
曲和合唱指挥惠培峰，精心谱曲后教
官兵唱出了激昂的旋律。也曾是军
旅一员的孙晓云写下“南京舰”三个
大字，让官兵感受到书法艺术的雄浑
力量和壮阔境界。更让官兵感动的
是，南京市还为南京舰添置电声乐
器、运动器材和电视系统，改造健身
房，为舰上培训了等级厨师和电视新
闻人才。

城舰共建—

南京！南京！
■杨启富 朱芯材 刘俊峰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接下来要做好乡

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

习主席在陕西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

为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与推动乡村

振兴“无缝衔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大

多数贫困县已经“摘帽”，新的问题和

挑战也渐次出现。脱贫“摘帽”不是

“终点站”，脱贫之后的产业培育、基础

设施建设、群众素质提升、农村环境改

善等各项任务，还需要一个过程，解决

起来绝非朝夕之功。“喘口气”“歇歇

脚”的念头，千万要不得！军队助力

“三农”工作，呼唤继续发扬光荣传统，

拿出滚石上山的干劲，持续做好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这篇大文章。

“行百里者半九十。”行路之难在

末端，最后关头的放弃往往导致“一着

不慎，满盘皆输”。眼下，军地双方既

要打好脱贫攻坚“收官”之战，更要打

好乡村振兴“接续”之战。用“接续”姿

态打好“收官”之战，需要深谙“接续”

与“收官”的辩证法：“收官”不留遗憾，

“接续”事半功倍；“接续”未雨绸缪，

“收官”更见成效。

从助力脱贫攻坚到助力乡村振兴，

军队各项援建工作尤其需要在“衔接”

上下一番功夫：观念衔接，传承并发扬

脱贫攻坚的“精准”理念，实现由“被动

扶”到“主动兴”的转变；规划衔接，巩固

脱贫成果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做

好时序和内容的双重衔接；体制机制衔

接，借鉴脱贫攻坚形成的领导体制和工

作机制，激发市场、主体和要素活力。

对军队而言，还要密切关注并积极适应

地方党委政府的政策衔接，从中找准部

队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着力点。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

波。”从助力脱贫攻坚到助力乡村振

兴，掌握规律，把握重点，对长远建设

十分重要。农村与城市对比，无论是

经济发展还是公共服务都存在很大差

距。正是这种差距导致了农村留不住

年轻一代。军地双方如何根据帮扶乡

村的不同特点，让年轻人心甘情愿留

下来？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现代农业，

加快村土地资源整合，合理利用土地，

想方设法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

入，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人。各部队

可结合自身实际，发挥人才与科技优

势，从长远上助力乡村振兴。以科技

力量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在创造

金山银山的同时，留住身边绿水青山，

让乡村振兴战略惠及更多普通百姓。

“人心换人心，玛瑙兑黄金。”当前，从

助力脱贫攻坚到助力乡村振兴，唯苦干实

干、久久为功才能满足亿万农民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乡村振兴战略，呼唤军队各方真正把

援建工作更好地做到老百姓心坎上。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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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

健

“匡支书你好，明天我们单位食堂
和个人需要采购 20斤芦笋、38斤西兰
花、15斤包菜……”
“刘主任你好，明天我们需要 50斤

红薯、30斤井冈蜜柚、200个鸡蛋……”
自 3月 5日以来，在江西省吉安市

吉州区人武部保障科，吴泱宣每天下午
都要发几条这样的微信。

2018 年，吉州区人武部和区发改
委帮助长塘镇李家坊村 11 户扶贫对
象，以合作社形式创建芦笋基地。基
地投产以来，效益很好。受疫情影
响，基地近期有 5000 斤芦笋滞销。类
似情况还有这个区兴桥镇“公司+贫
困户”的井冈蜜柚扶贫产业基地 4.5
吨柚子；曲濑镇“养殖户+贫困户”的

黑鸡养殖场 2.5 万只黑鸡；樟山镇蔬
菜生产扶贫基地的近 3吨西兰花……
针对这一实际，吉州区人武部 2 月 26
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区各民兵连利用
“民兵之家”电商平台展开促销，同时
向人武部官兵、专武干部及全区民兵
预备役人员发出倡议，以自愿加入方
式开展“消费扶贫”活动：家庭生活所
需食品，直接由扶贫产业基地配送。
通知一发出，自愿报名加入者很快就
达 150 余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得知
消息后，积极动员全区退役军人加

入，全区消费“扶贫”活动参与人数每
天都在增加。

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区人武部根据参加人员居住地分布情
况，设立了 12 个配送点。每户所需食
材前一天下午 5时前微信报备，第二天
上午10时前指派专人配送到户。
“这个创意好啊，为我们区政府帮

了大忙，我也要报名参加！”五一国际劳
动节前夕，区长尹冬苟给区人武部部长
蒋国萍打电话，对人武部这一倡议给予
点赞并表示支持。

“消费扶贫”记
■李仲明 本报特约通讯员 龙礼彬

军地时评

双拥见证 身边故事

西藏林芝市波密县巴卡村，是

武警某部交通第三支队定点扶贫

村。支队官兵积极开展党支部帮

建、医疗巡诊和资助贫困学生等，帮

助村民脱贫致富。

疫情防控期间，支队官兵带着

一批防疫物资来到村里看望慰问各

族群众，并参加了村里举行的升国

旗仪式。

同升一面旗
■陆文凯 文/图

2019年9月30日，黄冈市各界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举行公祭活动。

周 伟摄

双拥模范城（县）创建

热点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