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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平心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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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最特殊的生

日礼物”

“家乡太穷了，我得回去……”2016
年春节刚过，刘其发突然告诉共同打拼
多年的合伙人黄冠雄，自己要回村带动
乡亲们脱贫致富。当时，黄冠雄大吃一
惊。

刘其发的“转身”没有任何预兆。
2009年，他和黄冠雄在重庆创办了一家
工程公司，发展得顺风顺水，家也早就安
在了重庆市区。

为什么要回老家当村官？图什么
呢？黄冠雄当时并不理解。

对于刘其发而言，做出“逆行”的决定
并不难。不论人在哪里，家乡始终是他心
底最柔软的牵挂。1993年，在部队表现
优异的刘其发，退伍回到家乡，用退役金
在乡里开办了一家砖厂。砖厂运营得并
不顺利，刘其发于是去往湖北武汉打工。
好不容易在武汉站稳脚跟，他又因思乡心
切回到了重庆。

2016年春节，刘其发开车带着妻女
回乡过年，村领导、村民们向他提出了请
求：“带带父老乡亲，一起致富吧。”看着
依然贫困的乡亲，刘其发心里很不是滋
味。他决定，一边发展企业，一边带领乡
亲脱贫致富。

2016年 8月 18日，刘其发当选黄莺
村党支部书记，这天正好是他 46 岁生
日。“如果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村支
书便是我应该担起来的重任。”刘其发
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特殊的生日礼物。

这份“生日礼物”远不像刘其发想象
中那么“美好”。黄莺村面积 23.36平方
公里，地广人稀，山高坡陡，70%的劳动
力外出打工，全村贫困人口超过 20%。
上任第二天，刘其发挨家挨户走访，看到
全村 7个组没有一条硬化路，许多贫困

户住在危房里。走访回来，他一连几个
晚上辗转难眠。

刘其发意识到，他原有的“兼顾公
司，当个‘兼职’书记”的设想行不通。如
果要干好这个村支书，必须全身心投
入。“这可能和我当过兵分不开，既然我
去干一件事，那么就一定要把它干好。”
2016年年末，刘其发彻底脱离公司的业
务，成为一名全职的“兵支书”。

“做第一个养螃蟹的人”

时间有了，刘其发每日在村里转悠，
寻思发展什么产业才能让村里致富增
收。黄莺村海拔高、土壤肥力低，种地收
入微薄，能干点什么呢？刘其发直发
愁。2017年春节，一次路过村里的河沟
时，刘其发想起来，自己从小就抓野螃
蟹，“我们这是山泉水，养大闸蟹肯定品
质好”，他萌发了养殖螃蟹的念头。在这
之前，黄莺村从来没有养殖螃蟹的历
史。刘其发并不在意，“我的理念就是什
么都要敢闯敢干，不怕失败。”经过一番
调研，他决定，“做第一个养螃蟹的人”。

刘其发和村主任先带村民去附近的
沧沟乡、凤来乡考察学习大闸蟹养殖方
法。回村后，他们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决
定组建村集体经济，以土地、劳动力和现
金入股等方式成立专业合作社。项目启
动后，村民的积极性很高，纷纷签了土地
入股协议，出工出力也很积极，很快就将
一片荒置土地建成了 1米多深的池塘。
可等到需要资金采购蟹苗、防跳网等物
资时，没有一个人交现金入股。怎么办？
“我以党性向大家担保，如果亏了，

我个人退还大家本金。”刘其发在村民大
会上郑重承诺，并用自己的存款垫付了
前期资金。
“兵支书”都这样说了，村民们放下心

来，在外务工的人员纷纷打电话回来表示

要入股。3天时间，全村集资十多万元，39
亩的大闸蟹养殖场很快搞起来了。
“他当过兵嘛，都这么担保了，我们

相信他。”在一户农家乐后院，记者看到
正在劈柴的村民邹福琴。2017年，还是
贫困户的邹福琴卖掉养的牛，入股大闸
蟹养殖场，去年年底，她拿到了 750元本
金和分红。现在得益于村里旅游业的发
展，她每年打零工就有一两万元收入。
“我自己有车有房，我回村里不是为

自己谋什么利益，就是来为大家服务
的。”黄莺村的村民不止一次在村民大会
上听到刘其发这样说，他们知道，他说的
是心里话。

目前，黄莺村水产养殖基地运转良
好，除了大闸蟹，还养殖了稻田泥鳅等十
几个品种，并在城区开办了两家生态鱼
庄，实现了产销一条龙。依托水产养殖
项目，黄莺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突
破，不少村民从中受益。

“人生有一条路不能

放弃，那就是扶贫之路”

“你看，这里是垂钓基地，那里是有
机蔬菜观光带，那边是金秋梨采摘示范
园……”

秋日，记者和刘其发站在黄莺村
的一处观景亭俯瞰，一座郁郁葱葱的
生态村庄映入眼帘。“这就是我这几年
的成绩。”说这话时，刘其发的脸上充
满了自豪。

黄莺村虽然地贫人穷，但有得天独
厚的黄莺大峡谷等自然景观。刘其发刚
一回村，就立下志向，要把黄莺村打造成

一个 5A级旅游景区，并一步步朝着目标
前进。

凭着当过工程兵和开办工程公司
的经验，刘其发首先决定，在黄莺大峡
谷修建一处观景台。年近五十的他，不
仅参与前期的设计规划，在施工队施工
时还日夜扎在工地上；修建观景台要占
用部分村民的土地，有的村民不同意，
他就和村干部上门耐心做工作；资金没
法立刻到位，他就自己拿钱先垫上……
“观景台是黄莺村旅游对外展示的一个
‘窗口’，只有把游客引进来，才能把产
品销出去，带动全村的整体发展。”刘其
发说。

如今的黄莺村，公路四通八达，村
舍院落干净整洁。记者采访时是工作
日，仍能见到不少外地的游客。游客们
来到黄莺村不仅可以游览自然风光，还
可以钓鱼、捉螃蟹、采摘蔬果，体验农家
生活。不少村民开办农家乐，成为一项
不小的收入来源。刚刚脱贫的贫困户
向代成就是其中之一。在政府资助下，
他盖起了二层小楼，开起了农家乐。向
代成告诉记者，今年刘书记协调了一万
多只土鸡崽免费分给贫困户，他家分到
了不少。“十一”期间，不少游客上门吃
土鸡，全家 5口人齐上阵才忙得过来。

去年，刘其发为黄莺村引进了投资
不菲的康养项目。但他“不知足”，还计
划举办越野赛车比赛，在大峡谷建一家
悬崖宾馆……曾经梦想走出大山的刘
其发回归山村，在这里尽情挥洒汗水、
收获梦想。正如他的微信签名写的那
样：“人生有一条路不能放弃，那就是扶
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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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小山村
—“兵支书”刘其发的扶贫故事

■■本报记者 杨明月 特约记者 左庆莹 通讯员 汤琳钰

深秋，蓝天白云下的河南新县，景
色醉人。鲜艳的红叶，金黄的银杏，由
绿转红的乌桕，描绘出属于这个时节的
斑斓色彩。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70年前，一群优秀的中华儿女，不畏强
敌，开赴抗美援朝战场，投身保家卫国
的伟大战争。

连日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访
了新县 5个乡镇和一个光荣院，看望尚
健在的 55名抗美援朝老兵，把象征着
军人崇高荣誉，象征着党和国家关怀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送到他们手中。

这些抗美援朝老兵，每一位都是一
个传奇、一座丰碑。他们手捧纪念章反
复摩挲，仿佛又回到与战友浴血奋战的
战场，为国家而战的青年时代。与他们
每一位的交流，都是对我心灵的一次深
深洗礼。

91岁的娄佰权老人，志愿军第42军
126师 377团战士，1950年 12月入朝后
即投入第二次战役，在战斗中左眼受
伤。他一直坚持战斗在一线，直到1953
年回国后才摘除了左眼球。我去看他
时，老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儿子
说，老人现在清醒的时候不多。我站在
床前说：“党让我给您送纪念章来了。”
只见老人缓缓睁开右眼，眼角渗出了一
滴泪水。那一刻，他虽然没有说话，但
他一定知道，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

93 岁的李庭玉老人，志愿军第 12
军 35师班长，1951年 3月入朝作战，战
斗中曾荣立三等功。1955 年回国后，
他的老首长李德生将军问他有什么想
法。李庭玉说：“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
去。”李德生说：“我的家乡在大别山区，
那里很穷、很艰苦，你去那里参加社会
主义建设吧。”老人就这样义无反顾来

到新县，默默为革命老区奉献了一生。
10月 31日上午，我到新集镇看望

完候书金老人，刚走出小区，就被几人
拦住去路。他们是志愿军第 47军老战
士刘新华的家人。原来，刘新华现生活
在广西南宁儿子家中，当从老战友处得
知我们在逐户送纪念章时，一上午给家
中的子女打了十几个电话，让他们来接
我们。我感动地说：“去，现在就去你们
家，哪一家我们都会走到。”

人未语，泪先流。志愿军第 38 军
112 师老战士张言金家住光山县砖桥
镇，我本打算拿出半天时间专门去一
趟他家。可是，11月 2日上午，我正在
本县八里畈镇志愿军老战士徐深远家
慰问时，突然接到周河乡政府同志打
来的电话，说张言金在家人陪同下，一
大早就从光山县赶到乡政府等着我
们。乡里的同志问我计划什么时候去
他们乡，我回答的仍是那句话：“去，现
在就去，决不让老英雄久等。”一进周
河乡政府大门，我就看见张言金老人
在接待室门前徘徊。我走上前握住他
的手，还没来得及给他挂上纪念章，老
人已泣不成声。

1952年入朝参战的志愿军老战士
宋世龙是一名重机枪手，参加过多次战
斗，因患有老年痴呆已无法与人正常交
流。然而，当我把纪念章挂到他的胸前
并敬礼时，老人奇迹般地将颤巍巍的右
手举到了额前。众人一片惊呼，我的眼
里则噙满泪水：“他知道自己是一名军
人，永远的军人。”

一枚枚纪念章，铭刻着老兵辉煌的
过往，见证着老兵炽热的忠诚。他们是
共和国的英雄，他们参与铸就的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交由
我们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作者系河南省新县人武部政委）

致敬·洗礼
■张安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一位志愿
军战士在呐喊中拉响手榴弹，冲向敌
人……这是曾经风靡全国、家喻户晓的
电影作品《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视死如
归的壮烈画面，也是 67年前于树昌烈士
牺牲前真实的一幕。

1953年 6月 29日晚，志愿军 23军 73
师 218团通信连步话机员于树昌所在部
队为了配合金城主攻方向作战，对无名
高地之敌进行反击。在坚守阵地的其他
战友全部阵亡后，于树昌调动炮火，打垮
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在敌人包围
了他所在地堡，阵地就要失守的危急时
刻，于树昌通过步话机发出呼喊：“为了
胜利，向我开炮！”随后，他砸碎步话机，
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冲向敌人，牺牲时
年仅22岁。

于树昌的英雄事迹被收录进战地纪
实通讯集《志愿军一日》，并作为《英雄儿
女》主人公王成原型之一被搬上银幕。
影片中，王成牺牲前那句“为了胜利，向
我开炮！”的经典台词传遍大江南北，成
为深刻的时代记忆。然而，英雄的家乡
在哪里，是否还有亲属在世？为英雄寻
亲，送战友回家，成为于树昌生前战友们
的一块“心病”。

半个多世纪以来，原 23军的老兵们
始终未曾放弃寻找战友的家乡。他们通
过多种途径在全国寻找同名同姓的“于
树昌”，均没有结果。

不久前，部分 23 军老战友为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召开座谈会，他们再次说起了放
不下的牵挂——于树昌。座谈中，一
条线索燃起了老兵们的希望：山东省
莱阳市一名牺牲老兵于树昌，年龄、入

伍时间等各条线索全部对得上！
时任志愿军 23 军 67 师 6 连文化教

员管志初，当即决定到山东莱阳求证。
在女儿陪同下，80多岁的管志初来到莱
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经过工作人员联
系，终于找到了于树昌的老家——城厢
街道四真庄村，并联系上了他唯一在世
的亲人：二哥于云德。

现年 93 岁的于云德不仅双耳失
聪，且几乎完全失忆，时常记不住儿女
的名字，对工作人员的说明，始终无法
理解。直到管志初拿出一张于树昌的
翻印黑白照片，于云德老人接过照片，
眼睛立刻亮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
清 晰 地 唤 道 ：“ 树 昌 ，树 昌 ，我 的 弟
弟。”

村里人介绍，于树昌牺牲后，每年农
历腊月廿九，村里都会给家中挂一盏“光
荣灯”，红红的烛火，高悬在家门口，表达
对烈士的悼念。于树昌的父母从不多讲
儿子的事迹，也从未和村里要过待遇，每
年挂上光荣灯时，都礼貌地道一声“谢
谢”，然后望着灯笼愣上一会儿。

时隔 67 年，终于寻到了战友的家
人，了解到他们的情况，管志初情难自
抑，老泪纵横。

为进一步核实身份，10月 23日，莱
阳市委老干部局受山东省委老干部局
委托，安排人员到市人武部查找烈士
于树昌档案，未能查到任何信息；莱阳
市人武部政委张玉平与当地党史研究
中心工作人员杨海峰取得联系，在《莱
阳市革命烈士英名录》中找到了于树
昌烈士的名字。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同样在为烈
士寻根而奔走的还有于树昌生前所在部

队第 78集团军某旅。自抗美援朝战争
以来该部队历经多次改编，于树昌英雄
的资料也随之遗失，其入伍前情况、参战
情况没有任何资料留存，与于树昌家人
也断了联系。

为了让于树昌英模的精神代代传
承，该旅专门成立于树昌英雄研究小
组，多年来一直在搜集整理于树昌的资
料，为英雄寻家。得知在山东莱阳找到
了于树昌的家人，该旅专程派人到烈士
家乡协助核实革命烈士于树昌事宜，确

认于树昌烈士就是部队多年来寻找的
英雄。

英雄浩气存千古，接棒自有后来
人。10 月 24 日，于树昌烈士生前所在
部队官兵代表来到莱阳红土崖革命烈
士陵园，为于树昌敬献花圈，并庄严宣
誓：接过先辈手中的钢枪，争做于树昌
传人。

上图：于树昌二哥于云德凝视于树

昌照片。 孔庆珊摄

67年前，战士于树昌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后，壮烈牺牲；67年后，烈士于树
昌生前所在部队官兵在英雄家乡庄严宣誓——

英 雄 故 里 再 唱 英 雄 赞 歌
■林 琳 高明星 贾玉省

为了走出大山，山里的孩子很努力。重庆市武隆区黄莺
村党支部书记刘其发记得，自己上初中时，乡里还没有公路。
他每天 6 点钟起来，徒步 2 个小时，赶到乡里的中学。中午一
般没饭吃，只能饿着肚子过一天，等晚上回到家里，天已完全
黑透。

为了真正走出大山，1990年，高中毕业的刘其发参军入伍，成
为驻广西某部的一名工程兵。军营打开了这个山里娃的视野，在
那里的学习和成长，让他受益终身。

老村长袁远志至今记得 30年前刘其发入伍的那一天，“当时
我是民兵连长，我送他走的。”聊起他的继任者，袁远志赞不绝口，
“他吃得苦，耐得劳，对群众好。”说这话时，老人坐在自家二层小
楼的门口，面前就是崭新的鱼塘和蔬菜基地。如果没有刘其发的
带动，这里恐怕还是一片荒地。

2016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刘其发回到家乡，当选为黄莺村党
支部书记。经过 3年攻坚，2019年底，黄莺村人均纯收入达 15800
余元，成功脱贫摘帽。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做好退役军人保障工作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退役

军人的专门法律，退役军人保障法于

11月11日甫一公布，立即引起广大退

役和现役军人的广泛关注，其中的五大

亮点更是广获肯定，被称为一部“有温

度”的法律。

突出对退役军人的法律保护。退

役军人保障法对退役军人工作的基本

原则、服务、管理、监督等作出了法律规

定，强调要依法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

益，规定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为

退役军人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支持和帮

助，公共法律服务有关机构应当依法提

供法律援助等必要的帮助。完善的法

律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提供了根本性

保障，是退役军人工作制度化、法治化、

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同时，退役军人保

障法对退役军人移交接收、退役安置、

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抚恤优待、服务管

理等进行了系统规范，并规定退役军人

保障应当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

步相适应，为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的长期

性、稳定性提供了法律保障。

建立健全分工协调运行机制。退

役军人保障法建立健全了中央和地方

的工作运行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

到基层组织，明确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的

责任划分，形成主体清晰、权责统一、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并将退

役军人保障任务分解到部门、落实到组

织、量化到岗位，做到事有专管之人、人

有明确之责、责有限定之期。退役军人

工作的各个层次、不同主体分工协作，

共同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精细化现代化保障退役军人工作。

退役军人保障法在完善安置方式的同时

加强移交接收、抚恤优待、服务管理等工

作，体现了退役保障的精细化程度。例

如，详细规定对参战退役军人，担任作战

部队师、旅、团、营级单位主官的转业军

官，属于烈士子女、功臣模范的退役军

人，以及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或者特殊

岗位服现役的退役军人，优先安置；对军

官、军士和义务兵等不同军人群体开展

精细化保障等。信息化是精细化保障的

必然要求，退役军人保障法规定要加强

退役军人工作信息化建设，为退役军人

建档立卡，实现有关部门之间信息共享，

为提高退役军人保障提供支持。

加强就业创业教育培训工作。退

役军人保障法坚持把稳定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强化底线思

维，健全有利于退役军人更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的促进机制，坚持创造更多就业

岗位和稳定现有就业岗位并重，突出重

点、统筹推进、精准施策，全力防范化解

退役军人规模性失业风险，全力确保退

役军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退役军人

保障法还明确，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

位和国有企业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

聘退役军人，同时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

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

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并加

强了对退役军人创业的支持力度，政府

投资建设或者与社会共建的创业孵化

基地和创业园区应当优先为退役军人

提供创业服务，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建立

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区，为

退役军人提供经营场地、投资融资等优

惠服务。退役军人创办小微企业可以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并享受贷款贴息。在创新退役军人教

育培训方面，退役军人保障法从法律上

规定了国家建立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

培训并行并举的退役军人教育培训体

系，建立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协调机制，

统筹规划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工作。

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退

役军人保障法规定，国家关心、优待退

役军人，加强退役军人保障体系建设，

保障退役军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权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普惠与优待叠

加的原则，在保障退役军人享受普惠性

政策和公共服务基础上，结合服现役期

间所做贡献和各地实际情况给予优

待。军人退役后，依法参加养老、医疗、

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并享受相

应待遇。退役军人凭退役军人优待证

等有效证件享受公共交通、文化和旅游

优待。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体

现了退役军人保障法的“温度”。相信

这部法律的出台，将为退役军人更好提

供全方位、精细化的服务，增强退役军

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让军人从军报国

得尊崇、解甲归田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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