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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我们来看大家啦！”

“叔叔，上次我向您保证要考 100 分，我

做到了！”

“还有我、还有我，我上学期末也考了

100 分！”

秋季开学伊始，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

队宣传保卫股股长王品力带着 8 名帮教小

组成员，来到结对 11 年的贵州省兴义市乌

沙镇“八一爱民学校”——佳克小学，开展

“向阳而生·筑梦童行”双拥共建活动。他

说：“助学兴教是支队结合乌沙镇普梯村实

际，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支队与

普梯村村民携手共创幸福生活的故事，要从

普梯村的花、宝、歌说起……”

普梯村的花

“我们普梯村的‘花’可不一般，不是长

在地里，而是长在村民心里。”谈及村里的蕙

兰花、蒲公英和向阳花，村党支部书记郭成

林一脸自豪。

普梯村是少数民族村寨，由于地处偏

远、信息闭塞，想致富缺门路。

送钱送物不如建强一个好支部。武警

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与普梯村结成帮扶对

子后，充分发挥军队党建工作优势，将基层

党建与帮扶工作深度融合，并把代表中华儿

女崇高品德和不屈不挠精神的蕙兰花花语

确定为精神内核，努力把村党支部建设成团

结奋斗、清廉担当的“蕙兰花丛”。

多年来，该支队大力提高村党支部自身

“造血”功能，选派优秀干部担任驻村干部，

定期组织理论培训、参观见学，常态开展交

流讨论，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抓党建、抓

发展、抓致富的思路举措。为持续提升村

“两委”发动群众、带领群众、组织群众的能

力，该支队与村“两委”组建联合工作组深入

村寨，建立乡村图书室、农民讲习所和学习

园地，积极开展工作承诺、村务公开、双向监

督、成果参观、经验交流活动，引导群众坚定

自信自强、拼搏奋斗的信心。他们先后帮助

村“两委”建立党建、科教活动室，添置电脑、

投影仪等办公设施，运用“互联网+党建”模

式，规范党支部工作流程、工作计划和工作

责任制，村党支部凝聚力、战斗力和服务群

众的能力得到增强。

兴义市第一个“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在

普梯村挂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州

‘五好’基层党组织”……细数近年来村“两

委”取得的成绩和荣誉，郭成林不禁感慨：

“基层堡垒建强了，带领群众致富和乡村振

兴的动力更足、能力更强了。”

如果说村党支部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的主心骨，那么技术人才则是推动乡村振兴

的生力军。村党组织建设初见成效后，该支

队党委一班人紧盯人才培养用劲发力。针

对村民习惯于“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

部”的特点，他们想方设法扶持优秀退役军

人和有想法、想干事的人学技术、搞种植、开

网店，培养脱贫致富“领头雁”，以先行先富

带动其他村民共同致富。

从动员郭成林贷款买车跑运输，到发动

其他村干部种植果树增加收益，短短几年时

间，村里相继涌现出退役军人致富代表郭秀

德、艳红桃种植大户文建明等致富带头人 10

余名。

通过典型引路，村民思想观念发生转

变，纷纷主动加入各项帮扶计划。该支队以

此为契机，帮助普梯村推开“公司+农户”帮

扶模式，盘活空闲土地、整合信贷资金，科学

进行产业用工和劳务安排。同时，他们启动

“蒲公英工程”人才培养计划，培训村民 3000

多人次，指导村民种植果树、蔬菜近万亩，动

员上百名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在“人才引擎”的强劲推动下，普梯村不

仅甩掉了贫困的帽子，还成为远近闻名的

“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双拥模范村寨”。

“这些年，通过强化组织建设、建强人才

队伍，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但是部队官兵

没有停下帮扶的脚步。他们坚持将扶志和

扶智相结合，倾心呵护承载全村希望的‘向

阳花’，让儿童用知识改变命运。”佳克小学

校长姚德钢告诉记者，多年来，支队积极筹

措资金，持续完善学校硬件设施，定期组织

教师参观见学，学校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能力

不断提升。

为解决困难家庭子女受教育难等问题，

该支队邀请黔西南州教育局、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领导为佳克小学举行“八一爱民

学校”挂牌仪式，并以开展“春蕾计划”“手拉

手”等活动为契机，建立“武警助学基金”，资

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如今，村里的孩子如

向阳花一样茁壮成长，多名毕业大学生返

乡，为建设美丽家乡贡献力量。

普梯村的宝

夏日，走在普梯村的田间小道，青山、绿

植、农田环绕，花农、果农、药农忙碌的身影点

缀其间，构成一幅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画卷。

“村里藏着‘宝’，生活更美好。”普梯村

村民杨明芳告诉记者，在武警官兵的帮助

下，村里有了提灌站、致富桃、幸福路这“三

宝”，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走进普梯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口牌

坊上的楹联——“武警驰援河水上山，山区

百姓百年梦圆；干群同心艳红飞花，花开万

朵万象更新”，表达了村民对武警官兵帮助

解决吃水难题的感激之情。

过去，普梯村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普梯

住在半山坡，年年干旱实在多，黄泥河水门

前过，只能看着无法喝。”那时，普梯村是典

型的缺水村庄，由于河面距村寨的垂直高度

超过 260 米，河边到村子的山路有 10 多公

里，村民们只能望水兴叹。

让群众喝上健康水。该支队经多方协

调，筹措资金修建普梯村的提灌工程。自

此，流淌了千年的黄泥河水“爬”上高高的山

坡，解决了村里 200 余户村民的饮水以及近

万亩果林的灌溉难题。

“修建提灌工程时，支队官兵肩扛手提，

挖出一眼 5 米深的井和一条 2000 多米长的

渠，不少官兵手脚肩头磨出水泡，可没有一

人叫苦叫累。在官兵带动下，所有在家村民

都主动参与进来。”郭成林说。

提灌站正式投入使用的那一天，罗开芬

老人流着泪将接到的第一瓢水捧给身上还

裹着泥浆的武警官兵，话语中满是感激：“我

自从嫁到普梯村，背水背了几十年，背都背

驼了，没想到还能喝上自来水……”

有了河水浇灌，山坡变果园，荒坡变梯

田。在提灌站所处的小山坡眺望，漫山遍野

的桃树长势喜人。身处郁郁葱葱的桃林，看

着桃子挂满枝头，闻着果香，心情格外舒畅。

“这万亩桃林是支队对我们村产业帮扶

的一个开端。如今桃子生产加工已成为村

里的支柱产业，这片桃林也成了普梯村的宝

贝。”回想当年种植桃树的经历，村民王统彪

感触很深。

结对帮扶之初，该支队邀请农技专家对

村里的气候、土壤特点等进行论证，提出种

植艳红桃的建议。同时，他们采取“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陆续引进精品水

果 、名 贵 中 草 药 和 花 草 种 植 ，形 成 新 产 业

链。3 年后，艳红桃喜获丰收，年收入达到

500 多万元，村民喜出望外。

2021 年，面对艳红桃树龄偏长、树干老

化、产量下降的情况，该支队邀请农技专家

到村里考察桃树“升级换代”相关工作。消

息传开后，部分村民心中疑虑：“现在艳红桃

收入那么高，怎么还要升级呢？不知道升级

之后会不会降低收入、有没有风险？”

“要想增收致富，就要改变思维。”王品

力耐心向村民解释，“现在的桃树树龄偏长、

树干老化，产量比起前两年下降了不少。对

艳红桃进行品种改良，为的是让老产业焕发

新生机。”

为打消村民的疑惑，该支队官兵与农技

专家带领村民去黄桃种植基地考察。在听

取讲解、实地查看黄桃生长现状并了解收益

情况后，村民们心里有了底，桃树升级换代

工作逐步推开。

今年 5 月 20 日，普梯村首届黄桃采摘季

启幕，慕名而来的游客采摘黄桃近 3000 斤，

同步开展的网络直播销售仅半小时就达成

交易百余单。

“桃子成功走出村子，多亏了武警官兵

修建的幸福路。”村民文建明告诉记者，曾经

很长一段时间，进出普梯村唯一的道路是一

条无法通车的狭窄沙石路。

乡村道路是助力乡村振兴的“经济动

脉”。该支队主动担起这个重任，积极与有

关部门对接协调，多方筹措启动资金，组织

官兵成立施工突击队，与村民一道挖山、铺

石、填土。经过 3 个多月艰苦奋战，终于修

通了一条通往山外、承载村民致富希望的水

泥路。通车那天，村民们打出“感谢人民子

弟兵”的标语横幅，吹起芦笙，唱起山歌，跳

起舞蹈，欢腾热烈的场面令人动容。

“路修好了，农产品好卖多了。”文建明

说，现在一到丰收季节，很多商家提前打电

话预订农产品，每天都有 10 多辆车到家门

口收购，产品远销贵阳、昆明等地。

普梯村的歌

“啊咿咿唷，啊咿咿嘞，普梯是个好地方

哟，万亩桃林万亩花，层层梯田似彩霞……”

在村中心文化广场，传来优美的歌声。

“以前的山歌可不是这样唱的。”文建明

说，普梯村曾经有这样一首歌谣：“普梯普梯

有人家，高坎高岩山咯咯……想对山歌听不

见，想甩糠包接不到，除非神仙搭座桥……”

那时的山歌大多反映村民艰苦的生活和对

无力改变生活现状的惆怅。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该支队着

眼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完善，推动危房

改造、垃圾清运、污水治理等工作，积极争取

项目资金，先后为普梯村新建陈列室、百姓

生活广场、老年活动中心等，协调安装 590

盏太阳能路灯。

同时，该支队积极帮助普梯村建设文化

广场、农家书屋、文化长廊，开展科普宣传、

文化下乡、法律咨询等活动，引导村民定村

规民约、晒家风家训，在群众自我认同、自我

管理中改变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

如今，身处普梯村，干净整洁的道路旁，

各式车辆按照标识整齐停放，一处处尽显田

园风情的农家小院让人眼前一亮。村寨绿意

弥漫、庭院花团锦簇、土墙韵味十足，一户一

景、一组一貌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徐徐展开。

“昂—央！昂—央！军民同昂央！普梯

山水美如画，春去秋来稻谷香，扶贫攻坚不

停步，共同致富奔小康……”村子美了，生活

好了，心情变了，山歌也跟着变了，一首首感

恩党和政府、感谢子弟兵、赞美美好生活的

布依山歌唱响村寨。

“‘昂央’一词，在布依族的语言里是高

兴、开心的意思。”谈起村里的特色文化节

目，村干部田大香自豪地说，“八音坐唱《军

民同‘昂央’》这个节目是支队官兵与村民共

同创作的，该作品获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

奖全国曲艺大赛入围奖，实现了黔西南州曲

艺节目参评中国曲艺牡丹奖零的突破。”

在助力乡村振兴中该支队官兵认识到，

从传统村落、农业遗迹到传统民俗、非遗技

艺，普梯村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发

展乡村文化，不仅能为村民提供丰富的精神

文化生活，也能发掘在激烈竞争中赢得发展

优势的突破点。

该支队以布依族八音坐唱为切入点打造

普梯村特色文化名片，组织官兵深入布依古

寨挖掘文化遗存，复原和创作出八音坐唱词

曲 20多章，受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和

布依学会的高度赞扬。他们还积极帮助村民

提炼身边故事，创作多个优秀文艺作品：歌曲

《普梯家乡“利甲习”》，唱出了人民群众对人

民子弟兵的感激之情；小品《桃子》，再现了军

民集智开拓农产品销路的场景……如今，普

梯村推出一批紧贴时代主题、富有艺术魅力

的文化作品，彰显出强大的精神支撑作用和

文化滋养价值，激励着支队官兵和村民接续

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武警官兵说，我们村是一座聚宝盆，只

要把这里的每一份资源利用好，就能让乡亲

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村委会副主任李美告

诉记者，近年来，支队与村“两委”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探索新的致富路。他们依托村里天

生桥、菩提洞、茶马古道、土墙人家、千年金丝

榔古树林等原生态旅游资源，打造集药材种

植、婚纱摄影、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美丽乡村示

范村寨，走出一条古村落保护与传承的路子，

使“村在景中、景在村中、村景交融”的特色村

寨古香古色地展现在游客面前。

空中廊桥、古道驿站、布依民宿、原乡茶

室……随着一个个旅游产业项目落地，建筑

有特点、文化具特色、环境显特征的普梯村

逐渐成为当代青年向往的度假村。今年以

来，普梯村共举办特色文化活动 3 场，实现

旅游收入 3 万余元，绿水青山正成为普梯村

人的金山银山。

记者翻阅普梯村发展规划书看到，在支

队助力下，美好乡村生活馆、手工艺品体验

馆、亲子研学基地、露营打卡地等项目有序

推进；各类媒体积极帮助普梯村宣传推介特

色产品，持续扩大知名度、增加点击率、提升

品牌影响力，吸引社会团体、社会资金、社会

力量参与普梯村产业合作开发，让更多人来

到这里、爱上这里。

“普梯家乡变了样哟，军民鱼水情谊长嘞，

融合发展走新路哟，致富路上迈大步嘞……”

夕阳西下，布依山歌再次唱响，普梯村人的

好日子在歌声中飞扬。

普梯村的幸福生活
—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助力乡村振兴纪实

■孙崇峰 张丁允 武文治 本报记者 欧世金

支队官兵来到“八一爱民学校”佳克

小学，与学生们一起娱乐。 宋文明摄

村民种植的艳红桃喜获丰收。

宋文明摄

支队官兵与普梯村民共同规划旅游

图。 宋文明摄

普梯村民展示少数民族美食普梯村民展示少数民族美食。。

宋文明宋文明摄摄

普梯山寨全景普梯山寨全景。。 侯鲁晋侯鲁晋摄摄

制作制作：：王秋爽王秋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