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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百姓与国防

白鹤振翅，泽鹬嬉戏，丹顶鹤出没

苇海之间……落日余晖里，莫莫格湿

地，一派群鸟共生的和谐美景。

“这里是鸟的天堂。今年秋季迁

徙到此的第一批白鹤就有五六百只。”

10 月 9 日，记者来到湿地鹤乡——吉

林 省 白 城 市 。 民 兵 候 鸟 护 飞 分 队 队

员 们 向 记 者 讲 述 了 他 们 守 护 候 鸟 的

故事。

白城被誉为“中国鹤乡”，域内湿

地面积占吉林省湿地面积近四成，在

此栖息的鸟类约有 300 种，被列为国家

二级以上重点保护动物的鸟类超过 73

种，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白鹤、东方白

鹳迁徙途中的重要停歇地和繁殖地，

最多时这里的白鹤种群数量约占世界

总数的 90%以上。

白城军分区领导介绍，白城地处

吉蒙交界处，风沙、盐碱化严重，生态

环境脆弱，是吉林西部生态经济区建

设的主战场。此前，由于耕作方式不

合理、保护手段单一，湿地面积一度减

少，候鸟栖息面临挑战。2018 年，军分

区发起珍稀候鸟保护行动，广泛动员

民兵预备役人员参与生态保护。

“民兵组织完善、分布广泛、出动

迅速，参与大面积湿地候鸟保护有优

势。”镇赉县人武部领导告诉记者，在

军分区指导下，他们率先依托民兵应

急力量和部分民兵专业分队组建候鸟

护飞分队，在候鸟停歇季常态化开展

湿 地 巡 护 、杂 物 清 理 、保 护 宣 传 等 工

作，同时参与湿地草原防灭火、打击偷

盗猎等行动。

候 鸟 春 去 秋 来 。 对 护 飞 民 兵 来

说，春秋两季是最忙碌的季节。王金

山介绍，莫莫格湿地处在候鸟迁徙的

重要通道上，有的候鸟全年停歇期达

到 130 天。

为 了 给 候 鸟 创 造 安 全 的 栖 息 环

境，护飞民兵在湿地设点驻守，每两天

至少组织一次野外巡查，观察候鸟的

停歇和繁衍情况，还要清理鱼网等非

法捕捞作业工具。

民兵候鸟护飞分队队长潘晟昱在

莫莫格工作生活了 20 多年，是鸟类研

究的“民间专家”。他不仅熟知 200 余

种鸟的习性，还会“听音识鸟”，分辨 30

多种鸟鸣声。民兵在巡护过程遇到难

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向他请教。

2021 年秋，村民发现一只折断翅

膀的白头鹤幼鸟。潘晟昱判定，幼鸟

无法自愈，便和队员将幼鸟送到医院

接骨。经过检查，幼鸟翅膀粉碎性骨

折。医生做完手术后，护飞民兵悉心

照料。后来幼鸟逐渐恢复，见到护飞

民兵就会发出清亮的鸣叫声。

据统计，5 年间，民兵候鸟护飞分

队共救护伤鸟 90 余只，放飞候鸟 500

余只，参与打击偷盗猎违法案件 42 起。

潘晟昱介绍，尽管湿地周边的群

众常与候鸟见面，但对于如何保护它

们，许多人并不清楚。为了提高当地

群众的护鸟意识，护飞民兵进村入户

发放宣传资料，介绍野生动物保护知

识和有关法律法规，还举办生态摄影

展，让大家识鸟、爱鸟。

“近些年，生态环境修复，许多只

在小时候见过的一些珍贵鹤种又出现

了。”镇赉县少力村的护飞民兵王金山

说，在日复一日的守护行动和护鸟宣

传带动下，当地生态环境逐年好转，候

鸟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

据统计，过去一年，有近十万只鹤

鹳类、雁鸭类、鸻鹬类候鸟来此栖息，

其中白鹤 3500 余只，白头鹤、灰鹤、白

枕鹤 3100 余只。

湿地是生物多样性的摇篮。生态

环境变好也让渔民受益。近年来，许

多渔民纷纷加入候鸟保护行列，驾驶

自家渔船进入深水区域巡逻观察，为

执勤民兵提供信息。

据了解，民兵候鸟护飞分队规模

日益壮大，也愈加年轻化，人均年龄从

最初的 42 岁变为现在的 30 岁。退役

军人、95 后护飞民兵王帅说：“老班长

们为家乡生态保护作出贡献。我们年

轻人一定再接再厉，更好地保护湿地

资源。”

上图：白城市民兵候鸟护飞分队

队员走向湿地观察点。

田俊博摄

守望白鹤归来
——吉林省白城市民兵候鸟护飞分队保护珍稀候鸟纪事

■李 强 本报记者 孙有权 吴安宁

本报讯 贾保华、郭沁报道：“真开

心，马上就要和丈夫结束两地分居的生

活了。”10 月初，某部随军家属马文办理

完工作调动，即将到甘肃省酒泉市人民

医院工作。之前，她在福建省武夷山市

立医院工作，丈夫在西北地区服役，两

人聚少离多。

“ 前 线 ”连 着“ 后 院 ”，“ 营 门 ”连 着

“家门”。随军家属就业问题关系广大

官兵切身利益，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

今年，甘肃省军地广泛征集驻军部队意

见，积极回应官兵关切，着力化解矛盾

难 题 ，进 一 步 提 升 随 军 家 属 就 业 安 置

质量。

甘肃省最新的随军家属就业安置

工作实施办法规定，军人家属随军前是

机关、事业单位等在编人员的，按照属

地管理、专业对口、就地就近原则安排

到相应工作岗位；每年拿出一定数量事

业单位招聘指标，面向随军家属实施定

向招聘，并将现役转改文职人员家属纳

入政策享受范围；企业招用随军家属超

过一定数量的给予相应税收优惠，随军

家属自主创业的 3 年内免征增值税，并

可申请政府贴息贷款。

军 属 高 丽 英 的 丈 夫 在 某 部 服 役 。

之前，她想随军到甘肃，但考虑到工作

不好落实，迟迟下不了决心，现在有了

新政策保障，她彻底打消顾虑。“政策实

打实，让人感到心里有底。”她说。

据了解，甘肃省还建立联合督导机

制，对各地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量化

打 分 ，纳 入 地 方 党 政 领 导 班 子 综 合 考

核，并作为双拥模范城（县）评选命名重

要依据。他们还定期分析随军家属就

业安置形势，建立组织安置任务清单，

采取挂账销号、定期通报的办法督导落

实。

前不久，某部选调军官。驻地市委

市政府和军分区主动对接需求、解难帮

困，一个月内解决 6 名军官家属随调和

4 名军官随军家属就业问题。该部领导

表示：“安置工作又好又快，真是急部队

之所急、想官兵之所想。我们一定刻苦

训练，回报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厚爱。”

甘肃省军地联合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安置措施

政策实打实 安置心贴心

本报讯 龚远望、徐志强报道：10

月初，湖南省双峰县退役军人就业培训

工作传来喜讯：近 6 个月内，已有 20 多

名退役士兵拿到“海员证”，并与海运公

司签订就业合同；70 多名退役士兵拿到

机动车驾驶证；35 名退役军人按流程登

记创业。

双峰县副县长李放介绍，他们围绕

双峰特色农业、农机、海员等行业，探索

“教培先行、岗位跟进、政策保障”的政

企合作就业模式，与用人单位和企业联

合举办退役军人技能培训，让退役军人

在培训中实现就业创业。

“专业、经验、社交、信息等，是退役

士兵求职时的短板。专业培训是弥补

短板的重要举措。”双峰县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主任李建杰说，目前，该县退役

军人技能培训涵盖机械维修、临床医

学、集成电路等 10 多个专业。今年以

来，用人单位和培训企业为退役军人提

供优质就业岗位 300 多个，90 人达成就

业意向。

该县还主动加强与广州、珠海、东

莞 等 沿 海 城 市 企 业 的 对 接 ，建 立“ 政

府+政府”“政府+企业”人力资源互动

模式，与 60 多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进

一步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

为助力军创，该县银行、农商合作

社、供销社等单位，还设立退役军人创

业基金，根据退役军人的服役表现，提

供不同额度的免息创业贷款。同时，发

改委、市场管理局、税务局等部门，优先

审批退役军人创业场地和执照。

教培先行 岗位跟进 政策保障

政企合作助老兵就业

敬一碗醇酒，献一束鲜花……烈

士纪念日前夕，山东省禹城市莒镇小

樊村 58 岁的村民樊德祥带着儿子、孙

女，到离家 35 公里外的禹城市革命烈

士陵园，祭奠两名无名烈士。

这两名无名烈士，樊德祥的母亲

张秀英和他接力守护了 80 载。去年，

张秀英去世，享年 100 岁。“母亲临终

前特意叮嘱，让我务必继续守护无名

烈士，说‘那两位烈士是咱的亲人，不

能让他们孤独，咱要一直管下去！’”

樊德祥告诉笔者。

1944 年，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的

两 名 八 路 军 战 士 被 安 葬 在 了 小 樊

村。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淳朴

的村民知道他们打仗是为了老百姓，

将他们妥善安葬。多年来，村民张秀

英一直守护着村头的烈士墓。

那些年，每年清明节，樊德祥都

会跟着母亲去给无名烈士扫墓。成

家后，他也会带妻儿前去祭奠。

樊德祥回忆，两位无名烈士牺牲

时，一位埋葬在村东头，一位埋葬在

村 东 南 方 。 因 东 南 地 势 低 洼 ，容 易

积水，1970 年，张秀英和村民们将东

南方的无名烈士迁葬到村东的无名

烈 士 墓 地 旁 。 2000 年 ，村 里 土 地 调

整 ，张 秀 英 主 动 提 出 将 两 位 无 名 烈

士迁葬到自家的田地里。当年清明

节，在樊德祥精心操办下，小樊村举

行 了 隆 重 的 迁 葬 仪 式 ，近 百 名 村 民

参加。

两 位 无 名 烈 士 迁 葬 到 樊 家 的 田

地 后 ，得 到 了 更 好 的 保 护 。 大 雨 过

后 或 耕 种 时 节 ，张 秀 英 都 会 去 添 土

或 清 理 杂 草 。 樊 德 祥 说 ，有 时 他 也

会 陪 母 亲 一 起 去 ，远 远 地 看 着 年 迈

的 母 亲 躬 身 整 理 墓 地 ，用 手 背 擦 脸

上的汗水……

樊德祥说，母亲生在旧中国，文

化程度不高，却深明大义。她对待烈

士的态度是纯粹的、真诚的。

一次过节，张秀英计划带着樊德

祥去祭奠两位烈士，樊德祥因忙农活

耽误了时间。一向和蔼的母亲动了

怒：“烈士牺牲了，名字都没留下。可

我们这些享福的人还在，怎能忘记他

们？”

后来，母亲年纪大了，樊德祥便

接过守护墓地的重任。除了樊德祥

一家，其他村民也时常帮着看护无名

烈士墓。

岁月流转，樊德祥母子守护无名

烈 士 墓 的 事 迹 在 当 地 传 开 。 今 年 ，

经 市 人 武 部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和 村

镇 协 调 ，决 定 将 两 位 烈 士 迁 葬 至 禹

城市革命烈士陵园。6 月 23 日，该村

举 行 了 隆 重 的 迁 葬 仪 式 ，村 民 含 泪

送别烈士。

8 月中旬，樊德祥被评为禹城市

2023 年“最美拥军人物”。颁奖晚会

现 场 ，樊 德 祥 把 儿 子 樊 锦 杰 带 在 身

边。他说：“让儿子一同感受荣光，铭

记与烈士的这份亲情。”

上图：樊 德 祥 擦 拭 无 名 烈 士 墓

碑。 解建森摄

“烈士牺牲了，名字都没留下。可我们这些享福的人还在，怎能忘记他们”

无名烈士有“亲人”
■刘为彪 李来福 解建森

湖南省
双峰县

连日来，贵州省纳雍县人武部出动 200多名民兵分赴田间地头帮助军烈属和困难群众抢收水稻。图为民兵帮军属收

割高山梯田稻。 李 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