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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版责任编辑 司李龙

10 月下旬的一天，安徽省舒城县

棠树乡窑墩村，村民正忙着采摘、晾晒

丝瓜，加工制作丝瓜络。无论在田间地

头、农家小院，还是在加工车间，随处可

见村民哼着小曲忙碌的身影。

“今年丝瓜价格不错，加上咱们的

丝瓜品质好，不愁没销路。”该县人武

部领导指着正在晾晒的丝瓜络说，“再

过半个月，就可以上生产线进行深加

工，村民的收益应该稳了。”记者了解

到，窑墩村种植的丝瓜为络用丝瓜，是

传统中药材，且天然纤维网络细密，产

品加工可塑性强。丝瓜晒干后，加工

成丝瓜络，主要供应中药材厂，还可加

工成枕芯、床垫、化妆品、厨房用具等

生活用品，销往全国各地，取得良好经

济效益。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丝瓜种植对

土壤要求低、经济效益好，产业发展模

式可复制性强，适宜推广。”该人武部领

导告诉记者，舒城县地处江淮之间，气

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产出的丝瓜络

品质良好，且一年可采摘 3 季。

结对帮扶之初，该人武部组织窑

墩村“两委”成员到丝瓜种植产业成熟

地区学习取经，并鼓励村民积极调整

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丝瓜种植等

特色产业。同时，他们以丝瓜络产业

为牵引，通过协调投入资金、引进设备

等方式，建起丝瓜络加工厂，加大丝瓜

络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帮助村民

增收致富。

丝瓜产业的兴旺，带动村民增收，

壮大村集体经济，还让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该人武部趁热打铁，进一步动员

村民开发利用荒地，扩大丝瓜种植面

积。为提升品牌影响力，他们和村“两

委”成员共同制定丝瓜络品牌发展规

划，成立丝瓜专业合作社，并成功注册

商标，确保村民获得持续稳定收入。

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窑墩村打造

丝瓜种植基地，以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增

收，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丝瓜开

起花来一片金黄，花期长达半年。”驻村

干部雷永青介绍，丝瓜超长的花期和挂

果时的喜人景象，吸引周边众多游客前

来观光。为此，该村延伸丝瓜产业链，

制定从种植、销售到加工、体验等为一

体的发展规划，依托丝瓜产业发展乡村

旅游、休闲农业、电子商务等，实现乡村

产业从单一种植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变，

走出一条特色产业兴旺、农民日子红火

的幸福路。

在此基础上，该人武部以塑造人心

和善、安居和美的乡村精神风貌为目

标，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入手，帮助村里建起污水处

理厂、建立垃圾收集点、推动旱厕改造，

强化村民卫生观念和环保意识。他们

还指导建立村规民约，推进农村移风易

俗，挖掘和整理村史村志，引导村民重

视家庭教育，建设文明家庭。

“明年，人武部计划把重点放在培

育文明乡风和产业升级改造上，帮助村

民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品质

量、拓宽产品销路”……采访结束，汽车

行驶在乡村水泥路上，两边的丝瓜种植

基地欣欣向荣。

安徽省舒城县人武部助力窑墩村深化产业振兴—

丝瓜络铺出“幸福路”
■何 易 本报特约记者 蔡永连

一垄邻着一垄，一床挨着一床，一

区接着一区……初冬时节，笔者走进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牛场乡黔中

村银杏种植基地，远远望去，郁郁葱葱

的银杏苗整齐排列，宛如一块块“绿色

地毯”。村民正忙着抽条、剪枝，田野

间一派繁忙景象。

“这两年，依靠银杏、藤椒、烤烟等

种植产业，村民的收入连年增加，日子

越来越红火。”村民罗加良说，“我不仅

还了贷款，还买了一辆小轿车。”

黔中村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村党支部书记杨华告诉笔者，发

展种植产业之初，由于缺乏管理经验，

加之对市场情况不够了解，导致银杏

试种以失败告终，村民积极性受到影

响。“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六枝特区人武部领导及时与村党支部

一 班 人 分 析 查 找 原 因 ，商 量 对 策 措

施。他们动员 23 名退役军人发扬吃苦

耐劳、敢闯敢干的作风，流转 100 多亩

土地带头种植银杏、藤椒、烤烟等，并

请来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搞培训、

教技术。村里的退役军人和民兵自发

组建产业发展志愿服务队，无偿进行

田间管护。很快，该村特色种植产业

迎来丰收，村民实打实尝到甜头，打消

了心中顾虑。

紧接着，该村整合有效资源，采取

“党支部+公司+村合作社+农户”一体

化合股联营模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壮大村集体经济。如今，黔中村特色

种植产业覆盖全村 376 户村民。“这些

绿色作物虽然看起来不起眼，却是大

伙 儿 增 收 的‘ 致 富 树 ’。”杨 华 说 。 目

前，黔中村共种植矮秆银杏 600 亩、藤

椒 210 亩、烤烟 500 亩，带动村集体经

济年增收 50 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增加 7000 余元。

在帮助村民发展银杏、藤椒、烤烟

等种植产业的基础上，该人武部依托黔

中村窗子洞战斗遗址、龙桥烈士陵园等

红色资源，打造国防教育基地，推动乡

村红色旅游，让红色山村焕发新生机。

为规范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该村

成立文化旅游公司和劳务服务公司，采

取“客户订单+村委派单+公司接单”的

模式，在为游客提供乘车代步、景点解

说、餐饮保障等服务的同时，以劳务服

务形式进行劳务派遣，有效转移富余劳

动力，让村民收入有了更多保障。

2022 年以来，该人武部利用黔中

村获评国家“红色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的契机，帮助该村成功申请军队援建

项 目 ，助 力 完 善 国 防 教 育 基 地 建 设 。

同时，他们着眼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与黔中村党支部结成共建

对 子 ，推 荐 优 秀 退 役 军 人 进 入 村“ 两

委 ”班 子 ，发 挥“ 兵 支 书 ”“ 兵 委 员 ”优

势，争当乡村振兴带头人。

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红色乡村旅

游打卡点……在军地持续帮扶下，黔

中村立足自身优势，精心打造“特色产

业+红色旅游”，村民致富的底气更足、

干劲更大。“如今，村里的生态环境越

来越好，红色乡村旅游很受欢迎，我打

算开一家乡村客栈，让生活水平再上

一个台阶。”罗加良说。

11 月 9 日 ，贵 州 省 六 盘 水 军 分 区

组织干部、文职人员到黔中村参观见

学，实地感悟黔中村由旧到新的蜕变

之路。“解放军通过炮击洞口，摧毁土

匪部分外围工事……”在窗子洞剿匪

战斗遗址，聆听 73 年前发生在这里的

剿匪故事，大家纷纷感慨，“红色资源

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既要保护好，更要

运用好。”

如今，在这片红土地上，村民们走

出了一条以“红”为底、以“绿”赋能的

乡村振兴路子。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武部助力黔中村壮大集体经济—

红土地种出“致富树”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婵娟

前不久，新疆哈密军分区老爷庙边

防连迎来 6 位特殊客人，他们与连队官

兵回望历史、共寻初心。

“高山峻岭入云端，茫茫浩瀚戈壁

滩。夜风怒吼虎狼斗，百鸟难飞人稀

少。粗粮野牲充饥寒，十六勇士守边

关。黄羊野马来作伴，保卫边疆把身

献。”这首诗作《十六勇士守边关》，描写

的是 1962 年老爷庙边防连成立之初，

16 名官兵挺进戈壁荒漠，戍边守防、艰

苦奋斗的故事。61 年后，诗里的 6 位勇

士乘飞机、坐火车，辗转数千公里，回到

阔别大半个世纪的老连队。

车子一进营门，老兵们就被高高矗

立的哨楼和干净整洁的营房所吸引。

“回家了，回家了……”93 岁的老兵李

德尧是原老爷庙会晤站站长，看着他亲

手种下的一棵棵沙枣树，如今长成一排

排直插云天的“沙海卫士”，他的思绪回

到 61 年前。

“我们刚到老爷庙时，住的是自己

挖 的 地 窝 子 ，青 天 当 被 子 、大 地 当 褥

子。现在，你看这现代化的营房，还有

暖气设施……老张、老刘你们活着该有

多好，也能来看看连队的变化……”想

起当年和战友们艰苦奋斗的往事，李德

尧红了眼眶。

在连队官兵的引导下，老兵们来到

营房后面，看到熟悉的房子和老物件。

老兵张万年说：“这是马厩，还有坑道和

地窝子，我每天下午都在这里喂马。”老

兵李志鹏接着说：“为了给军马遮风挡

雨，我们自己动手，用一块块石头盖起

马厩。”老兵们对这里的每寸土地、每棵

树都有特殊的感情。

随后，老兵们走进班排宿舍、图书

室、健身房。得知连队联通军网，可以

浏览新闻、听音乐、看电影，85 岁的老

兵李兆奇回忆，以前连队没有电视，只

有一把二胡，一到周末，大家拉二胡、唱

秦腔、讲故事，文化生活虽然单调，但也

很快乐。

走进连队值班室，老兵杨建福在电

子大屏前驻足观看。“近几年，随着边防

设施不断完善，我们可通过视频多点

位、全时段监控边防情况，实现科技管

边控边。”听了连队干部介绍，老兵们纷

纷竖起大拇指。

在苏海图哨所植物工厂，看到 10

多种蔬菜长势喜人，老兵们十分感慨：

想不到曾经寸草不生的老爷庙，如今也

能种出新鲜蔬菜。

“植物工厂运用最新的农业技术，

让蔬菜生长周期大大缩短，即使遇到极

端恶劣天气，也能保证蔬菜供应不间

断。”苏海图哨所排长牟佳说。

“基层先进连队”“基层先进党支

部”“边防工作先进单位”……走进连队

荣誉室，看到建连 60 余年来，一茬茬官

兵接续奋斗，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荣誉，

老兵们的脸上写满欣慰和骄傲。

“ 重 回 老 爷 庙 ，是 我 们 多 年 的 愿

望。”李德尧说，他们从年初就开始着手

准备。“我们几个人中年龄最小的已经

80 岁了，大家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就是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李志鹏的话，

让官兵深受感动。

话边关事，叙家国情。临行前，6

位老兵郑重写下对连队官兵的寄语。

官兵们表示，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当好国门卫士，让党和人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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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主题教育展开后，山东省曲阜市人武部发挥地处历史文化名城的区

位优势，组织官兵深刻学习领会“两个结合”的重要内涵和重大意义。图为 11

月1日该人武部组织官兵赴孔子研究院参观见学。 章广建摄

本报讯 周胜虎、庄凯鹏报道：“谢

谢你们的精心治疗！我的双膝关节炎

症状消除，疼痛肿胀明显缓解，关节活

动恢复正常……”11 月初，陆军某部战

士小李康复重返训练场前，向联勤保障

部队第 940 医院关节外科医护人员表

达感激之情。

针对高原地区官兵常年受膝骨关

节炎、关节损伤等疾病困扰的实际，联

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关节外科确定

“超声精准诊疗高原地区军人早期膝骨

关节炎”科研方向，成立专家团队集智

攻关，深入开展高原地区官兵患早期膝

骨关节炎流行病学调查、高危因素筛查

和科学防治相关课题研究。

去年以来，该医院关节外科利用高

频超声诊断、低频脉冲超声，对驻高原

地区患早期膝骨关节炎官兵实施精准

治疗。经过观察治疗，他们发现采用低

频脉冲超声治疗，能有效缓解早期膝骨

关节炎患者关节疼痛、肿胀，增加关节

活动度。结合这一课题重要研究结论，

该医院抽组医疗专家分批次奔赴高原

和基层一线开展巡诊义诊，举办训练伤

防治专题授课 100 余课时。他们还着

力提高基础诊疗、专科救治及功能康复

等能力，实施导航辅助下人工关节置换

手术，为部队官兵、退休干部、军人父母

等群体提供优质服务保障。

“目前，课题组赴高海拔地区采集

相关数据近 2000 份，为治愈膝骨关节

炎提供了重要依据。”该医院领导说，

“把科研方向和练兵备战需求有效挂

钩，让科研更好地为官兵健康热心服

务，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为官兵健康热心服务
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赴高原开展课题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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