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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日的大雪，让这个辽北小

村庄披上了厚厚的银装。

11 月 28 日上午，记者一行人驱车

来 到 辽 宁 省 开 原 市 八 棵 树 镇 貂 皮 屯

村，刚到村口，就见到翘首以盼的村民

孟昭昌。

孟昭昌年过七旬，头戴条纹针织

帽，黝黑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告诉

记者，几天前，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

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安葬，他们在电视

上看到，与 25 具志愿军烈士遗骸同时

归国的 335 件相关遗物中，有刻着“孟

广泰”三个字的水壶物件。“我三叔名

字就叫孟广泰！”孟昭昌激动地说，他

已好几宿没睡好觉。

“找到三叔是我父亲的遗愿，也是

我们全家人的愿望。”我们边走边聊，

很快来到一座农家小院。这是孟昭昌

的家。院子里的积雪已清理干净，屋

里火炕烧得热乎。坐在火炕上，记者

听孟昭昌讲述三叔的故事。

“1951 年秋天，三叔参加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刚开始还

给家里写过信，不久便与家人失去了

联系。70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他

的消息。”孟昭昌向记者介绍，孟广泰

生于 1926 年，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

1952 年初，孟广泰给家里来过一

封信，信封里只有一张小小的纸条，他

告诉家人，自己是在志愿军 19 兵团 64

军 190 师 568 团 92 炮连当兵。自那以

后，家人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孟 昭 昌 兄 弟 几 人 都 未 亲 眼 见 过

孟 广 泰 ，他 的 故 事 是 听 父 辈 讲 述 的 ，

而 今 ，父 辈 都 已 故 去 ，只 有 村 里 上 了

年 纪 的 老 人 还 依 稀 记 得 孟 广 泰 的 样

子 ，邻 居 回 忆 说 ：“ 孟 广 泰 参 军 入 伍

时，身材瘦削，个子很高，是个勤劳老

实的人。”

由于年代久远，孟广泰写给家里

唯一的一张信纸没能留存下来，但家

人 把 部 队 番 号 誊 抄 到 了 本 子 上 。 70

多年来，孟家人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孟

广泰。2000 年 8 月，孟昭昌拿着村委

会 开 具 的 介 绍 信 ，去 查 找 三 叔 的 消

息，也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直到 11 月 22 日，孟家晚辈孟宪军

在 电 视 上 看 到 刻 有“ 孟 广 泰 ”三 个 字

的水壶物件，全家人又重新燃起寻找

孟广泰的希望。第二天，70 岁的孟昭

昌 赶 到 沈 阳 抗 美 援 朝 烈 士 陵 园 确 认

信息。

孟昭昌告诉记者，目前，还不能确

认这个水壶的主人是不是三叔，也无

法判断此次回国的烈士遗骸里有没有

孟广泰。他们联系了当地的退役军人

事务局，提交再次寻找孟广泰的申请，

希望能够进行 DNA 信息采集，与相关

志愿军烈士遗骸进行比对。

“此次回国的志愿军遗骸及遗物

大多发掘于‘三八线’附近区域，其中

涟川遗骸 8 具、遗物 101 件，扬口遗骸 5

具、遗物 73 件，华川遗骸 2 具、遗物 13

件，铁原遗骸 1 具、遗物 11 件……”负

责此次志愿军遗骸遗物归国活动的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关于“孟广泰”的身

份信息还无法确认，但相关考证工作

正在进行之中。

“烈士信息的确认有一整套严谨

规范的程序，需要开展综合分析研判，

运用多种技术手段，缩小烈士亲属摸

排范围。不论是从战史信息比对，还

是通过 DNA 信息比对，都有许多工作

要做。”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

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时

间久远，加上同名同姓或者信息登记

讹误等诸多因素，一些烈士的信息难

以短时间得到确认，烈士直系亲属比

较难找到，这些都给 DNA 比对工作造

成了不小困难。“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

提升遗骸鉴定比对成功概率，争取为

更多的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

目前，当地人武部、街道办事处等

相关部门，正在就家属提供的部队番

号等信息，开展信息核实与档案查询

等工作。“无论这些回来的烈士遗骸里

有没有三叔，我都高兴。这些烈士都

是三叔的战友，和我的亲叔叔一样，他

们 共 同 参 军 、为 国 捐 躯 ，都 是 我 的 亲

人。”孟昭昌说。

图①：孟昭昌在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向烈士墓鞠躬表达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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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写有“孟广泰”名字的军用

水壶。 吴安宁摄

图③：村委会为孟家人开的介绍

信。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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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胡胜、蒋冉报道：初冬时

节，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夏集村

种植基地内，果蔬陆续成熟。走进基地，

只见蜿蜒缠绕的藤蔓下，一颗颗吊瓜宛

如一颗颗金黄的玛瑙，绵延成片。村民

们正紧锣密鼓地采摘、搬运、装车，基地

里洋溢着一派丰收的喜悦。

“在省农科院专家的帮助下，今年吊

瓜的长势特别好。销路也不成问题，军

分区提前为我们与企业牵线，早早就签

订了收购合同。”夏集村党总支部副书记

高昇开心得合不拢嘴。

2016 年，滁州军分区对夏集村开展

定点帮扶，2017 年，该村实现整村脱贫。

“实现脱贫仅仅是帮扶的第一步。

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帮助脱贫

群众实现持续增收，是军分区帮扶工作

的一项新课题。”滁州军分区领导表示。

“受耕地和交通等条件所限，长期以

来，夏集村以小麦等传统种植业为主要

经济来源。”滁州军分区领导介绍，2020

年，军分区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对该村地

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进行深入研究和分

析，发现该村温度、气候、土壤适合种植

抗旱能力强的吊瓜。于是，他们研究决

定将吊瓜作为重点种植项目，并出资在

该村建设了种植基地。

在种植过程中，军分区多次聘请农

科院专家技术指导，手把手教学，解决农

户种植难题。军分区还出面联络当地多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签订收购协议，通过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降低农

产品销售风险。

“吊瓜生长周期为 5 年，种一次管 5

年，每年一收，生长优势明显。种植基地

建成第一年，就为村里创造 10 万元的产

值，目前年产值稳定在 20 万元左右。”高

昇高兴地告诉笔者，基地还提供了一批劳

动岗位，解决了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在基地采摘吊瓜的村民邓明虎是吊

瓜产业的受益者之一。谈及这几年的变

化，他感慨地说：“种植基地让我们家摘

掉了贫困户的帽子，也让我能够自食其

力，为村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据悉，夏集村还用种植基地每年的

固定收益设立了家庭困难群众专项基

金，通过开设道路维护、保洁绿化等困难

群众专项岗位，盘活村中资源，吸纳劳动

力，提高村民收入。

发展吊瓜鼓了夏集村的“钱袋子”，

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村民们表

示，小吊瓜就是带他们致富的“小金瓜”。

左上图：夏集村民兵王飞（左）和村民

赵张圣搬运采摘后的吊瓜。 胡 胜摄

安徽省滁州军分区帮扶全椒县西王镇夏集村发展吊瓜产业

小吊瓜成为致富“小金瓜”

本报讯 王海涛、司秉涛报道：近

日，河南省军区郑州第四离职干部休

养所 90 岁的老干部凌晨突发疾病，送

至医院住院治疗。由于情况紧急，家

人没来得及准备生活用品。此时，干

休所护师小武送来所里准备的“急诊

住院包”，里面备有牙具、香皂、压缩毛

巾及梳子等生活用品，解了老干部和

家人的燃眉之急。

“急诊住院包”是该所坚持用心用

情做好老干部服务保障工作的缩影。

“所里老干部平均年龄高达 92.3 岁，整

体进入更高年龄、更高发病率的‘深度

两高期’。”干休所领导介绍，为更好满

足老干部及家属多样化需求，他们开拓

思路，推行个性化、亲情化、暖心化服

务，为老干部家庭定制了“三包”（“理论

学习包”“上门服务包”“急诊住院包”），

切实提升老干部晚年获得感、幸福感。

针 对 老 干 部 的 学 习 需 求 ，考 虑 高

龄老干部视力、听力水平下降的实际，

该所定制适老化“理论学习包”，内置

放大镜、手写板、便利贴等工具，以及

党的二十大报告等读本，方便老干部

及时学习。

了解到一些老干部行动不便、家中

儿女不在身边陪伴，该所在征求意见建

议后，定制了“上门服务包”。包内有电

子手写板、保健药盒、放大镜、工具盒、

指 甲 护 理 套 装 、针 线 盒 等 20 余 种 物

品。工作人员定期上门为老干部修剪

指甲、梳理头发、做手工、缝补衣服，并

根据老干部需要，用电子手写板与他们

交流。

针对老干部年事已高免疫功能下

降、容易生病住院的实际，该所与联勤

保障部队第 988 医院护理部共同定制

“急诊住院包”，内置被褥、枕头、脸盆、

牙 刷 等 满 足 住 院 基 本 需 求 的 各 项 物

品。他们还在包里附上爱心联系卡，记

录老干部的医疗账号、身份证号、既往

病史等情况，一旦遇到急难险病情，可

以随时携带“急诊住院包”出发。

“这些物品都很实用，平时用起来

也方便。”干休所老干部和家属纷纷表

示，“三包”送到了心坎上，他们从包内

精心准备的每件物品感受到组织的关

怀与温暖。

河南省军区郑州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做好老干部服务保障工作

“三包”服务守护“夕阳红”

本报讯 赵华、廖祺红报道：11 月

27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2024年上半

年“征兵号”宣传公交专线正式发车，

“披红戴绿”的首条线路 4辆巴士缓缓驶

出公交总站。为期 2 个月、覆盖福田区

22 条公交专线的 2024 年上半年“征兵

号”巴士征兵宣传也拉开帷幕。

“在 2023 年下半年的征兵宣传中，

我们首次策划了巴士专线征兵宣传活

动，2 个月下来共发车 2820 次，宣传覆

盖人数逾 9000 万人（次），不少人特意

前来乘坐打卡，取得良好宣传效果。”福

田区征兵办负责同志介绍，2024 年上半

年征兵工作即将全面展开，区征兵办采

用一体筹划、分包购买社会服务的方

式，整合各街道宣传资源，再次投放“征

兵号”巴士，助力征兵宣传。

连日来，从花团锦簇的深南大道，

到人流如织的闹市社区，一辆辆印有迷

彩图案的“征兵号”宣传巴士穿梭其中，

成为特区中心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也

成为都市青年热门的打卡背景。

“征兵号”巴士除了在车身车尾印

有“深爱军营、圳等你来”等醒目征兵宣

传口号外，还有“全国征兵网”“广东征

兵”公众号等二维码及各街道征兵办咨

询热线等信息。

“头一次见这么酷炫的巴士，连征

兵口号也别具一格。”初到深圳工作的

大学毕业生阳涛，在公交站点等车时偶

然看到到站停靠的“征兵号”巴士，便拿

起手机拍下照片，在社交平台分享迷彩

巴士的英姿。

“我们全区有 10 个街道，目前安排

每个街道征兵办分包 2 条专线 2 辆巴

士，区征兵办单独承包多辆巴士，深圳

巴士集团负责为每个街道优选最佳线

路，各征兵办负责提供符合本街道特色

的宣传文案，社会服务商负责车身喷绘

的设计制作，大家各司其职。”福田区人

武部领导表示，以往征兵宣传主要是各

自为战，今年，福田区整合社会力量、合

力开展征兵宣传后，宣传成本摊薄了，

宣传效果较以往更好了。下半年征兵

工作中，参加役前教育的双合格青年人

数达任务数近 2 倍，入伍大学生比例达

95%以上，大学毕业生比例达 77%，圆满

完成上级赋予的兵员征集任务。

据介绍，乘坐“征兵号”巴士的深圳

市民，还将获得免费赠送的征兵宣传购

物袋和随机发放的征兵宣传册。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征兵号”巴士成特区流动风景

本报讯 高运锋、田焱报道：“部队

是个大舞台，我儿子入伍之前内向腼

腆、不善言谈，经过在部队锻炼，现在只

要单位组织活动，他都积极参与，敢于

上台展示自己。”11 月 15 日，陕西省洛

南县新兵家长董江锋在该县举办的征

兵政策宣讲会上，向矢志报国的适龄青

年分享自己儿子的部队生活。

去年，该县征兵办工作人员在做新

兵家庭回访时了解到，家长中既有政府

工作人员，也有社区工作者。2023 年征

兵工作展开后，县征兵办尝试邀请有意

向的家长担任征兵宣传员，积极发挥他

们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现身说法开

展征兵宣传。

为提高宣传发动实效，征兵办围绕

征兵政策、体检政考等征兵全流程知

识，组织专题培训，使他们熟知政策规

定、宣传发动重点和注意事项。不久

前，县征兵办召开 2024 年上半年征兵

宣传启动大会，邀请征兵宣传员参加会

议，了解新年度征兵宣传要点。

今年的征兵工作中，各乡镇武装部

长带领这些征兵宣传员录制征兵宣传短

视频、参加宣讲活动、讲述红色故事等，

并设置新兵家长征兵宣传咨询台，深入

开展征兵宣传工作。他们还建立应征青

年家长联系群，新兵家长进群分享体检

前注意事项、参军入伍学籍保留手续、党

团组织关系转接流程等相关信息，并提

供如何畅通家庭沟通等专题辅导授课，

拉直适龄青年和家长心中问号。今年，

该县入伍新兵中大学毕业生占比 65%。

为激发征兵宣传员积极性，该人武

部还协调县委宣传部和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等单位，增加最美军人家庭和优秀

军人军属等荣誉表彰，将新兵家长征兵

宣传员纳入奖励体系中。今年下半年，

有 2 名新兵家长征兵宣传员获评洛南

县优秀军人军属。

如今，该县共有 14 名新兵家长作

为征兵宣传员，活跃在 2024 年上半年

征兵宣传工作一线。新兵家长董江锋

表示：“作为家长，我们能在征兵季为适

龄应征青年答疑解惑，很光荣也很有意

义。我们将发挥各自优势，深入社区、

街道、乡镇宣讲征兵政策，动员更多的

有志青年参军报国。”

陕西省洛南县

新兵家长走向征兵宣传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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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武部组织人员前往定点帮扶的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红锦小学，开展国防教育进

校园活动，并捐赠了篮球等体育用品。图为红锦小学学生与白云区民兵在学校操场合影留念。

向海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