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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来到拖布卡，千年的铁树开

了花，万年的枯藤发了芽……”春节假

期，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镇树桔

村热闹非凡，每到夜幕降临，游客和当

地群众就会围着篝火唱起民谣，表达对

当年长征红军的思念和赞美。

拖布卡镇树桔村是红军长征途经

地 ，树 桔 红 军 渡 是 金 沙 江 的 一 个 渡

口。1935 年 5 月，红九军团 3000 余名

将士进入云南后来到拖布卡，在树桔

渡口强渡金沙江。渡口现存有纪念碑

及红九军团渡江指挥所旧址，1988 年

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97 年被省委命名为省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

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滋养着一

代代东川人，成为军地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的不懈动力。”东川区人武部政委周

敏告诉记者，树桔村是人武部的帮扶

村，实现整村脱贫后，为巩固脱贫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去年以来，人武

部和村党支部研究决定以红色旅游为

重点推进乡村建设，这座村落以其厚重

的红色底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下游白鹤滩水电站建成后，水位

上涨将淹没原树桔渡江指挥所。为保

护红色遗址，军地重新选址在树桔村老

村委会旁还原建设，还修建了红军渡长

征纪念馆。”周敏介绍说，树桔红军渡长

征纪念馆是全省规模最大的“红军长征

纪念馆”，纪念馆展厅分序言厅、红军长

征概况、红军长征过云南、红军长征过

昆明、红军长征过东川 5 个部分，用声、

光、电等技术重现红九军团在树桔渡口

渡金沙江、树桔群众为红军做饭等场

景。当地交通公司还开通“东川树桔红

军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吸引游客重

走长征路。

纪念馆内，一幅《树桔渡送儿参军

踏征程》的油画格外醒目。画中，阳光

明媚的清晨，在村口大榕树下，母亲牵

驴送儿子，妻子持枪别丈夫，胸前戴花

参加红军的青年，一个个斗志昂扬。“这

幅画充分展现了当年树桔青年踊跃参

军的景象，如今，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

东川群众，饮水思源，积极送子参军，今

年上半年报名人数远超应征人数。”周

敏介绍。

行走东川，一幢幢农家小屋错落

有致，一条条通村公路平直宽阔，随处

可 见 的 ，是 一 张 张 热 情 洋 溢 的 笑 脸 。

“下一步，我们将抓住白鹤滩水电站建

成发电、云南省建设中央红军长征文

化公园的契机，打造‘格勒高峡平湖—

树桔红军渡长征纪念馆—拖布卡樱花

小镇—拖布卡革命烈士陵园—新店房

采摘生态园’精品旅游线路，把树桔村

打 造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红 色 旅 游 生 态

村’。”周敏说。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

发展红色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陈典宏 柯 穴

“哒、哒、哒……”春节刚过，走进河

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南王固村，就听到村

里的箱包微工厂和标准件微工厂传出

阵阵机器轰鸣声。

“这是邯郸军分区、肥乡区人武部

与驻军部队一起帮建的‘一村两品’微

工厂，工厂为村集体带来了收入，给闲

散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村支部书

记郝景昌介绍。

南 王 固 村 曾 经 贫 穷 落 后 ，由 于

缺 乏 特 色 产 业 和 资 金 支 持 ，青 壮 年

大 多 选 择 外 出 打 工 谋 出 路 ，过 去 一

度 成 了“ 空 心 村 ”。

邯郸军分区、肥乡区人武部与驻军

部队了解情况后，邀请专家深入调研并

分析村子发展前景，制订发展规划，并

提供帮扶资金，支持南王固村发展特色

产业。

在箱包微工厂里，各种休闲斜挎

包 、便 携 胸 包 堆 满 了 车 间 。“500 平 方

米 的 厂 房 是 亲 人 解 放 军 帮 助 建 起 来

的 ，如 今 ，厂 里 箱 包 年 产 量 达 百 余 万

个，产品远销国外，需求旺盛。这不，

我 们 厂 大 年 初 六 就 开 工 生 产 了 。”工

厂 老 板 连 小 敏 坐 在 自 己 的 工 位 上 笑

容 满 面 ，说 话 间 ，手 里 的 活 儿 也 丝 毫

不耽搁。

“没想到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创业，

不出村就能挣到钱。”连小敏说，以往村

民不外出谋生就只能守几亩薄田维持

生计，如今，妇女老人都能在厂里找到

合适的工作，大家腰包鼓了，精气神也

有了。

肥乡区军地还积极解决微工厂的

来料加工、销售等问题，支持南王固村

在组织建设、基础设施、乡村产业、文明

新风等方面的发展，吸引不少有技艺和

专长的年轻人回村创业就业。

从南王固村走出的年轻人郝士超

带着标准件领域的知识回乡创业。在

肥乡区人武部和镇村两级领导的帮助

下，占地 550 平方米的“军援标准件微

工厂”在南王固村成立。在各级扶持

下，厂里叉车、立式冲床模具等设备逐

渐配备齐全，还为村里 30 多个老人提

供了就业岗位，郝士超感慨地说：“我

要带动村里父老乡亲增收致富，让大

家都过上好日子。”

如今的南王固村，箱包、标准件、

菊 花 、养 殖 等 富 民 产 业 遍 地 开 花 ，一

幅 春 意 盎 然 的 和 美 乡 村 画 卷 正 在 徐

徐展开。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

乡村微工厂搭建就业大平台
■常卫华 周同义

“哎，这不是老营长吗？”除夕夜，某

部官兵们正在观看央视 2024 年春节联

欢晚会，该部领导周晓军突然在荧幕上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当晚，他这条

“老营长上春晚”的朋友圈引得老战友

们纷纷点赞。“老马在部队就是业务骨

干、训练标兵！我的标图还是他手把手

教出来的。”周晓军回忆。

他口中的“老马”，是 2023 年全国

“最美基层民警”、青岛市“最美退役军

人”马怀龙。今年 57 岁的马怀龙出生

在沂蒙革命老区，曾在部队服役 24 年，

转业后任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兴隆

路派出所社区民警，他组织发起的“马

怀龙金盾志愿服务队”，先后为社区群

众做好事 4850 余件，救助危难群众 50

多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3700 余件，

46 家被他长期照顾的孤残家庭，放心

地把自家钥匙交给他保管。（详见本报

2023 年 11 月 27 日第二版）

2023 年，《老马和他的 46 把钥匙》

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今年 1 月，老马收到央视春晚邀请函，

开心之余，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一直照

顾的孤残老人。

以往除夕这天，马怀龙会挤出一天

时间，带上提前准备好的饺子馅和饺子

皮，和家人一起前往辖区孤残老人家中

包饺子，陪他们过年。今年，自己没法

陪老人们过除夕，老马生怕老人们不习

惯，出发前，就挨家挨户置办年货，并将

他们托付给了家人和志愿者。

“去北京前，他已经带着我们一起

包了 5 次水饺，让我们在年前给老人们

送去。”“马怀龙金盾志愿服务队”志愿

者说，没想到登车前，老马又去绞了几

十斤肉馅，留给志愿者们，叮嘱他们除

夕当天带着饺子馅再去孤残老人家中

看望慰问，过个热闹年。

“只有把他们安顿好了，我才能安

心。”马怀龙说。春晚开始前，他又挨个

儿同孤残老人们视频连线。

老马去春晚现场的消息在社区传

开，于是，大家伙看春晚时格外留意有老

马的镜头画面。第28把钥匙的主人——

“空巢老人”王德亭为了能够看清老马的

镜头，特意换了一台崭新的大电视，“怀龙

是个好人！这么多年和我像父子一样，看

到他上电视，比我自己上还高兴！”

置身现场，马怀龙格外激动，这是他

近些年第一次看完整场晚会。尤其是部

队官兵表演的节目《决胜》，让他振奋不

已。“太震撼了！作为一名退役老兵，我心

中充满自豪，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

荣昌盛，人民军队越来越强大！”

大年初一一大早，马怀龙便开始收

拾行李回青岛。行李箱里，有火腿、腊

肉、点心等各地特色食品，还有许多春

晚纪念品，这些都是他要带回送给孤残

老人们的礼物。

回到社区，马怀龙将带回的礼物送

出后，又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正月初

一到正月十六，他和志愿者们排好了班，

一起陪孤残家庭开开心心过好年……

上图：马怀龙为社区孤残老人送上

春晚纪念品。 孙彦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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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七任哨兵王大志，现在将

神农顶民兵哨所移交给你。’‘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继承好哨所优良传统，为党放

好哨，为国站好岗’……”春节前夕，在湖

北省神农架林区神农顶民兵哨，第八任

哨兵向为与妻儿一起观看了林区人武部

官兵送来的哨位交接仪式记录视频，并

带妻儿参观民兵哨。

神农顶民兵哨始建于 1985 年 10 月，

地处神农架林区神农顶景区，是华中地

区海拔最高的哨所，被称为“华中第一

哨”。这里常年空气稀薄，紫外线强度高

于山下两倍，一年中有 7 个月冰冻期。

30 多年来，神农顶民兵哨先后有 7 任 12

名哨兵以哨所为家，守护着神农架的绿

水青山。

2023 年 8 月，退役军人向为通过事

业单位招录考试，来到神农架国家公园

管理局科研院大龙潭金丝猴科研基地工

作。入职后，听闻神农顶民兵哨群体先

进事迹，向为深受感动，于 2023 年年底，

主动报名前往神农顶民兵哨。经过为期

一个月的适应性工作，今年 1 月，他如愿

接任第八任哨兵岗位。

“第一任哨所民兵袁裕豪上哨时，通

往哨所的还是土石路，报火警要跑到山

下打电话，喝水要到 22 里路以外的地方

挑……”在民兵哨荣誉室，向为一边带妻

子和孩子参观，一边向他们讲述民兵哨

的艰苦创业历程。

向为妻子付冠灵感慨地说：“来到哨

所实地感受，我更加理解他的选择。今

后，我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把家庭照顾

好，让他后顾无忧。”

“现在环境比以前要好多了。”向为

说，近年来，在军地各级的共同建设下，

哨所硬件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不仅配置

了电视机、通上了网络，修建了一条直

达哨所门口的水泥路，还安装了视频通

话系统、环境监测摄像头，硬件条件大

大改善。

参观结束，安顿好妻儿，向为便踏

上了巡护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防火

瞭望、巡护监测，每天巡护要走 15 公里

左右，辖区内遇有异常情况要及时向上

级汇报，如果没有异常，我们也会做好登

记，把每天的工作情况登记造册。”向为

介绍，虽然刚上任一个月，他已对哨兵担

负的职责任务如数家珍。

巡护归来，妻子已为向为准备好了

热腾腾的饭菜，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团

圆味道。

“请你们放心，作为第八任哨兵，我

会传承民兵哨艰苦奋斗的精神，扎根哨

所、奉献哨所、建功哨所，守护好华中屋

脊的一草一木。”目送妻儿下山，向为坚

定地说。

“华中第一哨”第八任哨兵—

“守护好华中屋脊的一草一木”
■李显文 尚绪文

本报讯 韩强、董笑然报道：日前，

安徽省太湖中学和太湖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共同设立“郝文平奖学金”。该奖

学金以郝文平烈士名字命名，是该县首

个以烈士命名的专项奖学金。

出生于革命老区太湖县的郝文平，

1992 年毕业于安徽省太湖中学，1993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青岛海洋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前身）。1997 年 7 月，刚毕

业的郝文平主动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

机会，应征入伍，成为海军某部的一名

技术员。2000 年 9 月 13 日，他在宁波

万吨轮码头施工中不幸牺牲，年仅 27

岁，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设立专项奖学金，一方面是为了

铭记烈士为祖国作出的贡献，弘扬烈士

精神，另一方面也旨在激发太湖中学学

生踊跃报考军校，从军报国的热情。”安

徽省太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

他们成立“郝文平奖学金”管理委员会，

坚持定期申报、集中评定、结果公示的

原则，确保奖学金管理使用精准、透明。

太湖中学工作人员告诉笔者，“郝

文平奖学金”由太湖中学和退役军人事

务局出资，参评对象主要是高考后被各

类军事院校录取的大学新生。根据申

报和审核情况，评选委员会将公示评选

结果，无异议后予以审批确认，并适时

举行奖学金颁发仪式，邀请媒体宣传，

营造参军光荣的良好氛围。

“作为一名高三学生，我要勤奋学习，

争取考上军校，继承先烈遗志，成长为高

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有参军报国

意愿的太湖中学学生刘俊坚定地说。

安徽省太湖县设立“郝文平奖学金”

以烈士之名 赓续红色血脉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医疗队来到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德汝村，为当地群

众义务诊疗。 颜金涛摄

近日，第 71集团军某旅组织装甲车辆新乘员集训，图为编队快速机动。 李 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