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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弘扬以伟大建

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用好红色资源。”谈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军区保定第七离职

干部休养所干事傅筱深有感触地说，红色

文化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鲜活的爱国主

义教材，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和

内在动力。

“近年来，省军区各级坚持以帮扶驻地

村镇发展红色旅游业为抓手，加强政策支

持，持续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让红土地

成为幸福地，让老区人民走上致富路。”傅筱

代表介绍，河北省军区在全省确定晋察冀军

区司令部旧址所在地、陈庄歼灭战战斗地和

李大钊、董振堂、董存瑞故乡等 66 个红色底

蕴深厚的革命战地、英雄故乡，进行对口帮

扶，着力打造省级美丽乡村建设样板村和乡

村振兴示范村。

在董存瑞的故乡张家口市怀来县南山

堡村，河北省军区推动当地特色文旅与京张

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融合，指导注册“存瑞·

英雄故里”文旅标识，打造集党员干部培训

教育、红色情景体验、红色研究培训和休闲

旅 游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综 合 性 红 色 文 旅 基

地。在“晋察冀边区爆炸英雄”李勇的家乡

保定市阜平县五丈湾村，保定军分区结合当

地水库资源和千亩桃园项目建设，进行沿路

绿化和墙壁红色文化彩绘。在八路军 129 师

司令部旧址所在地邯郸市涉县赤岸村、抗日

英雄节振国的故乡衡水市故城县刘堂村等

地，军分区、人武部积极修缮红色革命旧址、

建设研学基地，让帮扶村成为重温革命岁

月、感怀时代变迁的体验地，成为聆听红色

故事、致敬英雄模范的打卡地。红色文化资

源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也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活力。

“红色精神促发展，军地统筹合力建。”

傅筱代表告诉记者，近年来，军地各级还积

极帮助帮扶村完善基础设施，参与党建、教

育、医疗帮扶，积极发展富农产业。据统计，

目前河北省军区各级结对帮扶的 66 个“一地

一乡”村，蔬菜、特色杂粮、中药材等 21 个特

色产业已初具规模。如今的革命老区、英雄

故里，山青了，水绿了，产业兴了，村民富了。

傅 筱 代 表 表 示 ，军 地 各 级 将 持 续 开 展

“一地一乡”帮扶工作，深入帮扶村与党员群

众共同探索依托红色资源走好特色发展之

路，助力更多红色村镇推进乡村振兴。

傅筱代表—

留存红色记忆 推进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梁金凤 通讯员 赵大永 周 鑫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打好乡村

全面振兴漂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

画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动员科科长索朗贡布说，

与藏族同胞共建和美乡村，作为地方同级党

委的军事部，军分区责无旁贷。

2019 年底，在日喀则军分区的结对帮扶

下 ，37 个 贫 困 村 196 户 贫 困 户 全 部 摘 帽 脱

贫。索朗贡布代表介绍，进入乡村振兴新征

程，军分区党委坚决落实摘帽不摘责任、不

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要求，持续加大

扶持力度。他们从宣传教育、产业扶贫、技

术培训、义务巡诊、捐资助学等方面入手，着

力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近年来，军分区党委机关为 25 个脱贫不

稳定户、13 个边缘易致贫户和 1 个突发严重

困难户精细建账、分类立卡，提出发展策略

15 条、规划产业项目 13 个。

索朗贡布代表的老家在西藏那曲，他通

过努力学习考上军校，毕业后选择回到高原

工作。到了军分区工作后，他利用自己政策

熟、语言通的优势主动报名加入帮扶工作

队。期间，索朗贡布代表与战友深入困难群

众家庭送温暖的同时，还为他们逐人逐策寻

找致富门路。多年的帮扶实践，使当地群众

对人民军队的感情愈发深厚，每次看到子弟

兵到来，乡亲们都会亲切地称呼他们“德吉

谆堪”（藏语，意为幸福使者）。

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幸福指数，始终

牵动着军分区官兵的心。担任全国人大代

表后，索朗贡布代表结合自身经历，提出“加

大教育资源云共享，促进边疆地区教育创新

发展，彻底拔除思想穷根”的建议。此外，他

还致力于运用“互联网+”推动特色产业发

展，通过带领村民直播带货等方式，拓宽岗

巴羊、亚东木耳等特色农产品销路。

乡村振兴情暖藏家儿女，“幸福使者”续

写鱼水新篇。随着一处处藏式新居拔地而

起，家家户户购置汽车，高原群众的生活发

生巨大变化。村民的小康路越走越宽广，索

朗贡布代表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索朗贡布代表说，最令他欣喜的是，随

着乡村振兴持续深入推进，高原群众爱党

爱国爱军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适龄青

年携笔从戎，投身火热军营。据统计，截至

目前，日喀则市今年上半年应征青年参军

报名人数达任务数的 8.3 倍，较往年同期增

加 12%。

索朗贡布代表—

情暖雪域高原 续写鱼水新篇
■本报记者 孙炜航 特约记者 李国涛 通讯员 左南星

“习主席强调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

村。”回顾近年来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

人大代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白云镇平元

村党支部书记肖正强感慨地说，“正是因为

有了亲人解放军的帮助，我们才走上了致富

快车道。”

2017 年，安顺军分区与平元村结为帮扶

对子，军地双方联合制定帮扶举措、优化帮

扶项目，通过基层党组织共建、发展特色产

业、深化助学兴教、培育文明乡风等方式，让

平元村面貌一新。肖正强代表介绍：“不久

前，平元村花椒基地喜迎丰收，村集体收入

水平再上新台阶。”

“ 退 役 军 人 政 治 素 质 强 ，纪 律 作 风 过

硬，已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肖

正强代表告诉记者，平元村的发展，退役军

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安顺军分区

和平坝区人武部的指导帮助下，平元村两

委动员军人家属、退役军人家庭率先示范

“稻+N”“三物共生”生态种养模式，并逐步

推广“昊禹·稻花乡里”美丽田园、“一粒米”

美丽田园综合体等农旅结合发展项目，均

取得良好成效。

“富而思源，贫而思进。”肖正强代表介

绍，2022 年，19 名热心教育、公益的村民成立

“仁智勇”拥军助学爱心团队，为村里的军人

军属解决生活难题，并为有从军志向的年轻

学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此外，安顺市军地依托新时代农民讲习

所，在平元村创新探索“合作社+农户”方式

方法，建成军地实践中心，解决人力、物力、

场地等难题，因地制宜发展蔬菜、烤烟种植

及生猪、黑水虻养殖等特色产业。

“如今的平元村稻香迷人、环境优美，吸

引大批周边游客来观光，村民们真正实现了

就业不离家、创业不奔波。”肖正强代表表

示，他们将挖掘特色民族文化和红色资源，

走开文化旅游和国防教育体验的帮扶路子，

为村民持久增收注入活力。

肖正强代表—

凝聚军地力量 建设美丽家园
■本报记者 辛 悦 通讯员 刘海波 周箐钰

“ 乡 村 振 兴 ，首 先 要 把 基 础 设 施 搞 上

去。”谈起乡村振兴，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

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金宝乡久大村“兵支

书”王光宁打开了话匣子。

“只有打通产业路，才能铺就乡村振兴

‘快车道’。”久大村属于丘陵地貌，基础设施

不完善一直是制约当地产业发展的短板。

为此，王光宁代表担任久大村党支部书记

后，带领村两委陆续修建 8 条自然村产业路，

修复久大水库水毁河堤。

白泥塘和林家厂两个自然村位于山顶，

饮水工程年久失修，严重影响村民正常生

活。王光宁代表了解情况后，带着技术人员

一遍遍实地勘测，向上级汇报解决方案，争

取到资金支持。2023 年 1 月 29 日，该工程顺

利完工，彻底解决困扰村民多年的生活用水

问题。

“ 群 众 把 困 难 告 诉 我 ，就 是 对 我 的 信

任。能解决的立刻解决，不能解决的想办法

解决。”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以来，王光宁围绕

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加强 5G 基站建设及

扩大保障应急通信信号覆盖面等方面提出

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部分问题

已有效解决。

作 为 来 自 旅 游 名 县 阳 朔 的 基 层 代 表 ，

王光宁代表一直关注乡村振兴和旅游发展

方 面 的 政 策 。“ 我 们 村 距 离 阳 朔 景 区 只 有

40 分钟的车程，村里的久大水库是阳朔县

最大的水库，这里群山倒映、碧波荡漾、气

候宜人，非常适合发展旅游业。”他深知仅

靠 种 植 金 桔 ，村 经 济 产 业 结 构 单 一 ，很 难

获得长远发展。为此，王光宁代表与同乡

战 友 试 着 开 办 特 色 民 宿 、壮 乡 风 味 饭 店 。

民 宿 整 洁 大 方 、价 格 实 惠 ，饭 店 食 材 大 多

源自乡村且味美价廉，每年吸引大批游客

前去打卡。

王光宁代表表示，久大村将依托山清水

秀的自然风光，以乡村旅游作为重点方向，

继续带领村民闯出致富路，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发展。

王光宁代表—

完善基础设施 发展乡村旅游
■本报记者 张轩玮 刘德安 通讯员 莫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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