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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如才、特 约 记 者于斌

报 道 ：“ 巡 林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排 查 火 灾

隐 患 、打 击 盗 砍 盗 伐 林 木 等 违 法 行

为。”凌晨时分，山东省乐陵市朱集镇

民兵护林队队长张帅像往常一样，拿

起 强 光 手 电 、对 讲 机 等 设 备 ，带 领 6

名队员按既定路线，开始对负责片区

的枣林进行夜间巡逻。初春三月，寒

意未减，深夜的枣林仍被湿冷空气笼

罩着。

乐陵地处鲁西北平原，因盛产小枣

闻 名 ，至 今 已 有 3000 多 年 的 栽 培 历

史。作为乐陵小枣的主产区，朱集镇种

有数万亩枣林，是远近闻名的“天然氧

吧”。

“除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枣林还拥

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张帅介绍，乐陵是

当年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无

数 革 命 前 辈 曾 在 枣 林 战 斗 并 留 下 可

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对乐陵人民而言，

枣树是‘致富树’，更是名副其实的‘宝

贝树’，承载着老区人的光荣记忆。”张

帅说。

然而，“宝贝树”曾一度面临生存压

力。前些年，市场掀起一股“枣木家具

热”，木材价格上涨，一些不法分子为追

求经济利益，将目光盯上枣林，盗砍盗

伐案件时有发生。最严重时，一晚上就

有上百棵枣树“不翼而飞”，其中不乏树

龄达几百上千年的古树。

“千年枣林是一代代先辈留传下来

的，绝不能在我们手上断了根。”2019

年，在乐陵市军地号召下，朱集镇各村

抽组民兵骨干组建民兵护林队，充分发

挥民兵地形熟、情况熟等优势，积极开

展常态化护林工作，并走村串户宣传森

林防火和生态保护知识，确保林木资源

安全。

民兵护林队按照每村编小组、每

个管区编小队模式，分片区对枣林进

行管护，并在夜间加强巡逻，如发现盗

伐行为，第一时间制止并向派出所报

告。

“护林队成立后，曾协助公安部门

破获十几起盗砍盗伐案件。”说起护林

工 作 ，42 岁 的 基 干 民 兵 陈 东 倍 感 自

豪。他告诉记者，5 年来，民兵护林队

人 员 不 断 壮 大 ，由 最 初 的 60 余 人 ，增

至 120 余人。他和同事们每天轮流在

林区巡逻，除了监测火情、防止盗伐，

管护林木、植树造林也是他们的职责。

他们对全镇百年以上的古枣树逐

一登记认领，责任到人，定期进行修剪、

喷药、施肥，确保“守住每一棵，不减少

一棵”。每年春天，护林队也会开展植

树活动，5 年来，他们新植枣树 3000 余

亩，朱集镇枣林面积不断扩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采访

中 ，朱 集 镇 镇 长 孟 洪 沁 告 诉 记 者 ，自

2020 年开始，朱集镇聚焦千年枣林和

冀鲁边区红色文化优势，把红色资源

和绿色生态元素融入当地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红色资源+绿色产业”旅游

业，接待游客年均 30 万人次，“闻枣花

香、吃枣食饭、住枣乡居、听枣乡人讲

故事”已成为枣乡乐陵的新品牌。“从

守护枣林到助力乡村振兴，民兵护林

队功不可没。”孟洪沁说。

山东省乐陵市朱集镇组建民兵护林队守护林木资源安全

守千年枣林 富一方乡亲

本报讯 特约记者白皛报道：“西

边有 5 棵树要补栽，东边的小树再多施

点肥。春天昼夜温差大，春灌后要用草

垫子给树保暖。”初春时节，青海省曲麻

莱县人武部官兵忙着给营院绿化区内

的云杉林春灌，确保植被返青所需水分

充足。

说起这片云杉林，县人武部政委辛

海感慨万千。曲麻莱县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低压高寒缺氧、生态系统脆弱，

当地牧民常说：“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

个娃还难。”

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2017 年植

树节，人武部官兵在营区周边种下一批

云杉树苗，每日悉心照料。不料，刚刚

入夏，炎炎烈日就将绿油油的树苗晒成

一片枯黄。“冬季气温低，夏季日头毒，

最初几年，一批批树苗种了死，死了种，

成活的没几棵，当地牧民看着我们白忙

活，总劝我们说，这地方就种不活树。”

提起早几年种树的艰难历程，辛海苦笑

着说。

“曲麻莱县地处三江源核心保护

区，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不管多难，

我们都要把树种活。”恶劣的环境没有

吓退官兵，他们邀请专家前来指导，通

过反复尝试，总结出夏天多浇水、冬天

用牛粪压树根、棉被裹树身等办法，努

力为树苗提供充足的水分、养分。

为提高树苗成活率，人武部官兵

想 了 不 少 办 法 ：垫 肥 料 改 土 质 ，买 来

营养液给树苗“挂点滴”，用绳子固定

树 苗 防 止 被 大 风 连 根 拔 起 ，用 毛 毡 、

棉 被 、干 草 等 包 裹 树 身 ，帮 助 树 苗 安

全 过 冬 …… 慢 慢 地 ，小 树 苗 长 高 了 ，

也 长 壮 了 ，伸 出 茂 密 的 枝 叶 ，长 成 了

一片云杉林。

人武部职工仁青文加，被战友亲

切地称为“树班长”。一到夏季，每天

午饭晚饭后，他总是穿梭在云杉林，给

树浇水。

“在平原，一到雨季，树不用浇就噌

噌往上蹿；可在高原，太阳毒得很，雨水

又少，一天不浇水，树叶就打蔫。”仁青

文加说，除了自己这个“树班长”，人武

部干部职工都担负着浇灌营区“一亩三

分地”的职责。

“保护好江河源头的生态环境，必

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民兵是群众

中的生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辛海介绍，这些年，他们不断探索“民

兵+生态管护员”队伍建设模式，将分

散在各乡镇、村落的生态管护人员，纳

入民兵队伍中统一管理，按照“一班带

一村形成辐射点、一排带一乡编织管护

网”的思路，积极协助地方相关部门做

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如今，凡有新干部、新入职文职人

员前来报到，人武部都会组织他们在营

区亲手种下一棵“扎根树”。许多官兵

结婚，夫妻俩会携手前来，栽下两棵“同

心树”。云杉林内，2000 余棵云杉整齐

列队，如一道绿色屏障，傲然守护在母

亲河源头。

青海省曲麻莱县人武部发动民兵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种一片云杉 护三江水源

安徽省舒城县

军地领导登门送喜报
本报讯 曾勇、丁增华报道：3月上

旬，安徽省舒城县军地领导来到荣立三

等功的现役军人朱超家，为他送上立功

喜报和慰问金。近年来，舒城县军地通

过规范送喜报流程、实时跟拍宣传等方

式，持续营造“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良

好社会氛围，切实增强军人荣誉感、军属

自豪感。

河北省安平县人武部

“兵妈妈”助力征兵宣传
本报讯 李星岩、李肖乐报道：近

期 ，河 北 省 安 平 县 人 武 部 组 织 20 多 名

立 功 受 奖 军 人 的 母 亲 ，成 立“ 兵 妈 妈 ”

宣讲团，走上闹市街头开展征兵宣传，

向适龄青年讲述自家儿女投身军旅建

功 军 营 的 励 志 故 事 ，解 读 军 人 军 属 享

受 的 优 惠 政 策 ，激 励 更 多 有 志 青 年 报

名应征。

江西省石城县人武部

抓实军事职业教育质效
本报讯 王勇报道：日前，江西省石

城县人武部围绕抓实新年度军事职业教

育 工 作 ，组 织 人 员 召 开 讨 论 会 研 究 对

策。他们建立学习进度预警机制，通过

每周组织一次学习交流会、利用橱窗每

月公布学习情况等方式，营造时时学、处

处学、人人学的浓厚氛围，不断提升军事

职业教育学习质效。

辽宁省西丰县

打牢预定新兵思想基础
本报讯 朱东成、徐俊斌报 道 ：3

月上旬，辽宁省西丰县组织上半年预定

新兵开展役前教育。他们通过组织预定

新兵参观红色革命遗址、聆听立功受奖

官兵讲述军营故事、交流体会感悟等形

式，将红色基因植入预定新兵血脉，帮助

他们端正入伍动机，打牢思想基础，坚定

从军报国信念。

近日，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走进三江营革命烈士陵园开展役前教育，通过祭扫先烈，聆听“守陵人”退伍老兵张明海讲

述革命英雄故事，帮助预定新兵系好军旅人生第一粒扣子。

图①：“守陵人”退伍老兵张明海重描碑文。 李小龙摄

图②：预定新兵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 严明亮摄

本报讯 白建国、朱家毅报道：阳春

三月，暖意渐浓。在第 61个学雷锋纪念

日到来之际，北京卫戍区昌平离职干部

休养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开展为

民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

“大爷，您的血压有点高，日常饮食

要注意清淡少盐。”活动现场，该所医护

人员不仅为居民把脉问诊、测量血压，

还详细讲解关于高血压、心脏病、脑血

栓等一系列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知识。

与此同时，其他工作人员各展所长，理

发、磨菜刀，各种便民服务贴心又暖心。

修剪树枝、擦拭玻璃、清运垃圾……

该干休所还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入户，帮

助军烈属、缺少劳动力家庭打扫卫生。

服务队忙碌的身影感染了周边的小朋

友们，他们也加入到学雷锋队伍中，一

起帮忙捡拾树枝、清洗抹布。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

过时。开展学雷锋活动，不仅让工作人

员受到精神洗礼，传承和发扬雷锋精神，

也进一步增强了军民深厚感情。”该干休

所领导告诉笔者，除了便民服务，他们还

在所里组织了一场特殊的活动——为老

首长、老阿姨们拍摄全家福，让他们在这

个特殊的日子留下美好回忆。

北京卫戍区昌平离职干部休养所

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近日，南京外国语学校组织新生代表走进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离职干部

休养所荣誉室，聆听老干部讲述革命传统。 朱睿琦摄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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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山东省滕州市人武部组织专武干部和民兵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 刘河江摄

早春傍晚，夕阳西下，天边泛起点

点金黄。江西省铅山县陈坊中心小学

校门口，刚放学的两名学生嬉戏着过马

路。眼见一辆汽车驶来，正在校门口执

勤的老兵余秋旺，一把拉住两个孩子，

大声提醒：“小心，过马路要看车！”

这 样 的 场 景 ，经 常 在 这 个 路 口

上演。“孩子们年纪小，放了学，几个小

伙伴玩得高兴，根本不看有没有车。”

余秋旺一面跟记者念叨着，一面不停

嘱 咐 过 往 的 孩 子 们 ，“ 过 马 路 注 意 安

全，走在路边要观察路况，现在电动车

比较多……”

2020年，铅山县平安义警协会计划

在陈坊乡组建义警队。已过花甲之年

的老兵余秋旺，不顾家人劝阻，第一时

间报了名。“年纪大、有点耳背，父亲第

一次报名没有通过。”余秋旺的儿子余

波说，“父亲曾参加边境作战，荣立过三

等战功，退伍返乡后一直参与各种公益

活动，那次报名没通过，他很沮丧。”

“我也当过兵。当过兵的人，就是闲

不下来。”余波笑着说。他拗不过父亲，

只好陪着余秋旺前往县平安义警协会再

次报名，并承诺上岗之初陪伴父亲一起

执行任务。最终，余秋旺获得实习机会。

“虽说是实习，但我很开心。”余秋

旺说，接下来几天，他跟着带班交警学

习指挥手势，模仿交警的指挥口令，还

携带笔记本，记下每天学校放学时的交

通状况，回家总结心得体会。功夫不负

有心人，没多久，余秋旺成为义警队正

式队员，开始独自执行任务。

“守护孩子的平安，也是在守护一个

个家庭的幸福。”执勤时间久了，余秋旺

养成下意识观察孩子们神情的习惯，“孩

子们的脸就像是晴雨表，高兴了容易激

动，过马路不看车；心情不好沮丧了，低

头赶路，对周边不闻不问。有时遇到情

绪不对劲的孩子，我就偷偷跟上一段。”

去年 6 月，一次放学后，余秋旺发

现 3 名学生结伴往河边方向走去。“正

是雨季，河水湍急，情况复杂，大人都不

敢下水游泳。”余秋旺心里暗暗捏了一

把汗，急忙招呼附近的义警队员。待他

们快步赶到河边，只见 3 个孩子已下水

玩耍。余秋旺和队员们急忙冲入水中，

把孩子们拖上了岸。

翻开余秋旺的笔记本可以看到，

里 面 记 录 着 各 种 各 样 的 小 事 ：护 送

放 学 晚 的 孩 子 回 家 ，调 解 孩 子 们 间

的 矛 盾 ，为 没 吃 早 餐 的 孩 子 买 牛 奶

鸡 蛋 ……“ 我父亲的腿在战场上受过

伤，下雨天就隐隐作痛。每次我劝他

在家休息，他总说，下雨天视线不好，

孩子们更危险。”余波无奈地说。在余

秋旺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义

警队，包括他的儿子余波。

“小心脚下台阶，前面正在施工，注

意绕行。小伙子慢点跑，不要急……”

如今，陈坊中心小学的孩子们私下里给

余秋旺起了个外号——“唠叨”爷爷。

“小孩子不懂事，他们哪里懂得，这唠叨

背后是关心，是疼爱。有余老看着孩子

们，老师家长都很放心。这要是哪天没

见着他，我这心里还慌呢！”陈坊中心小

学校长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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