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动态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
防连自 1971年组建以来，

一直与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赫
哲族乡携手共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该
连为赫哲族群众帮扶农业生产，
帮建基础设施，共同守护八岔岛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4 年 1
月，该连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单位。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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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茜、叶晖报道：徽州三

月 ，春和景明。3 月底 ，60 余位立功受

奖 官 兵 、海 军 安 徽 舰 官 兵 代 表 及 其 家

属 受 邀 来 到 安 徽 省 黄 山 市 徽 州 区 ，一

起踏春赏花，尽览灵山秀水，共叙军民

情谊。

此次活动由黄山市双拥办和徽州区

双拥办等单位联合举办，旨在进一步提

升军人军属的荣誉感，营造浓厚的爱国

拥军社会氛围。活动中，军人军属游览

了徽州区西溪南、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

大灵山等多处景区景点。

灵山千亩梯田油菜花，让来自安徽

舰的官兵代表郑权红一家赞叹不已。“这

里的春天太美了！一下高铁，就有拥军

车队来接我们。我跟朋友们说起这次活

动，他们很羡慕。作为安徽舰官兵的家

属，我感到很自豪。”郑权红的妻子秦友

益请双拥志愿者在花田中为他们拍下

“全家福”后高兴地说。

来 自 某 部 的 林 清 平 ，2023 年 被 评

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荣立一等功，

这 次 黄 山 拥 军 之 行 给 他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黄 山 不 仅 风 景 秀 美 ，而 且 无 论 出

行 还 是 住 宿 ，都 能 感 受 到 对 军 人 的 尊

崇礼遇。”

“让最可爱的人成为最幸福的人，是

我们奋斗的目标。”黄山市双拥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黄山市打造“拥军旅

行团”“黄山拥军号”“军宿徽州”军人驿

站等多个双拥品牌，不断探索推进新时

代双拥优抚工作。

安徽省黄山市邀请部分军人军属代表踏春赏花

“来徽州，上春山”

又到了周末可以外出的时间，北部

战区陆军某边防连通信班长杨皓决定

到附近村民办的鱼皮画工作室看看。

鱼皮画，是赫哲族的传统特色艺

术形式。刚进门，工作室的赫哲族手

工艺人王海珠就招呼他：“看看我刚做

的这幅画怎么样？”

画上，两颗褐黄色的石榴生动形

象，外形像一个球状的小口花瓶，一颗

颗饱满圆润的石榴籽排列得整整齐

齐，紧紧地抱在一起。

“海珠大姐，你的手艺真是越来越

好了！”

听到杨皓夸赞，王海珠笑得合不

拢嘴：“多亏连队给我打开了销路，不

然好手艺也走不出乡里呀！”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驻守在赫

哲族聚居地之一的黑龙江省同江市八

岔赫哲族乡。2020 年，杨皓新兵下连

来到连队。为了让新兵熟悉赫哲文化，

乡里组织“赫哲文化进军营”活动，伊玛

堪说唱、鱼皮画制作、鱼肉松炒制……

古老的民族文化深深吸引了官兵。

“如此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怎么没

‘出圈’呢？”

得知手工艺人王海珠的鱼皮画工

作室因为销路不畅，濒临停工，连队官

兵决定为赫哲族乡亲们想想办法。

“要卖出产品，首先要让更多的人

了解赫哲文化！”他们为王海珠对接电

商平台注册网店，还派出摄影骨干帮

助工作室拍摄宣传视频。不到一个

月，王海珠的民族特色产品销售额就

增长了 3000 余元。

“ 原 来 我 们 的 工 艺 品 这 么 有 市

场！”村民们纷纷试着加入电商行列，

在 线 上 推 广 销 售 赫 哲 族 民 族 工 艺

品。八岔乡的“五保户”毕学刚也开

起一家鱼骨饰品网店。“我身体不好，

孩子又长期在外打工，平时只能做点

小手艺。官兵不仅帮我注册网店，还

不时来帮我打扫屋子、翻翻菜地，在

我心里，他们就和儿子一个样！”毕学

刚说。

鱼皮画、鱼骨饰品等民族特色工

艺品知名度的提升，也吸引全国各地

的游客慕名来到“鱼皮部落”，探寻古

老神秘的赫哲文化。

走在八岔乡间，路边整齐地栽种

着排排垂柳。“八岔”在赫哲语中意为

“开辟出的柳树路”，柳树是赫哲族文

化中的“吉祥之树”。连队在为乡里修

建爱民路时，特意选择柳树作为行道

树。2017 年以来，连队官兵自发为驻

地义务植树 1 万余棵，修建爱民凉亭，

建设文化广场，多次参与驻地防汛抗

洪、抢险救灾。

2019 年 的 一 个 夏 夜 ，夜 间 巡 逻

的 勤 务 组 发 现 八 岔 岛 上 有 点 点 火

光 ，时 任 组 长 陈 欣 立 即 带 领 人 员 前

去 查 看 。 正 值 深 夜 ，不 远 处 就 是 农

田 。 陈 欣 将 情 况 上 报 连 队 后 ，迅 速

组 织 勤 务 组 扑 火 。 经 过 奋 力 扑 救 ，

火 势 得 到 控 制 ，乡 亲 们 的 农 田 保 住

了 。 当 官 兵 回 到 营 区 ，等 候 在 营 区

门口的赫哲族老村长尤明国一把抱

住走在最前面的战士说：“解放军就

是我们的‘守护神’！”

春风吹过，柳条翩跹，如今的八岔

岛生机勃勃。江上暖风吹来，拂过田

野，拂过柳枝，也拂过营区门前的对

联：“建边建哨建和谐展建连风采，爱

党爱军爱赫哲扬爱民传统”。

下图：杨皓与王海珠在鱼皮画工

作室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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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和各部门准备——开始！”

3 月 20 日，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

区 唐 岛 湾 畔 ，军 嫂 杨 超 监 制 的 系 列 短

视频《挚爱深蓝·军嫂说》在海风中正

式开拍。

“ 我 之 前 很 长 时 间 都 在 家 照 顾 孩

子，现在孩子长大，我希望能重返职场，

既增加家庭收入，也实现自己的社会价

值。”杨超告诉记者，由于有一段时间的

职业空窗期，找一份心仪的工作并不容

易。2023 年，通过青岛市“荣军联盟”的

军嫂创业项目孵化平台，她和许多面临

相似难题的军嫂结识，在交流中摸索自

己感兴趣的创业方向，并通过平台找到

创业项目的“合伙人”，创办了一家文化

服务公司，开始拍摄短视频。

“ 一 开 始 是 取 材 于 身 边 的 日 常 生

活，拍一些军嫂生活中的笑与泪。”杨超

说，“军嫂故事在海军官兵、军嫂群体中

引起共鸣，播放量也不错。我们接下来

打算拍摄一个系列，邀请军嫂出镜，演

出她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的军嫂创业项目孵化平台，

是 依 托 青 岛 市‘ 荣 军 联 盟 ’成 员 单 位

建 立 的 。”创 业 项 目 孵 化 平 台 负 责 人

崔晓宁介绍。“在西海岸新区，从五湖

四海随军来到这里的军嫂不少。军嫂

们 初 到 新 区 ，很 多 都 面 临 熟 悉 环 境 、

就 业 等 难 题 。”谈 到 创 办 创 业 项 目 孵

化 平 台 的 初 衷 ，崔 晓 宁 说 ，她 想 为 军

嫂们提供一个可以互相支持帮助的温

馨 家 园 。 在“ 荣 军 联 盟 ”成 员 单 位 的

协 助 下 ，心 理 咨 询 师 、非 遗 传 承 人 等

相 继 加 入 为 军 嫂 服 务 的 队 伍 ，开 展 心

理 咨 询 、非 遗 工 艺 品 制 作 教 学 、志 愿

服务等活动。

在组织军嫂活动的过程中，崔晓宁

发现许多军嫂具有“海军情怀”，而且对

文创产业颇有兴趣，她们将对海军的热

爱诉诸画笔、融进镜头、剪成剪纸，既抒

发了军嫂对大海的深情，也具备开发文

化产品的潜力。

“军旅文创如今正有热度。我们的

军嫂为何不试一试？”2023 年 3 月，军嫂

创业项目孵化平台投入运营。

“ 我 从 2020 年 开 始 就 在 这 里 学 剪

纸了。”军嫂成宝茹来自安徽，丈夫在

海军某部服役。在一次公益服务活动

中，她接触到青岛的非遗剪纸，就此与

一方红纸结缘。2022 年，“荣军联盟”

成 员 单 位 与 海 军 南 昌 舰 开 展 共 建 活

动 ，成 宝 茹 将 自 己 参 与 创 作 的 南 昌 舰

剪 纸 作 品 送 给 南 昌 舰 官 兵 。 去 年 ，她

和 其 他 几 位 钟 情 剪 纸 、刺 绣 等 手 工 艺

的 军 嫂 一 起 ，依 托 创 业 项 目 孵 化 平 台

创 办 手 工 艺 品 工 作 室 ，她 们 以 海 军 与

海 洋 为 灵 感 创 作 的 手 工 艺 品 ，销 售 额

日渐攀升。

平台成立一年来，汇聚了一批富有

才华的军嫂。杨超也是在创业项目孵

化平台支持下，创办了自己的文化服务

公司，公司成立第一年就实现了盈利。

自青岛市“荣军联盟”创建以来，各

成员单位为退役军人、军属举办就业技

能培训百余场，服务军嫂 3000 余人次，

培训内容包括手工艺品制作、心理和家

庭教育、茶艺花艺等，并为军嫂提供就

业岗位 30 多个。

“下一步我们还将孵化成立康养工

作室、非遗花饽饽工作室等，继续探索

军旅文化与军嫂创业就业相结合的路

径。”崔晓宁说。

山东省青岛市打造军嫂创业项目孵化平台

军嫂爱大海 创业有创意
■杨锡勇 本报特约记者 张佳琦

上图：军嫂在工作室学习制作剪纸工艺品。

左图：军嫂创作的海军主题剪纸作品。

韩加君摄

瞄准高标准农田建设

从“小田”到“大田”

4 月，湖南省临湘市坦渡镇韩桥村

北仓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100 多亩优

质秧苗嫩绿喜人。秧田间，湖南省岳阳

军分区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队长朱洪

潮和农技专家正忙着察看苗情，指导乡

亲们科学起秧。

“我们今年的秧苗是军分区推荐的

高产抗逆品种，长势很不错。秧苗育得

好，春种就成功了一大半。”看着田里健

硕的秧苗，合作社负责人、种粮大户彭

愿成喜上眉梢。

“现在都是秧盘育秧，工厂化生产，秧

苗可以直接卷起打包装车，下田栽插方便

多了。”彭愿成一边演示卷秧一边说道。

抓好秧苗培育是春耕生产的重头

戏。湖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晏岳兵

告诉笔者，为打牢稳产增收基础，他们积

极协调，在各级帮扶村推开机械浸种、温

室催芽、大棚培植的工厂化育秧模式。

将 秧 苗 装 上 运 秧 车 ，彭 愿 成 驱 车

来 到 韩 桥 村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示 范 基

地。放眼望去，田成方、渠成网，这是

岳阳军分区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推动

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在方方正正的‘大田’里插秧，农机

设备可直接开下田，速度快、效率高。”彭

愿成说，“就拿插秧来说，小田改大田之

前，田埂交错，100 亩地起码需要 2 台小

型插秧机工作 3天，现在 1天就能完成。”

说话间，插秧机往来穿梭，一株株嫩

绿的秧苗均匀落入农田，不到半小时，一

块 8亩见方的水田便全部披上嫩绿。

看 得 见 的 变 化 ，让 彭 愿 成 深 有 感

触：“耕地从零星分散到集中连片，从灌

溉不便到引水入田，如今每亩土地的人

力成本节省 40%以上，水稻产量提高近

200 公斤。”

“习主席在湖南考察期间，走进粮

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察看了解高

质量推进农业现代化情况，让我们更加

坚定了努力的方向。”湖南省军区领导

介绍说，近年来，他们把高标准农田建

设作为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进

土地整治、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

工程、农田地力提升，促进农业增效、粮

食增收。

助力农业技术入村下田

从“产品”到“精品”

从湖南省澧县县城出发，沿 353 国

道驱车半个小时——湖南省澧县人武

部领导带着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成员

和农技专家，已是这个月第 3 次来到对

口帮扶的小渡口镇仁和村。

“ 如 今 是 葡 萄 藤 梢 生 长 的 关 键 时

期 ，水 肥 一 定 要 跟 上, 抹 芽 一 定 要 及

时。”来到仁和村种植户彭锋的阳光玫

瑰葡萄园，一行人从车上搬下专程带来

的微生物菌剂，专家对彭锋叮嘱道。

春季重养根。每到春天，工作队都

要组织葡萄种植户施用有机肥改良土壤，

促进根系生长，提高植株的自身抗逆性。

近年来，阳光玫瑰种植面积扩大，

市场价格逐步下降。澧县人武部联合

县葡萄办开展考察调研，听取湖南农业

大学专家建议，走精品葡萄路线，引进

“控产提质”技术。

“一株葡萄留下 2 至 3 个新芽，这样

果实较大，产量也适中。”彭锋告诉笔

者，“控产提质”技术注重从留芽量、疏

花疏果、肥水管理上下功夫，种出来的

葡萄“颜值”和味道更出色，收购价也更

高，每亩可增收 1 万元。

技术升级让阳光玫瑰香飘八方。“品

质提升了，收购商自然就找上门来。”人

武部领导说，“这两年都是还没到葡萄上

市的季节，收购合同就已经签订完毕。”

益阳的茶叶、常德的烟叶……农业

增产增收，离不开技术革新。各级工作

队在帮扶工作中注重农业技术指导，积

极 联 合 农 技 部 门 开 展 服 务 ，为 品 种 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提供技术支撑，示范推广蔬菜轻简高效

栽培、以虫治虫和疫病防控等新技术 13

项，推动农业技术走进乡野大棚，让农

民学了能懂、懂了能用、用了能增收。

红色旅游带动创收增收

从“地方”到“地标”

一 大 早 ，家 住 湖 南 省 桑 植 县 刘 家

坪白族乡新阳村的村民彭长文就开始

忙 碌 起 来 。 这 天 ，一 批 旅 客 在 他 打 理

的“红军灶”预订了午餐。野生蜂蜜、

农家腊肉、鸭脚板、红薯饭、土鸡等，深

受游客喜爱。“近两年红色旅游越来越

火，去年一年，我家仅‘红军灶’就收入

5 万多元。”

刘家坪是 1935 年红二方面军长征

的出发地，新阳村现址是当年红二、六军

团的休整地，也是红二方面军的整编地。

2020 年，驻村扶贫工作队在考察当

地资源时发现，新阳村位于县城通往贺

龙元帅故居和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的必经之路上。何不把“好风景”打造

成“好产品”，以红色旅游带动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

为擦亮新阳村红色旅游品牌，工作

队 支 持 当 地 打 造“刘 家 坪 红 军 体 验 营

地”，开发红色旅游“红军灶”项目，升级

改造乡村道路、环境卫生和特色民宿，

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

“以前种植的蔬菜、水果要背到县

城卖，有时还可能滞销。如今老家成了

景区，游客络绎不绝，果蔬和农副产品

不愁卖了。”村民黄生祥对红色旅游项

目赞不绝口。自“红军体验营地”项目

开设以来，他每年在家门口卖土鸡和土

鸡蛋就能收入上万元。

通过创新旅游产业带动模式，湖南

省军区推广“景区带村、能人带户、公

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的旅游帮销模

式，立足竹制工艺品、腊肉、三红蜜柚等

土特产资源优势，开发出 12 种旅游商

品。依靠红色旅游和商品销售，新阳村

400 多户村民实现创收。

上图：4月 9日，湖南省临湘市坦渡

镇，岳阳军分区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队

员与村干部、村民一同谋划高标准农田

建设。

吴 维摄

振兴路上走来迷彩身影
—湖南省军区各级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记事

■王华洪 陈 静 张芳奕

春耕时节，湖南省益阳市南县的育秧基地，碧绿
秧苗犹如青翠地毯，铺展在田间。平整开阔的农田、
往来忙碌的农机、辛勤劳作的农人……美丽乡村的春
耕图景，徐徐展开。

3月18日至21日，习主席在湖南考察时指出，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人民军队践行宗旨的
重要任务。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以来，湖南省军
区各级驻村扶贫工作队转型为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
为踏上振兴之路的帮扶村继续整修农田水利、提供农
技支持、拓宽农产品销路，在三湘大地谱写了一曲军
民携手振兴乡村的时代欢歌。

乡村振兴·子弟兵爱民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