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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下旬的一天，云南昆明。在联

勤保障部队第 920 医院一间病房内，阳

光透过窗户，洒在 96 岁老兵李一飞的

脸上。见有客人来，李一飞微笑着招手

致意。

来访的是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工作人员赵珂熳。她专程给李一飞

送来一批受助学生寄来的感谢信。李

一飞拆开鼓鼓的大信封，里面有 9 封信

和 4 张明信片。他随手拿起一封信，在

腿上慢慢铺展开，一字一句读起来。

这样的信，李一飞家里还有 3 大纸

箱，共 1000 多封。每一封信都被他视

若珍宝，认真标注编号保存。这是受助

学生成长的记录，也见证着一名老兵的

爱心与情怀。

1928 年，李一飞出生于江苏武进，

因家境贫寒，在他的记忆中，青少年时

期“ 吃 顿 饱 饭 都 难 ”，求 学 更 是 奢 望 。

1949 年 ，他 如 愿 成 为 一 名 解 放 军 战

士。在部队，他不仅能吃饱饭，还有机

会学习文化知识。几年后，他被推荐到

军校学习，期间荣立三等功，还入了党。

1983 年，李一飞从原昆明军区离

休。离休后，他经常走进学校为学生宣

讲革命传统和国防知识，遇有生活困难

的学生，就在能力范围内自掏腰包帮助

他们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

1992 年 5 月，李一飞在《人民日报》

上看到一篇大巴山区学生宁愿不吃午

饭，也要省出钱来上学的新闻报道，深

受感动。几经辗转，他联系到写这篇报

道的记者，给学生家寄去 200 元。

“过去，我走过不少云南的贫困地

区，知道山区孩子求学不易。”李一飞和

妻子商量，决定参加“希望工程——百万

爱心行动”，每个月从离休工资中拿出一

部分钱，资助贫困学生圆“读书梦”。

李一飞坚持给受助学生写信，也是

从那时开始的。有一次，一个傈僳族孩

子因为汉语不好，学习跟不上，家长想

让他辍学回家务农。李一飞得知后，多

次写信给孩子的父母进行劝导，最终孩

子父母打消了念头。从那时起，李一飞

用一封封信件，守护着一个个孩子的求

学梦。

李一飞家生活并不宽裕，有人曾劝

他少捐一些，留一点钱以备急用，但他坚

持自己的想法：“我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

给的，现在做这点事情，不算什么。”

32 年来，李一飞走遍云南 80 个乡

镇、145 所乡村学校，行程超过 1.5 万公

里，累计资助云南 26 个民族 370 名困难

学生，先后荣获“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等

荣誉。

和这些荣誉比起来，李一飞更珍惜

收到的那些书信。从一封封信中，他看

到越来越多孩子投身公益、奉献爱心，

有的捐出参军入伍后第一个月的津贴，

有的捐出读书时获得的奖学金，有的捐

出暑假打工赚的钱……一颗颗爱心的

种子如蒲公英般播撒开来，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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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底，青海高原的寒意未消。笔

者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

族 自 治 县 东 川 镇 香 卡 村“ 军 民 共 建 产

业 园 ”，一 排 排 整 齐 的 大 棚 映 入 眼 帘 。

掀开其中一个门帘，笔者看到，一排排

菌 棒 错 落 有 序 ，一 颗 颗 饱 满 的 香 菇 正

铆足劲生长，村民有的装卸菌棒，有的

监测室温，有的清理废弃菌棒，忙得不

亦乐乎。

“有了海北军分区的帮扶，村民们

的幸福生活更有盼头了！”香卡村党支

部书记马有财介绍，自 2022 年“军民共

建产业园”建成以来，村里通过规模化

种植香菇，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

村民就业增收。目前，园内共有香菇大

棚 25 个，新上菌棒 37 万棒，预计第一次

采摘即可采收香菇 1 万余公斤，为村集

体增收 5 万余元。

香卡村是汉、回、藏、土、蒙古等民族

聚居的行政村，位于东川镇东部，经济发

展以农业为主，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

海北军分区领导介绍，2017年，军分区与

香卡村结成帮扶对子，如何尽快增加村

集体收入，形成有稳定收益的产业，成为

摆在军分区一班人面前的课题。

帮扶伊始，军分区尝试帮助村民发

展养殖，一段时间下来，他们发现，养殖

虽然能帮助村民取得一定收益，但覆盖

面窄，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为找到带动

村 民 普 遍 增 收 的 新 路 径 ，军 分 区 参 加

县、镇、村三级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听

取意见、反复研究后认为，发展香菇种

植既符合香卡村实际，也符合县委、县

政府提倡大力发展食用菌特色产业的

导向。

“香菇最早发源于江浙一带，但由

于全球气候变暖，香菇难以在超过 28 摄

氏度的环境中生长，种植产能正向内陆

转移。香卡村平均海拔在 3000 米以上，

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很适合种植

香 菇 ，且 产 出 的 香 菇 营 养 成 分 更 高 。”

“军民共建产业园”技术员刘选珠告诉

笔者。

目 标 确 定 后 ，思 路 便 清 晰 起 来 。

2021 年年底，军分区首次投入资金用于

香卡村“军民共建产业园”启动和建设，

2022 年 5 月开始试运行。产业园由香卡

村经济合作社经营，权属香卡村村民委

员会，采取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模式，初

步建成 4 座标准化种植大棚，种植面积

约 1260 平方米，新建晾晒场 800 平方米，

改建冷储库 1 座，购置自动菌棒注水机 5

套、烘干机 1 台。

“运营初期，由于合作社社员种植

技 术 及 管 理 经 验 不 足 ，为 提 高 香 菇 品

质、产量及效益，我们采取‘村集体+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4

座大棚购置香菇菌棒 7 万棒，交由农业

种植企业统一管理，村民可通过务工的

形 式 到 产 业 园 学 习 技 术 ，待 技 术 成 熟

后，再由本村村集体进行香菇规模化种

植。”马有财说。

经过初步探索，“军民共建产业园”

依托联农带农机制，帮助不少村民通过

香菇产业实现就业增收。“自从产业园

建立，我就在这里务工，每年能赚 2 万多

元，离家近，可以照顾老人和孩子。”村

民张春花说，多亏了党的惠民政策和解

放军的帮扶，让她不仅有了工作，还学

到了香菇种植技术。

2023 年，为进一步做大做强香卡村

香菇种植产业，省军区、军分区主要领

导先后 16 次进行考察调研，并召开产业

发展座谈会，最终决定再次投入资金，

帮助香卡村在门源回族自治县泉口镇

旱台村建设“军民共建产业园”分园。

“军民共建产业园”分园采用“借鸡

生蛋”模式，依托旱台村现有资源，租赁

大棚 15 座，种植香菇 12000 平方米，实现

香菇产业规模化。

“菌棒一定要轻拿轻放，不要碰掉

菌丝，否则会影响香菇生长，棚内温度

要随时监控……”在“军民共建产业园”

分园，笔者见到村民口中的种香菇“能

手”阿央金，他一边小心翼翼将成熟的

香菇摘下，一边向同伴讲解采菇技巧。

“不久前，军分区联系香菇企业技

术人员为我们进行培训。我以前靠有

限的经验种香菇，培训后才知道，要种

植出高品质的香菇，需要科学养护，要

学的知识太多了。”阿央金说。

当前，香卡村的香菇由于品质好、

营养价值高，很受消费者欢迎。“军民共

建 产 业 园 ”分 园 负 责 人 李 文 军 告 诉 笔

者，他们敢放开手脚干，离不开军分区

为香菇销售提供的兜底保障。“军分区

不仅大力开展‘消费帮扶助农富农’活

动，发动官兵及军属积极购买，还将香

菇纳入物资采购清单。”李文军说。

如 今 ，“ 军 民 共 建 产 业 园 ”双 园 联

动，香菇产业年产值达到 70 多万元，带

动 30 多户村民致富增收。“接下来，我们

将继续做好帮扶工作，不断发展壮大香

菇特色产业，延长香菇产业链条，扩大

香菇产品市场，做好‘高原香卡香菇’品

牌，让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军分区

领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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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海北军分区助力帮扶村发展香菇种植产业—

香卡村种出“幸福菇”
■刘彦龙 文 磊 刘 琪

本报讯 王春辉、特约记者王士刚

报道：近日，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武

部组织民兵开展抢险救灾训练。民兵

们依据人武部制定的“决心图”，迅速投

入“战斗”，圆满完成任务。

民兵应急连连长唐明杰介绍，“决

心图”包含战场态势、上级意图、本级决

心、兵力分布等内容，“有了它，我们执

行任务心中有底”。

该区民兵应急连曾因战备方案不

完善遭遇尴尬。去年年底，上级机关组

织紧急战备拉动考核，他们接到指令后

迅速集结，却因对战备方案不熟悉，考

核成绩垫底。

情况预想不充分、平时训练内容

单一、方案预案学习不够……针对暴

露出的问题，该人武部一改单纯依靠

军事科修订战备方案的习惯做法，由

人武部领导、文职人员、乡镇（街道）武

装部部长、民兵分队干部和职工每人

负 责 修 订 1 个 方 案 ，熟 悉 几 个 配 套 方

案，各级各类指挥员走上讲台解析方

案，围绕任务滚动修订完善各类方案

预案。

同时，该人武部结合轮训备勤、抢

险救灾、日常战备值班等，常态组织检

查和随机拉动，及时完善兵员动员、征

召补充、物资前送、掩护机动等方案预

案，进一步贯通区、乡镇（街道）、村三级

民兵分队战备方案体系。

不久前，阴阳赵镇南边一处林地发

生火情。接到救援指令后，镇民兵森林

灭火分队迅速携带扑火工具赶赴事发

地域，成功将火扑灭，确保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该镇武装部部长张海金说：

“‘一图一案’有助于清晰掌握态势，更

突出专业特点、任务需求，民兵应急处

置能力大幅提升。”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武部完善战备方案

提升民兵应急处置能力

44月底月底，，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到大河镇周家寨村帮助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到大河镇周家寨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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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旭、特约记者徐文涛报

道：“没想到这么快就帮我们家协调解

决 了 开 发 商 逾 期 交 房 的 问 题 ，谢 谢 你

们！”近日，驻福建厦门某部二级上士王

晓东给“法治辅导员”覃娟打电话表示

感谢。

此前，王晓东购买了一家房地产公

司开发的商品房，临近交房时产生合同

纠纷，多次协商未果后，王晓东向“法治

辅 导 员 ”覃 娟 求 助 。 覃 娟 经 过 详 细 了

解，给出意见建议。在覃娟指导下，王

晓东与房地产公司达成和解，顺利化解

纠纷。

这是厦门市建立“法治辅导员”制

度，为驻军部队官兵解难题办实事的一

个镜头。

“官兵后方家务事，连着前方训练

场。”厦门警备区领导介绍，针对近年来

驻军部队官兵家庭涉法问题增多，基层

单位专业法律人才相对缺乏的实际，他

们主动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解放军

福州军事法院沟通协调，与驻军部队签

订《关于建立驻厦门部队“法治辅导员”

制度的实施意见》，以有力的司法保障

及时解除军人军属后顾之忧。

该市同安区人民法院领导介绍，由

地方法院领导、庭室领导、员额法官分

别 担 任 部 队 旅 、营 、连 三 级“ 法 治 辅 导

员”，定期到部队开展法律服务，实时了

解司法服务需求，及时帮助调解各类矛

盾纠纷。

今年 3 月，某部中士李明虎父母因

老家房屋拆迁补偿问题与施工方产生

纠纷。得知情况后，该部主动联系“法

治辅导员”洪佩兰，帮助李明虎分析情

况，并安排工作人员赴李明虎家乡调查

取证，协调地方有关部门帮助维权，最

终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为进一步提高官兵法治素养，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还依托有关部门，创建

部队法律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开设涉及

婚姻家庭、民间借贷、交通肇事、常见刑

事犯罪等方面的培训课程，协助部队培

养一支军地两用法治人才队伍，并编写

《法治军营服务指南系列丛书》，策划制

作“军嫂法官说”趣味普法动漫视频，通

过通俗易懂的形式，引导官兵学法、知

法、用法。

据介绍，“法治辅导员”制度建立以

来，该市已经通过线上线下等形式，解

答 官 兵 各 类 涉 法 涉 诉 问 题 咨 询 103 人

次，涵盖军用设施保护、婚姻家庭、人身

损害等方面，军人军属及时获得法律援

助，真正打通涉军维权“最后一公里”，

有效激发了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福建省厦门市探索司法拥军新路径

涉军维权有了“法治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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