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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百姓与国防

■本版责任编辑 梁金凤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装药、起飞、洒药……5 月中旬，贵

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长

吉镇机寨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伴随着旋翼的轰鸣声，民兵刘硕莞操控

无人机在农田上方来回飞行，均匀喷洒

农药。

“我家今年种了 5 亩水稻，现在正

是打药关键期。之前，我一个人打药，

得整整干 1 天。现在民兵用无人机作

业，5 亩地只需要 15 分钟就能喷洒完

成，药量也更均匀。”种植户周如奎高兴

地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凯里

军分区领导介绍，近年来，为助力帮扶

村种植业持续发展，军分区结合民兵编

组任务调整，积极发动各县市人武部，

整合区域内科技园区人才资源，编建民

兵无人机分队、民兵气象水文分队等专

业分队，提供农药喷洒、播种施肥、气象

预测、人工降雨等服务，用科技手段助

力乡村振兴。

“过去，种植茶叶是‘靠天吃饭’，现

在有了老陶他们民兵气象水文分队帮

忙，茶园灌溉、施肥等日常管理都有据

可循了。”在剑河县太拥镇翁王村白茶

种植基地，茶农张邦国一边采茶，一边

对民兵的帮扶赞不绝口。

张邦国口中的“老陶”是剑河县气象

局气象观测员陶飞旋。去年，在军分区

指导下，剑河县人武部将陶飞旋和他所

在单位的几名同事一起编入民兵队伍。

为让农户“知天而作”，陶飞旋和队

员借助气象观测设备，实时监测农业气

象信息，包括天气预报、农事作业适宜

指数等。同时，他们根据天气预报，及

时指导茶农适时打药、浇水。“我们现在

能够根据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应对准

备，降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张邦国

说，去年以来，茶叶种植基地每亩增收

近千元。

在台江县，由于连日高温少雨，水稻

种植受到影响。其中，台盘乡地处山地

背风坡，干旱缺水情况尤为严重。该县

人武部报县委县政府同意后，组织民兵

气象水文分队开展高炮人工降雨作业。

“人工降雨作业区域，降雨量增加约30%，

有效缓解了旱情。”民兵潘万洪说。

今年以来，该军分区积极发动各县

市人武部遴选民兵队伍中的农业能手，

组织 40 余支“民兵助农服务队”深入田

间地头，围绕农作物育苗移栽、机械设

备操作使用与管养维护等为农户进行

技术指导，受到普遍欢迎。

天柱县凤城街道民兵杨彰武，因农

耕知识和机械操作经验丰富，成为农户

眼中的“红人”。“以前我不熟悉收割机

操作，干起活来费时又费力，多亏了小

杨手把手教我，我现在能一次性完成收

割、脱粒等工序。”提到杨彰武，农户杨

康宁竖起大拇指。

“农业科技领域有很多优秀青年。”

该军分区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在完

成民兵编组任务的同时，积极凝聚民兵

力量参与乡村振兴。下一步，他们将继

续加大编兵力度，形成民兵预储与新农

人培养互促互进格局，进一步助力乡亲

们致富增收。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组织民兵参与乡村振兴—

科技巧助农 乡村谱新篇
■王永介 陈姣琳

大别山麓艾草香，民兵参建乡村

美。

“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还有什么

困难需要解决？”初夏时节，湖北省大悟

县民兵杨雨来到该县段山村村民刘贻

享家中，对此前的帮扶工作进行回访。

前段时间，刘贻享因病住院，种植

的 15 亩艾草正值丰收，却没有人手收

割。杨雨了解到情况后，及时动员 10

余名民兵帮忙，还与收购商沟通，解决

了销路问题。

这是大悟县人武部推动“一兵带一

户，共同缔造和美乡村”精准帮扶活动

的一个缩影。

该人武部领导介绍，2023 年，人武

部与丰店镇王店村、段山村结成帮扶对

子。调研后发现，两个村村民主要靠种

植辣椒、艾草等农作物为生，由于种植

技术跟不上，收入也上不去。为了提高

帮扶质效，他们发起“一兵带一户，共同

缔造和美乡村”活动，将全村帮扶对象

划分为拓展销路、技能指导、帮助就业、

发展民宿 4 种类型，安排具有相关经验

的民兵进行精准帮扶。

“辣椒苗在移栽时应多带土，做到

轻拿轻放，定植后把土壤浇透，同时搭

遮阳网或者覆盖稻草等，防止秧苗被晒

伤……”王店村种植户李高万说，眼下

是辣椒起苗移栽关键期，多亏了结对帮

扶的民兵周正贤传授经验，才顺利地给

辣椒苗“挪窝”。

去年底，丰店镇通过招商引资引

进一家农作物育苗企业。了解到李高

万有种植辣椒的打算，周正贤主动联

系该企业并垫付担保金，帮助李高万

领取到辣椒幼苗。为了确保幼苗成活

率，周正贤跑前跑后请教技术专家，并

与 李 高 万 一 起 开 垦 田 地 、铺 设 地 膜

等。如今，李高万种了 8 亩辣椒，预计

能增收 3000 元。

倾心帮扶取得成效后，该人武部

党 委 一 班 人 又 思 考 借 助 直 播 带 货 的

东风，帮助村民拓宽农产品销路。他

们 指 导 有 特 长 的 民 兵 ，注 册 电 商 直

播 账 号 ，担 任 当 地 特 色 农 产 品 的“ 推

介官”。

“艾草具有祛味净化作用，可以有

效净化室内空气、缓解疲劳，感兴趣的

朋友可以下单……”在王店村民兵连连

部，民兵李鑫在他的直播间向网友推介

艾草。“刚开始直播时由于经验不足，效

果不是很好。人武部推荐我参加直播

带货课程培训，系统学习网络用语和直

播带货技巧，提高销售技能。”李鑫说，

自开播以来，他已帮助村民销售艾草、

辣椒、核桃等农产品 10 万余元，并通过

定制化服务，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

助力乡亲们持续增收。

前不久，周正贤和杨雨因在“一兵

带 一 户 ，共 同 缔 造 和 美 乡 村 ”活 动 中

表 现 突 出 ，经 县 人 武 部 推 荐 、丰 店 镇

党委批准，分别担任南冲村和唐店村

党支部书记，另有 15 名民兵受到军地

联合表彰，进一步激发了民兵参建积

极性。

如今，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村

居环境不断改善，不仅吸引越来越多的

企业前来投资建厂，也吸引不少外出务

工村民返乡创业。“接下来，我们计划开

展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切实发挥民兵

在和美乡村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该

人武部领导说。

湖北省大悟县民兵积极参建助力乡村振兴—

一兵带一户 迈上幸福路
■马世超 何志权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陶成龙

日前，一场讲述中央红军夜渡于都

河出发长征的国防教育课，在江西省于

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讲，可容纳

近百人的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

附近居民何小红通过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微信公众号得知课程消息，

高兴地报名，并带着女儿一同来听讲。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人集结于都，从于都河畔出发踏上

漫漫长征路。当年，我的太爷爷跟着

大部队走了，牺牲在长征途中……”讲

台上，县国防教育讲师刘璐声情并茂

的讲述，不仅让何小红母女听得入神，

也让在场听众深受触动。

这是于都县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作用，推动国防教育走深走

实 的 一 个 镜 头 。 县 委 宣 传 部 领 导 介

绍，近年来，全县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建设，先后建成 1 个中心、23

个所、402 个站、42 个延伸点。同时，他

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红

色文化、国防知识、征兵政策、退役军

人军旅故事等课程，深入开展全民国

防教育。

“实践中心每月第二、第四周周六

开课。”县人武部政委黄斌成介绍，他

们联合县委宣传部组建国防教育讲师

团，遴选政治素质过硬、宣讲能力强、

热爱国防事业的退役军人和红军后代

等担任讲师，并集中组织编写教案、备

课试教，保证授课质量。

“目前，国防教育讲堂已覆盖全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各社区利用阵

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

动。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教育形

式和手段，让国防教育更入脑入心。”

黄斌成说。

江西省于都县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社区有了“国防讲堂”
■肖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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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斗故事加入战场环境声的

背景音效，有助于增强感染力……”

夏日午后，在湖南省怀化学院美术与

设计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课堂上，

教师谭志勇与学生们一同观看红色

短片《致敬英雄》。

《致敬英雄》时长 30 分钟，是一

部反映抗美援朝老兵题材的纪录片，

由谭志勇带领部分学生制作完成。

为拍摄好这部短片，谭志勇带领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和暑假，先后辗转于麻

阳、会同、新晃等 10 余个县市区，拜

访 30 余位抗美援朝老兵，拍摄视频

素材达 400 小时。

谭志勇拍摄红色短片的动因，还

要从 4 年前说起。2020 年，谭志勇带

领学生到麻阳苗族自治县开展暑期

实践活动，接触到不少抗美援朝老

兵。听到两鬓斑白的老兵们讲述惊

心动魄的战斗故事，他产生了带领学

生拍摄老兵影像的想法：“这样做既

可以锻炼学生专业能力，又能留存红

色记忆，很有意义。”

为了实现拍摄计划，谭志勇找到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拿到一些抗美援

朝老兵的基本资料，并在学院招募学

生志愿者，组成志愿团队，开始遍寻

当地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

谭志勇至今仍清晰记得拍摄的

第一位老兵——张汉奇。那天 ，张

汉奇讲起战友们迎着炮火向前冲锋

的场景，眼泪扑簌而下，声音也止不

住地颤抖。然而，讲到战斗取得胜

利时，他又话语铿锵，还激昂地唱了

几句军歌。在场师生的心，被老兵

的讲述牵动着。正是这次经历，让

谭志勇下定决心：“仅仅拍摄记录远

远不够，还应该把老兵的故事讲给

更多人听。”

视频拍摄完成后，谭志勇安排学

生志愿者分组整理影像资料，同步创

作舞台剧本。几年时间，谭志勇不仅

将拍摄活动变成红色教育实践课堂，

拍摄内容也从抗美援朝老兵拓展到

发生在怀化本土的红色故事。他们

先后创作《通道转兵》《粟裕三让》等

8 部“ 红 色 潇 湘 ”系 列 广 播 剧 ，摄 制

《先 锋》《抗 美 湘 雄》等 5 部 红 色 短

片。其中，广播剧《一盏马灯》获得第

六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音频

类一等奖。

目前 ，这项“红色工程 ”仍在继

续。随着影响力不断扩大，谭志勇

师生团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每

当有热心群众主动提供老兵线索，

无论距离多远，谭志勇都会欣然前

往。“随着时间流逝，健在的老兵越

来越少，我们要抓紧时间行动，留住

老兵的影像，收藏宝贵的财富，这或

许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价值所在。”

谭志勇说。

上图上图：：谭志勇谭志勇（（左二左二））带领学生志带领学生志

愿者采访拍摄抗美援朝老兵愿者采访拍摄抗美援朝老兵（（左三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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