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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人物

仰望天空，一片澄澈。

这里没有飞鸟的踪迹，不时响起战

机的轰鸣。当地村民已习以为常。“赵

主任跟我们讲过，这是部队的飞机。”村

民说。

在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某社区，部

分村庄距离空军某部机场不远。过去，

当地村民有饲养信鸽、参加信鸽比赛的

传统，对战机飞行构成安全隐患。

“ 战 机 起 飞 和 降 落 阶 段 ，最 容 易

发 生 鸟 击 事 故 。”空 军 某 场 站 领 导 介

绍，“战机飞行速度快，飞鸟与其发生

碰 撞 会 造 成 极 大 危 险 。 对 机 场 周 围

空域的清理，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项

难题。”

社区居委会主任赵春良家里也曾

饲养了一批信鸽。2022 年，军地有关

部门负责人找到赵春良，向他提出机

场周围空域清理的需求时，他也一度

感到为难。

“大家养了几十年信鸽，忽然放弃

肯定不太容易。”但赵春良也明白，“人

民军队为人民，部队保家卫国，我们应

该支持配合，为部队减少飞行安全隐

患，让官兵安心训练。”

卖掉自家信鸽后，赵春良带着社区

干部，挨家挨户走访村民，为村民讲解

国防知识，劝说大家支持部队工作。经

过赵春良耐心的思想工作，村里 280 户

养鸽户通过多种方式将 1 万多只信鸽

全部处理。

除了信鸽，每年来周边筑巢的候

鸟也会造成隐患。为了保障战机飞行

安全，避免鸟击事故，赵春良在社区成

立“鸟击防范队”，带着队员挨家挨户

检 查 房 檐 下 的 鸟 巢 ，帮 助 迁 移 鸟 巢

1000 多处，整治周边飞鸟隐患区域 100

余亩。

为进一步减少机场周边鸟类活动，

赵春良带领村民移植、移种机场附近树

木 2.5 万株，清理垃圾、粪堆 100 余吨。

社区还处理露天水体沟渠 1500 余米，

减少虫类滋生。经过村民的共同努力，

部队鸟击事故发生率明显下降。

由于机场距离村庄较近，且战备训

练任务繁重，战机起降噪声一度为社区

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赵春良主动

上门谈心疏导。

“群众其实心里都明白国防的重

要性，但仍需要我们社区干部用真心

做好思想工作。”赵春良说，“聊一次不

行，我就去两次。有时候，部队领导也

和我们一起登门。走动的次数多了，

距离拉近了，群众也就更理解支持我

们的工作了。”

社区与部队建立联系后，部队官兵

时常到村里开展巡诊送药、免费体检、

节日慰问等共建活动。部队超市还开

设农副产品专柜，专门销售当地村民生

产的农副产品，并聘用村民在部队社会

化保障岗位工作。

村民们的拥军热情也不断高涨，经

常自发组织起来为部队送去土鸡蛋、应

季蔬菜等慰问品。

“带头拥军，是我们社区干部的责

任。”赵春良说。近年来，该社区“军爱

民、民拥军”氛围浓厚。驻军部队积极

参与驻地乡村振兴、抢险救灾，广大群

众也以实际行动为部队练兵备战营造

和谐安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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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禛淏、记 者王凌硕报

道：“嘀嘀嘀——”山西省陵川县一家银

行职员马浩杰在军号教员的指挥下，吹

响嘹亮的号音。6 月中旬，在山西省陵

川县人武部推动下，陵川县首届军号培

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班从社会各

行业、各年龄段选拔近 70 名学员，并从

部队聘请专业教员从事教学。

1943年，陵川县承接太行第八地委

和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授予的任务，为

我军培训号兵。这里先后走出 1700 余

名号兵，被誉为我军司号员培养的“摇

篮”。随着 2019年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

度，司号员重回战位，陵川县人武部发

挥号兵“摇篮”红色资源优势，配合当地

相关部门积极开展红色研学、微课制作

等活动。该人武部还积极挖掘号兵史

料，收集整理 700多名老号兵的故事。

“我在学校的国防教育课上听到，

有位号兵爷爷吹了几十年的军号，嘴唇

上留下消不去的‘号印’。我想军号对

他来说就像生命的一部分那样重要。”

陵川县城东明德小学学生姬墨远说。

“军号蕴含着人民军队为人民冲

锋的伟大精神。”73 岁的退休干部焦书

文，曾是一名党史研究人员。得知县

里面向群众开办军号培训班，他当即

报 名 参 加 。“ 面 向 群 众 开 办 军 号 培 训

班，既是传承陵川号兵的传统，也是提

醒我们不要忘记那段为了独立和解放

奋勇战斗的历史。拿起这把军号，我

仿佛感受到战争年代我军将士英勇冲

锋的气概。”

据悉，首期军号培训班课程时长为

3 个月，计划培养一批陵川本地的军号

教练员骨干，积极传承弘扬陵川号兵红

色文化，在全县进一步营造爱军拥军的

社会氛围。

山西省陵川县人武部开办军号培训班

军号声声 血脉传承

工作动态

鱼 水 深 情 谱 新 篇
—一组来自防汛抢险一线的双拥特写

“有人中暑了！”

7 月 4 日，江西省永修县白槎镇社

区工作人员史学军正在协助武警江西

总队某支队官兵清淤。烈日炙烤，他注

意到战士小黄站立不稳，急忙叫人过来

帮忙。

6 月底以来，修河流域普降大雨或

大 暴 雨 ，修 河 永 修 段 水 位 一 度 达 到

23.72 米，超警戒水位 3.72 米。永修县

境内许多圩堤出现管涌险情。武警江

西总队组织官兵紧急增援永修县重点

堤段防汛工作。

7 月，降水过程基本停止，永修县

白槎镇集贸中心等受灾场所急需清理

淤泥、疏通道路。武警江西总队某支队

官兵奉命来到白槎镇。

19 岁 的 列 兵 小 黄 ，去 年 9 月 刚 入

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抗洪抢险任务。

在烈日下清运淤泥、帮村民搬运家具，

他一干就是几个小时。

忽然，脚步匆匆的小黄感到双腿发

软。战友杜旭浩也注意到他的异样，连

忙将他扶到一旁的阴凉处。

听到史学军说有战士中暑，村民当

即放下手头的活计围了过来。

“ 我 会 刮 痧 ，我 来 帮 孩 子 刮 痧 解

暑！”村民张吉梅见状，当即回家去取刮

痧用具。她家距离这里不远，房屋门口

的清淤工作也才刚刚完成。

村民们有的帮助按穴位，有的拿

来草帽为小黄扇风，大家七手八脚地

忙起来。

“小战士多年轻，真让人心疼啊。”

张吉梅取来刮痧工具后，村民扶着

小黄坐起来，大家接力为他刮痧。慢慢

地，小黄的状况有所好转。

“特别感谢人民群众及时施以援

手。”小黄所在支队领导说，“军队打胜

仗，人民是靠山。村民对战士的关怀，

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奋战在彭泽县棉船镇的武警江西

总 队 九 江 支 队 战 士 杨 帅 军 告 诉 笔

者 ，执 行 任 务 时 ，每 当 回 过

头，总能看到群众在守望

着他们。

“一天有好几批

群众送来西瓜、绿

豆汤、鸡蛋，都

是 他 们 自

家产

的。可是我们任务紧急，顾不上吃。”杨

帅军说，“还有群众告诉我，以往防汛期

间也有部队官兵来棉船镇执行抗洪抢

险任务，所以看到我们格外亲。”

患难见真情，军民一家亲。

傍晚，从中暑症状中恢复的小黄经

过休息，又投入了任务。

“ 不 多 为 群 众 做 点 事 ，怎 么 对 得

起 他 们 像 父 母 一 样 的 关 心 ？”小 黄 腼

腆地说。

下图：江西省彭泽县棉船镇群众

慰问参加防汛抢险的武警江西总

队九江支队官兵。

曹先训摄

本版制图：扈 硕

江 西 省 九 江 市 永 修 县 白 槎 镇 ，群 众 为 中 暑 的 武 警 战士
刮痧—

“小战士多年轻，真让人心疼”
■曹先训

赵春良（右二）走访社区军人家庭。 熊海清摄

7 月 8 日傍晚，湖南省岳阳市华容

县团洲垸一线堤防，气温高达 35 摄氏

度。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指导员尹洪东

正带领官兵沿着钱团间堤巡查排险。

堤坝上，几位村民推来小车，为官

兵送上清凉解暑的绿豆汤。

看着年轻官兵被晒伤的脸颊和满

身的尘土，一位阿姨湿了眼眶。

双手接过绿豆汤，尹洪东轻声安

慰：“阿姨，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这都是

应该做的。”听到他的话，阿姨紧紧抱住

尹洪东的双肩，泪如泉涌：“孩子，你们

辛苦了！”

7 月 5 日，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

发生决口险情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官兵、民兵持续奋战抢险救援一线。几

天来，万米长堤上处处可见这样的动人

场景。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太感谢你们

了！”岳阳市华容县团洲乡团北村村民

张作军，拉着县人武部保障科科长魏伟

的手，话未出口泪先流。

张作军的家距离管涌处不到两公

里，他亲眼看着岸边的农田房屋被湖水

淹没。如果不是在民兵的帮助下及时

撤离，后果不堪设想。

听说民兵要继续执行搜救转移灾

区群众的任务，张作军主动请缨，表示

自己熟悉村里的地形地貌，了解行动不

便、可能被困的村民位置，第一时间加

入搜救队伍。在他的指引下，民兵直奔

被困村民家中，提高了搜救效率。

搜救持续了整整 9 个小时，张作军

返回安置点已是凌晨 3点。民兵们休息

了不到两个小时，又继续展开搜救。

“军民同心，其利断金！”魏伟感慨

道。从 7 月 5 日 18 时起，岳阳军分区紧

急出动 110 名民兵、22 艘冲锋舟执行搜

救转移任务，先后搜救转移村民 28 人。

封堵决口的那几天，不少群众因

不能靠近决口封堵作业现场，便来到

钱团间堤，慰问巡视和加固堤坝的官

兵和民兵。

酷暑难耐、空气潮湿，官兵的衣服

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不少人身上长了

痱子、红疹。有群众见到后，自发

为官兵送来饮用水、痱子粉。

“ 看 到 你 们 就 像 看

到自己的孩子，你们

那 么 辛 苦 ，我 心 疼

啊！”

“ 我 们

帮不上

啥大忙，但决不让大家饿着肚子抢险

救援！”

在官兵、民兵和其他救援人员深夜

值守的点位，附近群众挑着担子，将热

腾腾的饭菜挨个送到他们手中。

“我们也想出点力，每干一点，就是

帮你们多分担一点。”

长长的大堤上，每个点位都能看到

群众自发赶来，和官兵一起清基扫障、

装填沙袋、抢险加固。

“这样的场景我不是第一次见到，

可是每次我都一样感动。”尹洪东说，

“我们都是人民的‘孩子’。”

下图：湖南省华容县团洲乡群

众为钱团间堤巡堤官兵送来绿

豆汤。

吴 维摄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洲垸钱团间堤，群众为官兵送来
绿豆汤—

“孩子，你们辛苦了”
■本报记者 彭冰洁 李 倩

从拥军洗衣队队员手中接过洗干

净的军装，干燥的手感让第 74 集团军

某旅战士张红伟不由感动。

“这几天气温都在 35 摄氏度以上，

我们一直在大堤上执行任务，身上的衣

服就没干过。”张红伟说。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洲垸决堤

险情发生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武警

湖南总队、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第

74 集 团 军 某 旅 、湖 南 省 军 区 直

属队官兵紧急驰援，几天来持

续 执 行 搜 索 救 援 、封 堵 决

口、加固堤坝等任务。

由 于 持 续 高

温 ，任 务 部 队 官 兵

常 常 大 汗

淋漓。为此，湖南省慈善总会、岳阳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迅速筹集 1500

余支防晒霜、3000 余箱饮用水、2 万余

斤西瓜送到部队临时驻地。

“休息的时候大家倒头就睡，

衣服都还湿着。”岳阳军分区政治

工作处干事罗雁君注意到。

“出动紧急，来到一

线昼夜不间断执行决口

封堵任务，实在顾不

上这些！”任务官

兵说。

为 了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君 山 区 、华

容 县 人 武 部 会 同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迅 速 联 系 当 地 企 业 ，成 立 了 一 支“ 拥

军洗衣队”。

“官兵的军装，满是泥水和汗水。”

洗衣队队员杨浩说，“从官兵手里接过

湿漉漉的衣服，我们心里知道，他们的

汗，是为我们而流。”

5 天 时 间 ，洗 衣 队 辗 转 在 救 灾 一

线，将官兵的军装分类洗涤、烘干消毒，

再送回官兵手中。

取回洗衣队清洗过的军装，湖南

省军区综合训练队一中队班长焦玉琳

长长出了一口气：“决口堵上了，穿上

了干衣服，心里很温暖。”

湿衣，是官兵为了封堵决口争

分夺秒的见证；干衣，是岳阳人民对

子弟兵无微不至的关爱。

“部队官兵刚到团洲

垸封堵决口，就

有许多单位和个人自发赶来送水、西瓜

等慰问品。”罗雁君说，岳阳军分区和岳

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统筹拥军工作，整

合社会力量，精准对接部队需求。

险情发生后，湖南省军区政治工作

局、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第一时间启

动防汛救灾预案和拥军支前军地协调

机制。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到来

前，岳阳市军地相关部门就已准备好部

队临时驻地。在君山区良心堡镇中学、

钱粮湖镇中学等 5 所学校，他们迅速清

空教室、搭建临时餐桌、增设淋浴间，确

保基础保障到位。

“ 部 队 来 抢 险 ，我 们 必 须 做 好 保

障。”君山区人武部领导说，“战友们的

汗流在了大堤上，我们要尽量让他们感

觉清清爽爽。”

左图：武警湖南总队岳阳支队官兵

转移平江县被困群众。

雷明亮摄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洲垸抢险救援一线，拥军洗衣队为
官兵送去洗净烘干的军装—

“他们的汗，是为我们而流”
■陈 静 本报记者 安普忠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江

西部分地区一线堤防发生管涌、决堤等险

情。危急时刻，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

兵听令而动，赶赴抢险救援一线。转移群

众、封堵决口、加固堤坝……官兵和民兵为

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昼夜奋战，军地单

位和干部群众争相前往慰问。一幕幕军民鱼

水情深的画面，成为新时代“军爱民、民拥

军”的生动注脚。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