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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金灿灿的“光荣之家”牌匾，
闪耀的是党和人民军队对军人的尊崇
关爱，也是对军人军属无私奉献的真

诚褒奖。
2018年起，悬挂光荣牌工作陆续

展开。如今，光荣牌已是军人家庭的
“标配”，组成“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的重要一环。

走进“光荣之家”，我们被关心军
属的举措温暖，更被军人的奋斗故事
激励。自本周起，本版开设“走进‘光
荣之家’”专栏，与读者共同见证那些

“光荣之家”的故事。

大凉山腹地，新修的柏油路丝带般缠绕在青山绿水间，路旁是一层层错落有
致的梯田。极目远眺，一排排黄色的楼房整齐排列。

这是海拔 2500米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两河口镇火觉莫社区。自
2018年起，四川省军区定点帮扶火觉莫村（2020年改组为社区）。6年来，这个大
山深处的小村庄脱胎换骨。

如今，火觉莫山清水秀、产业兴旺。村民将“八一社区”的名字写在社区入口，
记下子弟兵为社区振兴发展做出的贡献。

一排整齐的新楼房，是火觉莫社区

居民“好日子”的直观写照。

“我们是从 2018 年开始帮扶火觉莫

的。”时任四川省军区干事冉培宗说，“第

一次来村里考察，很多村民对‘振兴’‘发

展’没有概念。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离

开过村子，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也不愿回

来。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们认为，首先要

把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好，打下发展的

基础。”

火觉莫，彝语意为“适合居住的地

方”，但在当时，火觉莫村 327 户村民分

散在 5.4 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大部分村民

住的是土坯房。村子只有一条土路通往

山外，一到雨季，山洪暴发冲毁道路，村

子就与外界隔绝。

“ 吃 得 饱 、穿 得 暖 ，已 经 挺 满 意 的

了。”彼时，火觉莫社区居民尔古龙家不

以为然，甚至觉得，“这大山里头，还能怎

么发展？”

令尔古龙家没想到的是，省军区官

兵带来了施工队，不仅新修了柏油路，还

在村子中央盖起新房。安置房里有电

灯、接通自来水，还有互联网。很快，村

民们接连搬进新居。

“活了大半辈子，睡过山洞，住过茅

草屋，也修过泥瓦房，做梦也没想到能住

上小洋楼！”搬进省军区协助建设的安置

房，尔古龙家高兴得走路都更有劲了，在

社区散步遇到省军区官兵，他总要上前

表达感谢：“共产党瓦吉瓦（彝语，意为

‘很好’），解放军瓦吉瓦！”

2020 年，火觉莫村和邻近的 8 个乡

镇的部分村民重新编制，成立两河口镇

火觉莫社区。社区成立时，大家一致同

意将“八一社区”写在社区门口的匾额

上。

“没有部队帮扶，就没有今天这么美

的社区。”社区党支部书记阿的阿沙说。

社区门口墙上的彩绘，取材自“彝

海结盟”的故事。1935 年，中央红军先

遣队为跳出国民党包围圈，挺进凉山彝

族聚居地区。先遣队严格执行党的民

族 政 策 ，取 得 了 彝 族 头 人 小 叶 丹 的 信

任。小叶丹与刘伯承在彝海歃血为盟、

结为兄弟，在他的护送帮助下，红军顺

利通过彝族聚居地区，为强渡大渡河赢

得了先机。

彝海位于冕宁县，距离喜德县不过

60 公里。这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如今在

彝族群众聚居地区广为传颂。

“子弟兵做了这么多，待我们就像兄

弟一样。”阿的阿沙说，“这幅壁画，就是

军民一家亲的写照。”

住有所居

山里盖起安置房

“全都是手工绣的，订单已经排到好

几个月以后了。”

火觉莫社区居民阿来加加一边向笔

者展示手头正在制作的彝族传统服饰，

一边介绍。

彝族传统服饰制作，如今成为了火

觉莫社区居民的一项重要创收产业。

当初省军区驻村第一书记胡艳来到

火觉莫村，彝族村民的服饰给她留下了

深刻印象。

“民族地区要发展，应考虑民族地区的

经济文化状况，利用好民族特色文化资

源。”胡艳说。

2014 年，彝族服饰被列入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借着电商大规模发展的东风，省军区为

社区里的手工艺人搭建起销售网络，为

绚丽多彩的彝族服饰打开线上市场。

“这一项去年就赚了 4 万多元。”阿

来加加自豪地告诉笔者。在火觉莫社

区，像阿来加加这样的彝族传统服饰手

工艺人有 10 多名。

在火觉莫，还有一项传统产业是蜡

虫养殖。当地普遍种植的女贞树，是蜡

虫养殖的原材料。蜡虫所产的白蜡可做

中药，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广泛应

用 于 医 药 、化 工 、食 品 、家 具 抛 光 等 领

域。但在以往，当地村民种养模式传统，

技术较为落后，产量不高。

经 过 反 复 调 研 、听 取 社 区 群 众 意

见，省军区联合地方政府共同在社区建

起蜡虫产业园，既延续彝族文化传统，

又成为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近年来，

两河口镇还成立了蜡虫协会，组织蜡农

到四川省峨眉山市和云南、贵州等地参

观蜡虫产业、学习种养技术，并向各村

普及推广，大大提高了蜡虫的品质和产

量。如今，社区 140 余户居民加入蜡虫

产业园，蜡虫年产量达万余斤，产值达

到百万元。

劳有所得

特色产业助增收

多彩彝乡鱼水情
——四川省军区助力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火觉莫社区乡村振兴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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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党支部书记阿的阿沙今年 40

岁，担任火觉莫村（社区）党支部书记

已有 10 年。

“这些年的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

的。”阿的阿沙说，“特别是省军区对口

帮扶以来，发生的变化都是以前不敢

想的。”

6 年来，子弟兵的帮扶为火觉莫带

来振兴新貌，也在社区留下军地携手

共进的印迹。

社区入口，是当初为满足村民需

求而开设的“八一爱民超市”；村里除

蜡虫产业园外，另一个产业园是“八一

爱民产业园”，主要种植蔬菜和葡萄，

丰富社区产业类型。

“八一社区”的名字和彝海结盟壁

画 ，彰 显 着 社 区 居 民 对 部 队 官 兵 的

情谊。更令阿的阿沙高兴的是，社区

20 岁的小伙子洛火毛强，最近说想要

参军。

洛火毛强的哥哥阿的木呷于 2021

年入伍，目前仍在服役。

提起大儿子阿的木呷，兄弟俩的

母亲阿育有古满是自豪：“阿的木呷当

兵后，家里的大事小事，乡亲们都很关

照，镇里、社区经常过来看望我们，帮

我们解决生活困难，一家人都被大伙

儿惦记着。”

“关怀军属是我们应该做的。有

人 参 军 入 伍 ，是 我 们 整 个 社 区 的 光

荣。”阿的阿沙告诉笔者，2023 年，阿的

木呷因在部队表现优异，获得嘉奖，消

息传回社区，大家都觉得很骄傲。

“ 子 弟 兵 为 我 们 铺 就 振 兴 路 、让

我 们 过 上 了 好 日 子 ，我 们 能 做 的 ，就

是鼓励年轻人报效国家、照顾好在乡

军属，珍惜和维系好这段延续近 90 年

的军民情谊。”阿的阿沙说。

题图：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

德县两河口镇火觉莫社区大门。

供图：鲁银富

本版制图：扈 硕

心有所向

村美家富思报国

“学前学好普通话，长大出门走天

下。”这是社区幼儿园教学楼上的标语，

幼儿园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四川省军

区机关幼儿园结对帮扶幼教点”。

“老师是成都来的，孩子们特别喜

欢。”社区居民马海瓦苦告诉笔者。

社区成立后，省军区着眼彝族少年

儿童教育需求，建起了配套幼儿园，并指

定省军区第三幼儿园结对帮扶。根据帮

扶协议，来自成都的老师走进了火觉莫

社区，还开设线上示范课，孩子们在大山

深处也能接受到和城里一样的教育。

“过两年孩子上小学，也比以前方

便。”马海瓦苦告诉笔者，往返镇上小学

的校车也开通了。“邻居家的女儿去年刚

从县里的高中毕业，考上了成都的大

学。希望我家孩子将来也能争气。”

火觉莫社区成立前，村里的学生要

走将近 5 公里的泥泞路到镇上上学，考

上大学的学生屈指可数。而火觉莫社区

成立 6年来，这里已走出 80多位大学生。

“我们设立了助学金，从高中到大

学，凡是家庭有困难的学生都可以申

请。”时任驻村第一书记胡艳说，“我们

还和社区一道建设社区书屋，置办农业

技能、彝族民俗文化方面的书籍资料，

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提升知识文化水

平。”

学有所教

文教帮扶见成效

四川省军区官兵在火觉莫社区幼儿园与彝族儿童互动。

图①：火觉莫社区全貌。

图②：在四川省军区帮建的喜德万亩蜡虫产业园，

官兵与社区居民共商蜡虫产业发展。

本报讯 卜韬、特约记者李亮亮报

道：“作为军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义 不 容 辞 。 这 次 表 彰 是 礼 赞 ，更 是 激

励。”接过捧花，湖南省华容县人武部保

障科科长魏伟说。

8 月初，湖南省委、省政府联合湖南

省军区，开展“荣耀三湘·礼赞功勋”湖南

省首届致敬功臣活动。7 月初带队执行

洞庭湖团洲垸一线防汛抢险任务的魏

伟，就在此次受邀的 20 名驻军部队官兵

代表之列。

7 月 5 日，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一线

堤防发生决口，垸内数千名群众房屋被

淹。险情发生后，魏伟带领 50 名基干民

兵率先赶到现场，成为投入抢险的第一

支民兵力量。他连续奋战 27 天，带领民

兵驾驶冲锋舟转移群众、运输物资，出色

完成各项救援和保障任务。

受邀的 20 位官兵代表，大多是近 3

年二等功或二级表彰以上荣誉获得者，

有抗洪抢险冲锋在前的勇士，也有院校

的杰出专家，部队的优秀参谋、技术工程

师，还有表现突出的基层政治教导员、教

练班长。在此次活动中，部分官兵代表

家属也一同受邀到长沙参加活动。

“湖南岳阳、郴州等多地刚刚经历

过汛情考验。面对汛情，驻军部队官兵

和民兵反应迅速、冲锋在前，在应对灾

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作出了

巨大贡献。这次的致敬功臣活动，我们

邀请了多位刚从防汛抢险一线归来的

官 兵 ，以 表 达 湖 南 人 民 对 子 弟 兵 的 感

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告诉

记者，致敬功臣，既是对他们服务社会、

为民奉献的感谢，也是对官兵奋斗强军

的认可和褒奖。

湖南军地联合开展致敬功臣活动

8 月上旬，山东省宁阳县人武部工

作人员来到八仙桥街道青川围子村，看

望退役军人宁方河，商量村里的征兵宣

传事宜。

宁方河家是青川围子村著名的“兵

之家”——3 代人共有 9 人参军入伍。家

门旁边，“光荣之家”牌匾位于最上方。

“这是我们家的荣耀。”宁方河自豪

地告诉笔者，“从我大伯当兵到如今，我

们家出了 9 个兵。”

战争年代，宁家逃难来到宁阳县，新

中国成立后才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所以

我家的祖辈、父辈都认定，是解放军带来

了安定和平的生活。拥护军队，就自然愿

意加入到这支队伍中去。1961 年，我大

伯听说县里征兵，马上就报了名。”

从大伯开始，宁方河的二叔、三叔、

大哥相继参军入伍。

1986 年 11 月，宁方河也追随父辈和

兄长的步伐，入伍来到“中原猛虎师”。

服役期间，宁方河训练刻苦，成绩突出，

荣立三等功，并光荣入党。

1990 年，宁方河退役。令他欣慰的

是，同年，他的弟弟参军入伍，后来堂弟

还考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当上了飞行

员。

退役后，宁方河先后担任青川围子

村民兵连长、会计、村党支部书记。退役

军人的身份和家中参军报国的传统，让

宁方河一直关心国防事业。他依托村里

的“青年民兵之家”，设立宣传橱窗、订阅

国防军事类报刊书籍，开展国防教育和

征兵宣讲。

2010 年、2012 年，宁方河的侄子宁

聪和儿子宁尚进也参军入伍，这让“光荣

之家”又添荣光。

宁方河的儿子宁尚进爱好艺术，他

就劝说儿子“部队是所大熔炉，你在部队

能开阔视野、砥砺精神，更有助于摸索出

属于你自己的艺术道路”。2014 年，宁

尚进考入空军预警学院。毕业后，宁尚

进因工作积极、技术过硬，2018 年被战

区空军评为“强军工匠”。

“ 宁 书 记 是 宁 阳 县 的‘ 征 兵 代 言

人’。一家 9 口人先后参军入伍，这样具

有代表性的‘光荣之家’故事，对于激励

新 时 代 青 年 参 军 入 伍 ，有 很 强 的 感 召

力。”宁阳县人武部工作人员刘凯说。

青川围子村村民张忠华，是宁方河

家的邻居。受到宁方河一家参军入伍、

建功军营故事的感染，张忠华第一次服

役期满后，又二次入伍，如今已经提干。

“现在青川围子村有 7 人正在服现

役，还有 76 名退役军人。”刘凯说，“参军

报国的热情高涨，‘兵之家’功不可没。

我们对‘光荣之家’的关怀和尊崇，给村

民们做出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最

好示范。”

在“光荣之家”引领下，青川围子村

经常性开展军民共建活动，精神文明建

设取得长足进步，2020 年 11 月被中央文

明委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2021 年

9 月入选第二批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

设”典型案例名单。

下图：山东省宁阳县人武部工作人

员来到宁方河家，交流下半年征兵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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