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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麦收时。

走进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黑石镇

白坡村，广袤田野上，株株“禾尚头”小

麦麦穗饱满。金灿灿的麦田里，收割

机来回穿梭，一排排小麦卷入收割机，

脱 粒 成 一 股 股 麦 流 从 出 粮 口 喷 涌 而

出……

烈日下，村民们晒得满头大汗，但

望着饱满的麦粒，黝黑的脸上绽放着

丰收的喜悦。

白坡村党支部书记安方海欣喜地

向笔者介绍，几年前，眼前这 200 亩地

还都是杂草丛生的大片撂荒地，在兰

州警备区结对帮扶盘活下，撂荒地长

出了“黄金麦”，村里今年收入能比以

往高出一大截。

据介绍，结对帮扶初期，兰州警备

区乡村振兴工作小组经过调研，发现

该村地处高海拔地区，外出务工人员

多，加之干旱少雨，不少荒山荒坡未得

到充分利用。

兰州警备区党委积极响应国家有

关耕地保护和撂荒地整治要求，根据

省市两级禁止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

化等相关政策，结合白坡村实际调研

情况，将整治撂荒地、助推“禾尚头”小

麦特色产业发展作为重要抓手。

“‘禾尚头’小麦作为西北特有品

种，质量高、低成本，且抗旱、耐寒、耐

瘠 薄 ，农 户 种 植 后 无 需 施 肥 打 药 ，完

全 依 靠 自 然 条 件 生 长 收 获 ，非 常 适

宜 该 村 种 植 。”兰 州 警 备 区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 然 而 ，开 荒 种 植 初 期 ，不 少 村

民 因 自 身 年 龄 偏 大 、旱 砂 地 复 耕 困

难 等 原 因 ，持 观 望 态 度 ，参 与 积 极 性

不高。

对此，警备区与该村党支部严格制

订相关计划和奖励办法，投入资金对农

户和村集体撂荒地复垦复耕给予补贴，

鼓励开荒复耕旱砂地。同时，他们细致

筹划乡村振兴办实事项目，为种植合作

社购置卫星平地机、拖拉机、耕地机等

一批农业机械，并对农作机耕道主路进

行平整沙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种植

规模扩大和机械化。

“ 第 一 年 就 见 成 效 ，今 年 全 面 丰

收！”安方海告诉笔者，通过对撂荒地的

大力整治，仅去年的收成就已接近前期

投入。在警备区帮扶下，他们还建起了

一处爱心磨坊，村民们可以不出村在磨

坊中直接加工面粉，实现种植、收割、制

作一体的闭合回路。

收成好，更要销路广。为进一步

畅通销售渠道，警备区积极帮助该村

联络面粉收购制作厂家，鼓励官兵自

购和单位食堂进行采购，并协调相关

部门开展“禾尚头”产品有机认证，不

断提升“禾尚头”小麦品牌效应。

如今，白坡村养殖业和种植业越

来越红火，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成为兰州市乡村振兴示范带

的 一 张 亮 丽 名 片 。 兰 州 警 备 区 领 导

表示，他们还将按照“为村民着想、让

村民受益、听村民评价”的原则，帮助

该村继续增加开垦量和种植种类，不

断 壮 大 可 持 续 发 展 项 目 产 业 ，让 越

来 越 多 撂 荒 地 长 出 丰 收 致 富 的“ 黄

金麦”。

左上图：白坡村麦田里，收割机对

小麦进行机械化收割。 魏 然摄

兰州警备区推动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

撂荒地里长出“黄金麦”
■敬达亮 吴 震

初秋雨后，记者来到河南省三门

峡市交口乡南梁村蔬菜大棚，放眼望

去，茂盛鲜嫩的蔬菜把田地遮得严严

实实，青红的西红柿挂满枝蔓、红艳艳

的辣椒缀满枝头……

“今年蔬菜长势好，价钱也不错，

收入要比去年多几万元。”村民程远来

一大早便在大棚里忙活起来，一边采

摘辣椒，一边聊起自家的好收成。

2016 年，三门峡军分区与南梁村

结成帮扶对子，陆续开展支部联建、助

学兴教、乡风培树等工作，南梁村很快

摘掉了贫困帽子。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军地商议

决定，因地制宜发展绿色蔬菜产业，通

过建设蔬菜大棚助力农业增效、村民

增收。”南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张安桥回忆。

说了就办，定了就干。张安桥随

即找到村里有闯劲且能吃苦的村民，

动员他们搞大棚蔬菜种植。

“ 我 从 没 种 过 大 棚 ，不 会 技 术 咋

办？”听了村干部的介绍，村民们很振

奋，但说起具体细节，大家犯了难。

“大家不用愁，过阵子，军地联合在

乡里举办种植业培训班，免费提供培

训和技术指导，还负责推广销路……”

一条龙服务让村民们信心倍增。村民

张帅经过相关种植技术培训后，开始

建起大棚种植菜苗，第一年就收益 10

多万元。

搭起大棚种蔬菜，村民腰包鼓起

来。外出打工的村民陆续返乡，南梁

村的蔬菜大棚由原来的 6 座，增加到

了 12 座。三门峡军分区还专门为村

子 修 建 了 水 渠 、引 进 大 型 滴 灌 工 程 ，

推 动 蔬 菜 大 棚 种 植 规 模 化 、产 业 化 。

大 家 感 慨 ，在 家 门 口 创 业 ，既 能 维 持

家 用 ，也 能 照 顾 家 人 ，这 在 以 前 想 都

不敢想。

“ 下 一 步 ，军 分 区 将 根 据 蔬 菜 大

棚的生长周期，与南梁村一道研究探

索 一 年 多 茬 、瓜 菜 轮 茬 种 植 模 式 ，通

过 多 茬 轮 作 种 植 不 断 增 加 大 棚 经 济

效益，形成互补产业结构。”三门峡军

分 区 领 导 表 示 ，只 要 军 民 同 心 ，合 力

推动乡村振兴，乡亲们的日子一定会

越过越好。

左上图：三门峡军分区基干民兵

与南梁村村民一起在蔬菜大棚采摘分

拣辣椒。 凡军亚摄

三门峡军分区助力帮扶村实现产业振兴—

蔬菜大棚撑起“致富梦”
■本报特约记者 凡军亚

“稍息、立正，跑步走——”时值炎

夏，万物并秀，山西省文水县人武部操

场上响起铿锵有力的口号。一支由女

性民兵组成的队伍，身姿挺拔、步伐矫

健，在训练场上展现铿锵玫瑰的飒爽

英姿。

操场后方的一堵红墙上，一行鲜艳

夺目的标语熠熠生辉：弘扬刘胡兰精

神，当好刘胡兰传人。

1964 年 12 月，山西省军区命名成

立“刘胡兰民兵班”，刘胡兰的妹妹刘芳

兰任第一任班长。这年冬天，刚组建的

“刘胡兰民兵班”参加原北京军区组织

的军事大比武，一举夺魁。

1997 年 7 月，山西省委、省政府、省

军区正式命名“刘胡兰英雄民兵班”。为

有效提升队员素养，民兵班外出学习，先

后与原北京军区某通信团等结成“姊妹

班”，在相互学习交流中共同进步。

老一辈的女民兵带着荣耀与回忆

离队，一个个新民兵满怀激情与梦想，

接过接力棒。时光荏苒，变的是岁月和

面孔，不变的是初心和担当。

文水县人武部领导介绍，新队员入

班第一课就是参观刘胡兰纪念馆，聆听

刘胡兰事迹，邀请老队员讲班史，用党

史军史班史培根铸魂、建班育人。

“每次聆听刘胡兰的故事，就是一

次心灵的对话。”刘胡兰英雄民兵班第

22 任班长郭晓宇说，“每当听到她面对

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我就在想我

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还有什

么苦不能吃呢？”

现在的刘胡兰英雄民兵班共有 12

名成员，27 岁的李娜是民兵班第 23 任

班长。2021 年，李娜受领任务带队参加

山西省军区举办的轻武器射击比武竞

赛。赛前训练中，李娜和队员们受了训

练伤，但她们严格要求自己，相互鼓励，

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功

夫不负有心人，在当年的比武竞赛中，9

名参赛队员全部获奖，均被评为优秀射

手，取得了个人赛第一、团体赛冠军的

好成绩。

据介绍，为适应新时代民兵力量结

构转型发展需求，民兵班新增无人机等

课目训练，常态化配合地方相关部门开

展巡河护堤、消防救火等工作。她们还

坚持每周一标兵评选活动，通过树立榜

样，激发队伍内部良性竞争，激励女民

兵自觉践行“坚定信念、不屈不挠、敢于

担当、勇于奉献”的刘胡兰精神。

“人人都是一面旗，个个都像刘胡

兰”。民兵班成立 60 年来，先后受各级

表彰奖励达 70 余次，被评为“全国三八

红旗集体”“民兵基层建设标兵单位”，

荣立过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和三等功。

“训练之余，我们走进校园，将刘胡

兰烈士的英勇事迹讲给学生听，让爱国

崇军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民兵班队员韩蕾介绍，他们坚持开展

“刘胡兰故事进百校”活动，先后到文水

实验小学、凤城中学等中小学校开展宣

讲，听众达 3 万余人次。

“60 载血脉传承，民兵班将继续循

着英雄的足迹，肩扛责任，不辱使命，把

传承刘胡兰精神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

起来，在英雄故里当好胡兰传人。”民兵

班班长李娜表示。

60 年来，刘胡兰英雄民兵班赓续传承刘胡兰精神——

铿锵玫瑰绽放在英雄故里
■要 佳 张 武

本报讯 黄浩、赵建报道：“通过最

近的系统学习，我掌握了不少办公技能，

对下一步选岗充满信心……”8 月 2 日，

江苏省阜宁县召开年度转业军士适岗锻

炼阶段性工作会议，参加适岗锻炼的转

业军士在会上交流学习进展，增强就业

信心。

定期组织适岗锻炼阶段性工作会

议，是该县加强转业军士在待安置期间

服务保障工作重要内容之一。今年初，

为进一步做好转业军士安置服务工作，

阜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走访、充分

倾听转业军士需求，推出“十个一”服务

活动，即举行一场欢迎仪式、上一堂专题

党课、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瞻仰一次烈士

陵园、实施一场保密教育、落实一次健康

体检、开展一次志愿服务、宣讲一次安置

政策、举办一场老兵交流会、组织一次适

岗锻炼，增强转业军士荣誉感获得感，缩

短他们从军营迈向社会的适应期。活动

开展以来，受到转业军士的广泛好评。

回忆起今年到阜宁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 报 到 的 场 景 ，转 业 军 士 吴 康 记 忆 深

刻。几个月前，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门

为他们举办了一场欢迎仪式，在家人和

军地领导的共同见证下，他们戴上红花、

披上绶带、接过鲜花，感受家乡人民对退

役军人的关怀和无上荣光。

为帮助转业军士顺利实现身份转换，

阜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依托三级退役军

人服务体系，统筹组织转业军士到退役军

人事务岗位进行为期 7周的适应性锻炼，

通过跟班学习、业务辅导、坐班实践等方

式，让他们尽快掌握处理地方行政事务的

特点和方法。与此同时，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还以评选适岗锻炼“每周之星”等方式，

激发转业军士学习热情，进一步提高适岗

锻炼质效。

据介绍，转业军士选岗后，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将跟进做好待遇落实、法律咨

询等服务保障，保证转业军士平稳过渡、

满意就业。

江苏省阜宁县开展转业军士“十个一”服务活动

待安置期不挂空挡

本报讯 杨浩诚报道：盛夏时节，

“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带领云南省

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 300 余名

师生，走进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感

悟高山精神，共话使命担当。

当师生乘坐的大巴驶进营区，官兵

们敲锣打鼓，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

活动伊始，张桂梅和华坪女高师生

们首先观看了该旅的纪实视频，雷达兵

坚守高山的故事让师生们深受感动。

“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在

张桂梅带领下，师生们自发为官兵唱起

《万疆》《小白杨》和《英雄赞歌》，悠扬的

歌声在部队营区响起。

破锋八刀、格斗基础、综合格斗、应

急处突……训练场上，战士们将训练成

果搬上展示台，一招一式刚强有劲，一

嘶一吼铿锵有力。师生们不时喝彩鼓

掌，发出阵阵欢呼。硬气功表演环节，

张桂梅几度动容落泪，红着眼眶说：“看

着他们脸庞稚嫩，却能展现出如此强悍

的身体素质，很难想象他们吃了多少

苦，我为孩子们感到骄傲。”

走进机动训练场，部队开设多个现

场体验课目，华坪女高师生们个个摩拳

擦掌，跃跃欲试。学生们近距离观看枪

械，体验枪支拆分结合，并登上特种车

辆，体会战车乘坐感受；走进模拟指挥

所，学生们戴上耳机体验报务课目，当

起了“小小报务员”；来到野战炊事专

区，学生们拿起特种炊事用具，翻炒菜

品当起“战地小厨师”……现场气氛热

烈，欢笑不断，学生们与官兵深入交流，

表达对军人的崇拜以及对军旅的向往，

热爱国防、献身国防的种子在她们心中

悄然埋下。

活动中，每行至一个展示区，张桂

梅都会向参与交流的官兵寄语鼓励，每

每遇到官兵向她问好，张桂梅便会深深

鞠下一躬，向官兵表达敬意，她说：“部

队因你们而强大，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

奉献，向你们致敬！”

“张桂梅校长对教育事业的坚守奉

献、对学生们的关心爱护，深深感染着

全旅官兵。”该旅领导表示，本次交流活

动，也是让部队官兵走近典型、学习榜

样的良好契机。

“扎根高山、不辱使命，雷达兵哥哥

们的奉献从来不是豪言和壮语，而是默

默无闻的坚守。”活动尾声，华坪女高师

生依依不舍地向官兵道别，并齐声唱起

《跟着共产党走》。官兵们挥手道别，纷

纷表示将把张桂梅校长对教育事业无

私奉献的精神应用到本职岗位中，坚守

高山、笃行不怠。

上图：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官兵

向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学生讲解武器

装备知识。 白云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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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新疆霍尔果斯市人武部联合当地公安部门对所辖边境山区重要沟口、重难点管控地段全方位巡逻踏查。

狄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