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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将糯米舂成米粉，拌入鲜肉和调

料，手工捶打使食味交融……不一会

儿，红白相间、清香软糯的肉丝糕便初

见雏形。

“咚、咚、咚……”立秋时节，安徽

省祁门县新安镇高塘村，家家户户正

忙着打“秋糕”，木槌捶打糯米的声音

此起彼伏，犹如丰收的鼓点。“秋糕”意

为“秋高”，是以糯米和猪肉为主要食

材制作的美食，承载着村民对五谷丰

登、家庭幸福的美好愿望。

“往年 6 月到 10 月，在村里很难吃

到肉丝糕。”高塘村村支书王彪说，受

糯米储存条件限制，一般到了夏季，生

产作坊就停产，直到天气变凉再恢复

生产。近几年，在黄山军分区帮扶下，

高塘村肉丝糕逐渐打开市场，走向大

众餐桌，一时间订单不断，供不应求。

去年，黄山军分区帮该村统筹规划，改

造厂房通风条件，购买降温储存和冷

链运输设备，解决了夏季生产、储存、

运输难题。

走进生产厂房，空气中弥漫着糯

米的香味。车间干净整洁，工人身着

工 作 服 ，有 的 清 洗 糯 米 ，有 的 蒸 制 糯

米饭，有的加工黑猪肉……大家有序

分 工 ，一 派 繁 忙 。 完 成 前 几 道 工 序

后 ，糯 米 饭 拌 入 鲜 肉 倒 入 木 桶 ，工 人

用木槌反复捶打至糕体黏实，最后将

糕 体 取 出 ，切 片 包 装 ，通 过 冷 链 运 入

市场。

“糯米是圆糯米，猪肉是黑毛猪，

生 产 原 料 都 来 自 本 地 ，纯 绿 色 食

品。”村民王丽霞说，“祁门县位于皖

赣 交 界 处 ，气 候 温 暖 湿 润 ，适 宜 种 植

糯米、养殖黑毛猪。”“圆糯米更有黏

性 ，做 出 来 的 肉 丝 糕 十 分 香 糯 。”黄

山军分区干事章灿明介绍，军分区想

方设法引进优良品种，鼓励村民种植

圆 糯 米 、养 殖 黑 毛 猪 ，提 高 肉 丝 糕 生

产质量。

“蒸、炸、煎、烤、煮……”王彪告诉

记者，肉丝糕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吃

法多样，很受市场欢迎。去年，高塘村

肉丝糕产量达 100 余吨，大部分销往各

大商超、酒店。“不少商超、酒店和村里

的合作社签订了供应协议。”王彪说，

在黄山军分区倾力帮扶下，我们把民

间 零 散 的 制 作 力 量 聚 合 起 来 抱 团 发

展，做大产业规模，村集体和村民收入

同步增加。

白墙黛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

窗。行走在徽州的传统村落，大大小

小的“肉丝糕作坊”散布在古建筑、古

门楼中，慕名而来的游客一边品尝“老

味道”，一边用相机留下这独特的古韵

美食。

高塘村因擅长制作“糖”与“糕”而

闻名，制作食用肉丝糕已有 700 余年的

历史。2022 年，肉丝糕制作技艺被列

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高塘村也入选安徽省乡村

旅游“特色美食村”。

黄山军分区因势利导，挖掘当地

传统文化资源，邀请食品科研团队到

高塘村进行产学研合作，对传统肉丝

糕进行改良、升级，开发出寿糕、福糕

等文创肉丝糕产品，通过美食传递幸

福美好的生活态度，打造“舌尖上的高

塘”。前不久，高塘村在安徽省第一届

传统美食村评选中脱颖而出。

如今，这个坐落在青山绿水间的

千年古村，正在筹建以肉丝糕典故与

传承为重点展陈内容的村史馆。“下一

步，我们将和村两委班子一起筹划，继

续突出地方特色，借助乡村振兴和乡

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东风，重点打造

乡村旅游‘特色美食村’，吸引更多游

客前来观光、品尝美食。”该军分区领

导说。

安徽省黄山军分区助力高塘村打造特色美食产业—

“舌尖上的古村”火了
■程 遥 陈欣铭 本报特约记者 蔡永连

8 月 10 日清晨，雨后初晴，微风习

习。笔者驱车沿着蜿蜒的乡村小路，

来到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大巴镇车新村。一路上，绿树成荫、野

花绽放，放眼望去，宛如置身画中。

走进该村葡萄种植基地，一座座

整齐排列的葡萄冷棚映入眼帘，几台

收购葡萄的大型运输车停在路边。金

色的阳光透过层层葡萄叶，一粒粒浑

圆饱满的葡萄显得晶莹剔透。葡萄架

下，果农们正忙着把采摘下来的葡萄

运到地头，过秤、分拣、包装、装车，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这是茉莉香葡萄，色泽鲜艳、穗

型美观，含有多种维生素，深受市场欢

迎。”车新村村支书张卫民拿起一串葡

萄说，由于该村的葡萄品质好，收购商

都是提前预订，自 7 月上旬上市以来，

订单源源不断。

“当年，是阜新军分区帮我们协调

争取资金，帮我们成立合作社流转土

地，建起葡萄冷棚，还动员 27 户贫困户

以土地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经营收

益由村集体和村民按股分红。”张卫民

说，村民不仅年底能分红，种植葡萄还

有收益，日子越来越好。

“虽然 7 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但

我们防护工作做得好，提前加固冷棚、

疏 通 排 水 系 统 ，尽 力 把 损 失 降 到 最

低。目前，村合作社有 34 座葡萄冷棚，

占地面积 96 亩，实际种植面积 60 亩，

每亩种植 400 株葡萄，每株可以采摘

10 斤葡萄，每斤葡萄收购价 5 元左右，

1 亩冷棚葡萄收入约 2 万元。除去成

本，年净利润约 80 余万元。”算起“葡萄

账”，张卫民喜笑颜开，“今年年底村民

分红要翻番。”“我加入合作社后，年年

有分红。”村民海苹说，截至去年，她已

拿到分红 15000 元。

说话间，笔者来到村民王飞的葡

萄冷棚，棚内生机盎然、果实累累。王

飞夫妇正忙着采摘、挑选、装箱。“看着

这一串串葡萄，我就打心眼里高兴，特

别有成就感。”王飞自豪地说，今年光

照 充 足 ，他 种 植 的 葡 萄 品 相 好 、口 感

佳，早早就被预订了。

前 几 年 ，王 飞 的 母 亲 患 病 住 院 ，

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他还向亲朋好友

借 了 不 少 钱 。 为 此 ，他 外 出 打 工 ，可

一年下来收入很有限。后来，在阜新

军分区帮助下，王飞建起两座葡萄冷

棚 ，还 清 全 部 外 债 后 ，又 建 起 4 座 冷

棚 。 去 年 ，他 种 植 葡 萄 收 入 10 余 万

元 。“我 们 家 现 在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小 康

家庭。”王飞说。

“车新村的葡萄色泽好、口感好、

成熟度高，吸引全国各地收购商前来

收购。”收购商倪贺亮说，“我今年计

划 收 购 50 吨 葡 萄 ，主 要 销 往 江 浙 沪

一带。”

车新村曾是阜新市 197 个建档立

卡贫困村之一，因自然条件较差、交通

不便，村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阜

新军分区挂钩帮建车新村后，确定以

种植冷棚葡萄为主导产业，多措并举

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全方位打造“致富

链路”。

为 解 决 冷 棚 建 设 资 金 不 足 的 难

题 ，该 军 分 区 多 方 协 调 ，联 系 有 关 单

位 垫 资 ，帮 助 该 村 建 起 100 余 座 冷

棚 ，并 请 来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现 场 指 导 ，

提高种植效益和葡萄品质。如今，该

村 形 成 以 冷 棚 葡 萄 为 主 ，鸡 心 果 、寒

富苹果、李子等为辅的特色水果种植

产业。

种植葡萄有收入、流转土地有租

金 、合 作 入 股 有 分 红 、入 棚 打 工 有 工

资……今天的车新村，葡萄产业成为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和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重要渠道。

辽宁省阜新军分区帮助车新村发展特色种植产业—

“小康村的葡萄”熟了
■李国涛 胡小平

“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日

前，贵州省盘州市 91 岁老兵许天华向党

组织交纳 10 万元特殊党费。

1947 年 ，14 岁 的 许 天 华 参 加 了 盘

州 当 地 的 游 击 队 。 1951 年 ，他 如 愿 参

军 入 伍 ，随 部 队 赴 广 西 剿 匪 。 经 过 生

与死、血与火的考验，许天华光荣地加

入党组织。

“1951 年 8 月，我们在那岩屯围歼滇

桂 黔 边 区 以 林 介 雄 、罗 日 辉 为 首 的 匪

帮。土匪们仗着坚固的工事，占据有利

地形负隅顽抗。经过 7 天激战，我们突

入那岩寨内，击毙匪徒 30 余人、俘虏 70

余人。”回忆起连续作战剿灭匪徒的战斗

经历，许天华说，“军人就是要有不怕死、

敢冲锋的劲头。”

转业到地方工作后，许天华始终不

忘“一辈子跟党走，一辈子报党恩”的誓

言，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几十年来，他初

心不改，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然

而，每当听说哪里发生自然灾害，他总会

踊跃捐款捐物，尽一己之力帮助灾区。

几十年来，无论是支援汶川、玉树抗震救

灾，还是支持希望工程、脱贫攻坚等，他

一次次献出爱心。

“我从一名贫苦少年成长为解放军

战士，再到离休干部，是党给了我一切。”

许天华说，“和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已经

很幸运了。”离休后，许天华每天坚持读

书看报，非常关注世界局势变化和部队

建设发展。

“我已经年过九旬，行动也不是很方

便，给党和国家做不了什么贡献了，只想

把这些钱交给组织，报答党的恩情。”许

天华说。

九旬老兵报党恩
■焦 燕 董元魁

本报讯 孟永强报道：近日，浙江省

嘉兴市南湖区军地联合组织应急救援演

练。笔者注意到，参加演练的除民兵应

急分队外，还有以退役军人为主体的志

愿者队伍和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该

区人武部领导介绍，民兵分队、退役军人

志愿者队伍、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能

够一体联动，得益于他们“一部两站”融

合共建的试点探索。

近年来，退役军人服务站、国防动员

工作站相继成立运行。如何通过融合共

建提高工作质效？场地资源融合共用、

岗位职能优化合并……南湖区军地依托

大桥镇展开试点，明确基层武装部、退役

军人服务站、国防动员工作站由乡镇（街

道）武装部部长负责，同时选配 2 至 3 名

工作人员，促进相关工作协同发展。

该镇按照“工作结合、力量聚合、场所

整合、职能融合”的思路，整合基层武装部

“三室一库”、退役军人服务站“五有”标准

和国防动员工作站“四室二中心”功能，推

动“一部两站”融合共建、资源共享，实现

各项工作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青年民兵之家”学习资料丰富、战

备 器 材 库 室 各 类 装 备 齐 全 ……8 月 上

旬，笔者走进大桥镇“一部两站”办公区，

只见一名工作人员正在为上半年入伍新

兵家长讲解军人军属优待优惠政策，一

名工作人员正在为 3 名退役老兵解答创

业就业有关问题，还有一名工作人员正

与基层网格员讨论细化辖区国防动员准

备等。

“我们把兵员征集、民兵整组和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等工作融合起来，实现无

缝衔接、一站办理、一体推进。”大桥镇武

装部部长苏国清说，“遇有急难险重任

务，便于统一调度人员物资，有利于形成

攻坚合力，提高工作实效。”今年民兵整

组工作展开后，该镇根据“一部两站”登

记的退役军人信息，有针对性地挖掘潜

力，将有专业特长、军事素质过硬的退役

军人编入民兵应急分队，为遂行急难险

重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一部两站’不是 3 个部门简单相

加，而是在共享场所设施、整合人员编

配、推进工作融合中提升工作效率。”大

桥镇党委书记裴玉聪告诉笔者，阵地融

合建、担子一肩挑，各项工作统筹推进，

多条线相互配合，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比如，上半年召开一次武装工作会议，

解决了民兵荣誉体系建设、退役军人优

待、国防动员工作落实等多个方面的难

题，真正实现进一家门、说一家话、干一

家事。

在此基础上，大桥镇党委聚焦“征

兵 动 员 、退 役 保 障 、优 抚 优 待 、关 爱 帮

扶 ”等 ，打 破 原 有 壁 垒 ，新 兵 入 伍 一 起

送、退役返乡一起接、日常关怀一起访，

“一部两站”同向发力，联合做好国防动

员、拥军优属等工作，打造融合发展的

坚强堡垒。

前不久，该区军地组织各乡镇（街道）

武装部部长、退役军人服务站和国防动员

工作站工作人员到大桥镇观摩学习，为下

一步在全区推广“一部两站”融合建设提

供经验借鉴。

浙
江
省
嘉
兴
市
南
湖
区
探
索
﹃
一
部
两
站
﹄
融
合
共
建
模
式

阵
地
融
合
建

担
子
一
肩
挑

八
月
上
旬
，来
自
复
旦
大
学
、吉
林
大
学
等
高
校
的
八
名
优
秀
学
生
赴
吉
林
省
延
边
朝
鲜
族
自
治

州
，开
展
以
﹃
眼
前
有
山
河
、心
中
有
家
国
﹄
为
主
题
的
系
列
实
践
活
动
。
图
为
学
生
们
在
延
边
军
分
区

荣
誉
室
聆
听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讲
述
战
斗
故
事
。

侯
俊
晓
摄

近日，新疆伊犁军分区组织民兵专业分队集训。图为民兵操作无人机运输

补给弹药。 狄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