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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版责任编辑 司李龙

仲秋时节，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美仁大草原一望无垠，牛羊成群，清澈

的小河蜿蜒曲折。位于草原深处的该

州合作市那吾镇麻岗村，农牧民正抢抓

晴好天气，忙着采挖、分拣、装运中药

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我家种了 20 亩唐古特大黄，长势

很好，今年市场收购价也不错。”一大

早，村民索南才让来到自家地里，开始

采挖大黄。他说：“大黄是一种传统名

贵中药材，其中唐古特大黄品质最好，

是甘肃药材‘五朵金花’之一，备受中药

材市场青睐。”

麻岗村种植中药材大黄，缘于对口

帮扶的合作市人武部会同村“两委”对村

集体产业的重新定位。“一直以来，村民

的收入主要依靠畜牧养殖和农业种植。

随着黄河上游农牧业绿色发展战略的深

入推进，传统产业规模有序收缩，年轻人

外出务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集体

产业亟待转型。”村支书才让扎西说。

麻岗村地处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

的过渡地带，属于典型的半农半牧区，

自然条件较差，经济结构单一。结对帮

扶之初，该人武部致力发展牛羊养殖、

青稞种植、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随着

退牧还草、退耕还林的逐步实施，调整

产业布局、拓宽增收渠道、持续推动全

体村民增收致富，成为摆在人武部官兵

面前的新课题。

如何实现产业转型？该人武部和

村“两委”多次召开“诸葛亮会”，组织人

员走访调研市场情况，并请农牧专家实

地勘察，研究产业发展规划。“当地海拔

高、紫外线强、黑土层深厚，是种植中药

材的沃土。”该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与

村“两委”研究决定，采取“试点先行、因

地制宜、稳步推进”的模式，发展中药材

种植产业。同时，他们组织产业发展带

头人赴友邻市、县参观学习，动员村民

利用歇地荒地试种大黄。经过 3 年严

格管护、精心种植，该村收获 150 多吨

大黄药材，打开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

模式，拓宽了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随着中药材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该

人武部联合村“两委”成立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让村民以土地承包、劳力务

工等方式入股，既壮大村集体经济，又

保证村民有稳定收入。目前，该村种植

唐古特大黄上千亩。

“ 成 立 合 作 社 ，村 民 是 最 大 受 益

者。去年我家种植的大黄卖了 6 万多

元，今年的收成比去年还好，大家打心

里 感 谢 党 、感 谢 政 府 、感 谢‘ 金 珠 玛

米’。”村民扎西草说，“以前年轻人大都

出去打工，现在不出村就能挣到钱，还

能照顾到老人和小孩。”

受麻岗村中药材种植产业的发展

带动，临近的勒秀、卡加曼等村子也相

继成立合作社，村民实现稳定增收。如

今，大黄种植成为甘南草原名副其实的

富民产业、支柱产业。

久久为功，必有所成。在军地各级

大力帮扶下，麻岗村党支部一班人团结

带领全村村民不断壮大优势特色产业，

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一幅山清水秀、

景美人勤的壮美画卷，在高原藏乡徐徐

铺展。

甘肃省合作市人武部助力麻岗村发展中药材种植—

产业转型，高原藏乡景美人勤
■许明强 唐家慧

深秋时节，笔者一行穿越戈壁、翻过

山岭，来到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阿图什市迈丹村。村子主干道旁，一

幢幢富民安居房整齐有序。村子中央，

有一座圆形基座的高大石碑，石碑正反

两面是两行红色大字：“永远感恩共产

党”“世代铭记解放军”。碑顶是一个红

色的五角星，在蓝天白云下分外耀眼。

迈丹村距离边境线直线距离仅 10

余公里，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抵边村，村

民依托天然牧场，世世代代以放牧为

生。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产业相对落

后，不少村民守着金山讨饭吃。挂钩帮

扶迈丹村以来，克孜勒苏军分区积极响

应党和国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号召，聚焦少数民

族特色产业发展，依托当地资源帮助迈

丹村走出一条产业振兴之路。

迈丹村水草丰富，畜牧养殖优势明

显，但养殖方式粗放、落后，村民养殖的

牛羊缺乏良种、肉质不佳。为此，该军分

区积极对接地方政府和相关援疆企业，

精准制定“一村一品、一村一策”帮扶计

划，与村“两委”研究决定发展特色畜牧

业和手工艺品制作产业，帮助村民增收

致富。他们筹措资金引进柯尔克孜黑

羊、西门塔尔牛等优质品种，并采用冷配

技术对牛羊品种进行改良。同时，他们

还通过开办边民夜校，邀请养殖专业人

员传授养殖技术，帮助村民提升专业知

识。经过官兵和村民共同努力，截至

2023年底，迈丹村牲畜存栏近 2万头。

为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该军分区

想方设法帮助迈丹村拓宽产业结构，增

强村集体自身“造血”能力，壮大村集体

经济。迈丹村村民制作的传统刺绣手

工艺品做工精细、图案精美，在当地很

受欢迎，可由于销路不畅，没有形成产

业化。2020 年，该军分区多方考察后，

筹措资金帮助迈丹村建起地毯厂、刺绣

厂，为妇女提供在家门口就业的平台。

村民古丽米热·买买提说：“我在家门口

上班，每个月有稳定收入，生活多了一

份保障。”

为解决运输成本高、销路不畅等问

题，该军分区协调有关部门开通惠民驿

站，通过“疆货专柜进军营”和“消费扶

贫”等举措，帮助村民拓展销路。他们

指导村里建立“互联网+”营销体系，通

过直播带货、特色产品推介，帮助小农

户对接大市场，并发挥“五星杨专柜”品

牌效应，把迈丹村的刺绣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他们还协调驻军部队按市场价

定向采购村民种植养殖的农产品，打通

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

军民广场上，拉家常的老人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放学归来的学生们尽

情追逐嬉闹；惠民驿站里，村民正忙着

把打包好的牛羊肉、特色手工艺品发往

全国各地……漫步在迈丹村，电脑店、

烤包子店、快餐店等商铺一家挨着一

家，一幅产业兴、村民富、人气旺的美丽

乡村画卷在祖国边疆徐徐展开。

该军分区以“一村一品、一村一策”

为抓手，助力帮扶村发展特色产业，形成

品牌效应，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在该军

分区和所属部队帮扶下，克青孜村建起

酸奶加工厂，带动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阿孜汗村拓展无花果特色产业，打造“无

花果之乡”旅游品牌，让越来越多的村民

走上“特色产业+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致

富路。

业兴则民富，民富则边固。如今，

日子越过越红火的迈丹村村民大力支

持边防建设，他们自发成立护边巡逻

队，协助守防官兵发现处置突发情况，

维护边境安全。牧民艾山江·玉素甫

说：“是解放军帮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守护好祖国的每一

寸土地。”

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助力迈丹村发展特色产业—

一村一策，边境小村业兴民富
■刘一铭 孔祥萌

本报讯 李昊轩、陈俊峰报道：“感

谢部队的培养，我一定让儿子在部队继

续好好表现，做出更大的贡献。”10 月

11 日，辽宁省开原市业民镇富强村宋

宇轩家喜气洋洋。接过军地领导送来

的立功喜报和证书，宋宇轩的父亲宋艳

军满脸喜悦。

“开原市是一片红色热土，崇军尚

武氛围浓厚，适龄青年参军热情高涨。”

该市人武部领导介绍，近年来，全市累

计有 217 人次在部队立功，其中从业民

镇参军入伍的青年有 23 人次立功。

业民镇是以烈士安业民的名字命

名的小镇。1958年，开原籍战士安业民

在 一 次 战 斗 中 壮 烈 牺 牲 ，年 仅 21 岁 。

1969 年，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决

定，在英雄家乡以英雄之名成立业民公

社，安业民出生地四寨子村改名为业民

村。1999年，开原市业民镇政府在业民

村建立安业民事迹展室，2014年重新修

缮后命名为安业民烈士纪念馆。

2021 年，业民镇适龄青年吴博入

伍到武警河南总队某支队。由于工作

实绩突出，去年他荣立三等功。“我的爷

爷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多次荣立战

功 ，我 的 父 亲 服 役 期 间 荣 立 三 等 功 4

次。我从小就向往军营，家人也希望我

能延续爷爷和父亲参军报国的荣光。”

吴博说，“我一定不负家人的期望，在军

营建功立业。”

去年 5 月，在北部战区海军某部服

役的李伟鑫，在专业比武中取得优异成

绩，荣立三等功。这是李伟鑫第三次立

功。李伟鑫的爷爷、父亲和叔叔都曾是

军人，叔叔李利服役时荣立二等功、三

等功各 1 次。业民中学教师宋艳军说：

“李利和李伟鑫都是业民中学的学生，

他们上学期间深受英烈精神的感染和

熏陶，从小立志以英雄为榜样，长大后

参军报国。”

在开原市，涌现出一批立功家庭

的，还有周建华烈士牺牲地——李家台

镇。1937 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第一

军第三师政治委员周建华率领部队转

战开原、西丰、清原三县交界的夹皮山

时，与日军遭遇。战斗中，周建华不幸

中弹牺牲。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

周建华安葬在李家台镇西南沟村。近

年来，李家台镇先后有 28 人参军，11 人

次立功受奖。李家台镇五道岗子村张

宪荣老妈妈先后将自己的两个弟弟、一

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送到部队，其中大弟

荣立二等功 1 次、二弟荣立三等功 2 次，

儿子和孙子分别荣立三等功。她说：

“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周建华带领抗

联队伍打鬼子的故事，我要是男孩也会

去参军保家卫国。”

“开原籍官兵扎根军营、矢志精武的

坚定信念，是红色精神薪火相传的真实

写照。”该市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定期

组织适龄青年到安业民烈士纪念馆、周

建华烈士墓和战斗遗址等实地参观，激

励他们在军营实现人生理想。他们还通

过英雄事迹上灯箱、敲锣打鼓送喜报等

方式，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提升军人军属荣誉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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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红军、任昶骏报道：近

日，宁夏永宁县人武部组织民兵专业分

队赴驻军某部训练场，与部队官兵联合

开展支援保障应急抢修训练。该人武

部领导介绍，组织民兵分队与驻军部队

开展挂钩联训，旨在提高民兵分队遂行

任务能力。

训练展开前，该人武部以“快速恢

复机场道面应急起降功能”为课题，与

部队官兵一起采取图上研究与现地勘

察相结合的方式，反复推敲训练细节，

研究联教联训方案，并根据支援保障需

要明确人装数量、岗位分工、装备型号

等事项。训练中，他们重点围绕解决上

得去的问题，按照准备、实施、展开 3 个

阶段，突出物资筹措、装备操作和物资

装载等模拟训练，提高民兵分队实案化

机动准备能力。他们还深入研究遂行

任务时机、背景与要求，组织针对性训

练，让民兵熟悉内容程序，掌握方法要

领，确保遇有紧急情况能够迅即出动。

为提高训练质量，该人武部先后

3 次集中讨论支援保障预案，采取“图

上推演、实景模拟、实兵检验”的方法，

重点研练指挥程序、联合抢修的方法

对 策 。 他 们 还 采 取 边 训 练 、边 研 究 、

边 总 结、边提高的方式，总结出“精准

勘察评估、有序快速抢修、适时调整部

署、前伸支援保障”的支援保障方法。

为检验训练成果，该人武部设置多

个课题，与驻军部队联合组织支援保障

演练。演练结束，他们立即组织复盘，

针对存在问题研究整改措施，并调整训

练计划，对短板课目进行“回炉”，促进

民兵训练水平提升。日前，该县参训民

兵全部通过考核，民兵专业分队应急支

援保障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宁夏永宁县人武部着力提升民兵遂行任务能力

挂钩联训补齐短板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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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武部邀请某干休所医护人员，开展送医送

药、义诊咨询活动，为群众解答健康问题。 葛成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