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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0日凌晨，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
舟腾飞、天宫迎客，人们的目光又一次聚焦祖国的航天事业。

一段时间来，某网络购物平台上的“航天助农馆”也备受关
注，100多种来自军队帮扶地区的农副产品销量喜人。

消费帮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重要举措，对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和低收入人口增收，促进特
色产业提质增效，激发振兴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以来，军队各级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革命
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农副产品销售、流通、生
产各环节堵点难点问题，积极发挥部队优势，助力帮扶地区农副
产品打造地方品牌、走上网络平台、拓宽产品销路，努力带动多地
群众创收增收，迈向致富之路。

深秋时节，重庆南山的桂花开得正

好，空气里甜香弥漫。山下的小巷中，一

间三合院里传来欢声笑语：“爷爷，再给

我讲讲您和解放军叔叔的故事吧！”

走进院内，记者看到正房门口挂着

“双拥陈列室”门牌，一位耄耋老人正与

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讲述自己走进军

营拥军的见闻。

老人名叫贾紫焰，在重庆经营一家

桂 花 酒 厂 ，是 当 地 远 近 闻 名 的 拥 军 模

范。这间“双拥陈列室”便是由他创立，

展陈着当地爱国拥军的故事、开展慰问

活动的照片，也记录了贾紫焰大半辈子

的拥军故事。

20 世纪 80 年代，贾紫焰开展生猪养

殖，是当地有名的养猪大户。1989 年春

节，贾紫焰在随拥军慰问团到驻军部队

慰问时，了解到由于物资供应紧张，官兵

正为过节的肉食犯愁。回到家，他和家

人商量将自家的猪送给部队官兵改善伙

食，家人当即表示支持。

“年轻时，村里放露天电影，我们最

爱看的就是《英雄儿女》。”贾紫焰说，他

知道家人会支持自己，“我们都明白，能

过上现在的日子，是因为子弟兵守护着

祖国的安宁。”

贾紫焰租来货车，打着“猪肉送到哪

里去，送给亲人解放军”字样的旗子，将

两头生猪送到驻军部队营区。此后每逢

春节、八一建军节等节日，贾紫焰都会到

驻军部队慰问。有段时间，市场遇冷，养

猪场经营困难，亲朋劝他暂时把拥军的

事缓一缓，贾紫焰不为所动，他说：“生意

可以亏本，拥军不能停步。”

后来，贾紫焰又经营起桂花酒厂。

近年来，在南岸区民政局、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支持下，贾紫焰先后为南岸籍立功

受奖官兵、驻军部队立功受奖官兵设立

奖励基金；2008 年，他联合 30 多家个体

户，成立了重庆首个个体劳动者拥军慰

问团；2022年，又牵头成立南岸区爱国拥

军促进会。2016年，贾紫焰被表彰为“全

国爱国拥军模范”。

“双拥陈列室”里的一张张照片、一

幅幅奖状，记录了贾紫焰多年来拥军的

足迹。这些年来，“双拥陈列室”迎来一

批又一批参观者，广泛传播南岸人爱国

拥军的故事。

几年前，贾紫焰接到一位朋友的电

话，说自己的孙女听说贾紫焰拥军的事

迹，想来“双拥陈列室”参观。贾紫焰将

自己多年来参加拥军活动的照片等一一

展示，讲述拥军路上的苦与乐。老人多

年来写下的拥军感言、部队官兵表达谢

意的锦旗，让小姑娘深受触动。在家人

支持下，她用攒下的压岁钱，在夏季购买

板蓝根、藿香正气水等药品，辗转送给驻

军部队官兵。她还加入了南岸区爱国拥

军促进会，小小年纪就成为一名热心的

“拥军人”。

自己拥军的故事带动年轻人走上拥

军路，贾紫焰深感欣慰。“希望有更多人

来‘双拥陈列室’参观，了解爱国拥军的

传统，加入拥军的队伍。”贾紫焰说。

如今，贾紫焰的小女儿和女婿也参与

到拥军的事业中，践行着老人的诺言——

“拥军事业要代代传，一直做下去”。

南山下，桂花馥郁经年如昨，拥军情

怀卅载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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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货出山

打造响亮品牌

近几年，各类新式甜品的走俏让广西

荔浦市大地村的村民们尝到了“甜头”。

2023 年 12 月 ，荔 浦 市 举 办 荔 浦 芋

文化节，“航天英雄”翟志刚应邀参加，

为当地农副产品做宣传。

“荔浦芋是荔浦的特色农产品。‘航

天英雄’来参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荔

浦芋的知名度。现在我们芋头产业示

范基地出产的芋头销量可观。”广西荔

浦市委宣传部领导表示。

一直以来，许多脱贫地区生产的农副

产品受到生产规模、运输成本等因素制约，

虽然品质优秀，但产量有限，收益不高。

“近年来我们开展‘太行山货进联

勤’消费帮扶行动，依托联勤保障部队单

位数量多、保障范围广的优势，批量采购

太行山区农副产品。”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政治工作部办公室主任说，“在帮扶过程

中，我们发现山区有不少地理标志产品，

但产业化程度还不够高。”

为此，联勤保障部队某部开展消费

帮扶“一站式服务”，组织官兵到乡村帮

采摘、帮分拣、帮运输。在河北省、河南

省等多个对口帮扶村，他们扶持成立 6

个农村合作社，建起 3 个食品加工企业，

拉动农副产品产业升级。

“我们回族村的‘小车牛肉’有 300

多 年 历 史 ，一 直 没 走 出 农 村 。 这 几 年

部 队 不 仅 大 量 采 购 ，还 支 持 村 里 建 立

合作社，让我们的产品卖到了省会，知

名度越来越高 ，效益也越来越好 。”河

南省博爱县西关村党支部书记沙国庆

说。

发 掘 优 质 产 品 ，擦 亮 山 乡 品 牌 。

军 事 航 天 部 队 政 治 工 作 部 在 考 察 各

帮 扶 村 产 业 发 展 实 际 基 础 上 ，在 重 庆

市 奉 节 县 白 茶 产 地 援 建 千 亩 航 天 茶

园 ，在“骑在羊背上的县 ”山西省岢岚

县 援 建 大 型 养 殖 场 ，打 造“ 致 富 领 头

羊”品牌。

“这些帮扶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切实增加了当地群众的收入。”军事航

天部队政治工作部干事说，“我们仰望

星空，也脚踏实地。航天人有能力将飞

船送上太空，也有责任帮助群众过上好

日子。”

饮水思源

讲好老区故事

“红安苕粉 50 斤、鸡蛋 4000 个、菜

籽油 1000 斤……”

打开笔记本，密密麻麻全是订购信

息。“为响应‘消费帮扶金秋行动’，军械

士官学校专门为我们镇开设了消费帮

扶专场，这都是学校和学员们订的货。”

看到来自老区的农副产品在军校里大

受欢迎，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镇农副产

品直销负责人陈光明干劲十足。

开设消费帮扶专场的是陆军工程

大学军械士官学校，该校对口帮扶的红

安县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

“大别山区的革命历史一向是我们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陆军工

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领导介绍，“凝聚着

老区人民辛勤与汗水的农副产品走进校

园，有助于增进学员们对老区生产生活

情况的了解。”

走出老区的农副产品，承载的不仅

是群众致富的期盼，还有老区的红色情

怀。

打开“井冈甄选”APP，武警江西总

队吉安支队一级上士李伟强一眼就看

到“井冈山上南瓜香”的宣传语。

“每次看到这些，都让我想起那首

著名的红色歌谣。”李伟强说，“红米饭，

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毛委员和我

们在一起，餐餐吃得精打光……”

红米、茄子、竹荪、蜂蜜等来自井冈

山地区的农副产品，包装上都印有红色

元素，带着鲜明的“老区印记”。

“革命战争年代，井冈山人民付出

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开

展‘心系老区、情暖井冈’消费帮扶活动，

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让老

区红色文化和老区产品一起走进大众

视野。”武警江西总队领导说。

通过 APP 的军人军属优惠端口，李

伟强为远在福建的家人购买了一批江

西特产。

“来自革命老区、‘第二故乡’的农

副产品，对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等回到老家，我也要给家人讲讲红军吃

红米饭、喝南瓜汤坚持闹革命的故事。”

李伟强说。

“搭台唱戏”

线上线下发力

10 月 18 日，第九届世界硒都硒产品

博览交易会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开幕。引人注目的是，湖北省军区

在这个展会上也有“一席之地”。

“湖北物产丰富，各地都有地理标志

产品。”湖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陈干事

说，“为了更好推介帮扶地区农副产品，

我们遴选 169 家企业、312 类地域特色产

品进入‘鄂’有好货目录库，形成一地一

品目录清单。这次我们展销了武陵山区

的部分富硒农副产品，为帮扶村拓宽销

路。”

2023 年以来，除了助推“鄂”有好货

帮扶农副产品入驻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网络销售平台、协助农户通过直播开启

网络销售外，湖北省军区还巧借湖北省

设立文旅专项基金、开办特色节会活动

的“东风”，开辟“鄂”有好货帮扶农副产

品新的线下销售途径。

麻城菊花节、宜昌柚子节、恩施采

茶节、江陵油菜花节……通过主动协调

当地有关部门，湖北省军区助力“鄂”有

好 货 帮 扶 农 副 产 品 多 次 参 加 节 会 展

销。据统计，今年已有 68 种帮扶农副产

品参与节会集中展销。

近几天，军事航天部队定点帮扶的

多个村镇都在筹备参加“乡村振兴 航

天助力”消费帮扶大集。

“ 去 年 我 就 决 定 了 ，今 年 还 要 参

加！”2023 年 11 月，重庆市奉节县南天村

党支部书记田宗兰和村民一起来到北

京航天城参加消费帮扶大集。渝味农

副产品走进航天城，村民们都颇为自豪。

“我们的大集既有零售也能批量订

购。”军事航天部队政治工作部干事说，

“邀请帮扶村村民来到大集，有助于增进

军民感情、密切军地关系，提振大家对乡

村振兴的信心。”

今年，山西省岢岚县团城村的村民

带上了秋收的土豆、新榨的沙棘汁来参

加大集。他们改编了民歌《圪梁梁》，准

备在大集上演出——“对坝坝那个圪梁

梁上那是一个谁，那是帮咱们致富振兴

的解放军亲人……”

（张帅军、陈丹、谢红军、何宗卯、本

报特约通讯员陈一琛参与采访）

图①：通过消费帮扶行动，河南省

博爱县西关村特产“小车牛肉”端上联

勤保障部队官兵餐桌。

牛 惠摄

图②：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学

员在校园超市消费帮扶专区选购商品。

姚 瑛摄

图③：10 月 12 日至 13 日，湖北省军

区在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道百瑞景

社区开展帮扶农副产品进社区专场推

介活动。

粟 毅摄

图④：北京航天城“我们的太空”新

媒体中心开展“乡村振兴 航天助力”公

益直播，销售帮扶地区农副产品。

李 鑫摄

本版制图：扈 硕

心系振兴 情暖乡亲
—人民军队积极参与消费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纪事

■本报记者 王 钰

10 月 24 日，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

门前，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八一小学学

生整齐列队。

虽然年纪尚幼，但学生们身姿挺拔、队列

有序。黄继光烈士的侄子黄拥军受邀参加活

动，为大家讲述黄继光烈士事迹。随后，学生

们列队在浮雕前献上鲜花。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但黄继光烈士的

故事我很熟悉。”五年级学生李奕横说，“我

们学校是少年军校，老师经常为我们讲述英

烈故事。”

“少年军校，不仅要严格纪律规范、注重

体能锻炼，更要引导学生了解革命历史、学习

国防知识。”汶川八一小学副校长袁敏说，学

校和军队有不解之缘，建设少年军校是顺理

成章的事。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人 民 子 弟 兵 迅 疾 出 动 ，奋 战 在 抗 震 救 灾 一

线。当时，原第二炮兵某部担负汶川县水磨

镇中心小学附近的抢险救灾任务，满目废墟

的校园刺痛了官兵的心：没有了学校，孩子们

怎么办？6 月，该部官兵主动提出出资重建学

校。新的教学楼于 2008 年 11 月 17 日奠基，

2009 年 7 月 31 日落成。新校园不仅展示了

“军队速度”，也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镌刻在新汶川的大地上。从此，水磨镇中

心小学更名为汶川八一小学。

“这是我校的历史，也是我校的优势。”袁敏

说，这段经历，让师生对军队有一种特殊的情

结。“然而，按照标准建设少年军校，当初我们也

面临不少难题。”袁敏告诉笔者，汶川县地处偏

远，驻军单位和红色场馆都比较少，开展国防教

育实践的机会不多。在汶川县人武部的支持

下，通过与其他少年军校开展交流等，这几年学

校摸索出“四个一”模式，即每年邀请驻地高校

退役大学生士兵开展一次国防实践活动，到辖

区外驻军单位或红色场馆开展一次研学之旅，

邀请英雄模范或汶川籍优秀军人举办一场国防

讲座，组织观看一次红色电影。这次参观黄继

光纪念馆，就是“四个一”活动中的一项。

这些年来，火箭军接续帮扶汶川八一小

学，多次为学校捐资更新教学设备，并在学校

设立奖学金、助学金。汶川县人武部积极协

调帮助学校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多次组织学

生到红色场馆和军营参观。

前不久，汶川县南部学区国防教育实践

与体验活动在汶川八一小学举行。

在国防讲座上，老师既讲述了革命战争

年代我军将士的英雄事迹、战斗精神，也介绍

了我军现有的先进武器装备。感悟“气”与

“钢”，让五年级学生王茗玥对国防、对少年军

校学生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

“去年我去军营参观时，军营里有一面墙

上写着‘今天我们能打仗吗？今天我们能打

胜仗吗？’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学习，长大后

为了国家像黄继光烈士那样不怕牺牲，就一

定能够打胜仗。”王茗玥说。

右图：10月 24日，汶川八一小学学生参观

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并在浮雕前敬献鲜花。

李 恒摄

山 里 有 所“ 少 年 军 校 ”
—走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八一小学

■李 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