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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行驶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

县的乡村公路上，道路平坦通畅，两侧

农田、村庄交替闪现，养殖户、种植户、

运输户忙碌的身影往来穿梭，俨然一

幅充满活力的乡村画卷。

道 路 旁 ，竖 着 一 块 引 人 注 目 的

标语牌——“人武部助力道路通，乡

村发展活力涌；干群齐心产业兴，繁

荣新和展新容”。

“是这条路改变了我们社区。”新

和县城北社区村民吾斯曼·阿不都说，

以前新和县有首歌谣，“新和新和路难

行，贫困日子何时停……”

那时，进出新和县的道路崎岖难

行，各乡村生产的农产品运输成本高，

招商引资也很困难。

乡村道路是乡村振兴的“动脉”。

新和县人武部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

调，筹措资金修路。

“修路那段时间，人武部官兵也加

入了施工队伍，大家一起挖土方、填石

料、铺沥青。想到这是为乡亲们开辟致

富路，不少人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肯休

息。”新和县人武部领导说。

经过半年多艰苦奋战，新和县终

于有了一条平坦宽阔的柏油路。承载

村民致富梦想的新路通车那天，村民

们敲起锣鼓跳起舞，热闹非凡。

道路通，产业兴。如今在道路沿

线眺望，成片的养殖基地、种植大棚生

机勃勃。走进设施齐全的养殖基地，

鸽子遍地，牛羊肥壮，养殖户们干劲

十足。

“这片养殖基地是人武部产业帮

扶的成果，现在养殖产业已成为县里

的重要支柱。”回想当年发展养殖业的

经历，库木鲁克艾日克村村民艾合买

提·吐尔逊感触很深。

结 对 帮 扶 之 初 ，人 武 部 邀 请 养

殖 专 家 对 县 里 的 气 候 、环 境 特 点 进

行分析，提出发展鸽子、牛羊养殖的

建 议 ，同 时 采 取“ 企 业 + 合 作 社 + 农

户 ”的 模 式 ，陆 续 引 进 优 良 品 种 、先

进 养 殖 技 术 和 管 理 经 验 ，形 成 养 殖

产 业 链 。 3 年 后 ，鸽 子 、牛 羊 养 殖 效

益显著，养殖产业年收入可观，村民

喜笑颜开。

2022 年，面对市场需求变化和养

殖成本上升的情况，人武部再次邀请

专家到新和县调研养殖产业“优化升

级”。消息传开后，有村民质疑：“现

在养殖效益不错，为啥要升级呢？不

知道升级后会不会增加成本、影响收

入？”

“要想持续增收，就要紧跟市场。”

人武部领导耐心向村民解释，“现在市

场对鸽肉、牛羊肉的品质要求越来越

高，优化品种、改进养殖方式，才能提

高竞争力。”

为打消村民顾虑，人武部官兵和

专家带领村民赴现代化养殖基地考

察。在听取介绍、实地察看养殖情况

并了解收益前景后，村民们心里有了

底，养殖产业升级工作有序推进。

今年 3 月，新和县首届养殖成果

展示会举行，吸引众多商家前来洽谈

合作，网络直播间的订单数量喜人。

为助力乡村振兴，人武部官兵跑

遍 了 新 和 县 的 各 个 乡 镇 ，感 到 新 和

县 的 传 统 建 筑 、传 统 节 日 、民 间 技

艺 、民 俗 活 动 蕴 含 着 丰 富 的 文 化

资源。

“人武部官兵和我们一起研究，把

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好，不仅能丰

富大家的精神生活，而且是一大笔财

富。”依其艾日克乡宣传委员古丽仙·

艾山说。

以维吾尔族麦西来甫为切入点，

人武部组织人员深入乡村挖掘文化遗

产 ，整 理 和 创 作 麦 西 来 甫 曲 目 30 多

首，让幸福歌声在新和县的座座村庄

唱响。

“自从县里有了‘路’，发展越来越

迅速。”艾合买提·吐尔逊说，人武部为

县里打通了致富路、产业路、幸福路，

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采访结束离开新和县时，城北社

区文化广场上飘扬着欢快的新歌谣：

“新和家乡变了样哟，军民团结情谊长

嘞，融合发展谱新篇哟，致富路上创辉

煌嘞……”

上图：新和县人武部人员（左）帮

助村民设置直播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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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电子地图，放大，再放大……

反复操作几次，屏幕的一片湛蓝中

终于出现一个小白点。蓝，代表海洋；

白，代表陆地。

这是南部战区海军某部三级军士

长张孝伟正带着学生们辨认祖国南海

的座座岛礁。他指着的小白点名叫中

建岛——他已经在此驻守了 19年。

10 月下旬，湛江南海学校举办“我

和我的南海”故事分享会，10 余名来自

南海岛礁的驻岛官兵应邀讲述守岛的

故事。

讲述中，师生们每提到一座曾在新

闻报道中听说过的岛礁，张孝伟总能点

开地图立刻准确找到岛礁的位置。茫

茫大海中，一座座岛礁小得几乎难以

辨认，它们是师生憧憬的远方，也是张

孝伟熟稔的坐标。

当学生们好奇地询问岛上的生活，

张孝伟停顿了一下。如果真要描述的

话，那里高温、高湿、高盐，有着常人难

以想象的孤独。但他和战友们很默契，

在他们的讲述中，岛礁就是心中的“诗

和远方”——

那里有地球上最美的海，站岗时，望

着满天繁星，仿佛一伸手就能触摸到；有

时鱼群浩浩荡荡游过来，鱼鳞反射的光

像水里的一道彩虹；站在礁上眺望，远处

常有帆影，那是渔民们世世代代在“祖宗

海”耕耘守望……听着官兵的描述，“天

涯海角”这个词，在学生们心中一点点生

动起来。

从岛上赶来，张孝伟和战友们要乘

坐交通艇、轮船、汽车、火车等多种交通

工具。一路辗转的过程，被张孝伟形容

为“漂洋过海来见你”。在“漂洋过海”

的行李中，他们特地带来了 3 面国旗，6
瓶海沙。

海沙，是官兵从不同岛礁上取回来

的。张孝伟说，他想告诉学生们，海沙虽

在岛礁上随处可见，却很珍贵，就像祖国

的海疆虽大，一寸也不能丢。

活动中，官兵和湛江南海学校的师

生一起，将曾在三沙升起的国旗高高升

起。向着国旗敬礼时，师生们看到，由于

曾在岛上风吹日晒，国旗旗面已有些许褪

色。

沧海孤岛之上，常年高温、高湿、

高盐。只要一年，哨楼的铁板就会锈

穿。可是守岛官兵却坚守在那里，有

的人一守就是大半辈子。

升旗仪式后，湛江南海学校教师

潘艳娥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恶劣的自然环境，可以腐蚀铁板，可

以改变礁石的颜色，却无法改变军人

的本色。”

“天涯哨兵”走进校园
■莫馥瑜 本报特约记者 雷 彬

面朝大海，极目远眺。

位于祖国大陆南端的广东省湛江

市，扼守半岛，遥望海南。多年来，湛江

市与南部战区海军积极开展教育共建，

在国防教育、阵地建设、军人子女教育

优待、退役军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

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共建学校挂牌“岛礁班”

“遥远的岛礁离我们
的心很近”

和海军官兵一起将“永兴岛班”的

标牌挂在门口，湛江南海学校七年级一

班学生们的脸上写满自豪。

10 月 24 日，湛江南海学校举行首

批“南海岛礁班”揭牌仪式。学校遴选

10 余个班级，以永兴岛、中建岛、赤瓜礁

等南海岛礁为班级命名。

“ 我 校 从 2019 年 起 与 南 部 战 区 海

军 共 建 ，这 几 年 共 同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双

拥 活 动 ，增 强 学 生 国 防 意 识 ，引 导 学

生 爱 军 拥 军 。”湛 江 南 海 学 校 副 校 长

蔡 伟 红 说 ，这 次 命 名“ 岛 礁 班 ”，是 希

望 进 一 步 增 强 学 生 们 对 南 海 岛 礁 的

了 解 ，密 切 学 生 与 守 岛 官 兵 间 的

联系。

“我们是岛礁班的学生，这些遥远

的岛礁离我们的心很近。”“永兴岛班”

学生陈竹说。

命名“岛礁班”，是广东省湛江市今

年开展的教育双拥系列活动之一。在

湛江市多所中小学校，都有海军官兵配

合开展的国防教育活动。

重回自己的母校湛江第一中学，南

部战区海军某舰干部张世纪回忆起读

高中时的情形——高考前 100 天，在学

校组织下，同学们纷纷在一面旗帜上写

下自己理想的大学。长长短短的大学

名 称 中 ，张 世 纪 毫 不 犹 豫 地 写 下 两 个

字：军校。

“我上小学的时候，曾跟家人去港

口登上海军湛江舰参观，那时就被军舰

深深吸引住了。”张世纪笑着说。

时光不负少年志。张世纪考上海

军大连舰艇学院，如愿成为人民海军的

一员。

张世纪讲述的追梦故事，赢得湛江

第一中学学生们的热烈掌声。

“播下爱国拥军的种子，将来一定

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南部战区海

军 政 治 工 作 部 干 事 李 槟 介 绍 ，教 育 双

拥 系 列 活 动 ，还 包 括 邀 请“ 军 人 父 母

进 课 堂 ”、设 立“ 国 防 教 育 班 ”、举 办

“ 我 和 我 的 南 海 ”故 事 分 享 会 、举 行

“ 海 军 开 放 日 ”活 动 等 。 学 生 们 通 过

参 加 丰 富 的 活 动 ，厚 植 家 国 情 怀 ，增

强国防意识。

国防教育基地形成矩阵

“ 一 边 是 厚 重 的 历
史，一边是光明的未来”

今年 4 月，人民海军成立 75 周年之

际，南部战区海军联合湛江市举行舰艇

开放活动。一名小男孩登上军舰后，指

着通用垂直发射系统问道：“这里面可

以装核弹吗？”

这一问被记录下来，“稚子问核”的

视 频 迅 速 火 遍 全 网 ，网 友 们 纷 纷 留 言

“后生可畏”“少年强则国强”。

7 岁男童的提问，折射出全民国防

意识的提高。在湛江，全市形成由军事

文化博览园、革命烈士陵园、双拥公园、

双拥街道共同组成的国防教育矩阵，为

全民国防教育提供有力支撑。

2022 年，湛江军事文化博览园建成

开园，园区展陈人民军队从抗日战争时

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使用过的多型武器

装备。

自军事文化博览园建成以来，88 岁

的原空军特级飞行员田欣民就常常来

到这里，在歼-6 战斗机前讲述自己的

战斗故事。湛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

拥工作科科长于岩岩介绍：“田老义务

开展国防教育已有 30 多年，他以亲身经

历讲述人民军队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触动了许多干部群众的心。”

教 育 的 阵 地 在 陆 地 ，也 在 海 上 。

2020 年，第一代湛江舰光荣退役，部队

将战舰移交给湛江市，作为开展国防教

育的阵地。今年年初，湛江舰上演灯光

秀，以绚丽光影生动展现英雄战舰战风

斗浪的辉煌历程。

2021 年，新一代“湛江舰”入列。一

段时间，新老两代“湛江舰”同时停靠在

湛江海湾大桥两侧。两代战舰“同框”，

有市民评论“一边是厚重的历史，一边

是光明的未来”。

一级军士长李宝富先后在两代湛

江舰上服役。今年 10 月，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 75 周年舰艇开放活动中，李宝富向

登 舰 市 民 讲 述 湛 江 舰 逐 浪 深 蓝 的 故

事。李宝富说：“湛江人民情系‘家乡

舰’，坚持重大节日走访、重大任务慰

问。我们一定不负厚望，在远海大洋留

下壮美航迹。”

合力打造系列培训工程

“到大海上，还能再
干一番事业”

水温、酸碱度、投喂数量……在海

上智能养殖平台“海威 2 号”上，操作员

黄建斌紧盯屏幕，通过智能设备仔细检

查鱼群生长状况，记录数据传回公司。

黄建斌是一名退役军人。退役后，

他找过好几份工作，但始终不如意。“因

为 没 有 技 术 ，在 招 聘 市 场 上 吃 了 很 多

亏。”回想求职经历，黄建斌感慨道。

为使退役军人顺利转变身份，实现

就业，湛江市加强与南部战区海军的沟

通，积极开展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技

能培训、学历提升等工作。

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建

议下，黄建斌参加退役军人学历提升计

划，顺利拿到大专学历，成功应聘到湛

江一家军创企业。入职后，黄建斌又参

加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企业共同

举办的退役军人“海洋牧场”订单式就

业技能培训班，系统学习海洋养殖专业

知识。仅一年时间，他就成长为项目负

责人。

“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到大海上，还

能再干一番事业！”黄建斌说。

湛江市的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

颇具地方特色。退役军人杨皓聪参加

“浪花计划”退役军人船员培训后，在海

上找到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浪花计划”是湛江市依托港口城

市优势，联合广东海洋大学、湛江海事

局举办的退役军人船员培训，以“政府+

高校+企业+退役军人”的职业技能培

训模式，实现培训学员参训即上岗，退

役军人入学即入职。

除“海洋牧场”“浪花计划”外，湛江

市还推出“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农村

电商”等培训工程，着力打造“湛江军

创”品牌。近年来，湛江市与南部战区

海军合作，从退役军人职业技能教育到

转业军人入职教育、拥军支前教育等，

累计培训退役军人近万人。

图①：10 月 24 日，南部战区海军某

部官兵和湛江南海学校学生共同为“永

兴岛班”挂牌。

江晓卫摄

图②：海军湛江舰。 杨 捷摄

图③：湛江军事文化博览园内，原

空军特级飞行员田欣民为学生讲述战

斗故事。 顾桥红摄

图④：位于湛江军事文化博览园海

军退役装备展区的第一代海军湛江舰。

陈 星摄

心向大海 播种梦想
—南部战区海军与广东省湛江市探索推动新时代双拥工作实践

■何铁城 本报记者 王凌硕 特约记者 雷 彬

双拥影像

近日，信息支援部队某部组织官兵来到驻地附近村庄，开展志愿服务、

为民义诊。 曹天瑞摄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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