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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的天山脚下，北风凛冽，呵气

成霜。

“呜——”崇山峻岭间，一列满载货

物的中欧货运班列在精河—伊宁—霍

尔果斯铁路（以下简称精伊霍铁路）上

疾驰而过，新疆尼勒克县苏古尔站管段

民兵护路分队队长王天寿迅速抬起右

手向列车敬礼。目送列车远去，搓了搓

被冻得通红的脸颊和耳朵，王天寿招呼

着队员们继续巡逻。

精伊霍铁路是新疆第一条电气化

铁路，也是中国连接中亚地区的一条交

通大动脉。这条象征着希望与发展的

“钢铁驼队”见证了“一带一路”的日益

深化，也见证着苏古尔站管段民兵护路

分队的护路时光。

“ 王 队 长 ，巡 逻 中 要 注 意 哪 些 情

况？”新加入护路队的队员迪力夏提第

一次沿铁路线巡逻，一路上新奇又兴

奋，提了不少问题。

“我们要时刻警惕各种可能出现的

安全隐患，仔细观察铁轨及边坡是否有

损坏，周边是否有异常情况，一旦发现

问题，立即采取措施，确保铁路经济大

动脉的安全畅通。”王天寿一边带队前

行，一边耐心向新队员介绍自己的巡逻

经验。

王天寿是护路队发展的见证者。

2009 年，苏古尔站管段民兵护路分队

成立，2012 年，王天寿担任分队队长。

建队之初，管段的荒凉与艰苦，超出了

王天寿的想象。狂风肆虐，沙尘漫天，

让人睁不开眼；营地房屋老旧、暖气管

道损坏，半夜经常被冻醒。面对艰苦环

境，王天寿不抱怨、不放弃，带领一茬茬

护路队员战天斗地，把苏古尔站管段民

兵护路分队建设成了北疆护路先进分

队。

巡线是护路队员最重要的工作。

看 似 简 单 的 工 作 ，要 想 做 好 并 不 容

易。在长达 20 公里的巡防路段，队员

需要每天在铁路上走几个小时，遇到

恶劣天气或牧民转场时，需要 24 小时

连续巡线。

2015 年 11 月的一个夜晚，王天寿

和往常一样，带着护路队员进行夜间巡

逻。当他们巡逻至博堤塔勒德特大桥

时，赫然发现桥下有非法采挖沙子的人

员和设备。

“那一次，真是让人后怕。如果没

能及时发现，非法采沙可能会导致路基

沉陷，给线路带来严重隐患，后果简直

不堪设想！”回忆起那次经历，王天寿仍

心有余悸。发现情况后，他们立即取证

上报并上前制止，告知对方行为的危害

性，确保了铁路的运行安全。

春去秋来，王天寿和队员们穿梭

在崎岖的山路上，巡逻在铁路沿线，见

证无数趟中欧班列从这里驶过。他们

认真仔细地检查每一段铁轨，检查每

一个信号设备，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

存在的隐患，只为确保中欧班列能安

全通行。

“确保铁路畅通就是我们的职责！”

巡逻返回的路上，王天寿边用工具敲打

铁轨两侧的护网，边介绍巡逻还需要注

意的事项。不远处的铁轨上，列车的轰

鸣声、车轮和钢轨碰撞发出的咔嚓声，

恰似古丝绸之路悠悠驼铃的回响。

上图：巡逻中，苏古尔站管段民兵

护路分队队长王天寿向列车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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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清民、曾磊报道：近日，

河南省固始县人武部联合地方相关部

门组成军地工作组，对照河南省军区下

发的“四好”基层武装部创建考评细则，

深入辖区 33 个乡镇街道武装部“考帮

建”，推进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

“基层武装部是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建设的落实末端，实现强军目标，基

础在基层，活力在基层。”前不久，该县

人武部领导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基层武

装部建设存在运行不规范、标准不统

一、软硬件配套不完备等问题。为此，

他们联合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逐条逐

项逐要素细化规范，采取“以点带面、分

类抓建、逐步推进、整体达标”的方法，

层层分解指标任务，压实具体责任。

山 头 一 座 一 座 攻 ，难 题 一 个 一 个

解。他们定期召开碰头会，定时举行推

进会，晒进度、明责任；注重样板引领，

对照“四好”基层武装部创建考评细则，

确定两个基础相对较好的单位先行试

点；在物资器材配套上，结合辖区担负

的应急维稳任务，重点补充完善应急器

材装备；在队伍建设上，紧抓政治教导

员队伍、专武干部队伍和民兵党员队伍

建设。通过集中力量帮抓帮建，让大家

学有榜样、干有标准、抓有制度。

笔者在该县蓼城街道和陈淋子镇

看到，改造升级后的武装部设施配套、

装备齐全，数百件应急物资器材摆放有

序，相关的规章制度上墙公示。

据介绍，为解决基层武装部规范化

建设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该县人武部领

导分片帮抓帮建，破解个别基层武装部

办公设施陈旧、库室狭小等问题；积极

争取建设经费，统一规范库室设施建

设，为应急民兵连配置风力灭火机、冲

锋舟等物资器材；采取走出去的办法，

多次组织专武干部到兄弟单位参观见

学，把建设标准纳入专武干部培训内

容，把建设进展纳入月评、季报告讲评

制度。

该县人武部领导表示，全县将继续

坚持平时督导与定期联检联评相结合

的方式，推动武装工作提质增效，同时

采用量化考评体系进行规范化建设达

标考核，确保基层武装建设相关工作如

期达标。

河南省固始县凝聚军地合力推动武装工作提质增效

考核找问题 帮建见实效

本报讯 南增强报道：初冬时节，

笔者走进甘肃省通渭县第三铺乡郭坪

村，放眼望去，黄芪田里机械轰鸣，多

台黄芪收获机来回穿梭，村民们正在

加紧采收，浓浓的药香味扑鼻而来，沁

人心脾。

“我家种了 25 亩黄芪，长势很好，

今年市场收购价也不错。”村民姚金峰

一大早就来到自家地里采挖黄芪，他高

兴地告诉笔者，黄芪亩产 2000 斤，每斤

2.6 元至 3 元，“比种玉米、小麦要多挣

不少”。

郭坪村种植中药材，缘于通渭县人

武部会同村“两委”对村集体产业的重

新定位。过去，该村村民主要种植玉

米、小麦。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

务工，村里劳动力不足，加之种植传统

农作物收入低，如何调整产业布局、拓

宽增收渠道、持续推动全体村民增收致

富，成为摆在各级面前的新课题。

结对帮扶以来，通渭县人武部和村

“两委”多次召开协调会，结合全镇产业

布局，组织人员走访调研市场情况，并

邀请县农机中心专家实地考察，研究产

业发展规划。

“当地气候干而不燥、凉而不阴，光

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中药材

种植。”经过调研，该人武部与村“两委”

研究决定，采取“村委+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五位一体的模式，发展黄

芪中药材种植产业。同时，他们组织产

业发展带头人赴邻县参观学习，动员村

民利用撂荒地试种黄芪，并发动村里的

退役军人和民兵成立产业发展志愿队，

无偿进行田间管护。

为推动黄芪产业发展壮大，该人武

部还先后投入资金购买大型拖拉机和

配套深松旋耕一体机等设备，改善种植

和收割条件。

黄 芪 收 成 好 了 ，如 何 销 售 出 去 ？

该县人武部积极协调，搭乘军委国防

动员部 2024 年“消费帮扶金秋行动”快

车，帮助村民拓宽黄芪销路。同时，他

们探索“军地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

益”的路子，协调县域内黄芪产业加工

基地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打

造“跨区域协作”帮扶模式。他们还依

托省市中医药资源优势和环境条件，

积极打造中药材产业“绿色品牌”“生

态品牌”“特色品牌”，提高中药材市场

竞争力。

黄芪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的收入

多了，外出务工的村民陆续返乡。如

今，以姚金峰为代表的村民，带头发展

特色产业，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

望。黄芪这种具有温补益气功效的药

材 ，成 为 当 地 农 户 走 上 致 富 路 的“ 良

方”。

甘肃省通渭县人武部助力帮扶村发展中药材种植

悠悠黄芪香 致富有“良方”
图①：近日，陆军某部组织退役士兵向军旗告别仪式。老兵们满怀不舍，向军

旗敬礼。 莫王烨摄

图②：近日，在海军某大队，退役老兵家属为丈夫摘下标志服饰。 储诚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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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2 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了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 万同

胞惨遭杀戮。第二年春天，人们在战

争废墟上，发现了一种倔强盛开的紫

色野花，其勃勃生命力如同南京城坚

韧 顽 强 的 性 格 ，于 是 为 它 取 名‘ 紫 金

草’……”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来临之际，“2024 紫金草行动思政课”

走进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

中学怡康街分校，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金城学院的志愿宣讲员胡焱琦，向学

生 们 介 绍 紫 金 草 背 后 蕴 含 的 历 史 记

忆。随后，学生们郑重佩戴紫金草徽

章，在紫金草形状的贴纸上写下寄语。

2014 年，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前，为深切缅怀惨遭日军屠

戮的遇难同胞，唤起人们对和平的向往

和珍视，江苏省南京市以紫金草为载

体，发起“紫金草行动”公益活动。此后

至今，南京每年组织“紫金草行动”，配

合开展家史征集、丛葬地寻访、系列公

开课、故事分享会等活动。目前，“紫金

草行动”已吸引来自全球 14 个国家和

地区超 2 亿人次参加线上公祭，发放超

过 20 万枚紫金草徽章，越来越多的人

把紫金草徽章佩戴在胸前，传递美好的

和平愿景。

当年，还是一名大三学生的孙祥国

参加首次“紫金草行动”，前往紫金草徽

章发放点当志愿者。毕业后，担任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辅导员的孙祥

国，又成为“紫金草行动”进校园的联络

者、组织者。

“如果我们青年一代，不去传承这

段历史，等到我们的下一代又有谁去讲

述呢？”孙祥国说，他每年都会带领学生

策划公祭相关活动，2018 年，他和学生

一起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紫金草行

动”专题话剧，600 人的报告厅坐得满

满当当。表演结束后，全场起立自发鼓

掌，掌声持续几分钟，这给了他更多继

续坚持下去的信心。

在距离南京 700 多公里外的湖南

岳阳，彭竹英老人则用自己的方式支持

着“紫金草行动”。

2019 年，时年 91 岁的彭竹英顶着

严寒，乘坐 4 个多小时的火车来到南京

参加“紫金草行动”历史公开课。老人

一生历经磨难，9 岁因细菌战致盲，15

岁被日军掳走遭遇暴行，一生无儿无

女。那一次，是她第一次踏出岳阳。平

日里，彭竹英从不抱怨生活的磨难与不

公，但在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口述历

史时，向来平和的老人情绪激动，几度

落泪。

“我在战争中受到了磨难，受尽了

屈辱，希望世界和平，没有战争，希望年

轻人团结一致。”彭竹英质朴的嘱托让

现场年轻人为之动容。佩戴着紫金草

徽章，彭竹英一遍遍触碰着记忆的伤

痛，只为诉说见证，警示后人。

这些年，“紫金草行动”通过线上种

植、线下播种、骑行、寻访丛葬地、口述

历史等形式，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张

强就是其中一位。

2017 年，来自南京市 12 家单位的

200 余名工作人员，从五台山遇难同胞

丛 葬 地 出 发 至 太 平 门 遇 难 同 胞 丛 葬

地，以骑行接力总路程 12.13 公里的形

式，悼念 30 万遇难同胞。张强作为南

京公共自行车公司的职员，在协调骑

行车辆之外，自发策划丛葬地公祭活

动，通过折纸、播种、诵读等形式铭记

历史。此后，每年公祭日前夕，她都会

主动找到“紫金草行动”主办方积极参

与活动。

2020 年，南京市在莫愁湖公园设

立象征和平的紫金草花园，张强一有时

间就会去看看。她说：“我总念着我播

过的种子、翻过的泥土，如今第一批撒

下的种子已结出和平之花，希望每个来

公园的人看到这些花都能想起背后的

历史。”

“紫金草行动”开展了整整 10 年，

今年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南京广播电

视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紫金草

行动”创新活动形式，在线下播种、线上

互动等特色活动基础上，在线上推出

“紫金草行动”公益服务平台。记者登

录 APP 看到，该公益服务平台分为“新

闻”“铭记”“服务”“互动”4 个部分，人

们除了可以在线了解国家公祭相关最

新资讯，学习国家公祭主题公益课程，

还可以参与志愿宣讲、家史讲述、线下

寻访等互动活动。

“线上种植紫金草”活动也在该平

台正式上线。人们可以在纪念地图上

选择播撒种子的地点进行播种，种植

完成后，即可获取电子证书和实体徽

章兑换二维码。该平台运维负责人介

绍，凭借此二维码可以在线下 12 个领

取点免费兑换徽章，为 2024“紫金草行

动”助力。

传播南京大屠杀史实，让更多人

深刻体会“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的责

任和担当，是“紫金草行动”发起的初

衷。今年，“紫金草行动”的覆盖面进

一步扩大，延伸至大中小学校园和重点

企事业单位，推出“2024 紫金草行动思

政课”，面向全市选拔宣讲志愿者，组建

“紫金草宣讲团”。今年以来，宣讲团多

次走进南京市大中小学校，结合青少

年各学段的认知能力调整讲课内容，

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与互动，深化青

少年群体对历史的了解，激发爱国热

情与责任担当。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这些年，有

从 4 岁就参加“紫金草行动”的紫金草

女孩，有坚持传递和平之声的日本词

作家，有把紫金草徽章带到全国各地

的游子，有把紫金草的故事带回东帝

汶的留学生……紫金草向阳而生，这

朵紫色小花已开遍全球多个国家和地

区，传递着对和平的向往与期待。

左上图：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

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学生将和平寄

语贴在主题黑板报上。 徐 俊摄

连续10年开展公益行动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金陵古城，“紫金草”向阳而生
■徐 俊 缪 露 本报特约记者 张永祥

安徽省泗县

军属有了优待证件
本报讯 纪洋洋报道：近日，安徽省

泗县军地联合举行军属证颁发仪式。此

前，该县军地广泛听取军属意见，通过军

地会商明确军属证使用范围，并细化相

关优待措施。据了解，军属凭该证件可

以在全县享受景点免门票、乘坐公交车

免费、公立医院优先就诊等优待。

贵州省纳雍县人武部

组织民兵比武考核
本报讯 王庆泽报道：近日，贵州省

纳雍县人武部组织民兵比武考核，来自

19 个乡镇街道的民兵齐聚比武场，围绕

军事理论、现场急救、装备抢修等 10 个

课目展开激烈角逐，在贴近实战的环境

中激发练兵备战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