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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清晨，天还未亮透，四川省内

江市东兴区石子镇七星村的田间地头

已是一片忙碌。

村民王柴芳和乡亲们一起在千亩

天冬种植园除草、施肥，汗水顺着额头

滑落。“以前种地看天吃饭，现在跟着合

作社种天冬，分红加务工一年下来能挣

2 万多元！”王柴芳抹了一把额头的汗，

高兴地说。

七星村是东兴区人武部的结对帮

扶村。当时这个村的情形，让该人武部

帮扶干部记忆犹新：“荒地多、经济作物

单一、产业不兴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

外出务工。”如何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的

生机？该人武部请来农业专家深入调

研。他们查看土壤质地、检测分析土壤

肥力和成分，运用专业仪器测量光照时

长和强度。“这里地势起伏，土壤富含

氮、磷、钾等矿物质；气候温润，无霜期

长，非常适合种植天冬这类中药材。”农

业专家的结论，让人武部和村民们看到

了致富的希望。

说干就干，该人武部迅速行动，一

方面组织人员走访调研市场情况，一方

面筹措资金，用于土地复垦、种苗采购

以及道路、灌溉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

协调药业公司与该村签订协议，成立种

植合作社。他们还争取上级支持，积极

打造中药材产业“绿色品牌”“生态品

牌”，提高中药材市场竞争力。

短短几年时间，该村的天冬种植已

成规模。“天冬种植联农带农，因地制宜培

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昔日的传统农业村

落已成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现代化新

农村。”该村党支部书记童开荣骄傲地说。

谈及第一次领取分红，村民刘有付

抑制不住嘴角的笑意。“那天村支书喊

我去办公室，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打开

一看，里面装着 1327 块钱。”种了一辈

子地的刘有付反复数了好几遍，“这可

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钱！我现在不仅

每年能拿到分红，还在合作社务工领工

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为了带动更多村民致富，在人武部

指导下，该村采用“村集体+农户”的发

展模式——村民认领荒地种植天冬，村

集体提供技术指导和统一销售服务。

这一模式让村民们尝到了甜头，曾经无

人问津的“撂荒地”，摇身一变成了“聚

宝盆”。童开荣告诉笔者，随着育苗技

术的逐渐成熟，今年的天冬种苗比往年

长势更好，存活率更高。

天冬不仅是一味药材，还能制茶、

入酒，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在人武部牵

线搭桥下，该村在天冬深加工上下功

夫，提高产品附加值。目前，已成功推

出天冬蜜饯、天冬酒、天冬膏等 4 大类

26 种产品，市场反应良好，已形成集种

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天冬种植产业发展起来了，收入多

了，外出务工的村民也陆续返乡。“在家

门口就能赚到钱，不用再四处奔波。”村

民刘兴兵今年春节回家过年，看到家乡

天冬产业发展红火，决定留下来“大干

一场”。如今他已加入合作社，通过认

领和承包的方式，签下 42 亩地。站在

希望的田野上，刘兴兵干劲十足，满眼

都是丰收的期许。

“在中药材产业带动下，村子各项

建设不断进步，先后获评区、市、省三级

乡村振兴示范村，中草药成了致富新

品牌。”该人武部领导说，接下来，人武

部将协助村子建设村史文化馆，将七星

村的发展和变迁一一呈现，让更多的人

了解发生在这里的奋斗故事以及军民

鱼水深情。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武部助力帮扶村发展特色产业—

中草药成为致富新品牌
■张明锋 刘振鸿

清明时节，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学生走进烈士陵园，缅怀先烈、致敬英

雄。 张伟涛摄

本报讯 王志刚、特约记者荣俊运

报道：3 月以来，辽宁省沈阳警备区创

作的情景式思想政治教育课，通过“线

上 +线 下 ”方 式 ，在 驻 军 部 队 、干 部 群

众、基干民兵中推开，取得良好社会效

益。

战争年代，火线入党后在日记本

郑重写下“此生别无憾，铁心跟党走”，

并用一生践行的离休老干部；面对现

实和梦想之间的落差，在雷锋精神感

召下，校正军旅坐标和奋斗方向、一次

次 突 破 自 我 的 普 通 士 兵 ；刺 骨 寒 风

中，眼含热泪向迎归第十一批在韩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烈 士 遗 骸 车 辆 敬 礼 的

官兵……这堂课由 11 个故事组成，以

沈 阳警备区官兵为原型创作，用舞台

剧形式呈现，既反映了老一辈共产党

员“重责任、敢担当、讲奉献”的实干精

神，也展示了新时代青年官兵精武强

能、建功军营的青春风采。一则则鲜

活的故事、一个个立体的剪影，直击心

灵、引人深思。

“这堂课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兵演

兵、兵唱兵、兵说兵，集艺术性、群众性

于一体，让人耳目一新。”聆听教育课的

沈阳市教育局局长高翔深有感触地说，

这是一堂引人入胜的教育课，让人产生

强烈的思想和情感共鸣。

“刚入伍时，我感到每天都做同样

的工作，渐渐滋生了‘身在平凡岗位，干

得再好也没多大出息’的想法，和剧中

那名士兵有着类似经历。”下课后，该警

备 区 某 干 休 所 下 士 杨 朝 淞 仍 沉 浸 其

中。他说：“看到剧中那名士兵改变错

误想法，努力拼搏进取，在平凡岗位取

得突出成绩，我进一步认识到，只要状

态满格，在哪里都能发光。”

育 人 者 先 育 己 。 一 堂 好 的 教 育

课 ，受 教 育 的 不 仅 仅 是 听 课 人 ，还 有

授 课 人 。 多 次 在 舞 台 剧 中 出 演 角 色

的 某 干 休 所 文 职 人 员 王 宇 鹏 深 有 感

触地说：“每次登台演出，我都对所扮

演的角色更多一分了解，被他身上不

改 初 心 、不 忘 使 命 的 奋 斗 精 神 感 动 ，

激 励 我 立 足 本 职 岗 位 ，作 出 更 大 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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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这座充满苗族特色的小楼，就是

黄学珍老人的家。90 年前，红军曾在

这里驻扎……”清明假期，重庆市彭水

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黄家镇热闹非凡，游

客纷至沓来，感受这座“红色小镇”的独

特魅力。

1934 年 5 月，贺龙、关向应率红三

军冒雨攻打彭水县城，在黄家坝（今黄

家镇）驻扎。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影

响，当地的老百姓纷纷躲了起来。饥肠

辘辘的红军战士在黄学珍家中生火做

饭，临走前留下 6 升黄豆，写下字条贴

在门板上，“老板：我们吃了你半坛咸

菜，几根大葱，烧了你几根柴，共补你黄

豆六升。红七师机炮连一排”。黄学珍

回家后一眼就看到了这张字条，十分感

动。他特意买来一张门神图盖住字条，

精心保护起来。

“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不

仅要学习他们敢打敢拼的精神，还要像

他们一样诚实守信、廉洁奉公、孝老爱

亲！”在该镇先锋社区一组的一处院坝

里，党员、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共忆革

命传统、共叙发展成果。这是该镇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发动民兵通过苗寨

龙门阵、院坝会等形式，传播红色文化

的一个场景。

“红色资源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

富，更是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该县人

武部领导介绍，县军地有关部门将黄学

珍的老房子改造为重庆红军历史陈列

馆，并将红三军司令部驻地旧址打造成

“红军街”，邀请专家全面系统梳理黄家

镇红色历史脉络，以走访亲历者后代、

记录口述历史、影像留存等方式，抢救

性挖掘史实资料。2022 年，他们以重

庆红军历史陈列馆和“红军街”为基础，

聚力打造红色旅游小镇，并推出“走红

军路、登红军山、唱红军歌、观红军馆、

游红军街、品红军饭”的集研学、观光、

体验、教育为一体的红色文化主题精品

旅游路线，将周边的战斗遗址、革命旧

址等红色旅游资源串联成线。

随着黄家镇的名气越来越大，慕名

前来的游客日益增多，当地群众也吃上

了“旅游饭”。漫步在该镇“红军街”，一

家红色文化主题餐馆生意红火。正忙

活的退役军人田小杰笑着告诉记者，退

役后，他在人武部帮扶下回乡创业，开

了这家餐馆，不仅提供餐饮服务，还销

售灰豆腐、辣椒等当地土特产。“到了旅

游旺季，村民售卖土特产和苗族传统手

工艺品的收入很可观。”田小杰说。

古色古香的吊脚楼与迎风飘扬的

红旗交相辉映，布满岁月痕迹的石板路

与红色故事壁画融为一体……游客在

黄家镇游玩参观的同时，潜移默化接受

红色文化熏陶。

“这次旅行不仅体验了苗族的传统

文化，品尝了特色美食，还学习了当地

红色历史，意犹未尽，以后有机会还要

来。”游客吴先生对这次在黄家镇的所

见所闻赞不绝口。

“将红色文化融入苗族小镇，发展

红色文旅，为村民拓宽了增收致富渠

道。”该镇先锋社区党支部书记黄小华

介绍，当前，他们正在打造集红色文化

教育、苗乡风情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文

创街，推出苗绣车间、苗家酒坊、红色

历史阅读教育、苗食餐饮等特色体验

活动，把“红色小镇”的旅游名片越擦

越亮。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军地携手打造旅游小镇—

红色游拓宽增收新渠道
■本报记者 赵晓菡

在广西南宁市人民公园旁，有一家

别具一格的螺蛳粉店。这家粉店最吸

引人的地方并非店铺招牌，而是一面贴

满南海岛礁简介的“国防墙”。顾客下

单后，还会领到印有海军舰船知识的取

餐卡。

“164 号 ，请 取 餐 ，送 您 一 张 征 兵

宣传单！”前不久，笔者慕名走进这家

小 店 ，点 完 餐 后 没 多 久 ，服 务 员 便 将

热 气 腾 腾 的 螺 蛳 粉 盛 在 订 制 的 迷 彩

花纹大碗里端上桌，同时递上一张征

兵 宣 传 单 。 一 边 品 尝 香 辣 浓 郁 的 螺

蛳 粉 ，一 边 阅 读 手 中 的 征 兵 信 息 ，这

种 新 颖 的“螺 蛳 粉 +征 兵 宣 传 ”模 式 ，

悄然间打动了众多食客。

店铺老板陈竞升是一名海军退役

老兵，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南宁市国

防教育义务宣传员。正午时分，几名

中学生进店用餐，等餐间隙，指着“国

防墙”上的简介交流起来。陈竞升见

状，放下手头的活，走上前介绍：“这是

渚碧岛，是我国南沙群岛中面积第二

大的岛礁……”陈竞升曾驻守南海岛

礁 8 年，对那些岛礁十分熟悉，讲解起

来滔滔不绝。

2007 年，陈竞升退役返乡后，自主

创业经营一家粉店。粉店主打“迷彩招

牌”，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店铺，

吸引越来越多的食客光顾。

看到陈竞升为学生讲解国防知识，

一旁的老顾客笑着打趣：“看看，来这里

吃粉，还能学习国防知识，这性价比就

是高！”

一碗家常螺蛳粉升腾的热气里，氤

氲着一名退役老兵的滚烫情怀。

一碗螺蛳粉 滚烫国防情
■付绪纯 梁韵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