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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正好，春意正浓。放眼广袤乡村，处处生
机勃勃。

近日，作为践行人民军队宗旨的重要举措，军
队系统进一步深化消费帮扶工作，为推动军队支
持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

振兴路上，军民同行。近年来，军队各级深入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创新新时代拥政爱民载体

路径，有力支持培育乡土特色品牌，拉动内需促进
区域经济循环，以爱民为民的情怀、兴农强国的担
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群众稳定增收。日前，军
委有关部门向国家发改委推荐 2024年军队系统消
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优秀典型案例。让我们走近
受到推荐的 4家军队单位，一窥人民军队以消费帮
扶为抓手、有力推动乡村振兴的系列举措。

子弟兵的新答卷子弟兵的新答卷
—军队系统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选登 4 月 15 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光

荣院内，杨桃花老人早早起床，对着镜

子，把齐耳的短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穿

上年前新买的紫色条纹外套，仔细抚平

衣褶。布鞋也是新的，蓝色丝绒泛着一

点微光。

这天，是杨桃花 90 岁生日。

坐在桌边，杨桃花擦了擦桌上的相

框。相框里是儿子江小明 22 岁时的照

片——1979 年，江小明在一次作战中牺

牲，年仅 22岁。

江小明已走了 40多年，可每到杨桃

花生日，总有很多“小明”来为她祝寿。

江小明生前战友、一等功臣刘亚军

来了。他紧握着杨桃花的手说：“我和小

明一起上过战场，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妈

妈。妈，您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来自九江市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三八红旗手马小立来了。“我们开展志

愿服务，多次来看望过杨妈妈。我早已

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马小立说。

93 岁的九江籍抗美援朝老兵周天

佑，通过视频为杨桃花送上祝福：“大妹

子 ，你 养 育 了 一 个 好 儿 子 ，他 是 好 样

的。你是伟大的母亲，祝你身体健康。”

志愿者和爱心人士也来了。“我们

都是‘小明’。”他们围在杨桃花身边，唱

起赞颂烈士的歌曲、点亮象征心愿的蜡

烛、为妈妈盛上一碗长寿面……被大家

簇拥着，杨桃花欣然许下生日愿望。

杨桃花的房间里，江小明烈士当年

的军装仍挂在墙上，与军功章和烈士照

片一同陪伴着母亲；客厅里，一声声或

沧桑或稚嫩的“妈”，是每个“小明”对母

亲的同声呼唤。

生 日
■林小强 孔 颖

“爸、妈，今年你们把八一建军节

前后的时间空出来，有个惊喜要送给

你们……”

几天前，陆军某旅干部余沛和父母

通电话，向他们“预告”好消息。

余沛口中的“惊喜”，指的是上海

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组织的“军功章的

荣耀——立功官兵看上海”活动。自

2017 年起，该基金会坚持在八一建军

节前后组织驻军部队立功受奖官兵和

家属游览上海这座“光荣之城”、创新

之城。

去年，余沛参加上级组织的重大活

动，在教学课目演示中表现突出，荣立

二等功。今年，余沛和家人将受邀参观

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体验红色之旅，登

上东方明珠电视塔、搭乘“双拥号”游轮

纵览城市风貌。

除立功受奖官兵和家属外，该基金

会还邀请优抚对象、退役军人参加“万

人看上海”活动，8 年来参加者已达近

10 万人次。

让立功受奖官兵享尊崇，为广大优

抚对象送关怀，是基金会成立的初衷。

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市有 50 多万优抚

对象，在住房、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均有

优抚需求。“政府保障是‘大灶’，但还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要凝聚社会力量

对有特殊困难的优抚对象开些‘小灶’、

做些补充。”1995 年 4 月，响应上海市

委、市政府号召，按照国家、社会、群众

三结合的优抚对象生活保障制度，上海

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

“部队有所需，我们尽所能。”成立

以来，该基金会每年组织看望烈士家属

并发放慰问金；为生活有困难的伤残退

役军人免费办理“沪惠保”托底保障；启

动“双百十”人才培养工程助力驻军部

队官兵提升学历等，2012 年被表彰为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进入新时

代，基金会落实“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要求，大力推进崇敬公益服

务体系建设。2020 年 7 月，上海市拥军

优属志愿服务总队成立，设立 7 个区域

性崇敬公益志愿服务联盟。

上海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

服务队奉贤区队队长韩佩伦介绍，他们

每个月末都会组织队员分组到奉贤区

烈士陵园、李主一烈士纪念碑等 5 处烈

士纪念设施开展志愿服务。每逢清明

节、烈士纪念日，服务队还负责组织群

众祭扫活动，向长眠于此的革命先烈表

达敬意。目前，上海市所有区均已成立

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实

现了对烈士纪念设施的“守护全覆盖”。

当年，一位老干部在基金会成立

之初题字“固我长城，卫国卫民”，以示

勉励。30 年来，该基金会以爱国拥军

的实际行动，守护着这座“光荣之城”

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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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疆疏勒县石榴村的一家丝

织车间，古丽（维吾尔语，意为花朵，

代指少女）们站在操作台前，手指灵巧

翻飞，一匹匹花纹精美的艾德莱斯丝

绸从她们的手中流淌而出。

艾德莱斯，是维吾尔族的一种特

色织造工艺，传承已有千年，但也存

在款式传统、销路单一等问题。

“ 年 轻 人 宁 愿 去 外 地 的 工 厂 打

工，也不愿学祖辈的手艺。”疏勒县人

武 部 政 工 科 科 长 叶 军 良 回 忆 ，2021

年，全县掌握艾德莱斯丝绸织造技艺

的匠人不足百人。

走访调研中，军地工作人员发现，

疏勒县 12个乡镇散落着数十家手工作

坊。因缺乏品牌和渠道，绚丽的丝绸

“藏在深闺人未识”。

“何不整合资源，让非遗‘老树’

生‘ 新 花 ’？”人 武 部 推 出 系 列 举 措 ，

邀 请 技 艺 传 承 人 到 各 作 坊 指 导 ，革

新 纹 样 设 计 ；整 合 零 散 作 坊 成 立 合

作 社 ，统 一 质 量 标 准 ；协 调 注 册“ 榴

之花”双拥系列品牌，将丝绸等特色

产品纳入销售经营范畴。

如今，在合作社的特色产品展厅

里，丝绸、罗布麻茶等产品琳琅满目，

每件产品的包装上，都印着醒目的“榴

之花”标志——一朵绽放的石榴花，寓

意“军民团结之花常开”。

在新疆军区协调下，“榴之花”产

品 走 进 军 营 超 市 、入 驻 国 家“832 平

台”，更借力电商东风，让新疆特产搭

上了“云端快车”，销往全国各地。

“消费帮扶不是简单地‘买’，而是

用好军队优势资源，激活乡村发展内

生动力。”新疆军区领导说。

23 岁的白克木拉提·阿力买买提

大学毕业后返回故乡疏勒县开起了网

店。他受到“榴之花”品牌启发，设计

出艾德莱斯丝绸纹样的手机壳、车载

香囊等产品，在网上很受欢迎。

“老手艺得以传承保护，加上新创

意让民族特色工艺焕发光彩，市场大

着呢！”白克木拉提说。

新疆军区

擦亮品牌“榴之花”
■郭建军 韩 正

在浙江省仙居县埠头镇十都英村，

74 岁的药材种植户王田友一大早就往

自家的药田赶。今年王田友家种了 15

亩元胡、贝母、白术等中药材，眼下最重

要的就是做好田间排水和病虫害防治，

让药材有个好收成。

王田友告诉笔者，他种了 30 多年

的中药材。早些年，他每年种 20 多亩

药 材 ，可 是 收 入 只 有 5 万 多 元 。 2023

年，仙居县建设中药材集中收购、加工

增值产业链。第二年，王田友的收入就

翻了一番。

“这得感谢部队，他们不光帮我们

提高种植技术，还帮我们把产品纳入

‘神仙大农’区域品牌，价格提高了不

少。”说到收入增加，王田友笑得合不

拢嘴。

十都英村地处浙东南山区，是浙江

省军区定点帮扶村。结对帮扶以来，省

军区充分发挥协调军地的制度优势，助

力仙居县打造“神仙大农”农产品区域

品牌，推动消费帮扶落地到村、带动到

镇、联动到县。“神仙大农”农业发展公

司负责人介绍，目前品牌已涵盖仙居县

9 大类、300 余款优质农副产品，覆盖全

县 85%农户，农户户均增收 3.5 万元。

“大家看，这是我们自己晒的笋干，

纯手工制作，吃着放心……”

周末清晨，埠头镇埠头村水韵文化

广场热闹非凡，部分村民在这里直播销

售，有村民一天成交量达到 300 多单。

农副产品销售是“富口袋”的“最

后一公里”。省军区积极用好浙江电

商市场成熟、配套完善等优势，积极助

力“ 神 仙 大 农 ”品 牌 上 线 网 上 购 物 平

台，为乡村特色产品销售开辟绿色通

道。他们依托阿里等电商学院培育村

镇“新锐农播客”，帮助孵化出 50 余名

本土本地致富带头人，多措并举助力

畅通销路。

“部队搭建平台，通过直播让我们

埠头的农副产品走出大山，打响‘埠八

样’品牌，村民又多了一份收入。”仙居

县一家果蔬专业合作社经理徐伟亚说。

浙江省军区

直播带火“埠八样”
■郑花青 张沈欣

“帐篷枕着青山绿水，把甜蜜的话

儿悄悄地讲……”阳春三月，春光明

媚，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上门限石

村，由信息工程大学援建的康养旅游

项目“清羽帐篷露营基地”正式营业。

伴着悠扬的歌声，村民们热情迎接远

道而来的八方游客。

营地主打五台山“星空+野趣+慢

生活”体验，提供购物、娱乐等一站式

服务，“康养游”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

玩。“游客多了，我们当地的土特产手

工台蘑、农家蔬菜杂粮等绿色食品成

了抢手货。”农家特产店里的村民高

兴地说。

参加帮扶工作的信息工程大学工

作人员告诉笔者，露营基地运行首月

就迎来 1000 余名游客，以文旅消费带

动当地群众就业创业和增产增收。

“这个村子毗邻五台山风景名胜

区，以种植养殖为主业。这几年我们帮

助当地优化了牛羊养殖、杂粮加工等传

统产业，还利用邻近五台山景区优势，

重点培育打造康养旅游、乡村民宿等特

色文旅项目。”这位工作人员说。

为确保当地特色农产品有稳定销

路，信息工程大学用足用好定向采购

等政策，与帮扶村签订供应保障协议，

构建清单化、精准化、长期化采供模

式。他们还依托军营超市、家属区便

利店、学员宿舍楼等设立帮扶村农副

产品销售专区、帮扶产品自助售卖机，

推动帮扶村物美价廉、品质优良的农

副产品走上官兵餐桌、走进军人家庭。

去年 8月，信息工程大学工作组专

门到上门限石村考察调研，对帐篷露营

基地项目的可行性与地方领导进行充

分论证。如今，露营基地正式开业，为

上门限石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村民杨爱清在外工作多年，今年

春节回家过年，看到村子日新月异的

变化，他决定不再外出打工：“部队既

帮咱们改善村容村貌、又帮咱们发展

特色产业，我们一定要加油干，把家乡

建设得更美好！”

信息工程大学

八方客来“康养游”
■孟 强

谷雨时节农事忙。在陕西省旬邑

县新昌村，油菜花田里蜂忙蝶舞。村

民张敏学熟练地驾驶农机，在田里来

回穿梭。

“一开春，今年的菜籽油就都被订

完了。”张敏学告诉笔者，这批菜籽油已

被空军军医大学预购。

“ 今 年 我 们 种 了 100 亩 油 菜 。”新

昌村党支部书记王子阳说，村民们的

信 心 ，源 于 空 军 军 医 大 学 的 倾 力 帮

扶，“种植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不怕没

有销路。”

帮立支柱、帮畅渠道、帮塑品牌，

是 空 军 军 医 大 学 总 结 出 的 消 费 帮 扶

“金点子”。“摸清当地特色、发展优势、

群众期盼，才能真正帮出成效。”空军

军医大学政治工作处负责人介绍，为

了找准产业增长极，这几年他们坚持

“一村一案”做调研，先后 10 余次与村

委会、村民磋商，定期组织需求对接、

情况反馈，为旬邑县新昌村量身定制

支柱产业，形成以油菜、苹果、小麦种

植为主，菜籽油、面粉加工、苹果物流

转运为辅的农业格局。

有了产业基础，跟着便是销路。空

军军医大学通过制定消费帮扶产品目

录，指导所属机构伙食单位应季应时、

能采尽采。同时，他们还在校园超市开

设“蓝天专柜”，施行“免房租、免佣金、

免招标”优惠政策，为帮扶村农副产品

进军营搭建绿色通道。

不仅帮采买，更帮建品牌。空军军

医大学利用学校融媒体，适时宣介帮扶

村农副产品。仅今年春节期间，帮扶村

特色农副产品线上线下销售额就超 100

万元，成为军队消费帮扶特色品牌。

“感谢军医大学的帮扶，这几年我

家靠着养蜂的收入，盖起了房、买上了

车。”新昌村养蜂大户崔伟伟说，“部队

真是帮到了点子上！”

题图：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在军营超

市采购消费帮扶专柜商品。

李子末摄

图片设计：扈 硕

空军军医大学

量身定制“金点子”
■欧阳晨雨 王 远

本报讯 王飞、特约记者荣俊运

报道：4 月 22 日，海军沈阳舰中士邸

美回到家乡辽宁省沈阳市，见到了一

年来鸿雁传书的笔友们。

2024 年人民海军成立纪念日前

夕，海军沈阳舰官兵代表来到沈阳

市 中 小 学 开 展 共 建 活 动 。 一 名 小

学 生 将 自 己 手 绘 的 战 舰 图 画 送 给

邸美，并询问海军哥哥姐姐的联系

方 式 。 邸 美 为 学 生 们 留 下 通 信 地

址 ，说 ：“ 我 们 常 年 在 海 上 执 行 任

务，电话经常没有信号。咱们就通

过书信联系吧！”

“原来海军哥哥姐姐一年中有那

么多时间都在海上！”邸美不经意的

一句话，深深触动了师生们。一年

来，沈阳市中小学生共向海军沈阳舰

寄去信件 100 多封。

这些饱含“家乡人民”祝福和敬

意的信件，是对海军沈阳舰官兵莫

大的激励。一封封带着海水味道的

回信，在学生们心中播下爱国崇军、

逐梦海疆的种子。

日 前 ，新 一 届 全 国 双 拥 模 范 城

（县）命名大会召开，沈阳市榜上有

名。“舰与城同名，城与舰同心。我们

会继续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厚植

舰城军民鱼水深情。”沈阳市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工作人员说。

上图：4 月 22 日，海军沈阳舰官

兵应邀来到辽宁省沈阳市中小学开

展共建活动。活动中，学生们将信件

交给海军沈阳舰官兵。

姚振蜂摄

鸿雁传书向蔚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