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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田申、崔维报道：“女子民

兵排的姑娘们连续奋战 40 多天，严防

死守、决不后退……”近日，内蒙古兴安

盟扎赉特旗女子民兵排编排的情景剧

《洪峰女民兵》，在多兰意境社区国防教

育讲堂演出，女民兵包高娃、邰莺歌、田

家丽分别走上台，讲述参加抗洪抢险的

故事。采取“舞台+讲台”的授课模式，

是兴安盟军地联合打造社区国防教育

“红色讲堂”的生动实践。

社区国防教育既要有展板、橱窗、

宣传栏等传统阵地，还要有互动交流

平台，通过情景式、沉浸式宣讲，让群

众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和熏陶，推动国防观念深入人心。基

于这一共识，兴安盟军地携手打造全

民国防教育课堂，指导各旗（县、市）依

托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五一会址

等 红 色 纪 念 场 馆 和 国 防 教 育 示 范 学

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开办国防教

育“红色讲堂”30 个。各单位依托“红

色讲堂”，既可以宣讲国防教育知识、

观看红色影片，还可以举办主题讲座、

研讨交流等活动。

每月初，兴安军分区依托“红城民

兵”APP 发布当月“红色讲堂”宣讲主

题、主讲嘉宾和具体时间，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和学校师生，根据需要就近预

约，在家门口就可接受国防教育。

连日来，在乌兰浩特市五一会址，

拥有 75 年党龄的老党员、“五一大会”

亲历者乌力吉图为学生们讲述“五一大

会”召开背后的故事。在科右中旗呼格

吉勒社区“红色讲堂”，乌兰牧骑民兵分

队采取说唱形式，宣讲民族政策。

笔者走进乌兰浩特市都林街道“红

色讲堂”，只见国防教育书籍、宣传展

板、影音设备等一应俱全。“每周五下

午，我们邀请老党员、退役老兵和优秀

民兵等开展授课活动，讲述党史军史知

识和时事热点。”都林街道党工委书记

介绍，他们还精心打造“观影+讲台”特

色品牌，吸引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相思树，见证了一段忠贞不渝的

爱情，讴歌了边防军人和军属的奉献

精神。”观看电影《守望相思树》后，民

兵秦鑫结合自己在三角山哨所服役经

历，为大家解读“相思树”精神。“相思

树长高了吗？”“李相恩烈士的家属还

好吗？”曾到过阿尔山边防一线的群众

积极互动，“红色讲堂”气氛热烈。

“‘红色讲堂’是社区居民丰富精

神生活、增进国防知识的重要渠道，通

过定期开展宣讲活动，不仅让居民深

入了解红色文化，更激发了大家的爱

国热情和奋斗精神。”都林街道居民宝

力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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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旬，北大荒农垦集团建三江

七星农场稻田里，一台台“军垦民兵号”

现代化插秧机在田间穿梭作业。插秧

机上，民兵娴熟地将一片片秧苗盘摆入

栽秧台。机车驶过，一株株嫩绿的秧苗

被精准地插入稻田，远远望去，大地仿

佛披上一层绿色的绒毯。

水稻种植大户、民兵秦玉秋看着翠

绿的秧苗说：“去年，我们采用先进育秧

技术和智能化稻田管理模式，亩产水稻

超过 800 公斤，刷新了北大荒水稻高产

样板田单产纪录。”

“北大荒民兵既是农业生产的技术

尖兵，也是乡村振兴的排头兵。”黑龙江

省农垦总局军事部领导告诉笔者，近年

来，他们充分发挥民兵“亦兵亦民”的优

势，以科技赋能为核心，通过提升农业

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

“过去，北大荒民兵以‘战天斗地’

的垦荒精神闻名。如今，手握数字农

具，民兵成为智慧农业的弄潮儿。”民兵

罗少杰带笔者参观北大荒智慧农业农

机中心介绍说，“我们利用国产高分一

号卫星，每 8 天传回一次遥感影像图，

图中绿色部分代表水稻长势较好，红色

和黄色部分代表水稻长势相对较差，这

时我们运用无人机低空遥感技术，实地

踏查水稻存在的问题，根据无人机传回

的画面，精准施策……”

罗少杰是“军垦三代”，他的爷爷是

首 批 进 入 北 大 荒 屯 垦 戍 边 的 转 业 军

人。高考时，他选择报考农学专业，毕

业后回到北大荒致力于研究农业科技，

成为农业农机中心的技术骨干。

从“铁锹镰刀”到“无人机与数据

链”，北大荒民兵依托农业信息平台，运

用北斗导航、地理信息、卫星遥感技术，

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服务，实现农业生

产“数智化”。七星泡农场第八管理区

民兵王辉说：“我们通过参与无人化农

场建设、智能农机改造等项目，推动多

个无人化智慧农业示范区落地。”

为解决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

里”难题，北大荒民兵还化身“科技教

官”，通过多元化培训，助力乡村振兴。

农闲时节，各农场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民兵种粮大户联合技术人员讲授农机

标准化作业、土壤精准管理等技术，帮

助农户解决种植难题。

“培训既教技术，更教理念。”民兵

林义强利用电子标签技术，指导农户建

立“可追溯”稻米品牌，通过扫码可查看

生产全流程，提升了产品附加值。目

前，北大荒已培养千余名农机操作手和

3000 余名高素质农技骨干，形成“民兵

带头学、农户跟着干”的联动效应。

从“单兵作战”到“群体赋能”，北大

荒民兵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领

头雁作用。二道河农场武装部副部长

刘显峰介绍，近年来，他们实行良种良

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全面推广测土

配方施肥、统一供应芽种、智能钵育机

械摆栽、井水综合增温、叶龄诊断等 20

余项新技术，实现生产全程机械化。

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了

乡村振兴成效。如今，一大批北大荒民

兵成为技术能手和种粮能手，带动百余

个农场实现农业数字化管理，昔日的亘

古荒原变成科技良田。

“民兵的战斗力不仅体现在支援保

障一线，也展现在广袤田野。”农垦总局

军事部领导表示，他们将继续发挥民兵

在农业科技中的带头作用，扩大无人化

农场示范规模，打造智慧农业国家级样

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

北大荒民兵投身智慧农业争当乡村振兴排头兵—

科技赋能稳了粮仓
■崔永昌 赵景旭

初夏的甘南高原，乍暖还寒。远远

望去，天空湛蓝，雪山巍峨，草原连绵。

5 月 12 日一大早，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合作市吉利村鲜奶收购站前，村

民 们 拿 着 早 上 刚 挤 的 牦 牛 奶 排 起 了

队。检验、称重、灌装……该州一家“中

华老字号”乳业企业的工作人员才让多

吉熟练操作收购设备，边观察鲜奶灌装

进度，边与排队送奶的村民拉家常。他

说：“吉利村村民养殖的牦牛食用天然

牧草，饮用雪山融水，产的奶品质好，加

工的乳产品很受欢迎。”

“前些年，由于信息闭塞、交通不

便，加上推广宣传不够，村民养殖的牦

牛和产的鲜奶卖不上好价钱。”该村党

支部书记冷本才让说，“多亏了甘南军

分区，帮我们拓宽销路、打开市场，并与

当地乳业公司签订收购协议，让村民的

收入有了保障，大家用双手勤劳致富的

信心更足了。”

甘南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

渡地带，平均海拔 3000 米，是黄河、长

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安全

屏 障 核 心 区 ，素 有“ 中 华 水 塔 ”之 称 。

2020 年，在军地各级共同努力下，吉利

村实现整体脱贫，但因土地贫瘠、产业

结构单一等因素，部分农户存在返贫

风险。

生态是甘南的家底，也是高质量发

展的根基。吉利村气候适宜，是发展畜

牧业的理想之地，养殖的牦牛肉质细

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如何在生态

保 护 与 产 业 发 展 中 蹚 出 乡 村 振 兴 新

路？该军分区从加强草原生态保护、解

决草畜平衡矛盾、建设现代化养殖设施

等方面着手，引导村民改变粗养粗放的

传统养殖习惯，建立“合作社+家庭牧

场+智慧牧场”的模式，并推广牦牛绿

色养殖新技术，提高高原牦牛产业发展

整体效益。

“这里的牦牛肉和牦牛奶品质卓

越，但酒香也怕巷子深。”驻村干部贡保

说，由于地处偏远、运输成本高，当地的

农产品难以走向全国市场。为此，该军

分区创新推动村企合作模式，指导村里

与当地“中华老字号”乳业企业签订合

作协议。该企业在村里建成鲜奶收购

站，以保底价格收购全村牦牛奶，并录

用 23 名村民到企业就业，带动农户年

均增收 3 万余元。

同时，村里还通过集体入股的形

式，每年享受企业 5%的收益分红。“与

企业合作后，牛奶不愁卖，企业还提供

技术指导，帮助提高牦牛奶品质。”村民

尕让次仁说，“我除了养奶牛，还在企业

上班，每月有固定工资，以前想都不敢

想的愿望今天都实现了。”

为解决农副产品销路问题，提升农

牧产品产业附加值，该州军地联合为吉

利村搭建起“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并

协调优质农副产品进军营、进政府、进

企业采购名录，构建多元一体、持久稳

定的产销关系。

如今，吉利村家家户户接上了自来

水、安装了宽带，新建的物流配送站、崭

新的藏式民居、排列整齐的光伏板错落

有致地散布在青山绿水间，一幅产业兴

旺、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画

卷在田野间铺展。

在此基础上，该军分区系统规划公

共服务设施帮扶项目，筹措资金建成国

防教育中心。前不久，该军分区工作人

员来到吉利村，实地查看新建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和使用情况，并就下一步利用

国防教育中心开展国防主题活动和征

兵宣传与村“两委”成员沟通交流。军

分区领导介绍，他们将联合政府、企业

围绕“产业+企业+旅游”融合发展，精

心打造区域特色品牌，让乡亲们的日子

越来越红火。

甘肃省甘南军分区帮助吉利村拓宽农产品销路——

绿色养殖富了农家
■王云山 索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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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江西省浮梁县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整组点验，检验民兵分队

应对突发情况集结反应能力。图为民兵宣誓。 黄淑慧摄

本报讯 马春歌、庞斌报道：“谢谢

你们，帮我找到父亲的安葬地。”近日，

河南省西峡县回车镇烈属王调荣拉着

县人武部干事罗梦楠的手说。

“我的父亲王建斗是革命烈士，家

里有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可我

们一直不知道他安葬在哪里。”今年初，

该县人武部接到烈属王调荣的求助，

“我今年已经 77 岁了，寻找父亲的安葬

地是我最大的心愿。”

了解情况后，该人武部立即会同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通过询问村民、查阅

史料、翻阅档案、信息检索等方式展开

查寻，查到王建斗烈士 1948 年 12 月在

解放战争中牺牲。信息显示：王建斗是

原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三旅三十八

团战士，家庭住址是河南省西峡县回车

镇垱子岭村，与革命烈士证书上的记载

完全吻合。

接着，该县军地相关部门通过网上

烈士寻亲公共服务平台、中华英烈网、

全国褒扬系统查找，并查阅大量资料、

访问相关单位，最后确认王建斗烈士安

葬在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工作

人员和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管理

处取得联系后，安排王调荣前往烈士陵

园所在地——安徽省淮北市滩溪县双

堆集镇祭奠父亲。

笔者获悉，近年来，该县军地通过

建立烈士档案数字化平台，帮助多名烈

士找到亲人。他们还对 8处烈士纪念设

施、24 个零散烈士墓进行修复，在全县

周边地区寻访、迁移散葬烈士墓 10座。

河南省西峡县军地合力找到烈士安葬地

圆了烈属寻亲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