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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江苏省拥军模范、省双拥

先进个人范美英应邀走进响水县陈家

港镇四港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浓

浓拥军情，永远跟党走”主题宣讲，赢

得台下阵阵掌声。

掌 声 是 对 范 美 英 精 彩 宣 讲 的 认

可，更是对一位九旬老人 70 余载拥军

路的尊崇。

迎着夏日午后阳光，记者走进陈

家港镇港北社区范美英家，探寻她的

拥军人生。

1934 年，范美英出生在连云港一

个贫苦渔民家庭。抗战时期，日军侵

占苏北地区。一次，范美英上山挖野

菜，不幸被一个日本兵盯上。危急时

刻，是两名新四军战士将她从敌人的

魔掌中解救出来。从此，她明白一个朴

素道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穷

苦百姓的大救星。1942年底，村里成立

儿童团，范美英第一个报名；1948 年，

乡里妇救会成立宣传队，她第一个申

请参加……

渡江战役前夕，为支援解放军南

下，范美英跟着父亲用渔船帮助解放

军运送战备物资。

新中国成立后，范美英嫁至响水，

即便生活拮据，也一直坚持为子弟兵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那年，边境战斗

打 响 ，范 美 英 从 集 市 上 买 回 布 ，赶 制

100 多双鞋垫寄往前线。在她的带动

下，镇上妇女纷纷行动起来，两个月制

作了 3 万多双鞋垫。

范 美 英 家 客 厅 墙 上 挂 着 许 多 锦

旗、奖章以及她和官兵的合影。指着

其中一张照片，范美英打开了话匣子：

“那年冬天，武警某部指导员的妻子来

部队探亲时生产。不巧，部队要外出

执行任务，这个指导员情急之下找到

了我，我二话没说帮忙照顾产妇 2 个多

月。指导员完成任务归来，握着我的

手不撒开……”

驻军部队官兵抗洪归来，范美英

带着写有“抗洪英雄”字样的锦旗前去

慰问；八一建军节前夕，她冒着酷暑为

北 海 舰 队 官 兵 送 去 慰 问 品 …… 这 些

年，范美英的拥军足迹遍及青岛、连云

港、盐城等地。

范美英不仅自己拥军，还动员家

中三代 11 位亲属参军——3 个弟弟在

她的支持下先后入伍；子孙辈中，有人

考入军校，有人驻守边疆，有人扎根高

原。范美英立下家规：退伍不向国家

提要求。

这两年，家人考虑到范美英年事

已 高 ，经 常 劝 她 减 少 外 出 ，她 总 是 回

答：“去拥军，再远的路也不觉得累，拥

军人永远是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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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钟莹、特约记者刘明奎

报道：“在仓库这个家，我感受到了暖心

关怀、爱心帮助……”近日，山东省菏泽

军分区某仓库保管员、中士赵新龙，在日

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赵新龙原本是军分区保密员，调整

至 该 仓 库 担 任 保 管 员 后 ，一 度 感 到 失

落。该仓库主任刘水源主动与他谈心：

“没有平凡的岗位，只有平凡的人。只要

以‘满格’状态干好工作，就一定会品尝

到奋斗的喜悦。”在刘水源的帮助下，赵

新龙解开了思想疙瘩，加班加点钻研装

备管理规范、熟悉装备性能参数、强化维

护养护能力，后来因工作成绩突出如愿

晋升中士。

“只有平时团结友爱，战时才能生

死相依。”刘水源介绍，近年来，他们针

对仓库看管人员来源渠道相对狭窄、人

员管理相对松散等实际，广泛开展以思

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为主要内

容的“三大互助”活动，引导官兵在关爱

互助中成长共进，助推仓库保障力、战

斗力提升。

“刚来时啥也不懂，得益于仓库推广

的技术互助活动，我才能有这么大的进

步。”初到仓库工作时，文职人员胡振高

看着崭新的装备不知从何下手。拥有

30 余年工作经验的仓库高级工王进主

动与他结成技术互助对子，从装备分解

结合到维修保养，面对面教授、手把手帮

带。不到半年时间，胡振高不仅从“门外

汉”成了行家里手，还顺利通过枪械保管

员中级技能鉴定考核。

此外，该仓库还在技术互助对子基

础上，深入推进生活互助活动，掌握所属

人员“急难愁盼”，及时为大家排忧解难，

提升人员的归属感、幸福感，增强集体的

凝聚力、向心力。

据介绍，随着“三大互助”活动深入

开展，该仓库的战友情谊愈发牢固深厚，

练兵备战热情日益高涨。去年，该仓库

被军委国防动员部评为优秀仓库。

山东省菏泽军分区某仓库引导官兵

在关爱互助中成长共进

炎炎夏日，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

县堡后村一桃树种植基地内，鲜红的

桃子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果

实。种植基地外的水泥路上，一辆辆

载满鲜桃的小货车正向镇上的果品

收购站驶去。

望着眼前平整坚实的水泥路，村

民侯希民向记者分享内心的喜悦：

“这是我们下地干活的必经之路。过

去，这条路坑坑洼洼，一下雨得存三

四天水，种田、运输都受影响。自从

修了水泥路，我们去种地方便了，地

里的农作物也不愁运不出去了。”

回忆起修路的前前后后，堡后村

党支部书记李根林感慨万千：“村集体

这些年攒了些家底，可要修路还远远

不够。”正当村两委班子为修路犯难之

际，挂钩帮扶的渑池县人武部伸出援

手，他们多方协调，筹集到修路资金。

路面清理、铺设路基、浇灌水泥……

经过数月的工程作业，3 条累计 1200

米长的水泥路顺利完工，连通了 3 个

自然村、辐射 550 亩田地，惠及 230 户

800 余名村民。

道路通，百业兴。“有了水泥路，

收购商直接把车开到我家地里，每亩

能多挣 1000 多元。”村民董希诚说，

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明年打算再多栽

3 亩桃树。

修筑的是路，连起的是心。村干

部裴群英说，如今，这 3 条路被村民

们称作“军民连心路”。

连 心 路连 心 路
■亢明凯 本报特约记者 凡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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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时节，晨光熹微，位于塔克拉

玛干沙漠北缘的艾西曼湖生态修复区

里，新疆阿克苏军分区正组织民兵在

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间植下梭梭苗。

平日里，负责管理养护这片绿地

的 是 民 兵 护 边 员 阿 不 力 孜·阿 地 力 。

“我们这个地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缘阻击战的重要战场。”阿不力孜·阿

地力说，“这些梭梭、红柳、沙枣树成长

起来，就成了挡住流沙的一道堤坝。”

放眼望去，沙枣树在风中摇曳，梭

梭林绿荫成片。阿不力孜·阿地力打

开 智 能 手 环 ，调 整 至“ 荒 漠 化 监 测 模

式”，电子屏幕下方数据显示：植被覆

盖率 37.6%。

择一事，终一生。在阿不力孜·阿

地力随身携带的“战沙”日记本里，有

这样一组影像：一张黑白照片里，父亲

扛着树苗在沙丘中跋涉；20 多年前，自

己种红柳时拍的彩色照，手里的树苗

细得像筷子；最新的一张是儿子操作

无人机的特写照，可以看到操控屏上

连片的绿色……“我父亲说，治沙就像

愚公移山，需要久久为功，你们一定要

坚持下去。”回忆起父亲的临终嘱托，

阿不力孜·阿地力眼角泛起泪光。

阿不力孜·阿地力一家三代的治

沙故事，正是阿克苏军民战胜荒漠、修

复生态、绿化家园的生动写照。

阿克苏位于“死亡之海”塔克拉玛

干沙漠北缘。这里风沙肆虐，生态环

境一度脆弱不堪。“一场沙尘暴，把我

家土坯房埋了半截。”沙雅县牧民买买

提·热合曼回忆道。从地方志上的一

段记录中，可以感受到荒漠化带来的

困境：1985 年，阿克苏的居民们有近四

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沙尘之中，而沙

漠以每年 5 米的速度向城区逼近，距城

区仅 6 公里。

1986 年，阿克苏地委领导班子决

定在阿克苏最大的风沙策源地——柯

柯牙实施荒漠绿化工程。阿克苏军分

区积极响应号召，发动官兵组成“党员

突击队”，在风沙弥漫的天地间，开始

了与沙漠的较量。

“ 柯 柯 牙 沉 淀 了 几 千 年 的 黄 土 ，

在盐碱作用下硬如磐石，一锹下去直

冒 火 星 ，手 掌 虎 口 都 震 裂 了 ，仅 半 天

就 用 坏 3 把 铁 锹 ……”在 柯 柯 牙 纪 念

馆，讲解员向记者讲述了首批治沙官

兵与盐碱地战天斗地的故事。她说，

当年，官兵们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

下 ，手 持 铁 锹 艰 难 挖 掘 ，或 用 十 字 镐

一点点往下凿，硬是在戈壁滩上“凿”

出一片绿色。

治沙造林过程中，官兵逐渐摸索

出“开沟压碱+冬灌保墒”等治沙绿化

方法，大大提高了苗木成活率。他们

还通过无人机编队飞播草种、5G 传感

器监测土壤墒情、智能灌溉系统自动

调节水肥配比等手段，不断提升治沙

造林效能。

经过多年的接力奋战，柯柯牙森

林覆盖率达到 40.3%，115 万亩林海阻

止了沙漠北侵，曾被迫迁徙的 2.3 万牧

民重返故土。

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阿克

苏军地开始探索以林养林种植模式，

号召群众在梭梭、红柳等抗干旱、抗盐

碱、适应性好的防风林间套种苹果、核

桃等经济林，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

效益，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一场试种行动在这片土地上悄然

展开。军分区官兵帮助群众修建防渗

渠、平整果园。温宿县果农买买提·依

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在梭梭

林间种了 10 亩苹果。由于沙地上昼夜

温差大，光照足，果品糖分积累充分，

挂果时，收购价每公斤比普通土地种

出的苹果高出 3 元。后来，我又在民兵

骨干指导下，在梭梭林根下种植肉苁

蓉，每亩又多赚 1000 多元！”

“看，要斜着切，露出形成层才能

接上……”在阿合雅光伏产业园，连片

的 光 伏 板 铺 陈 排 开 ，汇 成 蓝 色 的 海

洋。一排光伏板下，民兵塞普拉·阿力

木江在教乡亲们接种肉苁蓉。看到记

者 走 来 ，塞 普 拉·阿 力 木 江 热 情 地 介

绍：“你看，光伏板源源不断地把太阳

能转化为电能，光伏板下还可以种植

梭梭等沙生植物，并嫁接肉苁蓉，实现

了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记者顺着

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瞥见一旁挂着“军

民共建示范基地”锦旗的房间内，肉苁

蓉干堆得满满当当。

“ 我 们 坚 持‘ 林 ’‘ 农 ’兼 顾 ，通 过

‘光伏板+’等种植模式，带动 1200 户边

民年均增收 3 万元。”阿克苏军分区领

导介绍，目前，阿克苏年产 1.2 万吨肉苁

蓉 、500 万 吨 沙 棘 ，沙 产 业 总 产 值 达

5800 余万元，从防沙、治沙再到用沙，

通过发展特色沙产业，阿克苏实现了

点沙成金。

在艾西曼湖观景台的《“三北”工

程攻坚战新疆实施方案》沙盘前，整体

规划设计师张薇用激光笔向记者勾勒

出未来发展新图景：“这里是‘风光氢

储一体化’小镇，小镇内实现光伏板供

电、氢能车巡逻；这里是中药材深加工

基地，延长林间中草药种植产业链……

我们不仅要让沙漠长出植物，还要让它

生出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大漠植绿 点沙成金
—新疆阿克苏军地携手治沙造林推进兴边富民纪事

■沈 立 李冬麟 本报记者 马嘉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