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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江苏省如皋市城南街道

宋家桥社区的现代化养蜂场内，退役老

兵吴启虎站在整齐排列的蜂箱旁，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追花人”到“授

粉专家”，再到“产业融合探路者”，他用

永不言弃的军人品格和敢为人先的创

新精神，蹚出一条“蜂农+果农+花农+

游客”的生态致富路，让小小蜜蜂成为

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的“金色引擎”。

1975 年，21 岁的吴启虎应征入伍，

6 年的军旅生涯不仅锤炼了他坚韧不

拔的意志品质，更培育其开拓进取的创

新精神。1981 年退役返乡后，他走上

创业之路：从浙江购入 1 箱中华蜜蜂，

白天顶烈日追花牧蜂，晚上查资料学技

术。为了掌握养蜂技术，他骑着摩托车

辗转浙江、山东等地虚心求教。经过多

年攻坚克难，蜂群规模发展到 50 箱，成

为乡邻眼中的致富能手。

此时的吴启虎没有“小富即安”，

他开始琢磨品种改良。“意大利蜜蜂产

蜜量大，但中华蜜蜂更适应本土生态，

授粉价值更高。”这一发现，让吴启虎

大 胆 放 弃 追 着 花 期 跑 的 传 统 养 蜂 模

式，一头扎进中华蜜蜂养殖技术研究

中。为攻克中华蜜蜂大棚授粉难题，

他主动对接扬州大学农学院、中国农

科院蜜蜂研究所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通过 3 年技术攻关，最终形成成熟的蜂

群驯化技术。该技术的运用，直接让

周边农田果园受益：江安蓝莓园坐果

率提升 30%以上，常青草莓大棚畸形果

率 下 降 20%，大 明 花 卉 基 地 花 期 缩 短

15 天。由此，他不仅成为远近闻名的

“授粉专家”，也推动蜂场业务从单纯

产蜜向技术输出转型，年服务面积突

破 2000 亩，带动 30 余户农民年均增收

超 2 万元。

“要让乡亲们都抱上‘蜜罐子’。”

2013 年，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吴

启虎牵头成立如皋市中华蜜蜂研究所，

创新“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组织模

式，通过技术培训、设备扶持、订单收购

等举措，累计培养乡土人才 40 余名，帮

助 30 户低收入家庭通过“托管代养+入

股分红”模式融入产业链，实现脱贫奔

小康。他还建设蜜蜂文化体验馆，开展

摇蜜体验、蜂蜡手工制作等特色活动，

将传统养蜂业升级为集生产、加工、观

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实现经济

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如今，宋家桥蜂场的枇杷蜜等特色

产品已摆上长三角高端超市的货架，

“如皋中蜂”地理标志认证也正在加速

推进，吴启虎的“甜蜜事业”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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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为该县美溪口革命烈士陵园颁

发了编号为 34023524184 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据悉，这是该

省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

以来，颁发的第一本关于烈士陵园的不

动产权证书。

“接到领证的通知，我们非常高兴，

这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美溪乡退役

军人服务站站长刘德华难掩内心的激

动。他介绍，美溪口革命烈士陵园位于

黟县美溪乡美坑村，始建于 1978 年，占

地面积为 1339.04 平方米，由纪念碑、烈

士墓区、英名墙、纪念亭等组成，安葬着

61 位烈士。2012 年和 2022 年，陵园先

后进行过 2 次提升改造，现已成为黄山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祭扫、

参观人数在 2 万以上。

为扎实做好美溪口革命烈士陵园

的确权认证工作，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紧密协作，抽调

专人组成联合专班，深入实地开展调研

勘测、搜集核实用地材料等工作。“从申

报登记到领取专属产权证，特事特办、

一路绿灯。”刘德华说。

“这次美溪口革命烈士陵园不动产

权证的颁发，不仅为烈士陵园提供了产

权保障，也为未来保护、管理和使用提

供了法律支持。”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负责人表示，他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发挥好烈士纪念设施褒扬英烈、教育

后人的主阵地作用，让美溪口革命烈士

陵园成为铭记英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

的精神高地。

据了解，为了强化烈士纪念设施的

规范管理，捍卫英烈荣光，今年 2 月起，

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安徽省自然资

源厅在全省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

专项工作，进一步浓厚崇尚英烈、缅怀

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的社会氛围。

“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和颁证

工作，是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

保护红色资源的有效举措。”安徽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优抚褒扬处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他们将借鉴成功经验，有序推

进符合条件的烈士纪念设施的登记办

证工作，全面提升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

理水平。

图①：黟县美溪口革命烈士陵园

一角。

图②：黟县美溪口革命烈士陵园的

不动产权证书。 蒋建辉摄

安徽省首本烈士陵园不动产权证书颁发—

“英烈之家”有了产权证
■任海怡 本报特约记者 梅良仿

本报讯 田雨、特约记者王士刚报

道：“这张计划表明确了训练内容、时间节

点和标准要求，组织起训练来得心应手。”

盛夏时节，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民兵集中

轮训队负责人唐明杰，指着区人武部制订

的《军事工作任务安排表》，一脸欢喜。

“人员难集中，加上人武部人少事多，

落实训练计划不是件容易的事。”谈及制

订《军事工作任务安排表》的初衷，该区人

武部领导坦言，今年初以来，他们通过每

月制订一张军事工作任务安排表，不仅较

好解决了人员难集中问题，还有效避免了

训练场地闲置、资源浪费等现象。

记者在《7 月份军事工作任务安排

表》上看到，区人武部针对不同训练对象

安排了不同的训练内容：现役军人每周

开展战法研究、识图用图等课目训练；专

武干部强化指挥能力、防汛预案修订、征

兵政策培训；民兵应急分队侧重抢险救

灾，支援保障分队侧重专业能力；职工专

攻“十项技能”训练。“计划安排不是一成

不变的，可以边训边吸收合理化建议，随

时进行改进和完善。”唐明杰说。

“一表在手，训练无忧。”该区空冢郭

镇武装部部长张民政告诉记者，区人武

部制订的《月度军事工作任务安排表》

科学合理，便于落实。根据任务安排表，

他们在人员相对集中时，开展队列、单兵

战术训练；结合防汛抗洪实际，组织冲锋

舟操作、水上救援等课目训练；针对比武

考核暴露的短板，开展补差训练。这样

既解决了工训矛盾，也提升了训练效益。

“统筹好，收益大。”区人武部军事科

负责人张炎军介绍，在前不久上级组织

的阶段性考核中，该区专武干部取得实

弹射击个人第一、民兵应急分队夺得防

汛抢险团体第二的好成绩。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武部科学统筹训练资源

一表在手 训练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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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谭燕报道：6 月 29 日，“非

遗音乐青春守护人”公益展演在北京举

行。山东省临沂市拥军模范、临沂市最

美拥军人物高树梅，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作品《沂蒙山小调》开场，用

歌声演绎沂蒙精神。激昂的旋律瞬间

点燃全场，赢得热烈掌声。

据介绍，《沂蒙山小调》诞生于抗

日战争时期的沂蒙革命根据地，最初

名为《反对黄沙会》，是一首具有浓郁

革命斗争色彩的抗日民歌。历经 80 余

年的岁月沉淀，这首从战火硝烟中走

来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质朴的歌

词，生动展现沂蒙山区的风土人情与

沂蒙人民的坚韧品格，承载了几代人

的集体记忆，成为沂蒙精神的音乐符

号、齐鲁文化的璀璨明珠，于 2006 年被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

唱响这首经典民歌的高树梅，先后

加入临沂市拥军优属协会、沂蒙精神百

姓 宣 讲 团 等 公 益 组 织 。 从 2006 年 开

始，她带着爱和歌声走遍临沂驻军部

队，走进内蒙古、青海、西藏、东北等边

防军营，“哪里偏远冷寂去哪里，哪里需

要去哪里”，在大漠边关、雪域高原、边

防哨所深情唱响《沂蒙颂》《沂蒙山小

调》等红色歌曲，被誉为“拥军百灵鸟”。

山东省临沂市

“拥军百灵鸟”唱响抗日民歌

日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武部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图为凤凰镇

专武干部罗小平为小学生讲解装备知识。 高效文摄

☞相关链接

为进一步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

管理，2025 年 1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和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联合下

发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烈士

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2026 年 6
月底前基本完成。通知明确，此次烈

士陵园不动产登记范围包含按照《烈

士褒扬条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

理办法》等国家有关规定修建的烈士

陵园（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

灰堂），尚未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全部

纳入专项工作范围。其他殡葬用地、

通知印发后新建的烈士陵园不纳入

专项工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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