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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吊牌帮助“宝贝回家”
众擎易举祈愿“天下无拐”

“5520”整治活动、“双色联动”网格化管理、建立督查和奖惩机制……

2019年以来，云南
省玉溪市江川区江城
镇侯家沟村委会张家
头村、陈家头村坚持

“以环境卫生整治为突
破口，发挥妇联执委和
议事会作用，积极组建
巾帼志愿服务队，集中
整治家居环境、村庄环
境”的思路，明确了项
目化推动妇联改革的
工作方向。坚持支部
引领、妇联带头、群众
参与，深入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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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徐杰 姜保真
□ 山东政法学院 庄美原

在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的沂蒙革命纪
念馆里，陈列着一组名为《力量》的巨幅群
雕，吸引众多观展者驻足：山东支前民工推
着99辆装满支前物资的小推车行走在崎岖
不平的道路上。它带人们穿越回 70 多年
前：淮海战役中，山东支前民工用一辆辆独
轮小推车，将救命的物资推到前线，也推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车轮滚滚涌向前
1948 年深秋，淮海战役打响。战役初

期，部队每人只携带三天口粮，粮食的供应，
是淮海战役能否取胜的关键问题之一。

“华东支前英雄”唐和恩从山东出发，这
位山东大汉带领运粮小分队推着独轮车走
过山东、河南、江苏、安徽4省 88个村镇，跋
山涉水、昼夜兼程几千公里，把一车车粮食、
弹药送上前线，再将一批批伤员转送后方。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
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
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山东支前民
工推起小车、挑起扁担，搭桥修路、赶运军
粮，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
召下，男女老幼总动员，保证前方供给，争取
全国早日解放。

据不完全统计，淮海战役中，山东地区
支前民工出动 88 万辆大小车辆，向前线运
送原粮两亿多公斤，在恶劣的战争环境和交
通条件下，支前大军用一辆辆小推车将补给
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沂蒙革命
根据地420万人中，21.4万人参军参战，120
万人次拥军支前，10.5万名革命烈士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山东人民不惜倾家荡产，大力
支前，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
牲。

人民战争靠人民
“部队打到哪，小车推到哪。”其实，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支支不穿军装的“支
前大军”完成了巨大的任务——为前线战士
不断粮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物流网络”。

大车、小车在广袤的原野上踏开了一条
条坦阔的大道，天降大雪亦不能阻止一支支
运粮大军前进的步伐。下雪车辆不好通行，
支前民工便扛着粮食在雪雨中送至前方粮
站；雪后的路更不好走，沿线人民便扫雪、修
路、搭桥，他们用生命践行誓言：“一切为了前线，一切
为了战争的胜利。”华东支前委员会曾总结淮海战役的
胜利“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淮海战役历时66天，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创
造了现代战争奇迹，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战前，
国共双方在军事实力上不分伯仲，拥有现代化运输工
具的国民党军，最终输给了没有飞机，但有百万小推车
的人民解放军。

据统计，除在后方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的人力外，
淮海战役期间，华东、中原和华北解放区共出动包括随
军、二线转运常备民工和临时民工在内的支前民工达
543万人，为参战兵力的九倍，支前民工为支援淮海战
役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陈毅元帅所说：“淮海战役的
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2013年 11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沂蒙革命
老区期间，瞻仰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回忆革命战争年代
的峥嵘岁月，重温沂蒙精神，“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
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
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可歌可泣啊！”

人民力量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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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政法学院 庄美原

当我身在鲁中南战地，看到蒙山沂水，就仿佛看到了
战争年代可亲可敬的山东支前民工，仿佛看到那车轮滚
滚、浩浩荡荡的小车队踊跃支前的宏伟场面，看到那英勇
的担架队员冒着炮火奋勇抢救伤员的动人情景，也仿佛
听到民工呼喊着洪亮的担架号子和千百辆小车发出的

“吱吱扭扭”有节奏的声响，一个个不眠夜、一双双军鞋、
一件件军衣……

山东人民支援解放军慷慨无私，宁肯自己吃糠咽菜，也
要将煎饼、小米送到前方；宁肯扒下新上屋顶的房草喂马，
也决不让军马挨饿。

淮海战役的胜利生动体现了“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
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千百万人民的
支援，就没有淮海战役的胜利。正如陈毅同志所说：淮海战
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历史的画卷上，
山东人民书写的可歌可泣的支前事迹将永载史册，激励着
我们在新的征程中奋勇前进。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门前。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5520”
这串数字对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

江城镇侯家沟村委会张家头、陈家头的村
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几个数字见证了我们村的变化，
也蕴含着我们不断改变的决心。”巾帼志
愿者张小琼说。

“5520”，是村庄面貌整治的新起点。
即党员和妇联执委带头、妇女带动，发动
村民每周五和每月5日、20日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

这是张家头村、陈家头村近年来变美
的开端。据了解，2019年以来，两个村坚
持“以环境卫生整治为突破口，发挥妇联
执委和议事会作用，积极组建巾帼志愿服
务队，集中整治家居环境、村庄环境”的思
路，明确了项目化推动妇联改革的工作方
向。

两年时间过去了，加起来不过160户
501人的张家头、陈家头村民小组，打通
了基层治理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
美丽蝶变。

“双色联动”，村庄变美
从翠大线进入张家头村，沟渠里流淌

着清澈的潺潺溪流，道路干净整洁，走遍
全村看不见一个烟头或纸屑。

“我们张家头村几乎家家都种着韭
黄，到了割韭黄的季节，大家都是扎堆捡
韭黄，不免掉下许多菜叶。可是现在任何
时候来我们村，都看不到一片废弃的菜叶
乱丢在路上。村民们捡完韭黄后都自觉
并且及时地清理干净。”看着洁净的街道，
张家头妇联执委宋竹焕自豪地说。

据介绍，为了整治村庄面貌，张家头
和陈家头村民小组坚持支部引领、妇联带
头、群众参与，以此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

“5520”整治活动，就是重要举措之
一。该活动建立了“每天清扫10分钟”工
作机制，村民每天早晨打扫卫生10分钟
后再下地干活儿，做到“三清四无”，即清
路面、清空地、清沟渠，无垃圾、无杂物、无
污水、无污渍。

同时，通过“双色联动”进行网格化管
理。两村发动党员红、巾帼粉“双色联
动”，由一名党员带一至多名巾帼志愿者，
划分责任区进行网格化管理，两个小组共
划分20个网格，达成17条街道159户全
覆盖。

两村还建立了督查和奖惩机制。各网
格每周检查并督促各户房前屋后环境卫
生，每月召开网格联席会议，评出当月“整
顿户”“提高户”和“示范户”，并张榜公示，
写进文明乡风记录簿和陈规陋习记录簿，
并与年底分红挂钩。通过示范带动，整顿
户从最初的20多户逐步减少直至“清零”，
村民逐步建立起良好的卫生习惯。

“以前张家头村堆石头、堆粪堆、堆柴
火的多，车子也被堵得进不了村，整个村
子的环境都很混乱。通过清理整治后，街
道变宽了，大家都感到环境舒适了，外面
的人来到我们村后都觉得环境很漂亮，我
们自己也很自豪。”侯家沟村党总支书记
秦文生说。

巾帼发力，建设“三美”
“一开始没有这么多花，我说大家先

把自己家里的数数，不够的由组上去呈贡
区买。镇妇联主席也帮我们参谋，看了很
多样式，买来后让这些妇女领着大家做。”
张家头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张云贵先行
垫资购买花架和花草，在他的带领下，全
村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这样的“轰轰烈烈”，始于一次专项调
研。

为深入推进妇联改革，围绕玉溪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2019年3月初，玉溪
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红带队深入9县
区开展专项调研。调研组到达张家头村
的时候，村里正在举办长街宴，欢庆“三
八”妇女节。深入走访村民后，调研组提
出了项目化推动妇联改革的工作方向。

此后，制定“争创出彩人家·共建美丽
家园”项目方案，组建由村妇联执委带头
的巾帼志愿者队伍，组织家政专业讲师入

户对村民居家收纳进行培训，组织村民开
展村庄环境整治，开展家风家训评议……
张家头村面貌焕然一新，更吸引了隔壁陈
家头村民积极参与。

据了解，两个村注重妇联执委带头、
立足实际，对村庄老旧面貌进行美化，花
小钱办大事，通过开展“美丽庭院”“美丽
花圃”“美丽墙面”建设，开启了乡村美颜
模式。

村党总支和小组党支部筹措资金，村
妇联执委带头，发动100余名巾帼志愿者
始终站在村庄美化整治第一线，为家家户
户安装窗台花架。命名10户“美丽庭院”
示范户，发挥家庭带头示范作用。动员村
民拆除废厕所和猪圈等，改成一个个精致
小巧的小花圃，由妇联执委和巾帼志愿者
轮流进行日常管护。江川区妇联组织执
委带领美术、书法志愿者进乡村，带领少
年儿童手绘墙体画300余平方米、废弃展
板30余块。

在村民韩少梅家门口的水沟边，墙上
装点着10多幅“童画”，可爱的蓝色小海
豚一跃入海，“这些画板是侯家沟村委会
里废弃的展板，上次几个老师领着村里的
娃娃一起画了30多块，娃娃们体验变废
为宝、绿色环保的意义和乐趣，别提有多
开心啦。”

共建共享，创新治理
“‘妇女之家’成立起来之后，妇联执

委明显更有号召力了，这些妇女骨干也比
以前有凝聚力。平时要做点什么事，我们
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大家就主动来参加
了。”同样是张家头妇女议事会会长的宋
竹焕说。前不久，村里刚组织对各家各户
门上张贴物进行了清理，弘扬了乡风文明
正气。

2019年10月，云南省妇联副主席农
布央宗到侯家沟村调研，提出将妇联组织
下沉到自然村，打通妇联组织联系和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随后市、区妇联及
时行动，指导村妇联在张家头、陈家头成
立了“妇女之家”“家长学校”“妇女议事
会”，进一步夯实妇联基层阵地建设。

如今，张家头村民小组在人居环境整
治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取消公共保洁
员，由3名妇联执委带领30余名妇女骨
干，采取“每月三班轮值”的形式进行公共
区域保洁，每年节省保洁经费7200元，用
于“妇女之家”日常活动开支，较好地激发
了群众自治内生动力。

为了就地解决问题，两个村子成立了
妇女议事会，完善“妇女之家”在群众性宣
传教育、移风易俗、矛盾纠纷调处等8个
方面的职能职责。采取集中议事、微信群
议事等形式，定期召开党支部、妇女议事
联席会，对村集体发展的要事、家庭和睦
的难事、困境妇女儿童的特殊事等建言献
策、主动维权。

此外，针对农村父母家庭教育知识缺
乏、儿童心理知识空白、教育方式单一等
问题，引入家庭教育专业团队，实施“父母
成长计划”，每月开展一次家庭教育培训、
指导和咨询活动，探索农村家庭教育科学
模式。发动妇联执委带头、家庭参与，研
究当地乡村旅游发展，探索开展“梨花节”

“炊锅节”等特色节庆活动，举办花卉种
植、果树栽培、农家菜等职业技能培训，提
高家庭收入。

□ 新华社记者 崔力 齐琪

如果你买到这样一双拖鞋，吊牌上
印着一张张天真无邪的面孔，照片下写
着寻人启事的内容，请你不要将吊牌丢
弃……

宁波慈溪一家拖鞋厂的老板蔡磊是
“宝贝回家”公益组织的志愿者。2016
年，蔡磊从电影《失孤》中得到了很大触
动，寻亲家庭的寻人启事要花钱一张张
印、一张张贴。而自己工厂生产的拖鞋
虽小，却能走入千家万户。如果在拖鞋
的吊牌上印上失踪孩子的信息，或许能
够让见到孩子的人为寻亲家庭提供更多
线索。

在公益组织“宝贝回家”的支持下，
蔡磊与合作商开始在拖鞋吊牌上印上走
失孩子的照片和信息，拖鞋走入了超市，
爱心吊牌也走入了百姓家。

担心吊牌直接被消费者丢弃，蔡磊
将吊牌设计成书签样式并升级了材质，
希望吊牌能被保留下来。同时，他还发
动自己身边的同行加入其中。

“虽然现在还没有通过‘走失吊
牌’找回孩子的案例，但是我们相信只
要坚持做下去，有更多力量加进来，就
能让宝贝早日回家。”在蔡磊影响下，
2016 年加入“宝贝回家”公益组织的
茅炜说。

“不仅是同行，也希望各行各业的人
都加入进来，大家一起行动起来解决这
个社会问题。”蔡磊发出呼吁，“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我相信终有一天能实现‘天下
无拐’。”

陈家头村民小组志愿者将村民劳作场景画在墙上，装扮村庄。

张家头村民小组将原先堆放杂物的村口改造成一个小花园。

在新疆尉犁县塔里木乡英努尔村，农民驾驶大马力拖拉机在棉田里进行铺膜作业。目前，新疆莎车县、巴楚县、尉犁县等南疆产棉大县
都已拉开棉花春播序幕，依托智能农机实施精准化、智能化田间作业，播种质量和速度大大提升，预计4月中下旬南疆地区棉花全部播种结
束。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目前新疆共有61个县市区、110个兵团团场种植棉花，近一半农户从事棉花生产，来自棉花的收入贡
献了新疆农民纯收入的30%。2020年新疆棉花产量达516.1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87.3％，新疆棉花播种面积3752.85万亩，占全国种
植面积的78.92%。 新华社发（汪志鹏/摄）

新疆广大产棉区进入春播新疆广大产棉区进入春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