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镇忘我工作 回家勤做家务补偿

岳国春

驻清远连州市西岸镇工作队队员兼东村村第一书记岳国春：

坚持跑步，上班从不迟到早退……这些好习惯，岳国春1987年入伍起就一直保持至今。出自某模范中队的岳国春经历了22年
军旅生涯，至今仍保留着部队很多好作风：守纪律、吃苦耐劳、爱护群众……

安危无小事，患难见真情。在刚刚过去的抗洪救灾中，始终与群众在一起，同洪水作斗争，岳国春就处处体现着一位“模范老兵”
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精神。

驻清远连州市西岸镇工作队

队员兼东村村第一书记

派出单位：
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道办事处

为帮扶村谋划幸福生活，
不让困难群众掉队

早在部队时，岳国春就牢固树立了爱

护、尊重、服务群众的意识。一年来的驻镇

帮镇扶村，无论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村振兴，还是应急救援，这种意识一

直推动着他前行。

“共同富裕的路上，不能让他们掉队。”

岳国春和工作队在走访中发现，东村村有两

户建档立卡户的人居环境都较差，但他们的

孩子读书都很不错。研究后，特地为两家申

请了一笔资金，购买了一批衣柜、沙发等基

本生活用具。岳国春本人还给其中一户捐

赠了电视机、塑料碗柜、茶杯等。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为了

帮扶东村村这个全镇的示范村，大力提高

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岳国春所在的工作

队积极协调黄埔区、华南农业大学、企业等

多方资源，利用东村村进士文化、茶盐古道

文化、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追剿叛军军事文

化、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等四大历史文化

资源，擦亮“进士之乡”农文旅游名片，目前

项目正在逐步推进中。

危急关头见真情，
抗洪一线紧急救助群众

“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镇

政府里都有齐腰深的水。”今年 6月 22日，

岳国春所驻的西岸镇遭遇了特大洪水。危

急关头，都是军人出身的驻镇帮镇扶村工

作队队长何继英和岳国春快速反应，立马

开车下沉东村村、奎池村、石兰村，加入巡

查和转移群众工作，协助各驻村工作组解

决难题。其他队员则在镇里转移办公设

施、协助镇政府转移救灾物资。

当了解到东村村还有一户住在老房子

的 80多岁独居老人还没转移时，岳国春立

即和村干部赶赴他家。到现场后，发现老

人有些耳背，老人用手指着房顶说，屋里漏

水。“必须马上转移！”岳国春和村干部立即

将他转移到安全的安置点去。

靠近河边的奎池村受水浸非常严重，

村里 100多户村民都被安置到了村里一家

幼儿园的二楼。工作队决定先利用工作经

费，就近大量采购食物和饮用水，先保障群

众生活，随后又紧急联系黄埔区支持经费，

从连州市调配生活物资送到西岸镇。

西岸镇离广州黄埔近 300 公里，车程

要 3.5个小时，岳国春说，有时候忙起来一

个月都回不了一次家。家里孩子刚从大学

毕业，要找工作，平时只能在电话中沟通，

很多事情完全靠家属办理。乡村振兴以

来，家属俨然成了家庭的主心骨。回到家

后，岳国春总是非常积极地做家务，买菜、

做饭、拖地……他告诉新快报记者：“平时

陪伴家人太少，我只能通过这些事进行补

偿。”

■岳 国 春（左 一）

与 工 作 队 一 起 对

接 黄 埔 运 送 来 的

救援物资。

一台洗衣机，见证帮扶情怀

于建军

喊破嗓子，不

如做出样子。作为

队长，我严格要求自

己，别人做到的我首

先要做到。只有率

先垂范，才能团结一

心、干出成绩。”

“

驻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工作队队长于建军：

名字中带着“建军”两字，人如其名，于建军从小就是向往部队。在26年的军旅生涯中，于建军受党组织教育、在领导岗位锤炼，
他说部队有几样“宝贵精神财富”犹如刻在骨子里一样影响着他，比如对党性的理解，讲大局，服从命令；比如热爱群众；比如艰苦奋
斗、执着的干事精神……

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战场，这些“宝贵精神财富”都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乡村振兴工作中。在这其中，因为一滴水，送一台洗衣机的
故事，就相当暖心。

敢啃“硬骨头”，
引导村民走产业振兴之路

于建军从小生活在河北的农村，坦言

自己“吃着农民粮，长在土地上”。进驻白

渡镇后，于建军深刻意识到“乡村振兴，产

业为王”的重要性。为此，他啃下很多阻碍

产业发展的“硬骨头”，提出不少创新做法，

助力当地强产业、促增收。

了解到悦一村一个约 130亩蔬菜基地

中还存在撂荒地没有流转后，于建军立马

协助镇组织部门加强对村委班子的培养，

通过换思维解决难痛点。同时，不断与村

干部、村民、种植户等交心，并引领种植户

参加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等，促进产

销两旺、联农带农。经过努力，使各方达成

了产业振兴的共识，该基地的面积扩大到

了如今的近300亩规模。

于建军和工作队员调研发现凤岭村水

资源充足、耕地土壤肥沃等优势后，指引该

村前期流转土地 100 亩，引入了梅州市某

龙头农业企业发展稻虾共生项目，可为村

民每年增加收入 40000 元。第二期的 200
余亩土地，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以继续承

租或用土地入股的方式继续合作。以实招

硬招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驻镇一年来，于建军带领工作队员，已协

助白渡镇流转土地1000多亩，为牢牢守住粮

食安全，促进产业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舍小家为大家，
思念双亲却难抽身回家探望

部队多年的培养，让于建军养成了热心

为民的好习惯。对于白渡镇的重点返贫监

测户16户35人，更是时刻关心、暖心帮扶。

桃柳村的刘奶奶已经 102岁。去年冬

天，于建军照旧走进刘奶奶家去探望她。

突然间，屋檐下的他感觉头上被滴了一滴

水。抬头一看，发现是挂在护栏上的衣服

在滴水。原来，刘奶奶家没有洗衣机，阴雨

天衣服不能甩干就容易滴水。于建军当即

拿出手机下单，自己花了 798 元给他们家

买了一台容量大且实用的洗衣机。同时还

嘱咐同去的村委干部一定要帮刘奶奶家拉

好电，手把手教他们使用洗衣机。

俗话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近在

咫尺的老人用心用情，但对远在河北老家

年逾七旬的双亲，于建军却只能用“无尽的

思念和深深的愧疚”来形容了。他告诉新

快报记者，因为疫情影响、工作繁忙，他已

经三年没能回老家去探望双亲了。

同时，于建军认为是一种强大的责任

感让他选择了舍小家顾大家，“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作为队长，我严格要求自

己，别人做到的我首先要做到。只有率先

垂范，才能团结一心、干出成绩。”于建军

说，事实也证明，整个工作队经过不断磨

合、分工，现在很和谐、团结，特别是关键时

刻可以保持一个声音、同走一个步伐，大大

地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驻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工作队

队长

派出单位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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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 乡村振兴勇当“尖兵”

■于建军联合爱心企

业家走访慰问重点监

测户。

22年的军旅生

涯，是部队大熔炉锻

造了我坚韧的性格、

优良的作风、严密的

纪律和奉献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