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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孟令生、王勇报道：5月
初，安徽省巢湖市新选聘的35名优秀退
役士兵完成岗前培训，顺利走上村干部
岗位。

这次新选聘的35名退役士兵村干
部中，25人任村党总支书记助理，10人
任村委会主任助理，全部安排在农村基
层党建、脱贫攻坚等重要岗位。

巢湖市委组织部组织科长、选聘工
作负责人闫晓辉告诉笔者，2017年初，
他们选聘 19名优秀退役士兵任村干
部。这些人 95%以上都在部队立功受
奖，能力突出、作风过硬，短短1年时间
就成为建设美丽乡村的骨干力量。今
年，巢湖市突破去年的名额限制，加大
从退役士兵中选聘村干部的力度，拿出
两倍于去年人数的岗位选聘。

巢湖市委常委、市人武部政委张学
林介绍说，2017年，巢湖市响应党的十
九大号召，为夯实乡村振兴战略人才基
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村干
部队伍建设的十八条意见》，力争通过3
年努力，使全市村干部队伍结构达到3
个“1/3”目标：优秀退役士兵达到 1/3、
全日制大专以上文化达到 1/3、致富能

手和乡贤人士达到 1/3。其中，选聘优
秀退役士兵担任村干部这项工作由巢
湖市人武部与市委组织部具体落实。

笔者从巢湖市委组织部了解到，巢
湖市退役士兵投身美丽乡村建设取得
良好反响。短短1年时间，第一批招录
的19名退役士兵村干部中，有4人走上
村级党组织书记岗位，其中1人还当选
为安徽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有5人进
入村两委班子，在基层党组织建设、脱
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等中心工作中挑
起大梁。

合肥警备区副司令员路锋告诉笔
者，退役士兵在部队接受过严格正规的
训练，选聘退役士兵担任村干部，可以
实现双赢。这一创新之举在优化农村
基层干部队伍结构的同时，又拓展了退
役士兵就业安置的渠道。从长远看，退
役士兵担任村干部这个“1/3”分量更
重、前景更好，他们必将在农村闯出一
片新天地，干出一番新事业。

优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 拓展退役士兵就业安置渠道

选聘退役士兵任村干部实现双赢

10年前的汶川，一场灾难猝然降
临。大地颤抖，山崩地裂，瞬间夺去了
数以万计同胞的生命，曾经美丽的家
园顷刻被夷为一片废墟，无数人在悲
伤恐惧中等待救援。巨大的国殇面
前，全国人民迅速凝聚起抗震救灾的
强大力量，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的坚强领导下，军民同心，紧急动
员，抗震救灾，守望相助，诠释了天塌
地陷时的人间大爱，形成了“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
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
神。这种精神，不仅坚定了灾区百姓
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信心，激发了他们
从灾难中奋起的斗志，更为伟大的民
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元素，成为我们
永恒的精神财富。

马克思说过：“只有奋斗，才能治愈
过去的创伤。”在灾后的废墟上重建家
园，既是对逝者崇高的追思，也是对生
者创伤的抚慰。10年过去，在举国上
下倾力帮助和灾区人民不懈奋斗下，一
个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新汶川展现
在世人眼前，新城镇、新村庄规划建设
科学合理，新学校、新医院设施丰富完
备，新企业、新园区生机勃勃，道路崭
新、交通便捷……10年风雨同舟，10年
艰苦创业，又还人间一个锦绣汶川。天
行健，人自强，汶川灾区人民与全国人
民携手共进，迈入伟大新时代。

汶川特大地震后的救灾和重建像
一部“精神探测仪”，测出了中华民族
在灾难面前自强不息、奋然前行的深
厚伟力。抗震救灾期间，举国上下患
难与共，前方后方同心协力，海内海外
和衷共济，展现出团结奋进的强大力
量。广大军民临危不惧、舍生忘死抗
震救灾，带着伤痛投入艰难的灾后重
建，表现出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任何
困难所压倒的勇气。

汶川特大地震后的救灾和重建又
像一块“试金石”，试出了人民军队坚
持把人民利益举过头顶的宗旨初心。
地震后的第一时间，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官兵闻令而动，以最快的速度奔赴
灾区，全力以赴投入抗震救灾，展现出
人民军队真心爱民、真诚为民的政治
本色。视人民为父母，以救灾为己任，
始终战斗在灾情最重、风险最大的地
段，关键时候豁得出去、冲得上来，展
现出人民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使命担当。人民子弟兵与时间赛跑，
同死神抗争，把军旗插到灾区的每一
个角落，点燃了灾区人民的希望。一
句“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表达了
灾区人民对人民军队的无比信赖，展
现出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的
基因传承。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
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
巍然耸立。”汶川特大地震和灾后重建
犹如一场大考，检验了中华民族在突
发事件、紧要关头的凝聚力、向心力和
创造力，凸显了13亿中国人民挺直脊
梁战胜灾难、创造人间奇迹的民族品
格，生动展现了人民军队在生与死、血
与火的考验面前的忠诚本色。伟大的
抗震救灾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交融激荡的一座丰碑，激励着全国人
民以昂扬的姿态大踏步走向未来。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新时代
强国强军的征程已经开启，在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世界一流军队
的前路上，还会面临许多挑战与考
验，但只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一步一
个脚印扎实前行，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终能达到理想的彼岸。山崩地裂
中我们能浴火重生，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我们也必将“长风破
浪会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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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

10年前，突如其来的汶川特大地震
夺走数万同胞的生命。中华民族在悲痛
中挺起不屈的脊梁，形成了“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
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凝
聚起抢险救灾、恢复重建的强大力量。

10年来，从汶川到玉树，从芦山到
九寨沟……在一次次灾难面前，人民子
弟兵勇往直前，亿万中国民众守望相助，
无数建设者的无私奉献连同灾区人民的
坚毅前行共同汇入共和国一脉相承的精
神谱系，升华为我们这个时代弥足珍贵
的精神财富。

伟大精神汇聚无穷力量
近日，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运输

搜救团杨光机组正准备飞赴汶川地域，
航拍灾区灾后重建新貌。

再次飞越，对于他们来说将是难忘
的一幕——

10年前，汶川县映秀镇上空，该团杨
光机组多次出动直升机，在高山峡谷开辟
新航线、架设起一条条“空中生命通道”，创
造了空中救灾力量“第一个在灾区降落”

“第一个将救灾物资投送到灾区”“第一
个通过空中运输救回伤员”的“三个第一”。

5年前，芦山县太平镇上空。在能见
度极低、气流紊乱、飞行空间狭窄的不利条
件下，该团派出机组第一时间赶赴芦山，
冒着生命危险打开空中通道，实施救援。

10年来，从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
树地震，到芦山强烈地震、九寨沟地震。
灾难面前，人民子弟兵始终不畏艰险冲
锋在前，亿万民众始终同心协力守望相
助，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已成为民族的
基因传承——

2008年，四川汶川，空降兵 15勇士
从5000多米的高空义无反顾纵身一跃；
2010年，青海玉树，6名战士在没有任何

工具的情况下，徒手刨出 17名小学生；
2013年，四川芦山，瓢泼大雨中，部队官
兵急赴深山送干粮；2017年，四川九寨
沟，救援官兵在余震中站成一排，用身体
掩护游客撤离……

子弟兵筑起钢铁长城，医务人员点
亮生命之光，地方救援多路出击，社会各
界架起援助桥梁……当灾难降临，“我们
都是汶川人”“我们都是玉树人”“我们都
是芦山人”“我们都是九寨沟人”……全
社会各阶层、各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
华人华侨，在灾难面前空前团结起来。
从中央到地方，从震中到后方，全国一盘
棋，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在大范
围内快速集结、有效调配，汇聚着“万众
一心、共克时艰”的无穷力量。

灾区变景区，家园变花园
漫步在当年特大地震的震中——汶

川映秀镇，川西民居、藏寨风情、羌式建
筑交错相融，民族风情的房屋、现代风格
的场馆、宽敞平整的街道顺势铺展开来，
行人脸上挂满幸福的笑容 。

“灾区变景区，家园变花园”，今天，这
些曾经被伤痛与泪水淹没的地方，已经被
希望点亮。放眼望去，目力所及，一定能
看到随风飘动的五星红旗。在这里，五星
红旗不仅仅是祖国的标志和象征，更是一
种对党、对祖国、对全国人民的感恩。

2012年 2月 24日，四川省灾后重建
宣告完成。540余万户、1200余万城乡
居民住房修复或重建；20万失地农民异
地安置，170余万受灾群众实现就业。

这样的风景不只在汶川可见。
“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地域风貌”——

迄今为止人类在高原高寒地区实施最大规
模的灾后重建工程完成后，充满浓郁藏族
特色的新玉树重新矗立在三江源头；

“3年基本完成、5年整体跨越、7年同

步小康”——5年砥砺奋进，芦山地震灾区
走出一条科学重建、跨越发展的新路……
这一次次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背后
是自力更生和八方支援的雄浑交响。

穿行在今日四川，新地名让人目不暇
接：八一中学、爱军路、永昌镇、江苏小区、
天津小区、京安小区……每个名字背后，都
铭刻着一段感人的故事。及时有力、立体高
效的对口支援，彰显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国家能力，体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勤劳智慧的灾区人民，把来自四面八
方的爱心援助转化为自强自立、重建家园
的豪情。“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
的事情自己干”“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
困难能战胜”“自力更生，不等不靠建家
园”……地震过后，灾区人民以不屈意志
和顽强精神，书写着民族精神的新高度。

“房屋震垮了，但精神不能垮。只要
人在精神在，就能建起更美丽更富庶的
新家园。”青川县民兵赵坤的身上有着多
个头衔：党员、退伍军人、致富带头人。
在赵坤的带领下，乡里成立了“养殖合作
社”，带动村民共同致富，成为县里的党
员示范项目。该村村支书张景文介绍
说。在四川，有很多像赵坤一样的民兵
在重建家园、脱贫致富路上争当排头兵，
也正是凭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灾区
人民迅速从废墟上站起来，擦干眼泪投
入到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中。

“这个恩情我们一定要还上”
都江堰八一聚源高级中学，一座在

震后废墟上重建的校园。玉树地震后，
为了让玉树民族中学学生在最好的环境
中医治伤痛，刚迁入新校园不到一年的

他们整体搬出，在远离市镇的一所职业
中学校址暂时安家。直到 2012年底玉
树学生离开，他们才回到校园。

该校副校长李拥政告诉记者，作为
原成都军区对口援建项目，出于对人民
军队的敬仰，这几年，这所学校已向部队
输送了 80多名军官和 50多名士官。在
这片土地上，参军入伍有着特殊的意
义。据有关部门统计，在2008年征兵集
中报名第一天，四川省就有 5万多名灾
区青年报名参军，他们说：地震发生后，
是解放军把我们从废墟中救了出来，没
有人民军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个恩
情我们一定要还上。苏宇豪就是其中的
一位，幸运的是，他参军后来到了在抗震
救灾中屡建奇功的“铁军”，他在入伍第
二年就因为在训练中表现出色荣立三等
功。如今，他退伍返乡后成为人武部一
名职工。他说：“不管走到哪里，抗震救
灾精神一直激励我前行。”

回报社会，回报祖国，成为灾区人民发
自内心、付诸行动的责任担当，始终同抗震
救灾、恢复重建、发展振兴进程相随相伴。

青海玉树地震，甘孜州的49名医护
人员成为首批抵达震中的省外医疗救援
力量。甘肃舟曲泥石流，武警四川省总
队救援队是第一支抵达舟曲的部队。10
年前汶川有难，八方来援。此后，在玉树
地震、芦山地震、茂县特大山体滑坡现场
都能看到汶川民兵救援队的身影。

1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对大多数
震区群众而言，万众一心、帮扶他人已经
变成一种自觉。弘扬抗震救灾精神,感
恩奋进新时代。这种精神也将融汇到时
代精神的主旋律中，激励我们在民族复
兴的伟大征程中阔步前进。

苦难洗礼，精神绽放
—“5?12”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特别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宫玉聪 杜怡琼 孙绍建

本报北京 5月 8日电 汪欣然、记
者鲁文帝报道：5月 8日，北京市 2018年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场招聘会在北京市
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拉开帷幕。
为期3天的招聘会，教育、信息、金融、物
流等行业的 490家单位，将为 1030余名
退役大学生士兵提供3186个岗位，应聘
人数和岗位数量比例高达1∶3。

此次招聘会由北京市征兵办、市
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和市国资委相关
职能部门联合举办，旨在为大学生士

兵和企事业单位搭建双向选择的服务
平台，主要针对两类人群：一类是毕业
当年入伍并于去年退伍的大学生士
兵，另一类是退伍返校就读、将于今年
毕业的大学生。

“此次招聘会从去年 9月份退伍季
开始筹划，参与招聘的单位数量是近
年来最多的一次，与以往相比，这次提
供 的 岗 位 数 量 更 多 、专 业 对 口 率 更
高。”北京市教委学生处处长沈聪伟介
绍说，北京市今年为符合条件的退役

大学生士兵预留公务员岗位 160个、事
业单位岗位 377个、国企岗位 1436个、
非公经济组织岗位 1373个，均远超此
前规定的数量，高标准兑现了征兵政
策优待承诺。

为保证公平公正招聘，北京市征兵
办和市教委依托大学生士兵数据库，联
合构建了退役大学生士兵定向招聘资
格审核平台。兵役机关、市教委负责审
核参加定向招聘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资
格，及时将定向招聘信息进行公示，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
招聘会上，主办方安排专人在咨询

服务台前为应聘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提
供就业政策咨询和求职技术指导。北
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
北京市为退役大学生士兵预留工作岗
位是落实优抚政策下达的刚性指标，鉴
于这几年退役大学生士兵在各类工作
岗位上的良好表现，现在，招聘退役大
学生士兵已成为用人单位的自觉行为，
并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北京市 举办2018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场招聘会
近500家单位提供3000余个岗位，应聘和岗位比达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