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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梓黄、特约通讯员田祥
报道：“血压、血糖基本正常，最近身体
怎么样？有不舒服的地方吗？”8月 17
日上午，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社区医
生彭晓梅来到军属彭德军家中为其检
查身体，并在各项常规检查完成后，就
彭德军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提出专业意
见建议。送走家庭医生后，彭德军一
边翻看着自己的体检报告一边告诉笔
者，这是湘潭市为现役军人和文职人
员直系亲属提供的家庭医生免费上门
服务，他高兴地说：“不用三天两头跑医
院排长队，崽伢子在部队里晓得了一定
比我更开心！”

去年底，湘潭军分区会同地方有关
部门，在全市范围内走访现役军人家庭，
帮助军属排忧解难。在此过程中，他们
得知军属许月华 4年前被确诊为肺癌，
此后，去医院就成了她的一项“日常行

程”。前不久，她的老伴因病去世，唯一
的儿子赖明智远在北部战区某部服役，
许月华独自生活，身边无人照料，去医院
检查便成了个难事。“各项检查跑上跑
下，排队排得头晕眼花。崽伢子放心不
下，老念叨要转业回来照顾我。”许月华
这句不经意的念叨，却在军地领导的心
里引起了回响。他们通过进一步调查了
解，发现像许月华这种情况的军属并非
个例，许多独生子女家庭和家住农村、上
了年纪、身体有病的军属，都面临着身边
无人及时照料和就医路程远、看病过程
繁杂等问题，而这样的情况或多或少
影响着他们的亲人在部队服役的思想
状况与工作状态。

对此，湘潭军分区政委刘新文说：
“湘潭是兵员大市，仅现役官兵就有1万
多名，帮助军属解决就医问题，让官兵
没有后顾之忧地为强军事业奋斗，我们

义不容辞。”经过充分调研讨论，今年 6
月，湘潭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联合制
订下发《现役军人和文职人员直系亲属
免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工作的
实施意见》，决定为军属提供免费家庭
医生上门服务。

他们与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
其家庭医生团队签订服务协议，每季
度为本籍现役军人和文职人员直系亲
属提供至少 1次上门服务。上门服务
主要以团队为单位，以基层医疗机构
全科医生为主体，签约医生担任第一
责任人，各团队配备药师、健康管理
师、心理咨询师和护士。军属可根据
自身实际，从家庭医生团队选择心仪
的医生为自己诊疗。服务内容除血常
规、尿常规、测血糖、量血压等常规项
目外，还包括提供专业的医疗保健咨
询。对于行动有困难的军属，服务团

队还可以为其提供送医送药、帮助挂
号等服务。

为保证服务质效，该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与市卫计委、民政局等 5个部门将
通过查看资料、走访调查等方式查验服
务数量是否达标、上门服务和常规体检
任务是否完成，并通过回访军属，综合评
定考察服务质量，并依据考察情况于年
底将签约服务费用和医保基金拨付给各
基层医疗卫生单位。

“我们还在边统计边签约边落实。”
湘潭军分区司令员贺建告诉笔者，截至
目前，已有近 4000名军属与基层卫生
医疗机构签订了服务协议，预计全市将
有约 3万名军属受益。驻赣某部现役
军人彭春正在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当得
知家庭医生上门为自己父母服务的消
息，他在朋友圈写道：“你保我后方无
忧，我在军营努力立功！”

3万名军属有了家庭医生
每季度至少上门诊疗一次，免费提供常规体检、健康咨询、送医送药和帮助挂号等服务

本报讯 原路芳、杨建荣报道：
“上午10时，某运载火箭助推器残骸坠
落在鄂托克旗境内，现命令民兵应急
分队紧急出动，向脑高岱西北方向机
动，搜寻火箭残骸……”8月中旬，一场
针对火箭残骸回收课目的应急演练在
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大草原上进
行，参演民兵按照任务分工有序推进，
成功搜索并回收火箭助推器残骸。

残骸搜索是发射任务能否取得最
终胜利的最后一环。这些年来，鄂托
克旗民兵应急分队多次圆满完成上级
赋予的箭体残骸搜索回收保障这一专
项任务。每次接到任务，鄂托克旗人武
部就协调地方成立残骸搜索回收军地
联合指挥部，制定各类应急救援处置方
案，明确任务，压紧压实责任分工。

为提升民兵队伍应急水平，该人武
部坚持按照实案、实情、实地、实兵、实
装要求，对紧急出动搜索、草原防火、人
员疏散、道路封控、电力抢修、生化防
护、善后处置等课目进行演练。该人武
部部长张志明告诉笔者，残骸降落无固
定区域，搜索分队出动前，他们都会预
先测算残骸坠落的大致区域，发动旗民
兵信息员加强落区情报信息收集工作，
确保做到落区群众人人皆知，不留死
角。同时，组织民兵交通应急分队走村
入户组织群众疏散转移，对进出落区的
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开设交通绿色通
道，保障搜索分队的工作开展。

“牧民的支持是完成任务的重要
基础。”张志明告诉笔者，旗所属各苏
木乡镇的民兵宣传队借助语言通、习
俗通、情感通的优势，把国防科技知识
编排成小品、相声、三句半等文艺节
目，送演到牧民身边；把保护国防军事
设施各项法规政策印刷成蒙汉文宣传
品分发，增强牧民的法律意识。

采访中，多次主动参与搜寻任务
的牧民孟图巴克说，牧民对国家航天事业和导弹技术的飞速发展感到非常自
豪，大家都积极配合搜索分队寻找残骸，无论是谁先发现残骸，都会及时报告
政府和人武部，并保护好现场。坠落的火箭残骸有时会砸伤牛羊、砸坏庄稼，
但十多年来，当地军民之间没有因此发生过一次纠纷，孟图巴克说：“能为国家
航天事业出一份力，我们觉得很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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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丁其锐、特约记者杨银
满报道：“各位工友请注意：今晚19时，
红色电影放映队在活动广场放映《建
党伟业》，欢迎大家前去观看……”8月
下旬一天傍晚，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四
方台区人武部红色电影放映队来到
双鸭山矿业公司东荣二矿放映红色
电影。尽管天气炎热，但前来观看影
片的群众却很多。

四方台区是双鸭山市的重要矿区，
前些年，矿区人员流动性大。为推动矿
区国防教育工作开展，2011年，该区人
武部成立以开展国防教育为主要任务
的红色电影放映队，由人武部领导轮流
带队，利用节假日在百公里范围内的矿
区开设移动影院，义务放映红色影片。
据该区人武部政委于德志介绍，为提升
矿区群众的国防意识，放映队汇编制作
了多部国防教育宣传片和十九大精神
解读专题片，在电影放映前进行加映，
同时，结合矿区实际、观众特点，适时开
展国防知识宣讲，收到较好的效果。

如今，红色电影放映队的脚步已
经从矿区延伸到当地街道社区、中小
学校和偏远村屯，既丰富了群众的文
化生活，又提高了他们的国防意识。
近两年，放映队还坚持开展“五逢五必
送”活动，即每逢党召开重大会议必送

“宣讲”电影、每逢老革命军人生日必
送“祝寿”电影、每逢战士立功必送“喜
报”电影、每逢学校放假必送“安全”电
影、每逢重大节日必送“庆祝”电影。
去年，抗美援朝老兵赵润坡过91岁生
日，人武部组织放映队上门为老人庆
祝，放映了电影《上甘岭》。老人感动
不已，他向放映队员讲述起自己的战
斗经历，这一幕被队员张志杰用摄像
机记录下来制作成了短片，作为珍贵

的红色资料珍藏，并在今年的征兵宣传中巡回播放。
截至目前，红色电影放映队已巡回矿区7年，为群众义务放映电影近500

场，观众人数达5万余人次。对此，于德志并不满足，他说：“我们会继续把这
块宣传阵地管好、用好，放映更多正能量、主旋律红色影片，在四方台区营造
出更加浓厚的国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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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昌吉军分区针对边境地区
地广人稀，民兵护边员徒步巡逻既
辛苦又效率低的问题，协调地方政
府拨出专项资金，为民兵护边员统
一配发摩托车。图为 8月上旬，民
兵护边员申领摩托车的情景。

本报特约通讯员 肖承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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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智慧、王士刚报道：
“吴某在其父要求下为替父亲圆‘从军
梦’报名应征，实际上本人参军意愿不
强烈，入伍动机不纯，故政治审核不通
过……”8月 15日，河南省漯河市源汇
区人武部“爆”出新闻：13名已经体检
合格的应征青年被亮了“红灯”。该人
武部政委刘富俊告诉笔者：“为部队输
送优质兵员，应征青年的思想政治素养
和身体素质同样重要，我们送走的每一
名兵，都应怀有拳拳报国心。”

据了解，源汇区地处漯河市主城
区，人口较密集，每年都有近千名适龄
青年参加兵役登记。为提高兵员质量，
杜绝思想退兵等问题，该人武部今年将
应征青年的政审工作列为重点。他们
会同公安、教育等有关部门，对体检合
格的应征青年家庭成员及其主要社会

关系进行全方位了解，并要求各基层武
装部完成初步考核、会同辖区派出所组
织实施走访调查和收集上报《应征公民
政治考核表》三项任务，充分发挥人熟、
地熟、情况熟的优势，确保征兵政治考
核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与此同时，他们抽调政治素质过
硬、工作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专武干
部、派出所民警、卫生院(所)医生、民
兵营(连)长等人员，成立走访调查组
开展政审工作。在调查过程中，他们
坚决做到“三严禁、两严格、一服务”，
即严禁单独会见应征青年及家长、严
禁单人考核、严禁隐瞒政策信息，严格
组织程序实施、严格标准公开透明和
进村入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在确保政
治考核公正公平的同时，切实掌握应
征青年思想觉悟和现实表现。

漯河市源汇区人武部定兵严把思想关

优选审批参军愿望强烈者入伍

护边员骑上配发的摩托车护边员骑上配发的摩托车

本报讯 王明军报道：孙雁玲是新
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转业军官管理办
公室主任，走在路上脚步匆匆、干起事
来雷厉风行，涉及军转干部的事一刻也
不愿耽搁是她的特点，加之常常把“这
个事情不能等”挂在嘴边，同事们便笑
称她为“不能等”主任。

2007年底，35岁的孙雁玲因调动
来到天山区人社局工作分管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自此，加班加点梳理军转干
部就业情况、实地走访了解军转干部实
际困难，就成了她 10余年如一日的
工作。“天山区每年安置任务比较重。”
孙雁玲主任告诉笔者，在她心里有个记
事本，军转干部哪家经济有困难、哪家
孩子今年要考大学、哪位有生活困难，

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主任，您刚刚出差回来，自己也还

生着病，明天再去看望李继刚吧。”
“不行，这个事情不能等。”
李继刚 2002年自主择业来到乌鲁

木齐，2年后被查出患有严重皮肌炎，
须每年入院进行药物治疗，每月到医
院进行复诊，病重时生活无法自理。
孙雁玲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坚持在李
继刚每次入院治疗结束当天登门看
望，平时也常挤出时间与他见面，鼓励
他战胜病魔。“病情反复对身体和精神
的双重折磨，让我多次想到放弃生命，
是孙主任的一次次鼓励把我从绝望的
边缘拉了回来。”谈到孙雁玲，李继刚
十分感动，“刚开始，医生说我可能活

不过 10年，可现在已经是我患病的第
14年了，我有信心继续活下去。”

工作上一刻不能等，生活中却常
“拖拉”。孙雁玲的父母住在距离天
山区 300公里的克拉玛依市。2年前
父亲离世，母亲开始独居。孙雁玲虽
然牵挂着母亲，但前去看望的念头常
常是刚一冒头，就被案头的工作事项
压 了 下 去 ，这 项 日 程 便 总 是 一 等 再
等。对此，孙雁玲告诉笔者：“不是不
累，我也想多陪陪家人，但只要一想
到我们早一分钟了解情况，军转干部
遇到的问题就能早一分钟解决，我这
脚就不自觉地往办公室走，总是在处
理完一堆事务之后，才回过神来想起
家人。”

孙雁玲投身军转工作10余年来，涉及军转干部的事一刻也不愿耽搁—

天山脚下有个“不能等”的军转办主任

本报讯 王大谋、曾泳峰报道：喝
一碗南瓜汤，唱一首红歌谣，听一堂传
统课。8月底，江西省永新县人武部
组织 182名预定兵员，来到三湾改编
旧址、龙源口大捷桥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通过现地参观、授课辅导等形式坚
定他们矢志从军的决心和信念。

江西省永新县

坚定预定兵员从军信念

本报讯 王子纯报道：8月20日，
安徽省萧县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和基
干民兵，携带抽水机、铁锹等器具，前
往因台风“温比亚”受灾严重的村庄开
展灾后安置工作。他们帮助受灾群众
排放家中积水、清除淤泥、转移粮食衣
物，受到群众称赞。

安徽省萧县

民兵开展灾后安置工作

本报讯 宫海文、郭富报道：8月
下旬，甘肃省迭部县人武部组织干部
职工和民兵开展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
学习会。活动现场，大家一致表示，要
学习王继才同志默默坚守、克服困难、
无私奉献的精神，扎根于平凡岗位尽
忠职守，为国防建设作贡献。

甘肃省迭部县

组织王继才事迹学习会

湖南省
湘潭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