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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节一大早，河北省唐山市摄
影爱好者戚辉便驾车出发，和此前无
数个周末一样，踏上寻访冀东抗战老
兵的路途。

戚辉从小就有一个从军梦，但由于
视力问题未能如愿。他的工作单位是
中国联通唐山分公司，业余爱好是摄
影。2014年 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戚
辉见到了玉田县抗战老兵王永贵。这
位老八路拿出珍藏多年的军功章，讲述
那段烽火岁月，当说到自己负伤后继续
作战时，老人眼中的光芒让戚辉情不自
禁端起相机按下了快门。

“还有人想着我们，用这种方式给
我记录，这太珍贵了。”等他洗好照片送
给王永贵时，老人的一番话让他深受触
动。自此，戚辉走上了这条与时间赛跑
的寻访之路。

自费驾行 4万余公里，寻访足迹
遍及京津冀的 27个县市区，为 200多
名冀东抗战老兵拍照，戚辉的大部分
休息时间都用在了寻访上。“这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戚辉告诉笔者，得到的
大多是“在某个村庄可能有个老兵”这
样简单的线索，通常要到村里挨家挨
户打听。“无功而返是常有的事。”戚辉
曾独自在电闪雷鸣的山路上奔波一天
却“查无此人”，也曾找到老兵，但因各
种原因未能成功拍摄。“我这是个人行
为，也没什么官方证明之类的，有的家
属会因为保护老人而不同意拍摄。”这
样的困难并不能让戚辉退却，但让他
焦急：“我拍摄的抗战老兵年龄最大的
100岁，最小的 89岁，有的老兵在拍摄
完不久就与世长辞。”戚辉表示，随着
时间的流逝，健在的老兵越来越少，记
录他们就是在和时间赛跑，一天都不
能耽误。

走遍冀东大地，寻访抗战老兵，在
拍摄照片的同时收集一个个鲜为人知
的抗战故事。他说：“每一次拍摄都是
一次心灵的洗礼。”为国舍生死，报得
民族仇，这是抗战老兵的铁血荣光。
赵连云老人 1942年参军，他与战友同
日伪军浴血奋战，一个排只有赵老一
人生还。寻访赵老时，老人因年事已
高并身患重病，有时甚至不能分清白
天和黑夜，但说起打鬼子的事却毫不
含糊：“树叶子当碗，手当筷子。冬天
怕暴露行踪，不敢点火做饭，就用干粮
就雪充饥……”面对戚辉的镜头，老人
缓缓举起右手，神情庄重地敬了一个
军礼。这样的场景在寻访过程中多次
出现，每当这时，镜头后的戚辉都会忍
不住热泪盈眶。

近几年来，在戚辉的倡议下，众多
唐山爱心人士加入进来，募集资金和
物品，走访慰问抗战老兵。“老兵们不

怕平凡，不怕死亡，却怕被遗忘。”在寻
访过程中，戚辉对此深有体会，他告诉
笔者：“拍摄过程中，大多抗战老兵唯
一的要求就是将胸前佩戴的军功章拍
清楚。”

“历史渐渐远去，但我们不能忘记
带给我们安宁和平的英雄。”笔者采访
时，戚辉一边检查当天要用的相机，一
边坚定地说，“我的寻访不会结束，我要
用这种方式致敬那些峥嵘岁月里最可
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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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雯、特约记者齐小
才报道：“老荆，我们已经与民政局和市
医院协调好了，你准备好就可以住院治
疗，医疗费的问题不用担心。”近日，宁夏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武部领导来到参战老
兵荆建元家中，告诉他已经通过审核，可
以免费住院诊疗。得知这个好消息，荆
建元十分激动，连声道谢。该区人武部
部长唐加胜告诉记者，将生活困难的退
役军人和军烈属家庭列为重点帮扶对
象，经过审核后可以享受免费住院诊疗，
是沙坡头区加强优抚工作，提升军人军
属社会尊崇的一项举措。

2018年初，为落实“维护军人军属
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的要求，宁夏军区部署优抚解困

任务，着力帮助生活困难的军烈属和
退役军人解难题。随后，中卫市沙坡
头区人武部立即开展走访摸排，核查
档案信息 6000余条，筛选走访退役军
人和军烈属家庭 228户，并以居住条
件、收入情况、身体状况等为标准，评
定 48户生活困难老兵和军烈属家庭为
重点帮扶对象。

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导致一些退
役军人和军烈属家庭经济困难的原因之
一是医疗费用开支较大。“部分老人患病
付不起住院费，只能吃药拖着，还有的人
因患慢性疾病需长期服药，但购买的医
保不能报销门诊取药费用，所以不得不
长期自费买药。”唐加胜告诉记者，“这对
部分人家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针对这一实际，该人武部与沙坡头
区民政局和中卫市医院等相关单位协调
沟通，着力解决部分退役军人和军烈属
家庭的医疗负担过重问题。他们经过协
商决定，一方面提升重点帮扶家庭医保
档次，提高医保报销比例；另一方面明
确，通过审核的帮扶对象，可以到中卫市
医院享受免费住院治疗，由民政局划拨
专项经费，承担不在医保范围之内的治
疗和医药费用。

今年 54岁的参战老兵张新平曾在
边境作战中荣立三等功，近几年来随着
年龄增长身体每况愈下，患有冠心病、
胆囊炎、萎缩性胃炎、再生障碍性贫血
等多种疾病，需要长期服药。他的妻子
在 2011年出车祸多处骨折，留下后遗

症，无法从事体力劳动。该人武部对他
家的情况进行核实后，协调民政局及中
卫市医院，为张新平提供免费住院诊
疗。经过诊疗，张新平的病情明显得到
好转，手里拎着医院开具的药物，他连
连感慨：“国家政策真是越来越好，没想
到退伍这么多年了，党和国家还惦记着
我们，关怀我们。”

“目前还有一些帮扶对象已经通过
审核，但还没去住院。”唐加胜介绍，因为
考虑到住院往来的路费和吃喝费用问
题，加之身边没有子女照料易出现诸多
不便，有部分退役军人和军烈属尽管通
过了审核却仍没有前往医院。下一步，
他们将以这些问题为抓手，着力把免费
住院诊疗进一步落到实处。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解决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和军烈属就医用药难题

免费住院减轻“光荣之家”医疗负担
提升医保档次和报销比例，通过审核者住院费用超出医保部分由民政局承担

1月中旬，云南省普洱军分区利用普洱学院开展军训时机，来到训练场开展一系列征兵宣传活动，激发参训学生报名
参军热情。图为1月18日，征兵办工作人员与军训学生面对面交流。 王红才摄

本报讯 刘朝辉、罗秋娟报道：1月
中旬，安徽省桐城市军地联合开设军转
干部培训班，28名军转干部走进课堂

“加钢淬火”，这是该市积极做好军转安
置工作的一项新举措。

近年来，针对部队调整改革期间
军转干部数量多的实际，桐城市探索
出人武部摸底了解特长、军转干部积
分选岗和接收单位综合面试相结合的
安置方法，综合军转干部个人意愿、所
学专业和单位需求等方面的情况合理
安排工作单位。在热情服务军转干
部、开展安置工作动员培训的同时，桐
城市人武部积极联系相关部门，了解
每名军转干部成长经历与个人专长等
情况，仔细查阅个人档案，深入做好信
息采集和建档立卡工作。

此外，桐城市人武部将党的创新理
论、本市经济发展现状、公务员管理规
定以及机关公文写作等知识点搜集整
理成册，下发每名军转干部，为军转干
部迅速进入角色、适应岗位、履行职责
打下扎实基础。

军转干部陈天转业前经常承担部
队训练计划安排和协调任务。针对这
一实际，人武部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
将其推荐安置到市政协办公室。陈天
很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并迅速成
长。他的优异表现展现了军人的优良
作风和军转干部的良好形象，受到领
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谈及对新岗位
的感受，陈天告诉笔者：“感谢人武部
和地方领导的关心，这样的安置，真是
让接收单位舒心、军转干部安心。”

安徽省桐城市军地合力做好军转安置工作

事先多摸底 安置多如意

本报讯 向晓东、徐强报道：“虽
然连队双主官都任职不久，但评功评
奖、战士入党考学等敏感问题都处理
得公平公正，让大家服气!”1月上旬，
因体能考核不合格未能获得军械员培
训资格的上等兵刘东晓表示，他将尽
快补齐短板。据介绍，新疆阿克苏军
分区依据条令条例，梳理归纳出营连
必须落实的 10项制度和 10项工作，让
新任营连主官踢好“头三脚”，取得明
显成效。

2018年冬，该军分区新调整 22名
营连主官。在随后开展的基层调研中

他们发现，部分新任营连主官难以快速
进入新角色，有的人瞻前顾后放不开手
脚，有的人急于求成引起基层战士“反
弹”，这些现象一定程度制约了基层建
设发展。

“新任主官进入情况快不快，关键
要看党委如何帮带。”为帮助营连主官
理顺抓建思路，该军分区集中 3天时间
组织新任营连主官和基层干部培训，并
组织 5名优秀营连主官结合担负任务
实际传经验、谈体会。同时，他们安排
专人将新《条令》《安全工作条例》《党支
部工作条例》等法规文件中基层营连应

该、必须落实的基本制度，梳理归纳成
“10项制度、10项工作和活动”汇编本，
支部建设、军事训练、日常管理、安全工
作等方面内容一目了然。

“多久开会、研究什么，各类登统计
由谁填、填什么、标准是啥，一看就能
懂，拿来就能用，照着就能学。”某边防
团英阿特边防连新任连长姜君原本有
些忐忑，担心没有边防连队工作经验，
辜负组织信任，拿到汇编小册子后，他
信心满满地去报到。前不久，上级对姜
君所在营干部进行满意度测评，他的优
秀率达98%。

新疆阿克苏军分区梳理20项营连主官须知

助力新任营连主官踢好“头三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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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傅家德报
道：春节到来之际，山东省蒙阴县人
武部组织干部职工走进当地廉政教
育基地，接受廉政教育。通过聆听警
示讲解、观看警示视频、交流感悟体
会，大家把各项法律法规牢记在心，
纷纷表示要敬畏权力，清清白白工
作、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时
刻绷紧“廉政弦”。

山东省蒙阴县人武部

现地教育绷紧“廉政弦”

本报讯 李佳君报道：近日，四川
省乐至县人武部认真筹划兵役登记工
作和征兵宣传活动，除通过电视台、政
府官方网站、政府通告等形式大力宣
传外，他们还将兵役登记流程和应征
报名条件等内容制作成图解网络页
面，并通过二维码的方式向适龄青年
进行推送，提升宣传效率和质量，为开
展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打下基础。

四川省乐至县人武部

制作征兵宣传二维码

本报讯 陈中流报道：为让军人
军属感受党和国家的关怀，春节前夕，
黑龙江省穆棱市人武部面向军属家庭
推出“慰问套餐”。他们组织干部职工
开展走访慰问、挂光荣牌、送立功喜
报、立脱贫项目等活动，为军属送祝
福、送温暖、送服务，增强军属的光荣
感和自豪感。

黑龙江省穆棱市人武部

“慰问套餐”温暖军属心

本报讯 谭昌训、杨蓓报道：1月
17日，广东省 2018年度“广东好人”评
选现场传来喜讯，阳西县织篢农场武
装部部长何维景高票当选为“广东好
人”。他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
场交流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赢得与会
人员的认可和赞扬，大家纷纷感叹：

“何部长真是实至名归。”
何维景1979年3月入伍，参加过边

境自卫反击战，立过战功，1982年退伍
回到织篢农场工作。在担任专武干部
和武装部部长期间，他年年被评为“优秀
专武干部”，两次参加民兵军事训练大比
武，一次获得个人总分第二名，一次带领
团队获得射击比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正当何维景的事业蒸蒸日上之
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降临到这个
幸福的家庭。2004年，妻子黄洁英在
做家务时不慎摔倒在地，因抢救不及
时导致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为照

顾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的妻子，何维景
每天一大早就起床，给妻子从头到脚
按摩10分钟，活动关节；而后帮助妻子
洗脸漱口，扶她到室外“走”5分钟。中
午和晚上，无论工作多忙，他都要赶回
家为妻子做饭。15年日复一日，从未
间断。他的妻子、岳父岳母多次提出
要离婚，但何维景坚决不同意。

生活的重担没有消磨掉何维景为
国防建设添砖加瓦的事业心，他给自
己立下规定：绝不因家庭问题影响工
作。按管理权限和单位性质，以往基
干民兵都编在各镇，何维景主动请缨，
在农场编民兵应急排，并多次带领民
兵应急排圆满完成军事训练、抢险救
灾、应急维稳等任务。因职员户籍在
镇上，所以农场不担负征兵任务，但何
维景仍挨家挨户做好适龄青年及家长
的思想工作，督促他们到所在镇武装
部做兵役登记，积极报名应征。

本职工作成绩突出 照顾妻子不离不弃

武装部长何维景荣膺“广东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