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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
未来。

打开我党我军从苦难到辉煌的历史
卷轴，我们不难发现，在波澜壮阔的漫漫
征程中，双拥工作作为革命优良传统和特
有的政治优势，始终紧跟我党我军革命事
业和建设、改革、发展的伟大进程。可以
说，一部双拥工作发展史，就是一部军民
团结的革命建设史，一部生死相依的血肉
联系史。

红军初创时期，我们党就提出“工农
红军离不开工农群众”，要求军队爱护群
众，苏区政府和人民支援红军、优待军
属。抗日战争时期，为改善军政军民关
系，陕甘宁边区开展声势浩大的“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运动，后来推广到各抗日根
据地和解放区，并形成制度延续至今。进
入和平时期，“视人民如父母、把驻地当故
乡；视军队如长城、把军人当亲人”的口号
叫响全国，双拥活动征程万里，血脉永驻、
枝叶长青。

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中国梦、强
军梦赋予双拥工作更加深刻的时代内涵，

“爱我人民爱我军”日益成为军地共识。
地方助力部队改革、练兵备战并做好军人
优待、军嫂就业、军娃就学等工作，部队支
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抢险救灾、扶贫帮
困等，双方勠力同心、攻坚克难，巩固发展
了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

军政军民团结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和
政治优势。我们要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
军的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
团结，共同把强国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不忘初心，要军民齐心。“军民团结如
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地各级要始
终把双拥工作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战略
任务，摆上重要位置，地方各级党委、政府
广泛开展好科技拥军、智力拥军、文化拥
军和社会化拥军，把做好双拥工作作为义
不容辞的责任；军队要视人民为亲人、把
驻地当故乡，为地方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树好新时代“人民军队爱人民”的良好形
象。双方怀着“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
开秧”的态度和感情，人民把军人当亲人，
军人把人民当家人，无论时代如何变幻、
社会如何发展，双拥工作就会永葆旺盛的
生命力。

不忘初心，要聚焦中心。昔日帮助人
民军队走向胜利的小推车，如今装载着更
加丰富的内容，如何提高双拥工作对战斗
力建设的贡献率，是紧迫而现实的时代课
题。双拥工作的重心，只有聚焦战斗力这
个中心，才能积蓄雄厚伟力；双拥工作的
脚步，只有紧跟战场铁流，才能汇聚起能
打仗、打胜仗的滚滚洪流。

不忘初心，要担当尽心。身处大变革
时代的强军兴军新征程上，还有很多新课
题、新难题，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倾力支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地方还有扶
贫帮困、助学兴教等工作需要部队帮助。
这既要靠政府主导、群众自发，也要靠政
策保证、协调落实，还要靠感情推动、靠活
动牵引，但最重要的是军地各级要以强烈
的责任担当，尽心尽力破难解困，共同开
创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凝聚起同心共筑
中国梦强军梦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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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一座双拥模解读一座双拥模范城的初心范城的初心
—河南省巩义市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的四个维度

■李 勇 赵东巍 本报记者 魏联军

“八一”建军节将至，风展军旗如画，峥嵘岁月如歌。
1943年春节前后，延安宝塔山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

动，被毛泽东誉为“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这一“传家宝”，跨越76载漫漫
征程历久弥新。

越过百转千折的历史峰峦，岁月时针指向新时代。习主席强调：“双拥运动是我

党我军我国人民特有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永远是我
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当前，强军兴军的宏图伟业正在纵深推进，亟须亿万军民同心同德、攻坚克难，汇
聚起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磅礴力量。新时代的双拥工作应当如何破题、怎样答题？
河南省巩义市双拥工作的经验做法给人启示，值得借鉴。

历史长河峰回路转，总有一些精神贯
穿岁月，值得铭记和守望。

南连嵩岳，北濒黄河，山岭交错，自
成天险。地名源自《山海经》“山河四塞，
巩固不拔”的巩义市，与崇军尚武有独特
渊源。翻开巩义历史画卷，红色风云扑
面而来。

1937年深秋，国难当头，巩县（今巩义
市）张岭村郎中张荫南送儿女和外孙 3人
远赴延安。临行前夜，他纵泪挥笔：“明知
行役苦，不忍便留汝……相会如有期，同向
光明路。”而后又冒杀身灭族之险，把八路
军情报站设在家里。

1945年 1月 2日晚，由皮定均领导的
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 6连，奇袭日伪
军据点佛光峪，奉命阻击的 13名战士腹

背受敌，从天黑打到天明，弹尽粮绝时和
鬼子拼刺刀，最后全部阵亡。巩县群众掩
埋烈士遗体时，涕泪横流，这些战士大部
分还是娃娃，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家在
哪里……

坐落在巩义康百万庄园的原第二野战
军女子大学，是我军历史上唯一一所女子
大学，曾培养了一大批妇女干部。当年，她
们以庙宇、祠堂当课堂，以门板作黑板，白
天埋头学习，晚上飞针走线，为前方将士纳
鞋底、做军装。走进学校旧址，仿佛还能听
到巾帼英雄琅琅的读书声。

沧海桑田，血脉依然。
抗美援朝时，出生于巩义的著名豫剧

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率领香玉剧社，行程万
里，唱遍中国，为前线捐献一架战斗机，留

下了双拥史上的一段佳话。
而今，繁荣的双拥文化，浓厚了双拥氛

围。该市将“红色基因”植入生态山水，打
造 5条红色旅游景点线路；双拥公园、
双拥广场、双拥舞台等融入寻常巷
陌；“拥军优属、崇尚军人”列入各
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写入村
（居）民公约；市双拥办成立
红色资源研究中心，小关镇
优秀退役军人党员群体、高
科技创业拥军团队、“当代
愚公”退役军人杨小周、40
余载传播红色文化的杨西
景、拥军代表“中国好人”李
云等，成为当地双拥名片。

“战争年代，巩义老百姓
和 八 路 军 生 死 相 依 、患 难 情
深，赓续下来的红色血脉是我们
的精神脊梁。”该市市委书记袁三
军坚定道：“新时代的城市建设，既
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更要守得住初心！”

赓续红色血脉，是城市的精神脊梁

在巩县兵工厂旧址，记者走进纵横 10
余公里的“地下长城”，历史风尘掩盖了昔
日喧嚣，但当年的辉煌清晰可辨：它始建于
1915年，是中国早期最著名的四大兵工厂
之一，工人达 1.2万余人，年产枪支近 4万
支，“巩式手榴弹”和步枪等源源不断地走
上抗日战场，为抗战胜利立下不朽功勋。

兵工厂南迁后，留下数千名谙熟机器
制造的产业工人，成为巩义经济发展的源
头活水。得益于此，该市经济繁荣发展，连
续10年上榜全国“百强县市”。

“血雨腥风的岁月，巩义的兵工品牌
叫得很响；和平发展的年代，我们要守护
好传家宝，把国防建设的品牌擦得更亮！”
巩义市市长袁聚平表示，多年来，该市形
成了个好传统：经济创名牌效应，拥军上

精品工程。
当改革强军踏进历史新起点、迎来发

展新纪元，该市决策者们谋划布局双拥新
棋盘：这场时代大考，考部队也考地方。当
年皮定均司令员在巩义带队伍打鬼子时，
小孩放哨，青年参军，老人带路，热血儿女
鏖战沙场，全县百姓踊跃支前，现在我们还
能不能交出合格答卷？

拥军热流紧跟强军铁流。近年来，该
市围绕适应部队新体制对拥军工作的新要
求，聚焦支持驻军作战训练、交通战备等战
斗力建设，制订出台《关于支持部队建设的
若干规定》等文件，搞好部队需求与地域资
源储备的精准对接，整修 3条国防公路，助
力驻军战斗力转型升级。

天上翱翔的战斗机、陆地奔驰的装甲

车、海中游弋的驱逐舰，其中某一个装备的
部件里可能就融进了巩义人的汗水。该市
目前规模以上注册企业500多家，铝精深加
工、装备制造、新材料闻名全国，不少企业
专门上门问部队需求，成立专项科研组与
生产车间，直接服务于战斗力建设，还影响
带动一大批企业“民参军”。

炼好钢需要大熔炉，抓国防需要大融
合。该市发挥工业基础雄厚优势，组建省
级支持战斗力建设的产业基地，积极探索
科技拥军、信息支前路子，把科技生产力富
矿转化为战斗力宝藏。

部队改革强军战场，也是地方拥军考
场，该市人武部部长梁江涛介绍，在该市政
府、企业大力支持下，他们在高科技企业组
建雷达对抗排、光电干扰连等 7支新质力
量分队，其中 22人拥有国家级专业资格证
书，有12个科研院所、科技公司相关专业工
作室带装入队，与人武部结为联建联训共
同体，一批新型后备人才实现从生产队到
战斗队、从科技“博士”“硕士”到合格“战
士”的漂亮转身。

打造国防品牌，是地方发展的胸怀

抗战时，巩县抗日民主政府规定，土改
中分配土地、粮食、财物时照顾军烈属；公
有物品分配、出租、出卖时，烈军属有优先
权；无力耕种土地的烈军属可由村政府动
员代耕等多项优待措施。

战争硝烟渐行渐远，爱国拥军薪火相
传。80多年来，驻军大市巩义建设发展的
足迹与部队荣辱与共、相伴相息，该市被誉
为“大义之城”。

家门连着营门，军属牵动军心。随着
时代发展，双拥工作出现一些新情况新课

题，军人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一度被
称为双拥工作“三大难”，但在巩义却被官
兵形象称为“吉祥三宝”。谈及原因，多年
负责双拥工作的该市民政局局长王国锋感
慨道：“只要带着感情去优待军人军属，难
点问题也会变成亮点工作，军人军属也有
尊崇感。”

7月上旬，记者翻开该市今年出台的
《巩义市拥军优属若干规定》，从军人优待、
军嫂就业、“军娃”就学，到入伍激励、在伍
服务、退伍保障等55条具体内容，实施体系

优化和政策升级。为适应新时代双拥工作
特点，该市先后制定出台《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扶持政策实施办法》《困难退役军人及其
他优抚对象救助实施办法》，分类施策落实
退役士兵安置政策的做法被河南省民政厅
转发推广开来。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巩义
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 2.5万人，仅靠军地
有关部门协调，浑身是铁打不了几颗钉，
必须发动全社会力量，聚集成“大拥军”
格局。

为此，该市建立“市、镇、村三级双拥及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网络”，在市中心设有功
能齐备的市级服务接待中心，20个镇（街
道）、243个村（社区）设服务站。此外，该市
持续开展“送政策、送温暖、送帮扶”活动，
双拥联络员、志愿者队伍活跃在大街小巷。

体恤官兵冷暖，是大义之城的温度

巩义市与雷锋有着特殊的缘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雷锋收到巩义回

郭镇干沟小学教师刘知伦请求帮助建学
校的信件后，从积攒的津贴费中取出 100
元，寄给刘知伦作为办学资金。干沟小学
后来被命名为“雷锋小学”，成为培育雷锋
接班人的摇篮和传播雷锋精神的思想教
育基地。

雷锋的身影离开很久了，但雷锋精神
在驻军官兵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他们坚持
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把群众当亲人。

叔叔阿姨若相问，少年心向解放军。
沐浴着盛世阳光，如今巩义学校不再为办
学资金发愁，但驻军官兵给予地方学校学
生的红色精神滋养却从未间断：驻军官兵
持续深入中小学校开展国防教育进课堂活

动，在数万青少年心头敲响家国情怀的上
课铃。大峪沟第二初级中学去年被教育部
评为“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驻军
一位领导说：“几十年来，地方给我们倾注
了一腔深情、办了不少实事，我们一定要把
弘扬亲民爱民传统这个部队‘家风’一代代
传下去。”

多年来，驻军官兵把政府所需、群众
所盼和部队所能结合起来，发挥部队集团
作战、规模参建的职能优势，广泛开展“热
爱巩义、建设巩义、增辉巩义、宣传巩义”
活动，累计出动官兵 9000余人次参加全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在生态文明建设
活动中义务植树 500多亩，支援地方抗旱
救灾、抗洪抢险；市人武部助力地方脱贫

攻坚，投资修建农村文化广场、电教室和
图书阅览室，涌现出一大批拥政爱民先进
个人。

今年 4月的一个晚上，该市人武部值
班室电话骤然响起，某物流公司一列
运输铝矿石的火车，在该市小关
镇的专用铁路倾覆，造成 6人
失联。他们立即启动应急处
置机制，经上级批准后，组
织附近两个乡镇民兵应急排
快速集结赶赴现场，连续奋
战近 40个小时，受到群众广
泛点赞。

驻军和老百姓半个多世
纪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带
来“热传递”效应，激发了群众爱
党爱国爱军热情，带来良好政治、社
会和军事效益。巩义市副市长杜鹏懿
介绍，该市连续多年出现入党热、入伍热、
报考军校热，自2001年起，连续六届获得省
级“双拥模范城”称号，2016年 7月荣获全
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弘扬爱民传统，是薪火相传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