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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雷庆、记者曹琦报道：10
月 10日，陕西省西安第十二离职干部
休养所社会招聘文职人员李绘绘上岗
不久，就拿到了西安市医疗保障卡。通
过单位建立的社会保险账户，他既能在
部队体系医院享受优惠医疗和绿色通
道，也能在地方和部队医院享受医保就
医优惠。目前，驻陕部队中文职人员的
社保账户正在逐步建立，解决了他们的
后顾之忧。

此次国防和军队改革中，不少现役
干部转改文职人员，一大批地方青年加
入文职方阵，为人民军队输入了新鲜血
液。但由于一些配套保障制度改革尚
未完成，文职人员在参加社会保险方面
遇到一些现实困难。为此，该省军区多
次牵头召开军地座谈会，10余个军地
部门反复沟通协商，最终达成一致，由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退
役军人事务厅、税务局、医疗保障局和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保障局7个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军队文职人员参
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这份‘红头文件’结合省情民情，
解释界定了一些模糊问题，为文职人员
争取了最优惠政策。”该省军区保障局

负责人给记者介绍了其中两点核心内
容：一是驻陕部队用人单位及其文职人
员，在省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中心办理基本和补充养老保险等参
保手续，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驻军所在
地办理基本和补充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等参保手续；二是文职人
员各类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包括本
人上年度工资收入中的基本工资、工作
性津贴、生活性津贴、军队服务津贴、特
殊地区津贴和奖励工资。

为了让好政策落地落实，陕西省军
区多次组织驻陕部队相关部门人员召开
业务培训会，邀请省机关事业单位社会
保险管理中心教研员进行政策解读和业
务授课，着重解决了参保工作联系不上、
沟通不畅、办理流程不清等问题，并制作
形成“参保登记—关系转续—待遇核定
—支付”流程图，规范操作步骤，减少业
务办理手续。同时，他们还协调相关单
位开通绿色通道，设置固定窗口专人负
责到底，为文职人员建户参保提供方便。

陕西省7部门联合发文

推动文职人员参加社会保险落地

一座城市的风貌，不止于漂亮的
街道和楼宇，更在于繁华背后的精神
底蕴。近日，一些城市紧锣密鼓地展
开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活动的准备
工作。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拉近了
军政军民的感情，让一座座色彩斑斓
的现代化城市更显和谐动人。

军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万千城
市的安宁需要军人守卫，无数个军人
的小家也需要城市的温暖。1991年
春，经邓小平同志倡导并题写牌匾名，
民政部、解放军原总政治部在福州召
开的全国双拥工作会议上，命名表彰
了10个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创建活
动由此蓬勃兴起。“难得举城作一庆，
爱我人民爱我军。”时任福建省福州市
委书记习近平为大会写下的这首《军
民情?七律》，生动诠释了人民与子弟
兵的鱼水之情。多年来，创建双拥模
范城（县）活动成为推动双拥工作有效
落实、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
载体和抓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军民
爱国拥军、爱民奉献的热情和动力。

然而，一些城市在创建活动中也
暴露出问题。有的“重评比突击，轻
常态创建”，平时不重视，评时“抱佛
脚”，对部队官兵“忽冷忽热”；有的重
面子轻里子，功夫用在树宣传栏、刷
标语、拉横幅等表面文章上，对评比
指标热心细心，对解决官兵关切的现
实困难敷衍塞责；有的热衷于搞“一
锤子买卖”，参评时轰轰烈烈，评选后
偃旗息鼓，制定出台的一些好政策好
措施只停留在纸面上；有的为评比而
评比，不注重在全社会营造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的整体氛围，群众参与
度不高、参与感不强。这些现象有悖
创建活动的初衷，不利于双拥工作持
续深入开展，甚至会起到反面效果，
影响军民关系。

创建双拥模范城，是抓手而不是
目的，绝不能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双拥，拥的是情，靠的是军民团结如
一人的情感内动力。“视人民如父母，
把驻地当故乡；视军队如长城，把军
人当亲人。”这句在军地间广为流传
的口号，之所以能引起广大群众和部
队官兵共鸣，正是因为它揭示了我军
与人民群众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情
感。“父母”“故乡”“亲人”……这些饱
含着深情的称谓，是任何指标和评分
也无法涵盖的。情感需要时间来浸
润。正因此，双拥模范城的创建不会
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一座拥有文
化底蕴的城市，其建设要经历几代人
的共同努力。双拥模范城的建设同
样不是建立在临时突击之上的空中
楼阁。只有下大力气扎扎实实打好
军政军民关系的基础，才能让双拥成

为一座城市代代相传的精神名片。
新时代，双拥工作只能加强，不

能削弱。党的十八大以来，创建工作
所处的时代条件、面临的形势任务都
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年8月新修订的
《双拥模范城（县）创建命名管理办法》
和《全国双拥模范城（县）考评标准》印
发各地各部队。新的办法和评选标
准更加重视创建的质量而非数量，强
调实行能上能下、动态管理，克服“一
评定终身”的现象，避免“重评时、轻平
时”，对出现问题整改不力的城市规
定了撤销称号的措施。这就要求参
与创建活动的城市要真正把双拥工
作做在平时、做在经常，融入到城市
车水马龙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仅要努
力改善“硬件条件”，更要不断浓厚双
拥氛围等“软件基础”，不仅要在一人
一事上想办法，更要在管长远、管根
本的政策制度制定和落实上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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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甘肃省高台县中国工农红军西
路军烈士纪念馆大门，迎面一座巍峨、庄
严的纪念碑矗立在松柏环绕中，纪念碑
上“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5个大字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

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
河西走廊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历时
5个多月的惨烈战斗，在中国革命战争
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张掖是西路军
浴血奋战的主战场，在这里留下了血战
高台城、三进三出倪家营、西洞堡大捷、
激战梨园口等永不磨灭的战斗印记，谱
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纪念馆前的广场上，张掖军分区组
织党员干部正在开展“缅怀革命先烈砺
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担使命”主题党日活
动。烈士墓前献花、纪念碑下宣誓……
党员们追寻着先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
接受精神洗礼。

“西路军是一座丰碑，是一段传奇，
是一部史诗，是一堂党课。我们要把西
路军壮怀激烈、惊天动地的革命故事化
作奋进新时代的不竭动力，继续书写我
们这代人长征的精彩篇章！”面对高耸的
纪念碑和伟岸的烈士雕像，军分区政委
王传智现场引导大家通过回望初心，凝

聚奋斗力量。
走进纪念馆，随着讲解员的深情讲

述，大家在一件件图片和实物前驻足观
看、静心深思，重温西路军将士在冰天雪
地里忍饥挨饿、浴血杀敌的悲壮历程，感
悟他们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

“从我参加革命之日起就早已把家
室置之度外！”“自己都是党的人了，还留
积蓄做什么！”听了孙玉清、董振堂等西
路军将士一心向党至死不渝的故事，大
家被深深地感动了。看到展馆里一幅幅
标注有“西路军将领头颅被送往南京邀
功请赏”“西路军战士被敌人钉死在大槐
树上”等文字说明的照片，大家表情凝
重，悲愤难抑。“什么叫抛头颅、洒热血，
为了革命胜利、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西路军将士就是这样做的！”老党员
王吉全眼含热泪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地弘扬革命传统，张掖军
分区充分挖掘驻地红色资源，着力讲好
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
的故事，为推动部队全面建设提供强大
精神动力。

每年清明节、“七一”和烈士纪念日，
军分区都要组织开展祭扫、宣誓、唱红歌
等形式的纪念活动，重温历史，缅怀先

烈，让现役官兵和民兵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他们先后拍摄制作《西路军战斗遗
址和纪念场馆概览》《传承西路军精神、
谱写国防动员新篇》等5部教育专题片，
并联合地方宣传部门编写《西路军血沃
张掖》《踏寻西路军足迹》等10多本小册
子供官兵学习。

张掖境内有西路军战斗遗址、遗迹
40余处，建有西路军纪念馆 4个。每当
新兵入营、民兵入队、官兵调入时，组织
瞻仰西路军纪念馆、学习了解西路军历
史都是一堂“必修课”。8月下旬，他们
组织参加役前训练的新兵，开展“走一段
西征路、穿一次红军衣、吃一顿洋芋饭、
唱一首革命谣、讲一段战斗史”为主要内
容的体验活动，让大家追寻着革命先辈

的足迹，实地感悟那种“不畏强敌、不怕
牺牲”的革命豪情。

9月16日，张掖市甘州区发生5.0级
地震，军分区领导快速赶赴作战值班
室，紧急拉动民兵应急分队，所有人员
按规定时间集结到位。军分区司令员
陈平介绍，近两年来，他们先后组织 10
多次军地联合指挥演练，圆满完成肃
南泥石流灾害救援等 20余次急难险重
任务。

上图：甘肃省张掖军分区组织党员
干部来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
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激励官兵永葆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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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高台汲取奋斗动力
—甘肃省张掖军分区用西路军精神激励官兵永葆初心

■李 栋 本报记者 丁增义 司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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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谭生、陈建中报道：10
月17日至18日，湖南省益阳军分区组织
全市专武干部和民兵开展大比武活动，
来自所属 6个县市区的 200余名专武干
部和基干民兵，通过轻武器实弹射击、冲
锋舟和橡皮艇水上救援、抢筑子堤、无人
机运用等13项课目的激烈角逐，集中检
验了该市专武干部和民兵军事训练成
果，提升了民兵队伍应急应战和专武干

部履职尽责能力。
针对益阳洪涝灾害多发的实际，此

次比武将应急与应战相结合，设置了抢
筑子堤、封堵管涌、冲锋舟和橡皮艇水上
救援等比武课目。荣获冲锋舟和橡皮艇
水上救援两个课目单项第一的资阳区基
干民兵陈旭亮道出心声：“以前训练针对
性不是那么强，懂操作、会操作的人比较
少，在实际行动中遇到很多问题，现在我

们在这方面加强训练、进行比武，就是为
了在发生洪涝灾害时，能随时拉得出、顶
得上。”陈旭亮是一名退伍老兵，返乡后
加入民兵组织，踊跃参加各项急难险重
任务，是远近闻名的“救援能手”。

无人机在抢险救灾、备战打仗中有
广泛运用，是民兵新质战斗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此次比武专门增设了无人机运
用一项，在区域面积1万平米范围内，设

置平面和立体各两个侦察目标，从 500
米以外距离起降，对单个目标进行影像
截图和物资投放。来自全市的民兵高手
展示了各自的绝活，最终赫山区代表队
拔得头筹。

益阳军分区领导介绍：“这次组织
开展多要素、多课目的群众性的练兵比
武活动，坚持以比促建、以比促训，通过
刻苦训练、比学赶超，兴起了全员训、全
面考的军事训练热潮。”近年来，益阳军
分区努力锻造“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
时应战”的应急救援力量，国防后备力
量建设取得显著进步，广大专武干部和
民兵在遂行抢险救灾、维护稳定、支援
保障等任务中当先锋、挑重担，为保卫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作出
积极贡献。

湖南省益阳军分区组织专武干部和基干民兵大比武

13项课目集中淬火检验应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