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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赣州市军地充分利用红色资源
优势，营造崇军尚武的浓厚氛围，出台一系
列优惠政策，积极构建军人荣誉体系，让军
人受到尊崇。这一做法值得学习借鉴，也
充分表明：尊崇军人，是全社会的责任。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军人荣誉
建设。1931年 11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
表大会就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
例》，明确规定了对红军指战员、家属和伤
残人员在各个方面的优抚措施；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为立功官兵颁发红星奖章；解放

战争时期，发放“功劳证”“功劳簿”“功劳
状”褒奖荣誉；新中国成立至今，先后出台
了《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烈士褒扬条例》等
优抚安置政策，对维护军人荣誉作出具体
规定。

然而，和平时期，受多元思潮的侵蚀、
市场经济的冲击，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
荣誉感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
一些地方“当兵冷”“征兵难”的问题仍不同
程度存在，“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社会氛
围有所淡化；一些地方和部门制订的配套
措施办法，刚性约束小、操作性不够、执行
力不强，等等。

其实，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
时期，军人这个职业永远都具有奉献性、危
险性和不确定性，时刻处于高强度、高压
力、高负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国家支持、
社会理解、群众认可，才能凝聚军心、稳定
部队、鼓舞士气，有效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
和军人荣誉感。

崇尚荣誉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维护军
人荣誉、搞好军人荣誉的军地对接，既服从
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局，又服务于
官兵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既体现了新时
代革命军人的荣辱观、使命观，更体现了现
代社会的价值观、国防观；既需要相关政策
支持，又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要发挥主导
作用。立足各地实际，将《兵役法》《军官
法》《抚恤优待条例》等法规中涉及军人荣
誉的内容，进行系统整合、分类梳理、统一
规范，形成一套符合军地实际，执行标准明
确、落实责任明晰、便于跟踪督导的军人荣
誉法规制度，维护军人的政治、经济、社会
地位。

全民国防教育要狠抓末端落实。定期
开展形式多样、措施配套、扎实有效的国防
教育活动，让人民群众在体悟军队历史、感
受军营文化、密切军民关系中，增进对国防
和军队的了解和认同，认真让国防教育融
入社会发展、融入地方建设、融入教育体
系，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
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拥军优属工作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依
托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加强对退役再就
业军官的扶持帮助力度，优化调整转业计
划分配、自主择业、复原和退休多种安置方
式，妥善安置复转退役军人。切实保障现
役军人住房、医疗、家属就业、子女入学、抚
恤优待等合法权益，特别是对烈士、因公牺
牲和病故军人的遗属以及困难家庭的关
注、关爱和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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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江西省委副书记、赣州市委书
记李炳军的身影出现在赣州市章贡区渡口路。

“向你致敬！祝贺你！”李炳军来到黄财斌
家，一进门就给全家人送上祝福，并送上了喜
报和慰问金。黄财斌入伍后一直在边疆服役，
2018年因工作突出，荣立三等功。接过喜报，
休假在家的黄财斌激动地连声道谢。

“立功受奖是官兵一生的荣耀，不能让它
们‘沉睡’在档案袋中，要让返乡喜报在‘最后
一公里’发挥出最大的激励效能。”赣州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局长赖伟说，从今年起，黄财斌等
赣州籍立功受奖官兵都会收到来自赣州市军
地领导送来的祝贺。

原来，今年初，赣州市军地专门联合下发

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荣誉激励工作的通
知》，将做好军人荣誉体系建设工作列入双拥
模范城（县）、党管武装工作考评内容，纳入县
（市、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述职评议范围。

同时，该《通知》还细化送立功受奖喜报、
悬挂光荣牌、设立荣誉墙等事项，规定送立功
受奖喜报的时限和有关程序，进一步明确了对
个人荣誉称号喜报由县（市、区）和人武部主要
负责同志送达，优秀士兵喜报由乡镇武装部主
要负责同志送达。

为进一步拓宽荣誉辐射面，赣州市各大中
专院校、中小学纷纷建立军人荣誉墙，开设“最
可爱的人、最可爱的校友”“尊敬的军人、骄傲
的校友”等专栏，引导教育学生学习英雄事迹，
尊崇军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激励——

优秀官兵成家乡明星

江西赣州，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无数革命先烈和赣州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惊
天动地的英雄史诗，铸就了一座穿越时空的精神丰碑。80余载斗转星移，赣州人民崇军尚武、爱国奉献的
情怀依然炽热。

近年来，赣州市军地传承红色基因，广泛开展送立功喜报、慰问困难军属、悬挂“军属光荣牌”等活动，
全力构建了军人荣誉体系，让军人享受到了至高无上的尊崇，让军旗上的铁血荣花在红土地竞相绽放。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江西省赣州市军地合力打造军人荣誉体系江西省赣州市军地合力打造军人荣誉体系——

荣誉之光照亮红土地
■李史萍 刘宗炎

图①：10月22日，长征第一渡口红色讲解员正在为学生讲解红色故事。
照片由于都县委宣传部提供

图②：10月13日，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在演唱红色歌曲。 刘 凯摄
图③：9月19日，军地慰问小组向杨华家送“二等功”喜报。 黄光春摄
图④：人武部部长徐新舟给杨华父母送上喜报。 黄光春摄
图⑤：杨华的“二等功”喜报。

黄光春摄
图⑥：10月13日，于都县组织开展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军民联欢会。
照片由于都县委宣传部提供

制图：张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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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政府给我们安置这么好的岗
位……”参加完市委组织部的选岗会，从火箭
军某大队政委岗位转业的李柏生感慨万分。原
来，此次选岗会上，13名正团职转业干部分别被
安置到7个正处级和6个副处级实职岗位。

“尊崇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一场场硬仗打出
来的，是一次次抢险救灾奉献得来的。我们不
能只是在危险的时候想到军人，平时更要优待
好军人。”在市委议军会上，李炳军专门就军转
安置工作作了重点强调。赣州市是人口大市、

兵员大市，转业干部安置压力大。针对这一情
况，他们采取预留位置、增加非领导职数、增加
安置总数等办法，确保军转干部安置质量。

“该保障的要保障好，该落实的政策必须落
实，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近年来，赣州市
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军嫂安置、军人和军烈
属子女入学入托的优惠政策，全力以赴解决军
人后顾之忧。“现役军人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可
选择学校优惠。”

服务现役军人，不忘革命先烈。近年来，

赣州中学专设招收革命先烈、红军后代入学的
“红色班”，迄今已招收学生1100余名，每人每
年由市财政补助1万元，确保革命先辈的后代
能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我打心眼里感谢党！感谢政府！”去年
底，经过市双拥办多次协调，驻军某部三级军
士长王海波的妻子被安置到临近部队的章贡
区滨江第二小学，解决了夫妻一年到头聚少离
多的状况。和王海波一样满怀感激的，还有
152名官兵。近年来，得益于赣州市的随军家
属就业安置政策，他们的家属全部带编安置到
了财政拨款单位。

一系列军人优待政策的出台，激发了适龄
青年崇军尚武的激情。不少适龄青年把参军
报国作为人生目标的首选。多年来，赣州市
18个县（市、区）兵员征集质量连续多年位居
江西省前列，章贡区连续3年征兵“五率”排名
全省第一。

优待——

打造拥军优属新潮流

“晚霞映红于都河，渡口有一支难忘的
歌，唱的是咱长征源，当年送走我的红军哥
哥……”10月 13日，在赣州市民兵文艺汇演
晚会中，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的一首《红军
渡长征源》，让人们仿佛回到了当年长征渡
口依依不舍送别红军的场面。

这支职工业余合唱团体，由来自全县70余
个单位 150名干部职工自发组成。自组建以
来，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已经演出 200
余场次，专门讴歌长征歌曲，传播红军精神。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更不
能没有崇拜英雄的社会文化。推进军人荣誉
体系建设必须传承红色基因，培育全民国防意
识，让崇军尚武的社会文化融入人民的血脉。”
李炳军在军分区党委会议上坚定地说。

笔者了解到，该市建立军人荣誉体系的脚
步并未止于此。他们还充分利用丰富的红色资
源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该市的688处革命旧址已
经成为领导干部、干部群众、中小学生和预定新
兵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场所。几年时间，宁都

县已分批次组织1080名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国防
教育轮训的做法，受到中组部、省委组织部的充
分肯定。

传播崇军尚武文化，学校不能缺席。于都
县长征源小学利用毗邻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纪念园这一优势资源，深入开展以“弘扬伟大
长征精神”为主题的红色育人活动。同时，该
学校专门成立了红娃唢呐艺术团，组织学生经
常到长征渡口演奏红色曲目，表达对革命先辈
的崇敬感恩之心。如今，该校已被评为“中小
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构建军人荣誉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的
社会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可能一蹴
而就。随着赣州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文明程度
越来越高，军人荣誉体系将会越来越完善。”李
炳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经过赣州人民的口口
相传，“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将会成
为红土地上的新风尚。

传扬——

好的风尚传而习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