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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州，汉唐古郡，区内河流
纵横、良田万顷，是一座美丽富饶的
水城，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称道此
城“幸福极多”。1949年 4月 23日，
张爱萍到此接受国民党起义投诚舰
艇，在白马庙组建华东军区海军。从
此，这座水城就与人民海军结下了不
解的“幸福情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水兵母亲城”。
70年来，人民海军从无到有、由

弱变强；70年来，泰州经济社会发展
也发生巨大变化，现已成为国家重
点粮棉、蔬菜和水产品生产和加工
出口基地、中国第二大船舶生产基
地，经济总量增速位居全省第一，进
入全国城市 GDP排名前 50。凡是
名城，都重拥军优属，泰州亦如此。
海军诞生地纪念馆历次升级改造就
是生动例证。

1999年、2009年和2019年，在人
民海军诞生 50、60、70周年之际，泰
州市先后对海军诞生地纪念馆三次
升级改造，优化馆区环境设计，丰富
展厅陈列内容，打磨故事讲解词，开
展“我与军舰合影”“让历史瞬间永
恒、让红色血脉永续”油画作品展等
一系列活动。

海军诞生地纪念馆作为展示海
军形象、弘扬海军精神的窗口，不仅
海军多家单位来到这里寻根，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当
地党政机关、企业、中小学校也将此
作为开展国防教育的基地。据统计，
每年有20余万游客到此参加纪念活
动，海军诞生地纪念馆成为泰州城地
标建筑。

“泰州有着浓厚的海军文化氛
围，与海军交流活动非常多。”泰州
市领导介绍，海军向泰州多处场馆
捐赠退役舰艇，海军指挥学院还在
泰州设立教育基地。连续多年，海
军与泰州联合举办庆祝人民海军成
立的主题晚会。每年“八一”和“4?
23”人民海军成立纪念日，泰州各级
党政慰问团、社会组织，会集中走
访慰问泰州舰、扫雷艇靖江舰、海
军航空兵“兴化旅”，给海军官兵送
去“第二故乡”的问候。市政府还
授予泰州舰全体官兵“泰州市荣誉
市民”。

同时，泰州推出一批冠名“海军”
的中小学校、团队组织、道路场馆和
文化活动，让“海军诞生地”这一名片
深入人心。海军中学校园内退役鱼
雷快艇，设立小型中国海防展览馆，
全国首家少年海军邮局、江苏第一面

“军人荣誉墙”。海娃艺术团是当地
文化部门联合海政歌舞团在市少年
宫组建的团体，常年活跃在省、市甚
至全国舞台上，在当地家喻户晓。海
军东路、海军大道、海军文化公园等
一批道路、场馆散见泰州城乡，《海
军魂 中国梦》征文、“永不褪色的海
军蓝”展览等多种形式文化活动蓬
勃开展。

近年来，泰州还为海军输送大
量优秀人才。泰州中学被海军招飞
办确认为江苏省首个海军招飞优质
生源基地，也是海军工程大学的生
源基地。泰州市高招委、兴化中学
等 10多个单位被评为海军招飞工
作先进单位。截至目前，泰州市累
计向海军招飞输送近 100名优质生
源。2019年培养输送海军飞行学员

6人，录取数量排全省第二。泰州中
学、兴化中学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
成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双学籍”飞行学员。泰州
市拥有 350多家船舶及配套企业，
大约一半以上的企业为海军舰艇服
务，几乎每一艘海军舰艇都配有泰
州企业产品。

泰州大力实施“泰尊崇?情系海
防”工程，与海军泰州舰等单位组织
开展军地共建。泰州学院采取上舰
授课、网络教育等方式，帮助 280多
名官兵取得大专以上学历。泰州职
业技术学院选派专家上舰服务，帮助
解决50多项技术难题，培养400多名
军地两用人才。

短短 23年，泰州作为新组建的
地级市，历届市委班子成员一直把双
拥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去抓，该市
已连续四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
双拥不仅为这座水城增加了亮丽色
彩，也让海军官兵真切感受到了“母
亲般”的关爱。

上图：泰州市政府联合爱国拥军
企业到泰州舰慰问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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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贵神速。对于分散在各行各业的
民兵应急队员，遇到任务，如何快速集结？

10月 5日 17时许，湖南省株洲市九
郎山景区突发山火，火势迅速蔓延至距某
战备油库500米附近，情况十分危急。石
峰区人武部接上级指令：集结民兵应急分
队，于18时前抵达现场。抢险指令通过
网格化管理平台迅速下达。“@周文昭、程
湘……20分钟后在街道集合执行灭火任
务。”很快，所有队员接到信息并回复。半
小时过后，民兵应急分队集结完毕赶赴现
场。株洲军分区领导介绍，今年株洲市推
行武装工作网格化管理，成效显著。

一次吐槽——
“网格化管理”进入常委视野

年初，石峰区人武部组织民兵集中
轮训，就如何提高集结速度展开讨论。

职工李浩民在人武部工作近10年，
率先“吐槽”：“通讯联络手段都这么先进
了，下达通知怎么还靠打电话，不仅速度
慢，不确定因素也多，等人集结起来，救援
的‘黄金窗口’可能就过了！”

“民兵亦兵亦民，动态去向掌握难。”
军事科长余实也深感无奈，无论什么手
段，召集民兵都绕不过这两步：一是精准
快速地通知到每一个人；二是民兵接到
通知后能快速归队。

响石岭街道武装部长张正良感慨：
“还是末端管理难，除非像每个社区那样
配备网格员。”“网格员负责采集辖区居
民各类基础信息，对民情社情掌握得一
清二楚”“网格员直接面对群众服务，对

他们下发的通知群众十分重视”“网格管理
系统直达社区，传递信息快、覆盖面广……”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把目光聚焦到了“网
格化管理”。

一周后，“武装工作网格化管理”列
入了人武部党委会议题。“武装工作末端
落实难，出路在哪里？把基层武装工作
融入网格平台，效益有多大？”不久，军分
区就武装工作网格化专题调研，指定石
峰区人武部先行试点。

一项制度——
落实情况与年度考评挂钩

很快，通过军分区协调，地方政府下
发通知，将武装工作接入社区网格化管
理系统。人武部出台《武装工作网格化

管理实施细则》，明确各级职责和操作规
章，制定工作手册，组织干部职工、专武
干部、民兵骨干、社区网格员集中培训。

4月初，区网格化管理办公室新增
了一项职能，将武装工作任务按时下达
至街道、社区网格员，任务完成情况与该
办年度考评直接挂钩。

武装工作刚接入社区网格管理系
统时，网格员李林不但要进行兵役登记，
还要发放征兵宣传资料，忙得不可开
交。后来，他渐渐地习以为常，哪怕在走
家入户时突然接到人武部视频通话，也
能从容老练地汇报武装工作。并且，他

还将采集到的征兵信息一一录入网格。
就这样，在网格化平台的信息流中，武装
工作被管理员们精细分类。

两套系统——
任务完成质效大幅提升

“地方机构改革加速推动现代社会
治理体系构建，武装工作实行军地融合，
能更好地开创新局面。”石峰区人武部领
导对网格化管理感触颇深。

走进人武部网格化会议室，两组计算
机尤为醒目：左边一组是城市综合要素管
理系统，右边一组是网格化管理系统。

经了解，网格化管理系统对接地方
“区-街道-社区”三级管理平台。登录
后，屏幕上依次显示民兵整组、兵役登
记、国防教育等分类选项。在各分类选
项下，又有信息统计、查询及分析系统。
打开国防教育子栏目，点击“石峰区国防
教育资料库”，可以迅速查看到各个网格
的点击次数，监督国防教育落实情况。

自推行网格化管理试点以来，人武
部各项工作效率显著提升：征兵宣传从
面上宣传转变成“点到点”精准宣传；民
兵动态掌握从原来 70%提升至 100%；民
兵应急分队集结时间比原来缩短一半。

上图：武装工作网格化管理示意图。

湖南省株洲市推动武装工作接入社区网格化管理

借“网格”之力管武兴武
■张建武 李 溪

近日，安徽省金寨县城江店社区五
星双拥街成了“网红街”，很多消费者慕
名前来“打卡”。230家工商经营户纷
纷在自家商店醒目位置，标贴出“双拥
共建店”承诺牌：“本店参与五星街双拥
共建，所售商品对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
家属给予再次优惠”。

工商经营户李泽炳在五星双拥街
经营一家徽乡鸡连锁店，凡是来店消费
的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可凭借有
效证件，在成交消费金额基础上，再优
惠5%-10%。李泽炳表示：“我们要继承
老区拥军传统，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

23家退役军人家属经营店、5家退
役军人创业店，也落户五星双拥街。退

役军人储修俊经营一家茶饮店，挂牌
“退役军人创业示范店”，带头承诺为退
役军人及家属、现役军人及家属、环卫
工人等群体提供八折优惠。县武警中
队排长田健常来五星双拥街购买生活

用品，他告诉笔者：“军人购物返还优惠
能达到10%。”

据了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场
监管、城管执法、税务等部门纷纷参与
五星双拥街建设。金寨江淮村镇银行

还推出“拥军创业贷”优惠政策，为五星
双拥街所有经营户提供免担保、免抵押
形式的 5-20万元低息贷款，支持街区
经营户就业创业。

张 乔、潘 进摄影报道

金寨有条金寨有条
五星双拥街五星双拥街

“这是冷鹏飞的英雄事迹……”黑
龙江省宝清县胜利街早市上，一位老人
经常来得很早，不是逛街遛弯，而是向
过往行人展示战斗英雄集邮册，讲述英
雄故事。这位老人名叫孙会明，现年71
岁，坚持集邮颂英雄已有10个年头。

“当年，那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年
轻人在战场上牺牲了，人们应该记住他
们。”孙会明告诉记者，1969年边境战斗
中，他作为支前民兵，参与了烈士安葬
工作，共安葬 68位英烈。从那时起，每

年清明节，他都会参加革命烈士祭奠
活动。

“ 传 播 英 雄 故 事 需 要 有 个 载 体 。
这个载体还得大小合适、富有特色，人
们乐意收藏或观看。”2009年清明节，
孙会明萌生了借助集邮和印制纪念封
传播英雄故事的想法。当天，他赶制
了 3枚纪念边境战斗的纪念封，请前
来扫墓的参战老兵和烈士亲属签字，3
枚纪念封签满留言。

自此，孙会明一发不可收拾，先后设

计40余种、3000多枚纪念封。“这是战斗
英雄于庆阳牺牲纪念封，由战斗英雄华
玉杰签名并加盖名章，一枚信封、两名英
雄……”孙会明搬出好几箱“宝贝”给记
者观看，每枚纪念封都写满签名或留
言。许多参战老兵看到纪念封后睹物思
人，老泪纵横，不少人表示想要收藏，孙
会明就免费赠送或邮寄给他们。

孙会明还积极寻访战斗英雄、参战
老兵及其亲属，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
音视频资料。10年间，他累计寻访参战

老兵和烈士遗属 200余人，收集英雄故
事300余个。他牵头成立的集邮研究会
已扩大到100余人。

孙会明每月有2600元的养老金，因
为寻访英雄事迹需要一定费用，还要接
待一些前来祭拜烈士的老兵和亲属，通
常每月下来所剩无几。老伴刚开始不理
解，后来看着孙会明如痴如醉，也受到影
响。她说：“宣扬英雄是大事，有意义。”

随着时间推移，孙会明逐渐成为远
近闻名的“红色名人”，当地党政机关、
驻军部队、学校和企业纷纷邀请他宣讲
战斗英雄故事。今年 4月，部分老兵为
他送来一面锦旗：“宝岛精神传颂，高尚
品质可嘉。”

老民兵集邮颂英雄
■刘盛国 李奎山 本报记者 杨银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