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 责任编辑 /孟凡利2020年11月6日 星期五 Tel：010-66720029-8701

优 秀 退 役 军 人 风 采优 秀 退 役 军 人 风 采

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武部
发放新兵家庭联系卡

本报讯 朱树志、李春桥报道：
连日来，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武部结合
新兵回访工作走访慰问新兵家庭。
他们详细了解新兵家长的健康情况
和经济状况，建立联系卡片，对缺少
劳动力、家庭成员年迈无人照顾等问
题详细登记，并协调乡镇武装部和村
民兵连现场商定帮扶办法，受到新兵
家长的好评。

辽宁省黑山县人武部
创新机制激发工作干劲

本报讯 房明、孟小冬报道：10
月下旬，辽宁省黑山县人武部在专武
干部任用上提出“三优先”原则，即优
先提拔、交流、重用；在选拔程序上，明
确未经人武部提名的不考察、未经人
武部同意的不任命、未经人武部考核
的不晋升。同时，对专武干部在民兵
整组等工作中的表现进行量化打分，
作为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天津市蓟州区人武部
着力加强民兵队伍建设

本报讯 宋国栋报道：连日来，
天津市蓟州区人武部针对部分民兵
干部对武装工作了解不多、对国防法
规掌握不全等问题，通过网上培训、
个人自学等方法，着力增强民兵干部
的能力素质。同时，他们还调整补充
各类抢险救灾专业器材和通用训练
器材，完善应急预案，并有针对性地
组织演练，民兵队伍遂行任务的能力
明显提高。

“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
军……”傍晚时分，吉林省松原市长岭
县三青山镇大房身村的文化广场上，响
起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农忙归来
的乡亲们听听歌，跳跳舞，一天的劳累
烟消云散。村党支部书记王仕刚告诉
记者：“这个广场是全镇面积最大、设施
最好的，附近村屯的乡亲们都愿意到这
儿放松放松。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离
不开松原军分区的帮建啊！”

三青山镇盛产马铃薯，素有“粉条之
乡”之称，大房身村村民的经济收入除了
粮食作物，主要靠制作粉条。然而，百余
个手工作坊产生的大量污水，都排到村
中的一个低洼处，经年累月形成一个巨
大的污水坑。每到夏天，蚊虫滋生、臭气
熏天，严重影响了村民的身体健康和生

产生活。
改变，发生在两年前。2018年9月，

松原军分区与大房身村结对帮扶。军分
区政委马永健带领帮扶工作队到村里调
研时，发现这个污水坑。“这个水坑有多
少年了？”“多少年我不知道，反正我父亲
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了！”一位 70多岁
的老人这样回答。

王仕刚说，这个污水坑一直困扰着
全村人，不少有条件的村民为了逃离“苦
海”，选择迁居别处。

“环境污染问题不解决，帮扶队决不
能收兵！”马永健向村民立下军令状。请
专家、搞评估、做预算……很快，关于大
房身村污水坑治理方案提上了军分区党
委常委会。帮扶队建议，将污水坑填平
后，就地改建成集休闲、娱乐、健身等功

能于一体的文化广场。这样既可以治理
环境污染，又能解决村民没有文化活动
场所的问题。

“多少年都没解决的难题，靠我们
一个帮扶单位解决起来谈何容易？”“帮
助贫困户脱贫就可以撒手了，何必自找
苦吃？”起初，有人提出了质疑。的确，
初步算了算，这项工程少说也得上百万
元，军分区很难拿出这笔钱。而且，工
程一旦上马，生产粉条的村民只能停
产，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这条路能行
得通吗？

“安居才能乐业。这样的人居环境，
老百姓腰包再鼓也感觉不到幸福。作为
军人就应该啃最硬的骨头。”最终，军分
区党委一班人拍板决定：启动大房身村
环境治理项目。

说干就干。军分区党委接连走了几
步棋：向省军区申请扶贫经费，协调长岭
县委、县政府落实配套资金；聘请专业技
术团队，先后3次研究改建方案；协调县
委、县政府在三青山镇扩建粉条产业园
区，将大房身村粉条加工作坊迁到产业

园区内；2019年 10月 15日，工程破土动
工，2020年9月，工程竣工。

记者走进文化广场，一座八一军旗
的雕塑矗立在广场正中，底座上镌刻着

“军民鱼水情”5个红色大字。长岭县人
武部政委林凡说：“这5个字是应全体村
民地呼声刻上去的，表达了他们对军分
区官兵的感恩之情。”

广场四周，绿树成行，流水潺潺。
广场中央，大房身村、夏家村、前伏山
村、三青山村4支秧歌队正在这里演出，
唢呐声声、锣鼓喧天，围观群众不时发
出阵阵喝彩。

一位临退休的镇政府干部指着广
场旁边的一栋民房说：“这就是我的家，
因为以前挨着水坑，根本没法生活，我
就搬到镇里住了，房子也没卖出去，现
在给多少钱我也不卖了，退休后要回来
享福啦！”

昔日污水坑，今朝欢乐园。记者发
现，来这里参加活动的村民越来越多，这
里俨然成为村民劳作之余放松心情的欢
乐园。

结对帮扶村脱贫摘帽了，吉林省松原军分区不松劲、不撒手，乘势而上，开展生态环境治理。请看——

昔日污水坑 今朝欢乐园
■金海军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比起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
友，我们很幸福了，相比他们的伟大，我
们渺小得不值一提。”10月23日，暨南
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14
位老兵佩戴纪念章。接过纪念章的学
校原党委副书记、抗美援朝老战士关汉
夫说，我们要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继续
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梁洪浩
轻抚纪念章久久未语，眼眶逐渐湿润
了，他的思绪似乎回到了抗美援朝的战
场上。提起战场上的事，他摆了摆手，
哽咽着说：“牺牲的人太多了……活着
已是最大的幸福。”

老兵梁洪浩是一名战地记者，身处
前线，一边打仗一边写稿，目睹了当时
十分惨烈的战斗场面。他经常告诉学
生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刻
苦学习回报社会。

老兵邝公道参加过数十场战斗，却
从不说自己是英雄。他说：“不是谁都
能当英雄的，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
才是英雄，我的荣誉也是他们的。”邝公
道在抗美援朝时，担任中南医疗队队
长，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挽救战友的
生命。回国后，他先后参与创办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暨南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一生都在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他
人的生命。他告诉笔者：“我要继承战
友遗志，把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传承下
去。我要告诉那些为人类和平、祖国安
宁献出生命的战友，党没有忘记我们，
人民没有忘记我们。”

暨南大学，这所拥有114年历史的
华侨学府，在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时期有一大批华侨子弟英勇报国、血洒
沙场。2019年7月，暨南大学组织人员
奔赴上海、杭州等地寻找当年参加抗日
战争的校友，他们在上海市宝山路 548
号发现一块“国立暨南大学旧址”纪念
碑，上有史学大家、老校长何炳松手书
的校训“忠信笃敬”。“忠信笃敬”的校训
就是暨南学子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和
态度——要爱国、要忠于国家！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仪式结束后，暨南大学

许多学生和从该校入伍的大学生士兵，
展开学习讨论。维吾尔族大学生士兵
麦合木提看到仪式视频后激动地说：

“有幸成为暨南大学的一员，我一定要
传承英雄血脉，争当英雄传人！刻苦训
练，努力提高打仗本领。”他在新训日记
中写道：“风再猛，折不断雄鹰的翅膀。
肩扛使命、心怀荣誉，汗洒沙场，不负韶
华，就是我不变的初心！”

退役大学生士兵邹秀锦是该校国
旗护卫队队员。他说：“新时代是成就
英雄的时代，请老英雄们放心，我们一
定会接过前辈的旗帜，做新时代的追
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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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网购的书这么快就到
了！多亏了‘快递老哥’！”10月 31日，
驻守在辽西大山深处的某连队哨所下
士张利民迫不及待地打开快递包裹兴
奋地说。

张利民所说的“快递老哥”，就是辽
宁省锦州市某食品有限公司的退役军人
陈春辉。他是连队的蔬菜供应商，如今
又多了一个身份——连队义务快递员。

蔬菜商咋当起了快递员？这还得
从两年前说起。2017年年底，陈春辉恋
恋不舍地脱下穿了16年的军装。在部
队当过司务长的他，回乡创业，发挥专
长，成立了兵哥送菜服务公司，优先招
聘退役军人，开始打造兵哥送菜品牌。

一次，哨所战士王明军的家人寄
来了几瓶自制小菜。本想着能和战友
们一道品尝，没想到，运送快递的货车
一周后才上山。等打开包裹，小菜已经
变质发霉了，大家有些沮丧：“包裹运到
哨所的最后一段路，那可真不是一般的
难走啊！”

陈春辉听说后，主动提出要帮助
哨所官兵取送包裹。按照约定，陈春

辉每周给哨所运送一次新鲜肉菜。
打那以后，每次上山送菜前，他都先
到各快递投送点走一趟，只要有哨所
官兵的包裹，一一签收确认，帮大伙
儿带上山。

这两年，得益于党的好政策，公司
发展得越来越好。2018年4月，陈春辉
成立了某食品有限公司，经营项目包
括蔬菜、鱼肉、蛋禽等农贸产品和文化
用品、办公用品等。今年夏天，有一个
连队野外驻训，受连日大雨影响，官兵
采购给养物资成了难题。恰巧赶上陈
春辉带公司员工冒雨到连队慰问，了
解实情后，立即组织人员无偿为他们
配送了3天给养。

陈春辉在创业同时也不忘回报社
会。他们进社区、敬老人、捐善款，累
计捐资捐物共计 100余万元。饮水思
源，陈春辉最感恩的就是部队的培养，
军属和退役军人也成为他和公司关爱
的主要对象。

“嫂子，这是您订的菜，按照老规
矩，给您放门口了。”今年 3月的一天，
陈春辉将蔬菜配送到军嫂王丽杰家门

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陈春辉多
了一个新身份——兵哥配送队队长。

疫情期间，该市各个小区封控，严
格限制人员进出，居民采购生活用品
不方便。陈春辉第一时间成立兵哥义
务配送队，队员由公司 40名退役军人
担任，利用业余时间，分批轮流为居民
免费配送。不管路途多远、天气条件
如何，都无条件送达。

该市一家部队医院有几名医护
人员驰援武汉，家中有老有小，生活
难免遇到些困难。陈春辉得知情况
后，每天派队员除了上门送菜、米面
粮油外，还帮助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所有物品都由公司买单。“对于一些
上年纪老兵的需求，我们也格外关
注。”公司员工、退役军人张丰告诉笔
者，兴业阳光小区 70岁高龄的老兵李
孟超患有心脏病，兵哥配送队每隔一
段时间就为老兵买药送菜，把老兵当
成自己的亲人。

目前，该食品有限公司专门建立了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为退役军
人提供职业规划和就业创业服务，已安
置退役军人和军属100多名，帮助40名
退役军人创业。

陈春辉告诉笔者，他有两个梦想：
一是帮助更多退役军人和军属就业创
业；二是把拥军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老兵拥军不止步
■莫正攀 王 鹏 王 宇

本报讯 甘明、记者宋子洵报道：
在北部战区陆军和辖区内退役军人事
务厅、省军区等部门通力协作下，滞留
部队近 6年的伤病残士兵矫磊终于在
山东省烟台市顺利落户。这是北部战
区陆军主动作为，为退役军人找到好

“婆家”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北部战区陆军在退役军人

安置工作困难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坚持
把移交安置工作作为一项党委工程和
民心工程抓紧抓实。不久前，为了进一
步完善沟通协作机制、构建统筹安置格
局，促进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顺利完成，
他们组织召开辖区内“四省一区”（黑龙
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山东省、内蒙古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移交安置工
作联席会议，探索建立组织政策宣讲、

构建协调体系、定期走访互通等 10项
机制。

在档案审查、选岗安置、伤病残移
交等关键阶段，他们协调军地业务人员
同步参与，部队移交安置联络员到省军
区转业干部工作办公室和退役军人事
务厅驻点办公，强化军地联系，提高工
作效率。与此同时，北部战区陆军根据
年度工作计划，邀请地方职能部门上高
山、登海岛、走边防，近距离了解官兵诉
求，宣讲法规政策，解答疑难困惑，增进
地方对部队官兵的了解和支持。

完善的机制带来丰硕的成果。自
北部战区陆军成立以来，辖区内“四省
一区”转业干部离队报到率达 98%以
上，转业士官安置到机关、事业单位和
国有企业比例均超过80%。

北部战区陆军助推辖区内“四省一区”退役军人移交安置

军地协作为老兵找到好“婆家”
10月底，四川省资阳军分区组织无人机民兵分队业务骨干集训。他们围绕汛情侦察、目标监控、投放物资等课目展开

针对性训练，为新质民兵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图为技术人员正在讲解无人机操作要领。
王子冰摄

10月底，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医务人员携带医疗设备和药品，来到河南
省洛阳市朱家沟村，为当地群众送医送药，开展义诊活动。 程致远摄

10月底，辽宁省铁岭军分区组织官兵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向英烈敬献
花篮致以哀思，并重温了军人誓词。 李卓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