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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涛报道：“真没想到，退
役之后还能享受到免费的技能培训，这
样的服务太贴心！”近日，退役军人陈克
靖来到甘肃省白银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填写了技能培训登记表，自主创业的信
心倍增。

目前，白银市退役军人有1万余人，
就如何更好实现退役军人自身价值，助
推社会经济发展这个问题，该市军地领
导在实践中得出结论：整合社会资源，搭
建全新平台，为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开辟新路径。

随后，军分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人社局等部门决定联合打造“强兵兴

业”工程，从落实政策扶持、技能培训、举
办招聘会、优化创业环境等方面全面发
力，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

笔者了解到，“强兵兴业”工程首先
在落实政策扶持方面给予倾斜：退役军
人创业，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最高不超
过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同时对退役
2年内首次创办小微企业且稳定经营 6
个月以上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
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对与自主就
业退役军人签订 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
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
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与此同时，该市军地联合白银矿冶职

业技术学院组织退役军人开展汽车修理、
电工技术、焊工技术、钳工技术、汽车驾驶
等工种的职业技能培训，并积极与私营企
业合作，挂牌成立白银市市级退役军人教
育培训实训基地，提供多种技能培训业务。

在此基础上，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从创业成功的退役军人中选聘20人担任

“导师”，组建“就业创业指导团”，为参训
合格且怀抱创业梦想的退役士兵学员“架
桥铺路”。同时，把创建“就业创业示范基
地”纳入“强兵兴业”工程，进行退役军人
就业岗位开发、就业能力提升、创业项目
孵化。他们还按照《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引导退役军

人自愿选择、主动作为，积极投身“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实践，推动退役军人创业的
热潮。在今年疫情常态防控形势下，该市
相关部门还多次发布线上招聘，帮助有就
业意向的退役军人进行“云”求职。

情系退役军人，助力就业创业。白
银籍退役士官史华培去年脱下军装选择
回乡就业，今年7月，在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的精心指导下，参加了退役军人职业
教育培训，选择了适合他的创业指导和
市场营销专业，学成后很快到一家私企
开启了新的岗位历练；复转军人张铭凯
瞄准了铝合金建材生意，但苦于手头资
金不够，一直徘徊观望，后在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的帮助下，成功办理了20万元创
业担保贷款，如今生意已步入正轨。

据统计，自今年6月以来，该市军地
联合累计帮助280多名退役军人成功就
业创业。

甘肃省白银市军地联合打造“强兵兴业”工程

退役军人告别“战场”闯市场

本报讯 吴浩宇、贾成露报道：近
日，海军某旅组织全员全装紧急出动演
练，某机步营快速到达指定地域，整个
过程顺畅高效。“出动时间比以往缩短
15%，终于回归了正常状态。”现场负责
指挥的营长黄江洪不禁发出感慨，原本
困扰战备出动的省道现在成了旅专用
战备公路。

2017年，该旅移防至广东省揭阳
市，由于新营区范围较大，一条省道横
穿其中，将营区分为东西两块。而这条
省道一头连着高速公路，一头连着当地
的旅游景区，每到节假日，地方车流大，
常常出现排长龙现象，节假日期间的战
备拉动，交通问题成了部队出动的“老
大难”，他们甚至“不惜绕远路，也不能
被堵死”。

这条横穿营区的公路不仅严重影
响部队战备建设，也不利于游客出行。
这个问题被拿到了市委常委议军会
上。去年 11月，揭阳市委领导多次到
现场勘察调研，积极协调各方多次召开
会议，议定新建省道绕行，原有道路改
为部队专用战备公路，并紧前推进改道
和征地事宜，仅一个月就制订出一份满
足部队打仗需求、符合政府建设规划、
土地征用百姓满意的实施方案，敲定由

市政府出资完成道路改建，并无偿为部
队划拨建设用地。

因新道路建设，6户村民需要搬
迁，其中还有 3家规模较大的养殖户。
今年 1月，该旅领导了解到情况后，担
心搬迁受阻，主动派人与驻地政府协商
一同前往动员。当村民得知是为驻军
部队修路后，6户村民表示坚决支持配
合，仅用一个月就搬迁到政府规划的区
域安了家。

“必须把部队建设的事情放在首
位。”3月上旬，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
利，市领导便迅速部署推进，紧抓改建
工程进度，仅用半年时间，一条1.7公里
长的新省道绕过营区顺利通车。驻地
党政民以实际行动支援部队建设，在军
地传为佳话。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揭阳市
始终将服务练兵备战作为拥军支前的
重中之重，千方百计支持部队“能打仗、
打胜仗”，先后批复部队建设用地 46
亩，多次协调解决驻地部队官兵子女入
学、看病就医等现实问题。近年来，在
揭阳市的大力支持下，该旅先后完成远
洋护航、沙场阅兵、国际比赛、岛礁巡逻
等 10多项多样化军事任务，连续两年
在国际军事比赛上摘金夺银。

广东省揭阳市积极支持部队建设

省道变身战备路

初冬的河北省张家口市，白天的气
温已跌破冰点，但位于宣化区的黄羊山
军事文化园中却人头攒动，人们在这里
参观仿真歼-10战机，在神州返回舱体
验模拟航天场景，古今中外的国防知识
展更让游人流连忘返。前不久，这里刚
刚被评为市级国防教育基地。

今年的全国双拥模范城（县）、模范
个人表彰名单中，张家口市、怀来县、丁
连明，这“一城一县一人”的同时出现，引
人注目，这也是该市注重用国防教育助
推双拥工作，在全市上下营造人人热爱
国防、人人支持国防的结果。“面对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
势，各级都要支持国防教育，使关心国
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张家口市委书记回建如是说。

“学多松年光辉事迹、举多松年英雄
旗帜、走多松年人生道路、做多松年精神
传人！”笔者来到桥西区大境门小学，正
值纪念多松年烈士英勇就义93周年，师
生齐聚多松年烈士纪念馆前，举行少先
队第18期“多松年中队”队旗传授仪式。

“一个英雄就是一串故事，让英雄
活在我们心中，创建英雄中队是个好办
法。”传授仪式上，笔者看到了一个熟悉

的身影，佝着背、跛着腿，他就是袁宝
莹，33年前在桥西区利民小学创建了
第一支英雄中队——“长城中队”。

几十年来，袁宝莹参与策划了全市
260余支英雄中队的创建工作。他告
诉笔者，过去自己也一度面临困境。学
校工作多、学生学习忙，已建起英雄中
队的学校没有时间开展活动，想在新学
校创建英雄中队，也总被婉言谢绝。

“究其原因，是国防观念淡化造成
的，存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思
想。”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主任于新民说。

战争年代，张家口军民为了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浴血奋战，涌现出马宝
玉、董存瑞等一批英雄模范人物。“这些
都是开展国防教育、强化国防意识的宝
贵财富。”于新民告诉笔者，强化国防意
识，就要动员全社会参与国防教育，要
让每个人都能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播
者。为此，该市成立国防教育讲师团，
他们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
风雨无阻开展“国防教育大讲堂”活动，
如今已是第 8个年头了。8年间，讲师
团队伍不断壮大，已累计授课 1800多
场，受教育者近50万人次。

笔者翻看《张家口市旅游地图》，看

到蔚县古城堡、赤城平北抗日根据地等
5大军事特色旅游区中，国防旅游景点
达160余处，国防教育基地有32个。

“我们一直想通过发展国防旅游来
拓展国防教育的辐射面，但由于大部分
古战场遗址、抗战遗址小而散，有故事、
没规模，留不住人。”于新民说，为将散落
的红色资源联为有机整体，更好地发挥
其教育作用，市军地联手、政企协同，多
方筹资加大对军事遗址、内外长城和人
防工事保护性开发的力度，并修缮了晋
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大海坨平北抗日
根据地、董存瑞烈士纪念馆、802演习纪
念馆等160多处红色景点。

厚重的国防文化和丰富的军事遗
存，现已成为传播国防知识、讲好张家
口故事的重要载体，每年吸引600余万
游客到该市观览。

今年10月中旬，该市“百家民企爱
国防”活动的开展以及“民企联创国防
教育工作站”的成立，让民营企业走进
国防教育阵地，成为开展国防教育的重
要力量。

民营企业家韩敏被推选为“民企联
创国防教育工作站”的主任，她曾两次
参加河北省举办的企业家国防教育培

训，肩头的这副新担子让她有了更深刻
的感悟：“要像创业那样联系好、维护
好、组织好民营企业家开展企业国防教
育活动，力争打造成河北有声望、全国
有影响的国防教育品牌。”她告诉笔者，
自己计划办个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还
没开口，多家工作站成员企业就主动报
名参加，这正是国防意识提升的体现。

据了解，该市还把国防教育纳入领
导干部目标管理和党管武装述职，作为
评价班子、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逐级
签订责任状，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以国防
建设为己任，抓经济不忘国防，搞建设
固好长城。

“国防教育领导和工作运行保障机
制的健全完善，强化了全市各级干部群众
的忧患意识，激发了爱党爱国爱军的热
情，并转化为自觉关心支持双拥工作的具
体行动，有力助推了全市双拥共建活动的
长远发展。”市双拥办主任张志刚介绍说。

笔者在市双拥办了解到，近年来，
该市先后建立了关于加强党管武装、双
拥共建、拥军支前、随军家属安置、军事
设施保护、军人子女教育优待等 10多
项制度机制，促进了国防教育成效向双
拥共建实效的转化。

河北省张家口市

打造城市国防教育“新名片”
■衡新军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强

“昨天你用生命捍卫我们，今天我
们用法律保护你！”2020年 11月 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通
过，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据统
计，该法律在草案公布征求意见的当
天，就有26000多人参与，提出54000多
条意见。人们高度关注这部法律，不
仅表明全民国防意识普遍增强，而且
表明军人这一特殊职业越来越受到社
会尊崇。

军人是维护国家发展与安全利益
的特殊群体，虽不生产谷物，但生产安
全与和平。对于军人所作出的牺牲和
奉献，祖国和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近
年来，随着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稳
步推进，维护军人权益和荣誉的制度体
系正在完善。

从组建退役军人事务机构到国家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从颁发

“光荣之家”牌匾到评选“最美退役军
人”，从出台保障退役军人权益的政策
制度到各类为退役军人服务的社会组
织应运而生……一个由政府机构主导、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退役军人工作新
格局正在逐步形成。退役军人保障法
从立法层面对退役军人的移交安置、教
育培训、就业创业、抚恤优待、褒奖等方
面作出规范，体现了法治社会通过法律
来保障退役军人的权益。这无疑是一
个历史性的突破。

对退役军人地位作用的认可及其
相关待遇保障，是包括退役军人在内的
许多人的关注点。因为这个问题，影响
适龄青年对军人职业的选择、现役军人
对其职业尊严的认同，以及退役军人作
用的发挥。对此，在退役军人保障法第
六章“抚恤优待”、第七章“褒扬激励”中
分别做出明确规定，包括“对参战退役
军人，应当提高优待标准”“退役军人服
现役期间获得表彰、奖励的，退役后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应待遇”等。这
些规定充分反映了国家对参战退役军
人、残疾退役军人，尤其是退役军人中
英雄模范人物的关心厚爱，对他们所做
特殊贡献的充分认可。这无疑有利于
在全社会形成热爱英雄、尊崇英雄、学
习英雄的浓厚氛围。

当然立法是底线保障，出台退役军
人保障法是个历史性突破，但不可能解
决退役军人工作中的所有问题，难以做
到面面俱到。这部法律更像一个风向
标，引导和鼓励各地出台配套细则和文
件，推动社会像支持国防建设一样，支
持军人回到地方之后继续发挥作用。

“英雄者，国之干。”今天的中国，尊
崇军人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无论是
退役军人保障法对英烈的保障，还是审
议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将侮辱、诽
谤英雄烈士的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都

表达了国家对英烈的礼遇，人民对英烈
的尊崇。

随着退役军人保障法的颁布实施，
必将在全社会形成更加尊崇军人的浓
厚氛围，激起现役军人更强烈的“我为
祖国站岗，不惧雨雪风霜”的荣誉感和
使命感，激起退役军人更持久的“一朝
从军报国，一生坚守本色”的光荣感和
责任感，勇做建功新时代的表率，勇当
创造新业绩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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