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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记者来采访，66岁的董全
夫、65岁的喻荣富、62岁的陶明星，3
位老兵骑了一个小时电动车，从浙江
省绍兴市的西头赶到东头，在越城区
迪荡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一直等到
晚上8点，就为了给记者讲讲发生在
自己身上的故事。

陶明星家庭条件困难，至今仍在
印染厂务工。因社保缴纳未到15年
年限，退休手续一直办不下来。“我想
一次性补缴，但政策不允许；我想申
请农村60周岁以上退役军人老年生
活补贴，可是我的户籍是城镇的。”看
见他很失落，服务站工作人员田丽丽
端过一杯水，在一旁安慰，和他聊当
兵时的往事，“没想到聊着聊着，小田
突然说，按照政策，没有社保的非农
村籍老兵可以申领生活补贴。马上
让我填表格，还把需要的资料给我写
下来。这个月我已经收到钱了……”
陶明星激动地讲述着。

陶明星一口气说完，另外两名老
兵也争着讲自己的故事。

环顾小小的服务站，墙壁已被各
式各样的锦旗挂满，足有十几面。柯
桥区借力“互联网+”信息共建共享，
推进军人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一站
式”改革。按照“最多跑一次”“最多
跑一地”要求，系统梳理军人从入伍、
服役、退役、就业到优抚等全生命周
期所涉及的办事服务事项，层层织密
网络，形成军人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

“一站式”办事清单及指南，辖区退役
军人纷纷点赞。

和柯桥区一样，浙江省其他 90
个县市区整合政府部门资源，在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设立军人退役“一件
事”专窗，集成提供退役报到、就业创
业等 12件事项的咨询服务；杭州市
开发“老兵码”惠及 26.7万余名退役
军人，“智慧老兵”数据驾驶舱今年以
来为4.6万余名退役军人提供精准服
务；海宁市、青田县面向社会招聘“专
职人员”，充实到乡镇（街道）、村（社
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专门从事退役
军人服务工作，大大提高办事效率。

小小服务站，能办多少事？记者
在各地服务站探访，深感欣慰。一站
式、窗口式、代办式，这些离退役军人
最近的“家”，让他们“兵”至如归。

11月 13日，温州市鹿城区丰门
街道嵇师村抗美援朝老兵单庆松家
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和街道退
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专程为他送
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0周年”纪念章。单庆松的儿子
十分感慨：“感谢退役军人服务站的
工作者，让我爸的心结能顺利解开。”

前不久，嵇师村退役军人服务站
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时，了解到 90岁
高龄的单庆松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
争，但至今未收到纪念章，这是老人
的一块“心病”。申报时所需的相关
证明材料已经丢失，且因年代久远无
法找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得知情
况后，联合公安、人社等多部门核实

单庆松的参军情况，工作人员翻阅了
2000多份档案材料，终于找到证明
老人的证件材料，并帮助其完成纪念
章的申请手续。

当前，全国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正
在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抓
基层、打基础，是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突出特点，也是退役军人工作的着
眼点、立足点。截至目前，浙江省已
建成县级服务中心 90个、乡级服务
站 1370个、村级服务站 25153个,做
到了有机构、有编制、有人员、有经
费、有保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服
务体系把千千万万退役军人纳入到

“家”中来，为做好服务和关爱工作提
供了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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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怀安、贾广宇报道：天
山南北寒风刺骨，民兵分队奔袭 10余
公里后，迅即在尘土飞扬的练兵场开展
自动步枪操作考核……近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军事部2020年度民兵军事训
练考核各个课目陆续完成。此次考核
全员全装全要素进行，为期40天。

“针对民兵担负任务多样化、专业
化特点，训练考核要及时并轨衔接，满
足任务需求。”该军事部作训处处长向
代忠介绍，为全面检验党管武装水平和
民兵训练素质，他们区分团（乡）武装部
第一书记、专武干部、民兵分队 3种人
员类别组织考核，并设定了严格考核标
准，总分 600分，团（乡）武装部第一书
记、专武干部、民兵分队考核分数，占比
分别为17%、58%、25%，并实行“军事训
练一票否决制”，不及格人员不能参加
本年度晋职晋升和评功评奖。

“接上级命令，2公里外有不明身

份人员聚集，命你部迅速到达处置。”11
月 10日，兵团第六师共青团民兵分队
在刚刚考核完自动步枪操作课目，本想
组织准备调整，导调组突然宣布情况。
参考民兵迅速集结，戴好防毒面具通过
险情地带，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任务区
域。设卡、盘查、封控……各排按任务
编组占领有利地形，驱散聚集人群，顺
利处置特情。

此次考核设置实战化背景，采取
“课目排列组合”的方式，自动步枪操作、
识图用图、战术基础动作等8个课目和
拉动演练综合课目全程连贯实施，改变
了过去考核内容设置相对简单、情况处
置相对单一、导演文书相对套路化的问
题。该军事部领导介绍，虽然此次考核
各课目优良率在80%以上，但同时也发
现部分民兵分队连贯实施能力弱、陌生
地域实战化水平不高等10余个问题，接
下来将列好问题清单，逐个逐项解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

聚焦实战提升考核场“含战量”

关爱老兵关爱老兵 你我同行你我同行

伴随着军队改革的铿锵步伐，通过
现役转改、公开招考等渠道，一批文职
人员步入省军区系统。如何管好用好
这支新生力量，是各单位人才队伍建设
面临的新课题。福建省军区着眼文职
人员队伍特点，在强化教育引导、发挥
主体作用、加强人文关怀等方面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实践。

解开心中扣子，打消身份顾虑
采访中，福州市某人武部一名文职

人员向记者讲述了两年前的一次经历，
他身着制服走进当地政府某部门协调
公务事宜，却被认为是临时聘用人员。

据了解，这种尴尬的经历并非个
例，不少文职人员对此表示“很受伤”。

“制度初行、人员初入，最需要的是身份
认同和社会认可。找准文职人员心中
的扣子，才能找到教育的靶子。”该省
军区政委宋鸿喜告诉记者，针对文职人
员思想特点，他们着力探索走开文职人
员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子。

检查调研找靶子。近期，该省军区
领导分头带工作组深入八闽大地，通过
谈心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查找文职人
员的普遍困惑及忧虑。忧身份定位、忧
发展进步、忧待遇保障、忧管理使用……
调研结束，一份5000余字的调查报告摆

上案头，其中一些文职人员的真实思想
反映，让大家深受触动。

上岗之前扣扣子。这两年，该省军
区每次组织新入职文职人员岗前集训
时，突出党史军史学习、抓好政策解读、
运用传统熏陶、举行宣誓仪式，帮助他
们系好上岗履职的第一粒思想扣子，进
一步增强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日常教育解扣子。11月中旬，该省
军区展开文职人员爱岗敬业专题教育首
日，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时尽岭对文
职人员政策进行深入宣讲，拉直了很多
文职人员心中的问号。莆田军分区动员
处参谋郑志敏此前对文职人员的身份定
位有些模糊认识，聆听授课后信心满满：

“宣讲从法规政策、对照比较中回答了我
们的关注，让我对文职的身份认同和成
长路径有了清晰认识，干劲更足了。”

既能“敲边鼓”，也让“唱主角”
“大项工作的协调还是现役干部出

马比较合适。”采访中，一名军分区政治
工作处文职干事告诉记者，有次自己主
动请缨到驻地政府部门协调双拥共建
事宜，没想被泼了盆“冷水”。

据了解，文职人员适应岗位还要一定
过程，短期内很难独当一面的这一认识在
其他单位也不同程度存在。因此前些年，

在一些重大任务面前，常常见到现役干部
担当主力，文职人员做配合的局面。

“文职人员已成为各单位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如何在发挥文职人员主体
作用上求作为？首先要提升他们履职尽
责的能力。”省军区党委领导形成共识。

从强化文职人员能力入手，该省军
区大力开展文职人员岗位练兵活动，建
立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和干休所三级
常态化培训机制：省军区组织社招文职
人员开展以入伍训练为主的岗前培训；
各军分区组织文职人员到机关代训一个
月再正式入职；人武部、干休所采取以老
带新等形式，搞好一对一业务传帮带。

“只有大胆放飞，人才才能越飞越
高。”该省军区要求各级充分发挥文职人
员主体作用，让文职人员在各项工作中
挑大梁。如今，在省军区各个岗位上，文
职人员已崭露头角。平和县人武部政治
工作科干事蔡湘辉曾做过记者，入职仅
一年时间就在媒体发表作品40余篇；两
年前由现役转改为文职人员的宁德军分
区战备建设处参谋吕倩芸如今不仅熟悉
保密、通信等多项业务，还对解决机要装
备常见故障“手到擒来”。

大胆放手让文职人员干事业，让
人才活力充分迸发。近两年，该省军区
文职人员以饱满热情投入到动员备战、
民兵整组、兵员征集、老干部服务保障
等工作中，先后60余人立功受奖。

关切现实问题，解除后顾之忧
“爸爸，我又考了一百分，这是老师

奖给我的大红花！”11月20日下午，泉州
市鲤城区人武部政治工作科科长黄贞
义一回到家中就听到孩子的喜讯。

两年前，黄贞义从作战部队交流到省
军区系统转改文职，在组织的协调下孩子
入学、妻子转岗都得到顺利解决。告别两
地分居的他满怀感恩之心：“我要把全部
心思和精力用在干好工作、完成任务上。”

文职人员政策制度改革以来，各项
政策在不断健全完善，但对法规政策尚
未明确的“空白领域”，怎么办？该省军
区给出答案：对有政策法规依据的要积
极协调落实，对于尚不明确的，积极发
挥省军区系统协调军地优势作用，不遗
余力为文职人员排忧解难。

巡回八闽大地调研，记者沿途记
录下一个个关心关爱文职人员的例
子：厦门警备区对在本职岗位上作出
突 出 成 绩 的 文 职 人 员 ，优 先 提 升 到
警备区机关或调整交流到离家近的
岗位工作；南平军分区针对文职人员
尚未配齐，值班压力大的实际，通过安
排调休等方式，让文职人员调整休息；
福州、厦门、莆田等地将文职人员待
遇落实情况纳入议军会进行专题研
究，要求将现役转改文职人员的家属
安置和子女入学按现役干部同等对
待办理。

想文职人员之所想、急文职人员之
所急。近年来，该省军区各级大力构建
文职人员暖心工程，各级共协调安排文
职人员子女入读军队、地方公办幼儿园
38人、优质小学 12人，协调安置文职人
员家属就业8人。

“孔雀蓝”绽放国防动员大舞台
—福建省军区多措并举激发文职人员干事创业动力

■周晓松 邹亚平 本报记者 肖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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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呐喊中拉响
手榴弹，冲向敌人……这是曾经风靡全
国、家喻户晓的电影作品《英雄儿女》中
英雄王成视死如归的壮烈画面，也是67
年前于树昌烈士牺牲前真实的一幕。

1953年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于
树昌在阵地就要失守的危急时刻，通过
步话机发出呼喊：“为了胜利，向我开
炮！”随后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冲向敌
人，牺牲时年仅22岁。

走访英雄故里，追寻英雄足迹，传承
英雄精神。11月中下旬，于树昌生前所
在部队第 78集团军某旅官兵代表来到
烈士家乡山东省莱阳市，宣讲英雄事迹。

11月19日，在于树昌英雄事迹报告
会现场，于树昌生前所在部队官兵宣讲
了于树昌从参战到最后光荣牺牲的英雄
事迹，参加报告会的各镇（街道）、党政机
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人武部及干
休所全体官兵、于树昌的部分亲属等

120余人在倾听于树昌的事迹后，无不
深受感动。

“大爷，我们来自于树昌英雄生前所
在部队，代表部队来看您了。”20日，官兵
代表走进山东省莱阳市城厢街道四真庄
村，专程看望于树昌烈士亲属。得知部
队官兵代表前来看望，于树昌的二哥于
云德老人全家早早地在路口等待。

走进家中，官兵代表与于树昌烈士
亲人叙起家常、问起冷暖。为了方便与

93岁高龄的于云德交流，该旅副政委王
伟特意准备了平板电脑，将问候的话通
过文字和图片与老人沟通，当把于树昌
的照片给老人看的时候，老人激动地说
道：“我的弟弟，我想念他。”

“感谢党和部队还记得我们的英雄，
帮我们这些老战友了却了一桩心愿。”在
于树昌邻村战友孙焕友家中，老人回忆
起当年的战斗往事频频拭泪，听着老人
的讲述，来访官兵都红了眼圈。

继承英雄遗志，砥砺前行出发。20
日下午，在莱阳市红土崖革命烈士陵园
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代表向革命烈士纪
念碑献花，祭拜英烈。于树昌生前所在
营现任教导员郭兴林满怀深情地说：“重
走英雄故里，追寻烈士精神，我们的英雄
于树昌从来没有离开过。”

宣扬英雄事迹，学习于树昌精神已
在烈士的家乡掀起新的热潮，英雄赞歌
响彻胶东大地。

67年前，战士于树昌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壮烈牺牲。67年后，
烈士生前所在部队官兵不忘传承英烈精神——

走访英雄故里，唱响英雄赞歌
■张玉平 高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