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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陕西省镇巴县

举办惠军爱民活动
本报讯 王海军、吴国清报道：12

月 9日，陕西省镇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地方家电企业开展惠军爱民活动。
活动主要面向退役军人及困难退役军人
家庭，提供惠民补贴、专享优待等服务，
使退役军人群体充分感受社会发展带来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河南省临颍县人武部

进行武装建设考评
本报讯 吕瑞璞报道：12月中旬，

河南省临颍县人武部对全县 15个乡镇
基层武装部进行达标考评。考评围绕
党管武装、机构设置、队伍建设等6大类
64个评分项目，采取现地查看、查阅资
料等方法进行，全面掌握基层武装部建
设现状。

山东省海阳市人武部

组织实弹射击训练
本报讯 丁胡彬、孙伟霞报道：12

月上旬，山东省海阳市人武部依托海军
某旅教导队靶场，组织专武干部、民兵应
急连和民兵教练员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结果显示，80%的参训人员达到了大纲
要求的标准。

江西省寻乌县人武部

开展民兵复训补训
本报讯 曾睿报道：12月上旬，江

西省寻乌县人武部组织县民兵应急连开
展集中训练，有针对性地对相关课目进
行复训和补训，提高各民兵应急分队的
实战化训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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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六安军分区在市国防动员训练基地组织开展国防动员指挥
能力集训，进一步提升指挥决策能力。

柏天敏摄

冬日午后，暖阳当空，已经脱贫的
南荒村村民齐加轩和邻居一道在村里
的双拥文化广场上跳起了广场舞。说
起眼下的好日子，齐加轩的眼神里闪着
光：“党和军队让我家脱了贫，现在的日
子是越过越有滋味。”

南荒村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
旗牛家营子镇，2016年北部战区空军某
部与该村结成帮扶对子时，村里建档立
卡贫困户有30户79人。4年间，该部先
后通过党建文化帮扶、医疗支援帮扶、
产业发展帮扶、助学圆梦帮扶等扶贫帮
困措施帮助南荒村找到了合适的脱贫
路径，并在 2018年底实现整体摘帽，人
均年收入从帮扶前的 2291元上升到
11875元。

脱贫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这个过
去从未想过的问题逐渐成为南荒村村
民饭桌上热议的话题。

在一次例行走访中，该部领导与村
民聊天发现，虽说如今腰包鼓起来了，
但大家伙儿仍觉得不踏实，生怕哪天又

过 回 穷 日 子 。 还 有 的 村 民“ 小 富 即
安”，满足于当下，不愿继续甩开膀子
干。“一系列帮扶政策让贫困群众有了
稳定的产业，但脱贫不是终点，扶贫更
要扶志。只有把扶贫和扶志结合好，南
荒村才能彻底告别‘难与荒’，奔小康
路的脚步才会更加从容坚定。”该部政
委田旭辉说。

南荒村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思想守
旧，官兵就挨家挨户宣讲党的脱贫攻坚
好政策，把关心送到百姓心坎上。他们
组织科技帮扶队上门送种植、养殖技
术，联系当地农牧部门专家现场教学，

提升种植、养殖效益；协助村里建立防
返贫资金，成立医疗巡诊小分队，为村
民送医送药；捐建百姓书屋、新建惠民
网吧，确保村民想学技术时有人可问、
有书可看、有网可查；将村里的文化活
动中心整修一新，添置乒乓球桌、台球
桌和篮球架，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

如今，南荒村彻底告别过去的萧条
与荒芜，富民强军林树木茁壮、恒温暖
棚里蔬菜瓜果长势喜人、双拥文化广场
音乐阵阵……下一步，该部将继续协调
军地资金，联系施工团队修缮入村主干
道，进一步畅通奔小康的“康庄大道”。

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帮扶贫困村稳定脱贫

南荒村告别“难与荒”
■王华文 张静华

初冬时节，走近赣北武山脚下的凰
山村，远远就能听到清脆的鸡鸣声。循
声望去，数十座崭新的鸡舍依山而建，
千余只崇仁麻鸡正在林中衔草觅食。

鸡舍是江西省湖口县人武部今夏
帮助凰山村新建的重点生态扶贫产业
项目。“建好鸡舍、投入鸡苗后，两个月
就能产生经济效益。”村民彭思航告诉
笔者，今年鸡舍出栏的麻鸡和鸡蛋的销
售额已经超过 7万元，参与该项目的贫
困家庭已经开始领取分红，“这麻鸡就
是我们的‘金凤凰’。”

凰山村位于湖口县付垅乡，地处丘
陵地带，村民收入低，且居住分散，脱贫
难度大。2018年底刚结成帮扶对子时，
湖口县人武部扶贫工作队一筹莫展。

“不如绘一张‘作战图’，这样一来，
不仅贫困户的分布一目了然，扶贫工作
开展起来也能得心应手。”人武部扶贫工
作队与村“两委”、村民代表商议脱贫对
策时，工作队队长沈江华的提议让大家
伙儿的思路豁然开朗。会议结束后，沈
江华用了两周时间标绘了 1张扶贫“作
战图”，将村内道路、河流、山林及村民小

组、贫困户等信息进行了详细标注。
根据“作战图”信息显示，凰山村五

保户谢显春所在的村民小组林地资源
丰富，是饲养禽类的上好场所。去年，
谢显春在人武部的帮扶下到公益性岗
位上班，还发展起了养鸡项目，一年下
来收入 2.7万元。2019底，谢显春摘掉
了贫困户的帽子。

凰山村每脱贫一户，沈江华就在图
上画一面小红旗。2019年底，凰山村贫
困户全部脱贫，路线图上的小红旗也画
得满满当当。

今年年初，湖口县人武部开始帮
助凰山村发展生态茶园、林下养殖等
产业基地。随着扶贫工作深入开展，
沈江华在图上标注的信息也越来越
多。现如今，扶贫“作战图”早已成为
村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规划图”，村
党支部书记曹永忠把它挂在了村委会
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挂图作战，凰
山村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江西省湖口县人武部挂图作战精准扶贫

凰山村飞出“金凤凰”
■林小强 李孟潇

本报讯 记者樊晨、通讯员孙东峰
报道：这几天，上海警备区长宁第六离
职干部休养所生活服务中心格外热闹：
老干部们在便利店的货架前挑选商品，
不时欢快交谈。

超市开到家门口，不仅能挑选到新
鲜实惠的商品，还省去了奔波劳顿，这
让老干部及家属喜笑颜开。据干休所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着力构建社会化服
务保障体系，线上与“获谷云商”电商平
台合作实现掌上购物，线下引入“大篷
车”集市实现院内“赶集”。

提供便民服务是该干休所推进社
会化服务保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他们打造“外诊就医、便捷出行、康复
护理、便民服务”4个平台，探索形成

“军民协作、医养结合、区域联合”的社
会化服务保障模式，让老干部过上高
品质晚年生活。考虑到老干部普遍高
龄的实际，他们搭建外诊就医服务平
台，为老干部设置常备急救呼叫系统、
智能终端响应系统和重点人员全时监
测床垫报警系统3道防线，并与市卫健

委合作，探索“老干部外诊、老阿姨外
诊、网络外诊”3种外诊模式。干休所
家委会主任陈霞飞对记者说：“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每周来坐
诊，疫情期间更是为所内老干部解决
了不少难题。”

“ 所 里 工 作 人 员 经 常 叫 不 出 名
字”“过去的事十有八九记不得”……
在日间照护中心，几位老干部和工作
人员在脑健康自助筛查和训练一体
机前边做智力游戏，边聊家常。据介
绍，他们同上海记忆家园协会合作，
引进脑健康自助筛查智能终端，对老
干部记忆功能进行早期风险评估筛
查，并对接某健康护理站，定期安排
社区志愿者来所开展智慧养老指导，
提供专业建议。

“学习借鉴上海先进的养老理念，
把服务做细做实。”该所政委周鸿云介
绍，前不久，他们同上海某出租车公司
合作，为老干部提供优先叫车用车服
务，并对现有车辆进行辅助升降系统适
老改造，让老干部出行更加便捷。

上海警备区长宁第六干休所构建社会化服务保障体系

4个平台提升老干部幸福感

本报讯 杜勇清、陈延刚报道：初
冬时节，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

“老兵蔬菜基地”大棚内温暖如春。这
几天，基地创办人、退役军人张永斌正
和几名战友一起，在大棚里栽种新一
茬蔬菜秧苗。就在两个月前，经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牵线搭桥，原本滞销的
数千公斤萝卜、白菜在短短4天时间里
销售一空。这让张永斌的创业信心更
足了。

今年年初以来，淮安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大力实施“强兵兴业”工程，助
力退役军人“放心”融入地方、现役军
人“安心”练兵备战。

单丝难成线，孤木不成林。基于
这一考量，“强兵兴业”工程启动伊始，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在市委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指挥下，积极调动
多方资源要素。

实施就业创业强链扩链计划，是

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下的一招“先
手棋”。年初，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
合当地人社、教育、公安等政府部门，
携手当地企业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

“政校企”三方合作的叠加效应，为退
役军人搭建起“求职—培训—上岗”的
链条式服务平台，打造退役军人培训
就业闭环。

在此基础上，市、县（区）两级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设立就业创业指导站，
选聘 83名就业创业导师，实行导师项
目挂钩服务制，定期开展专场招聘、政
策辅导、创客沙龙，为退役军人提供就
业创业服务。截至目前，已举办专场
招聘会45场次，提供岗位6406个。

同时，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建立了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和全市企业人才用
工需求两本账册，实行动态管理和信
息衔接制度。针对地方单位招聘需
求，定向推送待就业退役军人信息，累

计推荐退役军人就业500多人。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市场需求是

“第一导向”。想揽下“瓷器活”，“金
刚钻”必不可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瞄准技能培训这一“靶心”，推行滴灌
式精准培训，通过技能“造血”，打通
退役军人因“缺技少艺”导致的就业
创业梗阻。今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依托多所高校，开设了 13类专业职业
技能培训，培训周期为 2至 6个月，自
主就业退役军人参训率超过 95%。与
此同时，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该市 10
多家大型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立足岗位需求开展岗前培训，参训退
役军人出了校门就上岗、毕业当天即
可就业。

找准结构性供需最佳契合点，改
变以往任务式、被动式就业创业，是

“强兵兴业”工程的又一特色。
实践探索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相结合，把退役军人作为村干部
队伍、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的“血液
补充”，先后举办退役军人村级后备书
记培训班、乡村振兴人才培训班和基
层治理培训班，参训学员结业后全部
到基层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淮安市还在江苏
省率先出台了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十条意见”，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提供动力引擎。全市 11家金融机构
积极响应，推出“金融优待”服务套
餐 ，开 发 了 面 向 现 役 军 人 的“ 拥 军
贷”、针对退役军人的“军功贷”“优抚
贷”等金融产品 20多个。移动、邮政
邮储等公司则在为现役军人、退役军
人提供“拥军卡”及邮政优惠业务外，
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企业
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个性化信息服
务和金融服务。

从“单兵作战”到“协同攻坚”
江苏淮安“强兵兴业”工程助推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

12月 10日，一辆满载医疗设备的
军卡开进了新疆喀什军分区某边防团
塔吐鲁沟边防连的营院内。自此，该团
辖区所有边防一线连队官兵足不出户
即可接受健康体检。

该团驻守在高寒缺氧、冰封雪裹的
帕米尔高原上，辖区各边防连队驻地平
均海拔 3500多米，医疗条件有限。之
前，边防连官兵每半年组织一次健康
体检，体检地点通常设在喀什市疏勒
县城内。然而，多数边防连队驻地较
为偏远，最远的连队距离疏勒县城有
数百公里。

外出就诊不便，有的官兵身体不适
也往往选择硬扛。对此，塔吐鲁沟边防
连上士李骐骥深有感触：“以前总觉得
自己年轻底子好，出现头晕、眼花、睡眠
差也不当回事，直到去年年底体检才发
现身体健康不能再忽视了。”

“边防官兵的身体健康是守防固防
的本钱。”该团党委一班人研究决定，采
购一批体检医疗设备，配发一线边防连
队。3月初，该团邀请驻地多家医院的
专家来队指导，积极征求意见。专家组
针对边防一线官兵常见病、多发病的实
际情况和官兵的实际需求拟定了一份
医疗设备采购清单，其中包括血液分析
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离
心机等。5月初，该团通过军综网服务
平台下单采购。

“大家轻抬轻放，这些可都是宝贝
疙瘩！”10月 8日，在军地共同努力下，
第一批医疗体检设备送到了位于海拔
4300米的红其拉甫边防连。这批体检
设备让连队军医杨善文如获至宝，“有
了这些设备，就能更快对症下药，更好
地服务官兵。”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是根据光电
比色原理来测量体液中某种特定化学
成分，能检测人体的肝肾功能和心肌
酶谱等指数。”随车来队的设备生产厂
家技术人员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说明
书细心讲解。为保证基层边防连军医
快速掌握设备使用和保养方法，厂家
在派遣技术人员留队指导的同时提供
远程技术服务，确保设备故障能及时
得到解决。

“这批新设备来得太及时了。有
了它们，官兵身体出现问题就能快速
检测发现原因。”塔吐鲁沟边防连指导
员戴其林说，以前官兵身体不舒服想
弄清楚原因，得去数百公里外的医院

看，费时又费力。现在连队医务室就
能解决，抽血、验尿，很快就能查清问
题，对体检报告异常的官兵，该团会第
一时间派车送医。

截至发稿时，体检医疗设备已经悉
数配发到各边防连队。近年来，该团每
年都会定期组织巡诊服务队前往边防
一线，为官兵查体看病送医送药，每年
组织一批守防多年的老兵前往全国各
地进行疗养治疗，确保让更多边防军人
享受到优质医疗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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