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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辽宁省军区大连第七干休所组织开展“光荣在党
50年”系列活动。图为老干部给新入职文职人员讲党史，回顾自己的奋斗
经历。 徐俊斌摄

本报讯 黄涛报道：“过去遇到涉法
问题，面对繁琐复杂的维权程序不知从
何入手，如今有了专业律师团队，可以及
时帮助化解涉法纠纷，点赞！”3月19日，
山东省聊城市涉军维权再出新政——军
人军属、退役军人有了专属法律援助团
队。同时，《关于加强退役军人法律援助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于当
日发布，该意见为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及指导，释放出诸多
利好消息。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聊城市军人军
属、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启动仪式上，聊城
军分区、驻军部队、退役军人代表分别与
聊城市司法局签署了法律援助合作协
议。现场，16位法律援助团队专业律师
获颁聘书。

笔者翻阅《意见》了解到，今后聊城
籍退役军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再就申
请事项是否属于援助范围进行审查；适
当放宽经济困难标准，降低法律援助门
槛，使法律援助覆盖低收入退役军人，
其中，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
遗属，无固定收入的 65周岁以上退役

军人，服现役期间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
的退役军人，因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1
级至 6级残疾等级的退役军人将免予
经济困难条件审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要在县（市、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建立
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受退役军人法律援
助申请，初步审查后转报法律援助机构
办理。有条件的地方可在乡镇（街道）、
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设立法律援
助联络站（点），方便困难退役军人及时
就近提出申请；建立健全退役军人法律
援助服务机制，对退役军人申请法律援
助的，优先受理，简化程序，对情况紧急
的案件可以先行受理，事后补交申请材
料、补办相关手续。

“每条规定都彰显出对退役军人的
关爱，体现出聊城市在依法维护军人军
属、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方面所进行的尝
试及创新。”聊城军分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继续协调军地主动拓展法律
服务职能，将为兵服务放在首要位置，进
一步激发官兵安心服役、矢志强军的热
情干劲，维护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的合
法权益。

山东省聊城市涉军维权再出新政

退役军人有了专属法律援助团队

本报讯 郑海明、刘欢华报道：3
月底，山西省昔阳县利用乡镇领导班子
换届的时机，对全县专武干部队伍进行
优化调整：5名德才兼备的专武干部得
到重用，8名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到基层
武装队伍。经过调整后，该县专武干部
平均年龄 37岁，本科学历达到 80%。这
是昔阳县建立激励机制、畅通专武干部
晋升渠道取得的成果，激活了专武干部
队伍建设的一池清水。

专武干部作为军地之间的“桥梁纽
带”，是人民武装工作的一线指挥员，是
我国武装力量的重要基层骨干。为激发
专武干部的工作热情，昔阳县人武部围
绕国防动员系统新职能、新任务，适应后
备力量建设新形势、新要求，主动协调县
委组织部，采取“两步走”的方法，优化调
整专武干部队伍。第一步，畅通进出渠
道。建立能上能下、可进可出的激励机
制，结合年度干部考核，总评优秀的推荐
交流重用；排名靠后的调离岗位，有效提
升了专武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第二
步，规范任免程序。依据《专职人民武装
干部工作规定》，人武部会同县委组织
部，严格提名、考察、公示、任命、备案等
程序，切实增强了人武部在专武干部选
拔录用中的主导权。

经过武装工作培训后，新任职专武
干部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在民兵整组、征
兵工作、国防动员潜力调查、应急队伍建
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西省昔阳县

建立专武干部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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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严明亮、顾建春报道：清
明时节，春雨绵绵。4月 2日，江苏省扬
州市江都区大桥镇三江营革命烈士纪
念馆举行“学党史?祭英烈——让三江
营英雄回家”主题活动。5名烈士亲属
从全国各地赶来，祭奠烈士，把亲人接
回家。

江都区历史文化专家在纪念碑前
带大家回顾了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
1949年 4月 8日至 9日，解放军第 20军
60师 179团指战员经过浴血奋战，攻克
敌三江营江防堡垒，为渡江战役拔掉

“钉子”、扫清障碍。4月 20日至 21日，
解放军炮击英舰“紫石英”号，揭开了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序幕。此役过后，有
67名在三江营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长
眠在这片热土上。

“长眠于三江营的烈士，你们的家乡
在何方？你们的亲人在哪里？”年初以
来，该区发起为解放三江营牺牲烈士寻
亲活动。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刊发报道，
179团老兵、浙东新四军研究会以及各
地志愿者主动加入寻亲队伍。截至目
前，已找到5名三江营烈士亲属，接力寻
亲仍在继续。

“伯伯，我来接您回家了……”活动
现场，烈士黄章水的侄女黄美华抚摸着
纪念碑，不禁泪眼婆娑。她告诉笔者：

“由于没有找到伯伯的尸骨，爷爷奶奶只
为他建了衣冠冢，每年都会祭奠。如今
终于找到伯伯，全家人都很激动，来三江
营之前，还专门召开家庭会议，决定把伯
伯接回家。”

江水拍岸，哀乐低回。扬州市和
江都区党政军代表，参与寻亲的浙江
省诸暨、建德、慈溪三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以及诸暨市新四军研究会向三江
营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5位
烈士亲属走上台阶，祭扫烈士。祭扫
仪式结束后，现场人员参观了三江营

革命烈士纪念馆。“我们要继续开展这
项活动，帮更多烈士找到亲人。”江都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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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劲松、记者范奇飞报
道：“以往，民兵整组都是由军事机关
唱‘独角戏’，这次不一样，统筹规划、
统一步调，大大提高了民兵整组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近日，辽宁省阜新市
新邱区人武部联合区委区政府出台
《关于抓好民兵组织整顿工作的责任
清单》，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任务职
责，推动民兵整组工作落实落地。

据了解，今年民兵整组工作全面
展开后，新邱区针对民兵建设中存在
的潜力调查不全面、编组训练不一
致、专业力量不对口等问题，成立以
区国资委、民政局、应急局、统计局等
部门为主要成员的军地联合办公机
构，对辖区 12个规模企业、13个社区、
9个村委会等，采取“过筛子”的方式，
全面深入展开民兵整组潜力调查。
军地各部门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
导下各尽其责、各展所能，改变了以
往武装工作由军事机关单打独斗的
传统做法。街基街道武装部部长刘
力扬兴奋地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为基层武装工作提供强健
依靠和有力抓手，民兵整组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在此基础上，该区人武部扎实开

展“查适龄人员、查专业构成、查装备
器材、清楚人员潜力、清楚专业潜力，
清楚装备潜力”的“三查三清”活动，确
保编组人员满足各项比例和专业要
求，为推进该区民兵建设开新局、迈新
步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人武部还会同区委区政府
出台《关于在民兵队伍中开展争创

“四铁”先进单位、争当“四有”优秀个
人活动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民兵荣
誉 激 励 等 具 体 办 法 ，民 兵 持“ 民 兵
证”，可享受由中国联通、中国石油、
中国建设银行 3家分公司提供的优惠
通信套餐、折扣油价、金融 VIP等升级
业务，激发了民兵干好武装工作的荣
誉感使命感。

本报讯 刘庆东、李源俊报道：
“企业 18至 45岁男性员工占比多少？
党员、退役军人有多少名？”4月初，广
西阳朔县人武部组织专业人员对辖区
企业以及民兵编组单位走访调研，对
照任务深入企业车间逐项比对，摸清
国防潜力底数。

着眼扎实推进国防后备力量建
设，该县人武部及早筹划布局，按照应
急、支援两类力量建设，区分不同任
务、不同基础细化潜力调查内容，按人

民武装、人民防空、经济动员、交通战
备、新兴领域等 9大类 137项任务划
分。他们按照“地方强的我少建、地方
缺的我多建、军地亟须重点建”的思路
通盘考虑，对辖区企业以及民兵编组
单位展开摸排，拉单列表式采集企业
员工、装备的数质量，论证辖区防卫作
战和非战争行动民兵支援力量的建设
需求。

据了解，为实现潜力调查精准化，
这个人武部牵头成立领导小组，制订
详实的实施方案，组织县国动委成员
单位以及乡镇武装部负责人开展业务
培训，按照“初审自查、逐级核验、分域
把关、集中会审”方法抓好数据审核评
估，同时组织力量开展数据汇总，推动
潜力资源由抽象数据向可视化、具体
化转变，深化拓展成果运用。

笔者在某汽车维修中心看到，白
沙镇武装部部长杨理琪手拿“工程机
械维修排编制表”，正在企业负责人的
引导下一件件清点核实企业装备，检
查技术性能，查看人员花名册，并不时
在本子上登记。他说：“数据事关国防
战备，如果调查不精细、数据不真实，
就不能给上级决策提供依据，真打起
仗来，那是要吃大亏的。”

摸清动员潜力 形成抓建合力
○辽宁省阜新市新邱区军地协同开展民兵整组
○广西阳朔县人武部深入企业开展国防潜力调查

安徽省休宁县石屋坑村是皖南一
带有名的“支红村”，全村 89户人家，每
家每户门把手上都拴着一块红布。近
日，安徽省军区“皖美追寻”团队来到
这里，探寻蕴藏在“一块红布”中的力
量源泉。

“皖美追寻”是安徽省军区为探索
党史学习教育新模式，开展的一场红色
资源挖掘活动。安徽是一块红色沃土，
前一阶段，在筹划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
案时，该省军区领导提出，必须结合安
徽红色文化遗产，让教育接地气、有温
情、冒热气。追寻红色足迹，激活红色
历史，演绎红色故事，让陈列在江淮大
地 上 的 红 色 遗 产“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皖美追寻”活动应运而生。

连日来，他们走进皖西革命老区、
皖南徽州等地寻访。石屋坑村“隐居”

在皖南深山中，离市区虽只有 80公里，
但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仿佛把路程
无限延长。3个多小时后，大巴车在村
口停住，该村红色纪念馆馆长李璐颖
走上前来招呼，身后跟着不少年长的
村民。

领头的村民叫张桂女，今年 75岁，
是村里的一名红色义务讲解员。前一
天晚上听说有解放军过来寻访，她激动
万分。“红军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我们
就是和红军亲。”这是张桂女爷爷奶奶
那一辈人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张桂女
的爷爷和两个叔叔都为革命献出了生
命。1935年，爷爷张志流为掩护红军特
派员倪南山转移时被捕。在敌人的严
刑拷打下，张志流始终没有屈服，最后
被残忍杀害。三年游击战争中，石屋坑
村 36户 98人，牺牲 7人，被捕 20多人，

没有一人当叛徒。
“要保护红军，不能当叛徒，谁家有

一个人当叛徒，就是全村的敌人。”这是
全村人立下的誓约。1934年至 1935年
初，方志敏和寻淮洲率领的北上抗日先
遣队与敌人打游击时转移至石屋坑村
休整，在这里播下革命火种。白色恐怖
笼罩下，机智的村民在家门口拴上红
布，向红军发出联络暗号：“我家可靠，
可以来我家养伤避险，我会保护你。”

“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还挂着红
布。”张桂女说。记者看到，巷口两边人
家的红布都泛了白，张桂女家的红布挂
在铁门上，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张桂
女说：“村里老人弥留之际，都会交代后
人，一定要把红布挂着，这样红军才能
找到来家的路。”

据李璐颖介绍，当年皖浙赣红军独
立团政委、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刘毓标
将军在这里打过 3年游击，后来他想再
回来看看帮他死里逃生的亲人，但因为
枪伤和疾病困扰无法行走，村民便自发
组织下山把老将军抬上了石屋坑村。
临别时，这位耄耋老人抹着眼泪说：“三

年游击战争，我们就是‘三靠’——靠
党、靠山、靠群众。”

三年游击战争中，村民不畏艰险、
不怕牺牲，为红军筹办军需物资、带路、
传送情报、打掩护，这里也成为中共皖
浙赣省委常驻地和皖浙赣地区三年游
击战争的重要活动中心。1985年，刘毓
标写下《石屋坑往事》：“三年游击战争，
石坑贡献最优……敌虽进村驻守，省委
高枕无忧。”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
在于民众之中。”“皖美追寻”活动组长、
省军区副政委杨学伦指着石屋坑红色
纪念馆墙上的这段话说，百姓和红军

“一条心、一条命”是赢得胜利的保证。
“一块红布”的故事，被该团队拍摄

成短视频后在新媒体上发布，一位网友
的留言发人深思：“当年的红布被 98口
人捧在手心里，捧住红布就是捧住革命
的火种与决心。如今，村民还像捧着火
苗一样，小心翼翼地捧住红布，他们捧
住的是什么？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
又是什么呢？”是坚定的信仰，也是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信心！

安徽省军区开展“皖美追寻”活动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探寻“一块红布”蕴含的力量
■本报记者 蔡永连

哈密市伊州区人武部

组织民兵应急处突演练
本报讯 程浩东报道：4月初，新疆

哈密市伊州区人武部针对营区重要目标
点位，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开展应急处突
演练。演练中，他们紧贴实战要求，构设
营门重要点位遭袭、加油站纵火等多种
情况，指挥组采取随机导调，有效提升了
民兵应急处突能力。

盐城市盐都区人武部

依托红色资源开展教育
本报讯 宋海东、丁绍谦报道：近

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武部组织干
部职工、基干民兵来到新四军纪念馆开
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通过“干部集中
学、民兵延伸学”的方式，利用该区11处
爱国主义基地和22个烈士命名镇村开展
现地教学，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