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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超、记者宋芳龙报道：

“获颁‘荣誉岛民’，是海岛群众对我们

的最高褒奖和认可，也是我们守护海疆

的见证。”8 月 29 日，浙江省平阳县南麂

镇为满服役期驻岛官兵举行退役仪式

暨“荣誉岛民”颁授仪式。即将退出现

役的某海防连上等兵丁雨龙接过南麂

镇领导颁发的“荣誉岛民”纪念章后，难

掩内心激动。当天，共有 19 名退役士

兵获此荣誉，他们中服役最短的 2 年，

最长的 8 年。

南麂列岛地处浙江东南沿海 ，由

大小 52 个岛屿组成，是国家级海洋自

然保护区。海岛远离大陆，如何提升

军人军属荣誉感获得感？南麂镇武装

部部长叶修良告诉记者，自 2019 年以

来，他们与镇政府、南麂列岛国家海洋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平阳县文旅集团

等单位对接，积极探索构建军人荣誉

体系建设。他们联合出台《军人军属

优待办法》，利用老兵退役、新兵上岛

等时机，组织升国旗仪式、集中宣誓、

志愿服务、颁授“荣誉岛民”纪念章等

活动，以此激励守岛官兵扎根海岛、建

功海防。

据南麂镇党委书记徐顺兵介绍 ，

为让驻岛官兵安心服役，他们多次走

访驻岛部队，了解并解决官兵实际困

难，在落实专题议军、伙食补助、住宿

优惠、入学优待、家属安置、水电保障 6

项举措的基础上，持续做好拥军优属

工作。

记者了解到，他们在登岛码头附近

的鳌江镇择优选择 2 家酒店，作为军属

探亲的免费中转点，解决受风浪、天候

及航班影响不能即时上岛问题；参照本

岛居民的优惠待遇，落实官兵亲属进岛

门票及往来船票减免优惠政策；指定单

位负责驻岛部队食材供应，解决驻岛部

队给养保障困难和食材陆岛差价问题；

在投资建成四级环岛公路的基础上，镇

政府出资修路连接环岛公路与各驻训

点，解决部队官兵岛上出行难题。

你为我守岛，我暖你归途。在南麂

镇领导和部分海岛群众的见证下，退役

士兵向界碑深情告别：“离岛不离心，退

伍不褪色。回到家乡后，我们将永葆军

人本色，在新岗位作出新贡献。”

浙江省平阳县南麂镇

走心！19名守岛官兵获颁“荣誉岛民”

你为国尽忠，我暖你归途
—一组各地为退役老兵办实事的“暖新闻”

本报讯 赵振、王磊报道：“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返乡后要持退役证、行

政介绍信、公民身份证、一次性退役金

专用卡，到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报到，

开具接收落户介绍信……”9 月 2 日 ，

在第 71 集团军某炮兵旅大礼堂，一场

退役政策宣讲正在进行，400 余名即将

退役的战士端坐静听，不时传来阵阵

掌声。

又是一年退伍季。今年退役军人

保障法正式实施，许多事关退役士兵切

身利益的新规定新政策出台。为让退

役士兵及时准确了解安置政策、返乡手

续办理程序、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等，江

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武部联合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司法局精心准备了一份

“政策套餐”送到军营，包括讲解退役政

策、宣讲法律常识、赠送相关书籍、现场

答疑解惑等内容。

活动中，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就退役士兵关心的退役安置、社会保

险接续、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等政策进

行详细讲解。司法局工作人员重点围

绕法律常识、防范诈骗方法等内容进行

宣讲，引导退役士兵知法、懂法、守法、

用法。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咨询台，面

对面解答官兵疑惑。此外，他们还向官

兵赠送了民法典、《2021 年教育培训政

策问答》《就业创业服务指南》等法规政

策资料。

据了解，该区始终把解决军人后

路问题、提高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水平

作 为 一 项 重 要 工 作 。 他 们 还 开 发 了

“戎耀之泉”智能平台，利用信息技术

为退役士兵提供创业就业指导、继续

教育培训等一站式全流程服务保障，

得到广大退役军人好评。“这场政策辅

导 ，让 我 对 退 役 后 的 生 活 充 满 了 信

心。”活动结束后，即将退役的士兵张

绪健兴奋地说。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安心！上门政策宣讲让老兵返乡无忧

本报讯 揭宾耀报道：“参军光荣，

退伍同样荣耀。没想到，一回到家乡就

享受到这么热情周到的服务，让我心里

暖暖的。”9月 1日，退役军人周志超刚走

出江西省抚州火车站，就有当地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员、退役军人志愿者和

拥军义工走上前，为他披绶带、戴红花，

热情地帮忙搬行李，介绍抚州“优军码”

的使用规则。随后，他走上等候在此的

专车，被一路护送到家。

为了让刚刚退役的老兵感受到来

自家乡人民的关心关爱，抚州市各级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精心筹划，认真做好抚州籍返乡老

兵的迎接和服务工作。

笔者看到，各县（市、区）火车站、汽

车站等出口处悬挂着欢迎退役军人返

乡横幅，身着红马甲的退役军人事务局

工作人员、“新长征”退役军人志愿者、

拥军义工，走进车站做好迎接退伍返乡

老兵的相关工作。据了解，他们联合开

展“发一份疫情防控须知、递一份老兵

返乡报到指南、披一次欢迎返乡绶带、

戴一朵大红花、说一句暖心的话、送一

杯热茶、拍一张返乡照片、专车接送一

次回家、一站式服务、第一时间告知‘优

军码’使用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十个

一”活动。此外，还充分利用当地电视

台、“两微一抖”、车站和市政广场大屏

等媒介，滚动播出迎接退役军人返乡活

动的喜庆场面，在全社会营造“当兵光

荣”的浓厚氛围，激发老兵退伍不褪色、

返乡建新功的壮志豪情。

截至目前，抚州市已接送 300 余名

回乡退役军人，该活动将一直持续到老

兵全部返乡。

江西省抚州市

暖心！车站有专车接送回乡退役军人

上图：9月 1日，在黄山北站，安徽省休宁县人武部、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相关乡镇工作人员、志愿者，热情迎

接休宁籍退役军人荣归故里。

武时化摄

右图：9月 5日，新疆军区某火力团举行退役军人向军

旗告别仪式，战友为退伍老兵摘下肩章、领花。

杨 熙摄

本报讯 陶昱、田凯夫报道：“贵部

现役军人程龙休假期间在河南省济源

市北蟒河勇救落水少年，彰显了新时代

革命军人的爱民本色……”9 月 1 日，南

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收到一封来自济

源市北海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感谢

信，让该旅官兵程龙勇救溺水少年的事

迹“浮出水面”。

8 月 12 日，在老家济源市休假的程

龙和妻子沿河边散步时，突然听到一阵

急切的呼救声：“有人落水了！”程龙循

声望去，只见不远处的河面上，一名男

孩四肢朝上、头部后仰，正在拼命挣扎。

见此情景，程龙顾不上脱掉衣服便

跳入水中，奋力向男孩游去。蟒河平时

水位不高，河床平坦，但由于当时正值

汛期，水流湍急，水位上涨不少。程龙

多次尝试推男孩后背和臀部，使其向岸

边移动，但都失败了。眼见男孩因长时

间溺水出现呼吸困难，情急之下，程龙

一个猛子扎进水中，将男孩托举出水

面。就这样，他连续潜入水中 4 次，最

后成功把孩子带上岸。

被救少年由于溺水和惊吓过度，意

识有些模糊。程龙利用在部队学习的

急救方法对男孩进行施救，围观群众也

帮忙联系到男孩家长。见孩子无大碍

后，夫妻二人便离开了现场。

休假归队后，程龙并未向战友提起

此事。直到后来，济源市北海街道退役

军人服务站站长郭永成，无意间从群众

口中得知此事，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

施救者是现役军人，这才有了开头的感

谢信。

程龙救人的事迹很快在该旅传开，

战友们纷纷向他竖起大拇指。面对称

赞，程龙淡然地说：“身为一名军人，我

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现役军人程龙——

勇救落水少年不留名

四川省资阳军分区

专题研判安全形势
本报讯 李佳君报道：8月 23日，四

川省资阳军分区党委常委专题召开安全

形势分析会。会上，他们围绕教育引导、

战备值班、防汛准备、“四个秩序”规范建

设等内容梳理出7个方面具体问题，拿出

对策措施，切实压实责任，调动各级各类

人员谋安全、抓安全、促安全的积极性，

确保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安全有序推进。

山东省莘县人武部

加强武装部规范化建设
本报讯 刘延鹏报道：连日来，山

东省莘县人武部主官深入基层武装部

开展督导检查。为推进基层武装部规

范化建设，他们通过多方协调，解决办

公用房紧张问题，投入资金配齐办公

设备。同时，重点补充完善应急器材

装备，为提升民兵遂行多样化军事任

务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9 月 2 日，中国工商银行葫芦岛滨海支行启动葫芦岛民兵卡发放仪式。

据悉，葫芦岛民兵卡属于“随军行”拥军优抚卡的一种，可为葫芦岛民兵提供

相关金融服务。图为民兵卡交接现场。 袁长立摄

绵绵细雨涤净瓦檐浮尘，声声鸟鸣

点缀缤纷秋色。庄严肃立的旧铜像、

白色复古的老汽车、错落有致的砖瓦

房……昌都革命历史博物馆承载着十

八军进军西藏、建设西藏的红色记忆。

这天一大早，讲解员德央就来到

纪念馆，再度温习早已烂熟于心的解

说词。当天，她将为一群特殊的参观

者——刚分配至昌都军分区的生长干

部学员进行解说。

藏族女孩德央与部队有着不解之

缘。70 多年前，德央的外婆与一名十

八军战士喜结良缘，书写了一段爱情

佳话。

从小德央就听外婆讲，解放前藏

族同胞的日子艰难，村民过的是食不

果腹的生活，多亏了“金珠玛米”，改变

了大家的命运，“你一定要铭记恩情，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虽然听着外婆的嘱托长大，但德

央 对 十 八 军 的 了 解 很 零 散 。 直 到 去

年，机缘巧合下，她成为昌都革命历史

博物馆的一名“红色讲解员”，才慢慢

走近十八军，“在解说中，我读懂了外

婆的那份深情。”

刚开始，她以为只要把解说词背

得滚瓜烂熟，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讲

解员。然而，一次为十八军后代讲解

的经历，让她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

命有了新的认识。

去年 10 月，多位十八军后代来到

博物馆参观。那天，他们为德央讲述

了 许 多 父 辈 当 年 建 设 西 藏 的 感 人 故

事。聆听者与讲述者身份的转换，让

德央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一名红色

博物馆的讲解员，不能当“传话筒”和

“ 复 读 机 ”，应 尽 力 了 解 历 史 、还 原 历

史。从那以后，图书馆里总能看到德

央的身影。

“要进入昌都就必须横渡金沙江，

然而，在江的这头，碉堡里的藏军投入

重兵负隅顽抗。那这场战役是如何取

胜的呢？其实，解放军刚到江对面山

头时，就有群众发现了，但是没有一人

透露消息……”昌都军分区生长干部

学员参观时，德央将史实和解说词结

合起来进行讲解，新学员们个个听得

入 神 。 在 西 藏 土 生 土 长 的 布 嘎 感 慨

道：“德央姐姐的解说，既是对历史的

回眸，更是对初心的叩问。作为一名

新时代官兵，我一定接过先辈的旗帜，

当好‘老西藏精神’的新传人。”

讲 好 十 八 军 进 藏 的 那 段 峥 嵘 岁

月，于德央而言既是工作，也是责任。

夜幕降临，德央再次走进图书馆，从书

架 上 拿 下 那 本《进 军 西 藏 的 日 志》研

读，历史一页页在德央眼前展开，“老

西藏精神”也沁入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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