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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度出版计划，《中国国

防报》（邮发代号 ：1-188），2022

年 元 旦 放 假 期 间 休 刊 一 期 ，即

2022 年 1 月 3 日休刊，1 月 4 日正

常出版。

预祝广大读者元旦快乐！阖

家幸福！

休 刊 启 事

本报讯 斯娜、特约记者时庆报

道：分析判断情况、标绘作战要图、拟

制作战文书、提出报告建议……12 月

下旬，浙江省军区 2021 年度下半年新

（预）任参谋集训结业考核落下帷幕。

79 名“准参谋”一路“过关斩将”，完成

军事地形学、作战标图、一体化指挥平

台操作等 10 余个课目的考核，奔赴各

自战位。

“这只是必修课、结业考。真正的

大考在实际岗位，在未来战场。”该省

军区战备建设局局长宣国民说。

记者翻开集训花名册发现，此次

79 名参训人员，文职人员占 90％，其

中社招文职占比达一半以上，其他也

多是参谋行列的“新兵”。

为此，省军区按照国防动员系统

参谋人员能力素质的新要求，紧盯岗

位需求，按照“专长任教+作业巩固”

的思路，设计“基础+应用”课程，并采

取专题辅导与强化训练结合、单项作

业与综合演练结合、作业展评与考核

比武结合的方法，打造“培养套餐”，以

考促训，帮助新（预）任参谋从“入手”

到“上手”，淬炼备战打仗真功夫。

线状标号粗细差别不明显，同级

别 单位注记大小不一致……参训人

员、泰顺县人武部军事科文职参谋叶圣

土起初在进行要图标绘时成绩不佳。

愈挫愈勇，奋起直追。叶圣土并

未就此气馁，反而斗志更盛。他摸清

短板弱项，展开针对性加训、补训，最

终在结业考核中名列第一。

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参谋秦启文告

诉记者，经过1个月的封闭式强化集训，

参训人员初步具备参谋“六会”能力，成

绩合格率从不足50%提升至81.2%。

结业之际，大家谈得失、找差距。

“这次集训收获很大，干工作更有底气

了。”嘉兴军分区动员处参谋朱金元手

拿成绩单说，“虽然 85％的课程达到

优良，但我在谋战思维层次等方面仍

有不足，回去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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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铁列克提边防

连驻守在巴尔鲁克山脚下，这

里常年刮大风，最大风力可达

12 级。严冬，巡逻路上，狂风

卷着雪粒砸在脸上。顶刺骨

寒风，过雪海冰河，边防连官

兵迎风斗雪，用热血青春书写

奉献之歌。

图为 12月下旬，该连官兵

迎着呼啸的寒风，“手拉手”踏

雪巡逻。

郝 超、全国军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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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特别暖。

12 月 14 日晚，北京夜阑人静。一

位 76岁的老人，心潮起伏。就寝前，平

时只会在微信朋友圈点“小红心”的她，

戴着老花镜，在女儿的帮助下，编辑发

布了人生第一条朋友圈：“我是一名老

兵，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工作启动，让

我很激动、很自豪。这是身份的证明，

更是荣誉的象征。”

这位 1964 年入伍、军龄 21 年的老

兵，道出了万千中国退役军人的心声。

当天，退役军人事务部在京举行退

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申领启动

仪式，并正式发布优待证式样。

一张印有天安门、华表、长城、光荣

花图案和老兵姓名、照片、服役年限的

红色卡片，承载着尊崇与关爱、责任与

荣光。

2021 年，从年初退役军人保障法

施行，到年末退役军人优待证面世，对

老兵而言，四季如春，温暖常在。

2021 年，在抗洪“战场”，在抗疫一

线，“若有战，召必回”的誓言响彻山

河。本色为笔，老兵们绘就属于自己的

“最美”风景。

守护·以法之名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

前不久，海南省万宁市 66 岁老兵

文亚琼的“一等功荣誉金”如期到账。

他算了算：“每个月 2000 元，我已经领

了快 1年。”

万宁市在海南省率先设立“一等

功荣誉金”，是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开展“法律政策落实年”活动的一

项举措。

以 法 为 盾 ，守 护“ 最 可 爱 的 人 ”。

1 月 1 日 ，退 役 军 人 保 障 法 正 式 施

行。党和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从法理

上 为 维 护 退 役 军 人 合 法 权 益 提 供 保

障，对退役军人普遍关注的退役安置、

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抚恤优待等问

题，明确基本政策规定、相关配套措施

和改革走向。

这一年，当关心关爱有了“依法”

的后盾，老兵们的人生之路更通畅、

前行之路更宽广，许多人找到人生的

新坐标，在尊崇与优待中收获“稳稳

的幸福”。

“话有处说、事有人管、难有人帮。”

辽沈大地，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将服务保障触角

延伸到退役军人职工身边，畅通为老兵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有家了！”塞上江南，退役军

人党员全员纳入基层党组织，“随转随

接”“组织安家”“党员双找”等机制，让

老兵们身后有组织、有依靠。

“不用排队，方便快捷。”天府之国，

共建共享退役军人“服务超市”试点工

作加速推进。超市功能齐全，老兵们可

以“一站式”办理各类事项，享受免费法

律服务、专属金融优惠。

“把我们迎回来，还扶上马、送一

程。”山西晋城籍退役士兵李世青，点赞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七部门 10月联合印

发的《关于全面做好退役士兵教育培训

工作的指导意见》。他在朋友圈喊话战

友们：早培训早受益。

一项项务实暖心的举措，从纸面

“走”出来、“动”起来，优待落地落实，尊

崇可感可触，老兵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新

期待。

温暖·全民行动

刚一入冬，江苏宿迁的网店店主杨

伟便“火”了一把。

有人在杨伟的网店下单定制两张

单人床，收货地址是湖南怀化。当得知

床是儿子买给一位抗美援朝老兵时，杨

伟当即决定“只送不卖”。

“山河无恙，盛世如老兵所愿，祝老

兵健康长寿。”在与老兵的儿子交流时，

杨伟写下这样的留言。

“感谢贵地培养了有如此浓厚家

国情怀的商户，并请转达对他的衷心

感谢……”由于杨伟拒绝透露姓名，老

兵王世简给当地政府寄去感谢信。

暖心故事并未就此画上句号。许

多被杨伟“只送不卖”义举感动的网友，

涌入他的网店，在线发放红包，“你只管

送，我们一起分担”“下单买买买，为你

的爱心助力”。

共和国的史册，铭刻军人的冲锋。

情深义重的人们，牵挂为国奉献的老

兵。2021 年，为老兵送温暖、办实事、

解难题，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自觉。

为了老兵们安居——山东青岛出

台《青岛市抚恤定补优抚对象住房优待

办法》，针对退役军人的优先范围和力

度进一步扩大；广东东莞、浙江温州相

继推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优惠政策，

退役军人可享受公积金购房利率优惠；

宁夏银川首次保障房摇号配租，退役、

残疾军人优先；安徽铜陵对于符合条件

的退役军人，单列保障性住房房源，实

施精准保障，许多老兵有了自己安稳的

港湾。

为了老兵们乐业——全国各地组

织适应性培训 21 万人次、技能培训 23

万人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1 万余

场；促进退役军人到开发区就业、投身

乡村振兴等优惠政策陆续出台；全国

9153家企业签订退役军人就业合作协

议，央企拿出 1.8万个岗位安置退役士

兵，相关企业拿出 5.5 万个岗位招聘退

役军人，许多老兵走上新的“战位”，“越

过山丘”“乘风破浪”。

为了老兵们踏实——国家继续以

平均 10%的幅度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

恤补助标准；各级各地完成基本养老保

险集中补缴，285.3万人享受政策红利；

“情暖老兵”公益行动在全国开展，27

个省份设立关爱基金，社会力量参与为

退役军人提供服务保障；河北、安徽、辽

宁、黑龙江、天津，多地退役军人总医院

陆续挂牌……

“只有不忘过去，才会认识今天，

热 爱 未 来 。”关 爱 涓 汇 成 流 ，滋 润 兵

心。老兵们从“过去”的军旅走来，拥

有幸福的“今天”，便一定能创造更美

好的“未来”。

本色·冲锋无悔

前几日，一份份印满红手印的“请

战书”，感动了古城西安。

12月23日零时，因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严峻，陕西西安实行封闭式管理。上

万名退役军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加

入抗疫队伍。他们中，有退役大学生士

兵、医护人员，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在

此危急关头，我们应挺身而出”“以实际

行动诠释军人本色和使命担当，我们恳

请出征抗疫”，老兵们的“请战书”在网络

一经发布，“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退役军

人”“向老兵致敬”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

和风丽日中，常有阵阵风暴。没有

硝烟的战场，总有老兵冲锋的身影。

“风雨有我在，人民请放心。”极端

强降雨突袭河南郑州，100余支退役军

人志愿者队伍重披迷彩，星夜驰援。

“我这辈子都是一个兵，只要党需

要我，我就会在。”甘肃省发布防疫志愿

者招募令，8 万余名退役军人穿上“志

愿红”，参与防控值守、居民排查、消杀

作业等联防联控工作。

“当过兵的人不怕攻山头。”贵州省

建立“兵支书”区域产业联盟，954名退役

军人签下“责任状”，带领乡亲们埋头苦

干、攻坚克难，踏上乡村振兴新征程。

无论身份如何变化，老兵的胸膛

里，跳动的始终是火热的兵心。

11 月的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气

温低至零下 23℃。退役军人张斌斌毅

然跳入刺骨的湖中救人。他说：“我是

退役军人，我的军旅生涯告诉我，只要

祖国和人民有需要，毫不犹豫！”

河北邯郸退役军人李刚为救人丢

失准考证，错过消防员考试。他说：“有

遗憾，但挽救生命比考试重要百倍。”网

友留言：“人生的考试你已通过。”

在河南商丘，老兵丁红心带着 21

岁的儿子、退役士兵丁麒龙主动进入新

冠肺炎隔离区当志愿者，留下上阵“父

子兵”的感人画面。“家乡有难，我们要

迎难而上，尽一切所能为人民服务。”父

子俩异口同声。

一声“老兵”，是冲锋的号角、不变的本

色。人们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并冠以“最

美”的定语。穿上军装，他们是最可爱的

人。脱下军装，他们依然是最可爱的人。

2021，致敬“最美”，致敬老兵！

温暖常在 兵心最美
■本报记者 王京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