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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浙江省仙居县皤滩乡

汤坎头村文化礼堂内，军旗鲜红，气氛

热烈。

随着主持人一声“向军旗——敬

礼”，坐在轮椅上的一位老人，面对鲜

红的八一军旗举起了右手……

这位老人叫赵月庭，是抗美援朝

老兵。这一天，是他 100岁生日。仙居

县爱心助老协会党支部、皤滩乡党委、

乡武装部专门为老人举办特别的生日

仪式。

赵月庭 1947 年入伍，先后参加过

莱芜、淮海、渡江等战役，多次荣立战

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和战友们

义无反顾跨过了鸭绿江……1956 年 2

月，复员回乡的赵月庭被安排在杭州半

山钢铁厂工作。几年后，响应国家号

召，他毅然回乡务农。面对村里人的不

解，赵月庭说，与那么多牺牲的战友相

比，自己已经很幸运，“何况我是党员，

理应带头！”

“再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缅怀

一下并肩作战的战友是父亲的心愿。”

赵月庭的儿子赵建国告诉笔者，父亲不

善言辞，和自己讲得最多的就是当年的

战斗故事，最“宝贝”的就是已经发黄的

退伍证和“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前

些年，他陪父亲去了当兵的第一站福建

建阳，参观了淮海战役纪念馆。现在父

亲年迈体弱、腿脚不便，再也不能去部

队走走看看了，但他对部队始终怀有特

殊情感。2019 年国庆大阅兵，97 岁高

龄的父亲坚持在病床上看完了现场直

播。前些日子，听说爱心助老协会要为

他过百岁生日，他主动提出能否带一面

军旗来，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再向军旗敬

个礼。

“在淮海战场，仗打得很惨烈……”

在生日仪式上，向军旗敬礼、重温入党

誓词后，主持人邀请赵月庭老人讲述了

当年的战斗故事。活动结束时，老人激

动地说：“今天，又实现了我的一个愿

望，太高兴了！”

“赵老英雄的经历，不仅是他个人的

荣光，更是我们后辈宝贵的精神财富。”

仙居县爱心助老协会党支部书记王德

钊感慨地说，今后，我们要更好地为老

前辈服务，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同日过 94岁生日的仙居县金董坑

村抗美援朝老兵陈森城，应邀一起参加

这个特别的生日仪式。他和赵月庭一

起敬军礼、切蛋糕、吃长寿面，共忆当年

峥嵘岁月，现场气氛温馨热烈。皤滩乡

武装部部长李国柱说：“每一位抗美援

朝老兵都是我们的榜样，值得尊崇和

敬仰。”

本报讯 赵长华、吴跃飞报道：

“夏云杰是抗联第六军创始人之一，

在汤原县，他们着单衣在严寒中与

侵略者进行殊死决斗。面对军事围

剿、政治诱降、物资封锁，抗联旗帜

始终屹立不倒……”初夏时节，黑龙

江省佳木斯市市委党校副教授李宝

平为军分区官兵、职工和文职人员

深情讲述抗联英雄夏云杰的事迹。

这是该军分区开展“学三江英模事

迹，当奋斗强军先锋”主题实践活动

的一个场景。

该军分区党委一班人感到，红色

资源是开展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

深化主题教育，就是要引导官兵、职

工和文职人员从红色资源中汲取养

分，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听党话、跟

党走的理想信念。

佳木斯所在的三江地区，是国内

最早燃起抗日烽火的地区之一，也是

“东北抗联精神”“东北小延安精神”

“北大荒精神”发祥地，红色资源丰厚，

赵尚志、祁致中、冷云、刘英俊等一大

批英雄模范人物从这里走出或曾在这

里战斗。为此，他们成立专班，与地方

党史部门一起收集整理在辖区内战斗

过的英模事迹，编印《三江英模谱》；组

织专题授课、专题展览、专题讨论，营

造“学习英雄、崇尚英雄”浓厚氛围，让

大家在学英模中查找不足、汲取动

力。在此基础上，他们把主题实践活

动的着力点向备战打仗聚焦，围绕“当

红色传人，我们该怎么做”“学英模，我

们该怎么干”，人人制定成长路线图，

切实把教育焕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履

职尽责的不竭动力。

对照英模找差距，奋斗强军有动

力。随着主题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

该军分区上下训练工作热情高涨，上

级赋予的多个试点任务扎实稳步推

进，训练场上多支民兵新质队伍同台

竞技，多个课目创造好成绩，受到黑

龙江省军区通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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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罗时军、李盼报道：“在

党史、军史、民兵发展史的红色文化

熏陶下集训，让我们更懂矢志奋斗强

军的重大意义，练好本领随时听令冲

锋，时不我待。”初夏时节，湖南省会

同县民兵应急连一班班长粟建霖浏

览民兵训练基地系列红色文化长廊

和民兵发展史宣传橱窗后，振奋之情

溢于言表。

在深化主题教育中，会同县人武

部党委把建好红色文化阵地，充实红

色基因库，作为激发干部职工、文职

人员和民兵队伍练兵备战热情的重

要抓手，充分利用训练基地周边空闲

场地，整合扩建红色宣传阵地；在训

练基地大厅、楼梯、楼道布展，宣传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精 神 谱 系 中 的 32 种 精

神；提升改造军史长廊和民兵发展史

宣传橱窗；布设强军文化电教室，完

善综合训练场强军标语，让参训民兵

时刻受到熏陶。

“激发练兵热情，奋进强军新征

程，用好用活本地红色资源至关重

要。”该人武部领导介绍，在深化主题

教育中，他们还深入挖掘本地红色文

化资源，不断充实县域红色基因库。

与县史志办、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一

同整理红军长征过会同、会同剿匪故

事选和粟裕大将、贺琼烈士等革命前

辈故事；编印新中国成立以来受市级

以上表彰的优秀民兵和在部队荣立

二等功以上官兵的先进事迹；协助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雪峰山抗日战

场遗址、烈士墓碑、革命纪念地、标志

物的修缮和维护，让传承红色基因成

为民兵矢志奋斗的动力源。

笔者在训练基地看到，应急连民

兵士气高涨，小评比、小竞赛不断激

发训练热情。大家普遍反映，有红色

文化的熏陶激励，练兵备战，更有信

心和动力。

湖南省会同县人武部

红色文化阵地涵养练兵底气

5月 5日，山东省海阳市人武部组织“我为武装工作献一计”专题讨论交

流会，引导干部职工和文职人员进一步强化岗位建功意识。图为文职参谋王

鲁江分享自己的建议。 丁胡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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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服务站镇（街道）村全覆

盖，“再启航”客户端就业服务直达老兵

指尖，军人荣誉墙、拥军门店（网点）、退

役军人之家等遍布城市乡村……初夏时

节，漫步在山东省淄博市的大街小巷，感

受到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市里构建集组织领导、思想教育和

服务保障等机制于一体的军人全生命周

期服务保障体系，推动跨部门、跨领域数

据共享、流程再造，实现全方位、全周期

的优化管理、优质服务，让我们真正体会

到‘当兵一次、光荣一生’，太暖心了。”退

役军人杨勇由衷点赞。

市区镇村联动+网格化保障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走进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镇政府一

楼，集服务窗口、活动室、荣誉陈列室等

为一体的退役军人服务站，记者眼前一

亮。“从报到、组织关系转接到社会保险

转续，不到一个小时完成办理，快捷便利

的服务让人省心又温暖。”去年 9 月退役

的李庆，和记者谈起办理返乡手续的过

程赞不绝口。

感受到温暖的，不只李庆，也不只在

罗村镇。自淄博市努力构建军人全生命

周期服务保障体系以来，该市现役和退

役军人都感受到了稳稳的幸福。

“尊崇，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个常

态化过程。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职责就

是让每位为共和国扛过枪的人都有获得

感。”淄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朱辉告诉记者，他们建立完善镇（街

道）武装部长兼任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机制，在 88 个镇（街道）和 3098 个村（社

区）设立服务站，实行“网格化+退役军

人”服务模式，打造市、区、镇、村四级联

动保障体系，一管到底，确保“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精准开展信息数据采

集，把梳理出的军人从入伍到去世全生命

周期需要办理的 85 件事项，列为全方位

全覆盖服务“一件事”，探索“一件事”网

上运行“扫码服务”，形成“一张网”工作

格局；推行新兵入伍、退役军人报到、组

织关系转接、社会保险接续等“一站式”

服务，实现一体化办理、一次性办好。

罗村镇借助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

为全镇 1531 名退役军人、152 名现役军

人建立“一人一档一卡一策”信息档案，

建设军人全生命周期综合信息数据库和

信息平台，实现人员信息的精准分类和

快速统计查询。淄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局长翟配海介绍，仅去年，该镇先后为现

役和退役军人办理服务事项 1300 余次，

满意率达 98%以上。

政治引领+特色赋能

退役不褪色，永远跟党走

“我将用这本‘光荣淄博兵’定制日

记本，记录我的军旅人生，用热血和汗水

在 部 队 大 学 校 里 再 攻 读 一 个‘ 战 士 学

位’。”3 月 16 日，在该市今年上半年入伍

新兵入伍仪式上，大学生新兵王凤煜接

过“光荣淄博兵”英雄牌书写套装时坦露

心声。

“为入伍新兵赠送英雄牌书写套装，

就是要让他们带着英雄梦走进军营、百

炼成钢。”据市领导介绍，在军人全生命

周期服务保障体系中，他们把思想政治

建设摆上突出位置，通过“政治引领+特

色赋能”，进一步铸牢现役和退役军人

“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在这里，每逢转业干部报到、老兵

退役返乡，各地都要举行热烈、简朴、温

馨的欢迎仪式，营造“荣归故里”的浓厚

氛围；

在这里，军人荣誉墙、拥军门店（网

店）、退役军人之家，随处可见；有军味、

有 温 度 、有 感 情 的 拥 军 优 属 特 色 廊 道

1000 余处，遍布城市乡村；

在这里，3000 多个装饰讲究、设施

齐全、功能配套的退役军人服务站，集党

性教育、国防教育和红色文化熏陶于一

体，成为老兵们的“思想加油站”；

在这里，各媒体平台滚动播出的反

映“最美退役军人”“最美军嫂”和抗美援

朝老兵先进事迹的百余部专题片，营造

出浓浓的拥军崇军氛围……

“多路径、多样化、多元化的思想教

育机制和退役军人开放式组织生活，似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凝聚起全市退役军

人继续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磅礴力量，

‘退役不褪色，永远跟党走’成为全体退

役军人的共同心声。”淄博军分区政委廖

学民说。

据统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

市退役军人先后自发成立疫情防控志愿

队、突击队 288 支，35593 名退役军人捐

款 853.5 万元，44 家军创企业捐款 1700

余万元。

全生命关照+心贴心服务

从“一阵子”到“一辈子”

“张宗传同志，1949 年入伍，1956 年

入党，二级技术能手，荣立个人三等功

4 次，四等功 8 次……”清明节前，在淄

川区老兵张宗传的追悼会上，区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主任司书江为他宣读生平

并献上花圈。

“只要获得省以上荣誉的退役军人

去世，区里都会委派人员为他们送上花

圈，现场宣读生平，告别仪式虽然简朴，

但意义重大。”司书江说，这是军人全生

命周期服务链条的最后一环，目的就是

传达这样的信息：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

为保家卫国作出贡献的军人。

“军人以身许国，军人家庭理应得到

组织关怀。”淄博军分区司令员王培泉告

诉记者，该市把涉军维权工作纳入军人

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体系，从反映线索、

立案调查到诉讼调解，开通“绿色通道”、

特事特办。

临淄区望寺村军属冯大妮家的宅基

地，被他人强行占用多年。淄博军分区

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联系公安、街道和

村 委 协 调 处 理 ，及 时 维 护 了 她 家 的 权

益。冯大妮专门送锦旗表示感谢：“党和

政府是最大的靠山，我一定嘱咐孩子刻

苦训练，回报组织恩情。”

“尽管退役了，但我们和现役一样享

受优待，倍感荣光。”前不久，退役军人孙

振在辖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办齐了开办公

司的所有手续，工作人员快捷热忱的服

务让他十分感动。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门玉海告

诉记者，市里每年组织招聘会和培训班，

从申报程序、创业贷款、公司规划等方

面，开展创业服务；服务站为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提供预约、上门、跟踪服务；打造

“拥军光荣店”志愿服务老兵品牌，涵盖

商贸、餐饮、教育、维修等 20 余个领域

141 家各类门店，为退役军人提供优质

商品、价格折扣和优惠服务；市内景点对

全国退役军人免费开放；全市包含跨区

县在内的乡镇公交和城际公交，退役军

人持卡免费乘坐……

贴心服务，暖心之举，让尊崇从“一

阵子”变成“一辈子”，赢得了现役和退役

军人交口称赞，该市连续 9 次被命名表

彰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让当过兵的人光荣一生
—山东省淄博市构建军人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体系纪实

■本报记者 卢 军 通讯员 张世栋 丁荣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