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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与国防百姓与国防

近日，“肖德振烈士基金”首次发放

仪式在河北省高碑店市举行，18 名立

功官兵家属领取奖励。仪式上，79 岁

的肖秀霞为与会者讲述哥哥肖德振的

革命事迹。

肖 德 振 生 于 1936 年 5 月 ，1951 年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荣立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1954 年选

入海军东海舰队，1955 年在解放一江

山岛战役中壮烈牺牲，年仅 20 岁。

“肖德振烈士基金”由肖秀霞夫妇

于 2021 年 12 月发起成立，受高碑店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监管，用于奖励高碑店

籍荣获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现役军人，

每年发放 1 次，奖励金额与官兵受表彰

等级和服役贡献大小挂钩，激励官兵矢

志强军、建功军营。

肖秀霞夫妇缘何发起成立“肖德振

烈士基金”？

1968 年，肖秀霞的母亲病危。临

终前，她留下遗愿：“等家里条件好了，

找到你哥哥所在的部队，去看看那里的

战士们。”

2002 年，肖秀霞退休。她和丈夫

韦祖元想完成母亲的遗愿。然而，事隔

多年，他们不知如何能联系哥哥生前所

在部队。

高 碑 店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成 立

后，肖秀霞在该局工作人员帮助下，找

到了肖德振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由于

部队训练任务繁重，慰问之事一直未

能成行。

去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作为一名在党 50 多年的老党员，

肖秀霞跟丈夫商量后，决定将积蓄捐

出，设立“肖德振烈士基金”，慰问鼓励

立功受奖官兵。

肖 秀 霞 说 ：“ 我 的 哥 哥 是 英 雄 。

当 部 队 把 哥 哥 的 烈 士 证 书 和 抚 恤 金

送 到 家 时 ，我 们 一 家 人 感 到 非 常 悲

痛，同时也非常骄傲。军人是一个崇

高的职业。为了保家卫国，哪怕赴汤

蹈火，他们也在所不辞。我希望自己

所 做 的 事 能 给 这 些 崇 高 的 人 带 去 一

些温暖。”

右上图：肖秀霞近影。熊华明摄

☞ 为他们点赞

老来难，谁不愿攒些养老钱？肖秀

霞夫妇却将积蓄捐出，支持国防建设。

这既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也是为了

心底的骄傲——哥哥是英雄，更是为了

对未来的期许——愿英雄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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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罗平平、特 约 记 者张富

华报 道 ：破 坏 军 事 设 施 、冒 充 军 人 诈

骗……这些案件将由拥军法庭受理。

8 月 2 日，江西省首家拥军法庭在南昌

县人民法院向塘法庭成立。拥军法庭

由南昌县人民法院与解放军杭州军事

法院联合建立，负责受理南昌县内涉

军案件。

南昌县红色历史厚重，拥军传统浓

厚。为进一步做好崇军拥军工作，南昌

县人民法院结合辖区特点，积极探索司

法拥军新模式，先行先试建立拥军法

庭，为驻军官兵提供法律服务。

据了解，为顺利推进拥军法庭建

设，在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军区指导

下，县委宣传部、县委政法委、县人民

法院、县人民检察院、驻军部队等 10 余

家军地单位联合组成协作领导小组，3

次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商讨有关建设

事宜。

为确保拥军法庭工作顺利开展，南

昌县人民法院与解放军杭州军事法院

联合制定《关于军地拥军法庭涉军维权

协作机制工作办法》《关于军地共建拥

军法庭的实施意见》，构建军地通联、信

息共享的一站式涉军维权信息服务平

台，畅通网上反映和协调处理渠道，建

立涉军案件审理、信息通报、法治宣教

等军地协作机制。

“军地共建拥军法庭，有利于强化

涉军维权合力，提升涉军维权质量效

益。”拥军法庭庭长何岸青介绍，他们还

创新引入军人军属陪审员、聘请老兵调

解员，妥善化解涉军纠纷。

江西省南昌县

成立全省首家拥军法庭

本报讯 李伟、孟路报道：7 月 28

日，山东省单县人武部、县人民法院、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签发军地共建法

律拥军体系意见，并举行法律拥军工作

站揭牌暨法律拥军热线开通仪式。

单县人武部副部长刘水源介绍，军

地共建法律拥军体系将进一步完善法

律援助军地衔接机制，为维护军人军属

合法权益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据了解，意见从涉军纠纷的诉前化

解、诉讼保障、司法援助、案件处理、判

决执行等方面，对军事机关、部队和司

法 部 门 的 协 作 对 接 机 制 作 出 明 确 规

定。法律拥军工作站充分发挥司法职

能，做好诉前服务、诉中审理、诉后执行

等工作，确保涉军案件得到优质高效的

审理和执行。

单县人民法院院长陈卫华表示，法

律拥军体系重点在于构建“法律拥军绿

色通道”，保证涉军维权案件优先立案、

优先审结、优先执行。县人民法院设立

涉军案件立案窗口，加强军人、军属及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来访处理

引导；通过网上立案、跨域立案等方式，

提供立案及上门诉讼服务，建立驻军巡

回办案点，确保涉军案件快立、快审、快

执、快结。

为加强涉军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他

们选聘军人、军属、退役军人担任法院涉

军案件特邀调解员；对经济确有困难的

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先给

予法律援助。

山东省单县

探索建立法律拥军体系

“我区再次被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命

名表彰为双拥模范区。”7 月 28 日，江苏

省泰州市姜堰区委书记方针给北京卫戍

区“老虎团”领导打来报喜电话，共话鱼

水深情。

“老虎团”前身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留

在湘赣边、赣粤边、皖浙赣边坚持游击战

争的红军游击队，抗战时期是新四军主

力 团 。 1940 年 9 月 ，该 团 受 命 解 放 姜

堰。战斗中，“老虎团”官兵连续组织 3

支勇敢队冲锋陷阵，最终解放姜堰。

新中国成立后，姜堰区为“老虎团”

烈 士 立 碑 ，在 烈 士 陵 园 树 起 勇 敢 队 群

雕。多年来，“老虎团”几经转隶和换防，

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姜堰区的领导班

子也换了一届又一届，但双方的联系交

流从未间断。

姜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吕爱民

介绍，姜堰区军地有关部门每年都赴“老

虎团”开展慰问活动。他们还设立“虎团

精兵奖励基金”，用于奖励表现优异的官

兵。政府和社会拥军组织持续帮助部队

改善官兵工作、生活和训练条件。

“老虎团”政委付宝石介绍，他们定

期组织回访，为姜堰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

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该团官兵始

终牵挂着姜堰群众，通过捐赠抗疫物资、

打电话、写书信等方式表达鼓励慰问。

“勇敢队，勇敢队，姜堰战斗显神威，哪

怕顽军硬如铁，勇敢队好比打铁锤，谁敢抵

抗和反对，铁锤砸他粉粉碎……”党史学习

教育中，姜堰区把“老虎团”战斗故事搬上

百姓大舞台，《勇敢队之歌》唱响姜堰城。

方针告诉笔者：“解放姜堰战斗集中

体现了‘老虎团’官兵不怕牺牲、英勇顽

强的战斗作风，《勇敢队之歌》就是从那

时起传唱开来。姜堰区群众和‘老虎团’

官兵血肉相连。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我

们拥军支前的车轮就跟到哪里。”

姜堰区人武部政治工作科科长沈莹

华介绍，紧贴部队需求是姜堰区拥军工作

的鲜明特点。近年来，他们不仅为“老虎

团”，也为驻军部队在科技动员、人才培

育、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很大支持。

据了解，“老虎团”连续多年被北京

卫戍区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团、“四铁”先

进单位。付宝石表示，他们将传承红色

基因，积极投身强军实践，以更加优异的

成绩回报党和人民。

“支前车轮”跟着部队转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与北京卫戍区“老虎团”双拥共建纪事

■李 瑾 刘永彬

近日，北京市

丰台区杜家坎社区

卫生服务站在北京

卫戍区丰台第十二

离职干部休养所落

成。该社区卫生服

务站由解放军驻北

京市老干部服务管

理局、丰台区卫生

健康委员会、长辛

店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军地单位共

同建立，在服务保

障该所老干部和家

属的同时，为附近

社区军属居民提供

医疗服务。图为老

干部在工作人员带

领下参观社区卫生

服务站。

樊宝雄摄

八一建军节前夕，解放军航天员大

队收到一份来自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

休养院的礼物——一幅写有“航天强

国 奋力拼搏”的书法作品。

作品创作者是 91 岁的抗美援朝老

兵涂伯毅。涂伯毅和几位老兵还为航

天员录制了祝福视频。

“当年（我们）出国征战是为了保家

卫国，今天你们飞上太空是为了航天强

国，希望你们奋力拼搏！‘八一’到了，祝

愿所有的航天员节日快乐！”视频中，涂

伯毅神情坚定、声音洪亮。

听着熟悉的乡音，四川籍航天员叶

光富深受感动。他说：“我一定传承好

革命精神，时刻准备出征太空，为党和

人民再立新功。”

多年来，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

院的老兵们从不向困难低头，也从不居

功自傲，持续发挥余热，力所能及为党、

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

2020 年 10 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之际，习主

席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

志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习主

席指出，60 多年来，你们坚持爱党、信

党、跟党走，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教育和

国防教育活动，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

自己的力量，展现了初心不改、奋斗不

止的精神。

得知习主席回信的消息后，涂伯毅

格外激动：“我是革命军人，尽管不能拿

枪了，但只要还活着，就要冲锋。”

1951 年 2 月，20 岁的涂伯毅在抗美

援朝战场上遭到敌人凝固汽油弹袭击，

全身大面积烧伤，面部严重损毁、双手

致残。1956 年，涂伯毅来到四川省革

命伤残军人休养院。由于伤情严重，他

一度躲在屋里不愿见人。

“伤残军人在战场上是勇士，在生

活中也要做强者。你一定会成为对社

会有用的人，要坚定理想信念，炼就钢

铁意志。”领导和战友的开导让涂伯毅

逐渐树立信心。他发现，在休养院这个

大家庭里，伤情比他重的大有人在，但

是他们都很乐观。

一级伤残军人刘渝生自学诗歌创

作，诗作《我们的心永远忠于党》受到许

多老兵点赞。这首诗中写道：“没有双

手一样写字弹琴，两腿瘫痪能用双手劳

动……”在板门店铁甲山阵地被敌机炸

伤左手和右眼的易如元，自学竹笛，一

手握笛、一眼识谱，吹奏出美妙乐曲。

女战士张道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双目

受伤失明，回国后主动开展青少年爱国

主义教育，还学习按摩技能，为伤残军

人和群众义务服务……

前不久，休养院伤残军人周全弟到

成都市香城中学作事迹报告，用断臂残

肢为学校创作“塑魂 立根 育神”的书

法作品。看到遒劲、刚毅的 6 个大字，

在座的师生无不钦佩。休养院医生郭

丹丹告诉记者，每一笔一画都是周全弟

忍着神经痛写下的。这种神经痛无法

治愈，只能通过理疗缓解。

周全弟在长津湖战役中失去双腿

和双前臂。每忆及此，这位曾在冰天雪

地里埋伏了三天三夜的老兵总是难掩

激动：“我们不怕苦不怕死，就怕完不成

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20世纪 50年代，休养院成立老战士

宣讲团。如今，宣讲团有 11 位老兵，平

均年龄接近 86 岁。因为年龄高、旧伤

多，每次外出宣讲对于老兵来说都是考

验，但只要能坚持，他们从不拒绝。

休养院荣军科科长廖品列告诉记

者，60 多年来，休养院老战士宣讲团深

入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机

关、学校、社区、驻军部队作爱国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报告，把宣讲党的政策、

弘扬革命精神当成职责使命，累计开展

宣讲近万场。

据统计，去年党史学习教育中，老

战士宣讲团共开展“老兵永远跟党走”

“红色基因代代传”等主题宣讲 260 多

场，2 万多人次受教育。老战士宣讲团

被评为 2021 年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如今，88 岁的伤残军人易如元每

天坚持读书看报，经常摘抄精彩内容反

复诵读。他说：“活到老，学到老。我要

把党的创新理论学深悟透，更好地校正

自己的行动，始终做到与党的步调保持

一致。”

左上图：涂伯毅（左）和周全弟（右）

给成都市繁江小学学生讲战斗故事。

李胜子摄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伤残军人坚持爱党、信党、跟党走—

初心不改 奋斗不止
■本报记者 杨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