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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策·暖兵心

“拥军礼包”沉甸甸

“顺利定岗，是我退役返乡后，感受到

的第一份尊崇。”回想通过“岗位安置直通

车”成功选岗的经历，退役军人张俊难掩

兴奋。

2021 年，扬中市举办转业干部、转业士

官积分选岗会，扬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协

调当地企事业单位拿出一定比例的岗位，

安置转业干部、转业士官。凭借积分排名

第一的优势，张俊在转业士官中第一个挑

选安置岗位。

“保障退役军人顺利就业的‘退役礼

包 ’，是扬中市推出的 7 种‘拥军礼包 ’之

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副书记常扣岚

介绍，近年来，扬中市将“为现役军人、退役

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解难题、办实事”作为

年度重点工作，接连推出“新兵礼包”“荣耀

礼包”“退役礼包”“军属礼包”“健康礼包”

“财政礼包”“住房礼包”，不断拓展拥军优

属空间。

走进扬中市福康优抚医院，笔者见到

正在检查身体的伤残军人温德仁。前不

久，温德仁突发急病，家人第一时间向村双

拥工作站求助。协调车辆、预约医生、协助

入院……在双拥工作站的帮助下，温德仁

得到及时治疗，并享受医疗费用减免和二

次报销叠加优惠待遇。

“关乎老兵健康的事没有小事。”常扣

岚告诉笔者，自 2011 年扬中市在镇江市率

先出台优抚对象精神抚慰制度以来，他们

不断完善相关措施，提高“健康礼包”的“含

金量”。目前，该市重点优抚对象住院医疗

结算报销比例达 95%；具备一定条件的困

难退役军人，其医保个人支付费用由专项

基金帮扶 80%。

高高兴兴当兵去，欢欢喜喜迎兵回。

来自新坝镇的王新宇怎么也没想到，退役

后人还没到家，当地知名企业就打来邀请

电话。

近 年 来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将 服 役

期 满 的 扬 中 籍 官 兵 纳 入 就 业 数 据 库 ，提

前 与 意 向 企 业 对 接 。 受 益 于 此 ，熟 练 掌

握 视 音 频 制 作 技 术 的 王 新 宇 ，退 役 返 乡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心仪工作。

据介绍，扬中市持续搭建退役军人成

长成才平台，加强退役军人“一专多能”培

养，根据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在去

年举办的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上，26 家大

中型企业共为近 100 名退役军人提供 700

余个岗位。

将 退 役 士 兵 纳 入 全 市“ 村 官 培 养 工

程”，在镇江市首家落实重点优抚对象天然

气和自来水补贴，对立三等功以上的扬中

籍现役军人制作光荣榜……在扬中市，“双

拥礼包”的内容日益丰富。内容丰富的特

色做法，受到当地社会各界点赞。

老传统·新活力

尊崇永远在路上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

前夕，在扬中市渡江文化园“我送亲人过大

江”主题雕塑前，扬中市公安局组织复转民

警、辅警开展红色教育，重温入党誓词。

70 多年前，19 岁的渡江支前模范颜红

英与家人划着小木船，运载两个班的解放

军官兵横渡长江。如今，在当年大军渡江

点，一座集红色文化体验、国防教育等功能

于一体的国防主题公园拔地而起，5 年来共

接待 20 万余人次参观。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崇军尚武的光荣

传统始终赓续传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赵斌列举一组数字：“全市 28 万户籍人

口中，军人和退役军人超过 1.2 万，‘好男儿

去当兵’成为很多适龄青年的共同选择。”

“我是一名孤儿，爷爷是一名参战老

兵。我希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保家卫国。”2019 年 9 月，在三茅街道欢送

新兵仪式上，新兵代表管浩动情地说。

管 浩 家 境 贫 寒 ，幼 年 时 父 母 相 继 去

世，跟着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生活，市民

政局和所在社区对他倾注大量关怀。2018

年，还在读大专的管浩报名应征，由于未达

到征兵年龄没能如愿。但他依然写下决

心书，积极参加人武部组织的各类活动，自

觉磨砺综合素质。第二年，管浩如愿走进

军营。

代代赓续、薪火相传。爱国拥军的光

荣传统，在扬中市不断焕发新活力。

走进退役军人张贤春创办的“家庭档

案馆”，“吃水不忘挖井人，成长不忘报党

恩”几个大字映入眼帘。馆内 10 余个玻璃

展柜中，整齐摆放着张贤春收集的 2500 余

件红色藏品。

“从 1964 年当兵起，我就有意识地收

集红色老物件。”张贤春将红色藏品分门别

类整理，归纳为“闪亮红徽”“时代红迹”“资

料红忆”等 17 个版块。他还不定期邀请当

地青年来此过“国防日”，一起重温革命故

事，激励他们参军报国。

“双拥巴士”穿梭在大街小巷、拥军企

业接连授牌……在扬中市，爱国拥军的故

事层出不穷。一家大型民营企业负责人告

诉笔者，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已累计接收

1000 余名退役军人，并在退役军人管理、培

训方面推陈出新。

“以前，我们侧重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

岗位，帮助他们养家糊口；现在则更注重从

退役军人中选拔培养优秀管理人才，帮助他

们在新‘战场’上建功立业。”该负责人说。

小组织·大能量

点滴星光成火炬

自带食材、现场烹饪、传授厨艺……“八

一”前夕，扬中长江拥军社的志愿者们和爱

心商家第 6 次走进武警江苏总队镇江支队

扬中中队，开展“扬中 21味进军营”活动。

该中队指导员华斐介绍，自 2017 年扬

中市首家社会拥军公益组织——长江拥军

社成立以来，每逢重大节日，他们都举办丰

富多彩的拥军活动，通过“送美味”“送技

艺”“送文化”进军营，让官兵更好地了解驻

地文化，融入“第二故乡”。

翻开长江拥军社活动台账，成立 6 年

多来，他们平均每个月组织 2 至 4 场拥军活

动，共打造“扬中 21 味进军营”“璀璨金星

拥军文化节”等 10 多个拥军活动品牌，浓

厚社会拥军氛围的同时，吸引越来越多志

愿者加入。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但把社会拥

军力量聚在一起，就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火

炬。”长江拥军社负责人张康伟介绍：“拥军

社成立之初只有 3 人，如今已发展成有 70

多人的公益大家庭。”

近年来，扬中市相继成立橄榄绿“兵妈

妈”工作室、爱心优抚互助服务团、“江之

源”橄榄绿之家等 8 家拥军组织，面向军人

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开展常态

化服务活动，社会化拥军蔚然成风。

“虞江妈妈，您儿子哪一年入伍？”前

不久，在扬中市八桥镇“燎原”宣讲团活动

现场，十几位“兵妈妈”围坐在一起，听扬

中籍军官虞江的母亲吴秀珍讲述她儿子的

故事。

近年来，扬中市各乡镇依托拥军园、拥

军长廊等阵地，不定期组织“兵妈妈”和应征

青年家长“围坐而聊”，分享她们的经历感悟。

“‘兵妈妈’们话语朴实、情感真挚，把

‘养儿当为国效力’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在

润物细无声中滋养了国防情怀。”扬中市人

武部副部长徐峰说。

铁担当·好样子

一枝一叶总关情

“嘟——嘟——”急促的哨声响起，武

警扬中中队抗台抗洪演练如期进行。侦察

组、救援组官兵依令而动，密切配合，演练

有条不紊。

“洪涝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只有

平时高标准演练，各要素精准配合形成合

力，关键时刻才能拉得出来、冲得上去。”演

练现场，该中队队长王军说。

驻一方水土，守一方平安。驻军官兵

在完成战备训练任务的同时，先后成立护

学小分队、安防小分队、防堤小分队，积极

参与“平安扬中”“文明扬中”等社会公益

活动，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扬中人

民为我们倾注一腔深情，我们要把拥政爱

民的传统发扬好。”驻军部队一位领导深

情地说。

“妈妈，我们来看您了！”前不久，扬中

中队官兵再一次来到军属唐秀英家中。患

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唐秀英，有时连自己的

家人都认不出。但只要扬中中队的官兵上

门看望，她总是一口一个“宝宝”，温馨场面

令人动容。

唐秀英的儿子名叫谭振林，曾是武警

连云港边防检查站班长。1988 年 3 月，谭

振林在一次稽查走私任务中牺牲，年仅 23

岁。为慰藉烈士母亲，现场为谭振林送行

的官兵不约而同约定：“我们替烈士尽孝。”

老兵退役、新兵接力，官兵们的这一声“妈

妈”，叫了 34 年。

一枝一叶总关情。在扬中市，这样的

暖心故事还有很多。作为连接军地的“桥

梁”，近年来，扬中市人武部广泛开展“融入

扬中、服务扬中、维护扬中”活动。市人武

部部长陈祝平介绍，他们大力推进“一兵带

一户、一连带一村”活动，投入专项资金为

结对帮扶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人居

环境；响应扬中市号召，持续开展“争创绿

岛”活动，累计义务植树 5000 余株；近千名

民兵、退役军人组成 87 支“戎耀江洲”志愿

者队伍，活跃在抗洪、疫情防控、乡村振兴

一线。

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

扬中市委书记张德军表示：“全市军民将继

续传承红色基因，不断巩固深化军政军民

团结，持续推进工作创新，让新时代双拥工

作更活、更新、更实。”

图①：江苏省扬中市渡江文化园“我送

亲人过大江”雕塑。 张康伟摄

图②：江苏省扬中市八桥镇万福村村

民欢送适龄青年入伍。 杜加烽摄

图③：江苏省扬中市人武部组织民兵

抢运抗洪物资。 陈 飞摄

图④：江苏省扬中市景观。

鄂启桂摄

图⑤：江苏省扬中市某街道“兵妈妈”

围聊会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

图⑥：退役军人张贤春创办的“家庭档

案馆”。 耿荷梅摄

制图：扈 硕

江苏省扬中市，因处于长江与京

杭大运河交汇处，被称为“江心跳板”，

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座英雄的

古城中，流淌着“军民同心、共御外侮”

的家国情怀，孕育着许多军民一心的

动人故事。

170 年前，面对英军入侵，全城军

民 英 勇 抵 抗 ；70 年 前 ，以“ 大 辫 子 姑

娘”颜红英为代表的扬中人民摇橹划

船，送解放军官兵渡过长江。进入新

时代，扬中人民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

民关系，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新

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双拥情注务实举措。“部队的事，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好事多办。”扬中

市立足当地实际，把社会化拥军纳入

社会管理改革创新范畴，纳入各级党

委、政府议事日程。当地创新采取政

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设立项目资金

等形式，加大对民办非企业、社会团

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各类社

会组织的扶持力度。为推动形成“人

人参与、人人尽力，层层有人管、事事

有人抓”的全社会拥军格局，他们在城

乡社区、规模企业及“两新组织”中推

动设立双拥工作站，在基层广铺双拥

工作网，借助名企、名人、名村的示范

带动效应，不断激发爱国拥军正能量。

双拥情满文化服务。扬中市深厚

的拥军底色，源于代代相传的观念积

淀和文化传承。为推动拥军传统接续

传承，扬中市坚持以先进文化引领双

拥工作发展方向，多措并举拓宽双拥

文化建设路径。他们积极开展“军营

文化进社区、社区文化进军营”活动，

创新推广“拥军公益文化周”等文化拥

军品牌，建立军地文化支持系统和文

化资源共享机制，为双拥文化传承加

码续航。

双 拥 情 长 跨 越 未 来 。 步 入 新 时

代，扬中市双拥的脚步片刻不曾停下，

全市成立 46 个双拥工作站，95%的社

区与部队结对共建，1000 余名拥军志

愿者活跃在大街小巷。2016 年以来，

扬中市进一步加强双拥财政投入，相

继完成新民兵训练基地建设、边防大

楼内部装潢和设施添置、武警江苏总

队镇江支队扬中中队“智慧磐石”工程

建设等系列“拥军工程”。

翻阅扬中市的双拥答卷，历史与

现实交融，光荣与责任激荡。扬中军

民必将不忘初心，续写双拥工作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英雄古城的双拥活力
■李迎久

江中古城 鱼水情浓
—江苏省扬中市推进新时代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纪事

■杜 新 朱湘威 王大鹏

万里长江呼日出，千年绿岛应潮生。位于江苏镇江东部的扬中市，是长江的冲积洲，是一座四面环水的古城。
作为江苏省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县级市，扬中市在奔涌的浪涛中诞生，在改革的大潮中壮大，曾连续 4年获评

江苏省推进高质量发展先进市，9次获评江苏省双拥模范城。
千百年来，为抵御水患，依江而居的扬中人用 120公里的环岛江堤筑起一道“水上长城”；进入新时代，扬中军民

以一系列创新举措赋能双拥实践，筑起一道更加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最关情处是江洲。今天，让我们走进这座江中古城，品味流淌在军民血脉中的鱼水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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