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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蔡瑾、王大亨报道：近日，

浙江省瑞安市退役士兵温新宇通过“瑞

安老兵创富一键通”应用场景，成功入

职本地一家知名企业售后岗位。温新

宇是该应用运行以来服务的第 1500 名

退役士兵。

瑞安市人武部领导介绍，“瑞安老

兵创富一键通”是瑞安数字化改革的重

点项目，该应用场景推出后，在推进退

役军人稳就业、助创业、保收入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瑞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介 绍 ， 这 一 应 用 场 景 共 有 “ 我 的 档

案 、 找 工 作 、 招 聘 会 、 职 业 技 能 培

训、创业注册、贴息贷款”等 13 项子

场景，打造涵盖全市企业基本信息、

老兵就业创业证、个人参保信息等相

关数据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数据舱。

目前，退役军人通过“浙里办”网上

政务服务平台登录搜索该应用，可进

行 档 案 所 在 地 查 询 、 投 递 简 历 找 工

作、参加技能培训报名、办理创业贴

息贷款申请、获得专属优惠等。

在“我要创业”板块，老兵可线上申

请“拥军贷”，进行创业注册以及享受创

业导师精准帮扶等服务。目前，拥军贷

已累计发放数千万元；十余名成功创业

的退役军人成为系统常驻的创业导师，

一对一帮扶初创对象。在“我要培训”

板块，老兵可报名职业技能教育培训、

资格证培训。培训课程由人社局、退役

军人事务局、培训机构根据大数据精准

分析市场需求后为老兵量身打造，目前

已累计报名 311 人，156 人获得技能证

书。在“我要助力”板块，老兵可享受

125 家拥军商家（企业）志愿为退役军人

提供优惠和优待服务。

此外，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与四

川阿坝、安徽蒙城、安徽涡阳等中西部

地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共享人才、岗位、市场信息，提升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质量。

本报讯 王伟强、特约记者姜玉坤

报道：“‘助力老兵就业团’真高效，从提

交申请到成功入职心仪岗位，只用了两

周时间。”8 月初，辽宁省锦州市退役军

人刘兵高兴地在微信朋友圈“晒”出自

己的新工作。

刘兵所说的“助力老兵就业团”，两

年前由锦州市委、市政府依托锦州军创

孵化基地联合 586 家企业组建，旨在帮

助退役军人多渠道灵活就业。

“先参加培训，再找岗位！”“助力老

兵就业团”与辽宁大学商学院、辽宁工

业大学经济学院等 9 家高等院校建立

技能培训合作关系，同中国拥军优属基

金会、辽宁省拥军基金会等 6 家机构和

就业平台建立协作关系，分期分批对

6800 多名退役军人实施培训。他们还

引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才中心

指定的“职业能力测评”专业机构，为

4900 多名考核合格者颁发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并逐个指导退役军人有针对性

地进行职业规划，明确就业方向。他们

先 后 推 出 16 场 主 题 专 场 招 聘 ，帮 助

8300 多名退役军人找到就业岗位。

提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质量
浙江省瑞安市上线“瑞安老兵创富一键通”应用
辽宁省锦州市“助力老兵就业团”倾情服务老兵

初秋，江苏省南京市玄武湖公园

樱洲长廊，一场展览吸引着市民冒着

溽热而来。长廊展出的是一份份旧报

纸——《金陵晚报·双拥周刊》。460 多

期 500 多个版面，记录见证着新时代南

京军民的鱼水深情和强国强军贡献。

市民驻足观看，回忆一个个感人的故

事，感受金戈铁马的军营文化和团结

奋进的家国情怀，为南京市近 10 年双

拥工作的变化感叹点赞。

“看到自己从军、拥军、享受优待的

足迹，很亲切。更开心的是，看到拥军

的队伍、力量日趋壮大，尊崇军人的社

会氛围日渐浓厚。”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南京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理事

长周仁权感慨，拥军工作从送钱送物到

送文化送科技，拥军关注点从军人的后

院后路后代到聚焦向战为战的前沿前

线，拥军方式从情感推动到制度规范，

新时代的拥军之路越走越宽广。

“展览记录了南京籍官兵爱军习

武、精武强能的事迹，驻宁部队官兵防

汛抗洪、扫雪除冰等建设第二故乡的奉

献，让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形象更为饱

满鲜活，激励着更多有志青年携笔从

戎、献身国防。”南京市国防教育讲师团

成员、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张晓林告诉笔

者。如今，南京市入伍新兵中，超过九

成是大学生。

“这是我们珍贵的家庭记录。”军人

夫妻刘洋、刘芮带着刚满 3 岁的女儿刘

姝 彤 在 版 面 展 前 拍 下 一 张 全 家 福 。

2016 年，江苏省首次在烈士纪念日开

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活动，刘洋、刘

芮站在第一排排头，是第一对献花者。

3 年前的烈士纪念日前夕，《双拥周刊》

刊出《首对上台献花的军人夫妻喜得

“千金”》一文，讲述他们参加向雨花台

革 命 烈 士 献 花 活 动 及 幸 福 家 庭 的 故

事。刘洋说，随着全民国防意识的提

升，这项活动如今越来越受欢迎，每年

新人们都争相报名参加。

8 月的一天上午，孩子们银铃般的

笑声和此起彼伏的提问声回荡在樱洲

长廊——来自南京小营小学雏鹰假日

小队四（6）中队的小学生，正在一边认

真听义务讲解的老兵讲述《双拥周刊》

版面上那些或远或近、或精彩或有趣的

故事，一边不停地提问。

“啊？南京还有小学是建在烽火

台 上 的 ？”“ 这 个 军 舰 叫‘ 南 京 舰 ’，我

们南京真厉害！”“长大我也要当解放

军 ……”一 个 讲 解 人 、一 群 孩 子 和 家

长 ，在 300 多 米 的 樱 洲 长 廊 上 边 走 边

讲 ，足 足 走 了 1 个 多 小 时 。 原 本 忙 着

给孩子拍照的家长们，渐渐将目光从

孩 子 身 上 转 移 到 报 纸 的 文 字 和 图 片

上，不时地举起手机拍照，一些路过的

游客也纷纷加入观展的人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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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琼海，8 月的一天。车进潭

门村，远远就看到皮肤黝黑、身材高

大 的 王 书 茂 被 一 群 村 民 簇 拥 着 。 原

来，下午有几个旅游团要进村，大伙

儿正在讨论接待安排的事。看来，今

天又是忙碌的一天。

潭门港是海南岛距离西、南、中

沙最近的渔港之一，这里的渔民世代

赴南海生产作业。担任海南省琼海市

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 、 潭 门 海 上 民 兵 连 副 连 长 的 王 书

茂，多年来积极参与南沙岛礁建设，

带 领 渔 民 在 南 海 维 权 斗 争 中 冲 锋 在

前，在致富道路上开拓创新。

2021 年 6 月 29 日，习主席在北京

人 民 大 会 堂 为 王 书 茂 颁 授“ 七 一 勋

章”。2013 年 4 月，习主席亲切看望了

由潭门渔民组成的海上民兵连，看连史

展览，听事迹介绍，勉励他们努力学习

现代装备知识，提高作业能力，在带领

渔民耕海致富的同时，积极做好收集远

洋信息、支援岛礁建设等工作。

为国护海、任重道远。波澜壮阔

的南海，是潭门渔民的“祖宗海”。自

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守海爱海的祖

训。王书茂 18 岁起就跟随父亲王诗伦

走西沙闯南海；6 年后，弟弟王书惠

加入船队；20 世纪 90 年代，王书茂的

儿子王振锦刚成年就上了船，一家人

一起开船运送建筑材料，留下“三代

同堂建设南沙”的佳话。

三代建南沙，使命相同，条件却大

不一样。王书茂告诉笔者，当年出海条

件艰苦，渔民漂泊海上，缺淡水、缺蔬菜

是常有的事，遇到恶劣天气和外国船只

无理挑衅能顺利返回就是胜利。这几

年条件大变样。国家重视南海渔业，造

出 800 吨位钢制船。不仅船大了，各项

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导航系统定位

准确，“船船通”工程能保障渔民在船上

收看几十个电视频道。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海洋生态保护

需要，海南渔民开始转产转业。根据规

划，海南将通过创建精品休闲渔业示范

基地、海钓赛事基地、休闲渔业小镇和

美丽渔村等，培育休闲渔业品牌。在王

书茂看来，无论是远航三沙还是发展休

闲渔业，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守好祖国的

“南大门”。自 2018 年起，王书茂积极

投入休闲渔业发展之中。他率先把两

艘渔船租给专业公司发展远海海钓业

务，帮助一批渔民解决了就业问题，还

鼓励大家大胆尝试，发展与海洋相关的

旅游新项目。在王书茂鼓励下，曾和他

一起闯海的符名林，和朋友一起投资修

建了海景民宿。屋檐上点缀的渔网和

贝壳、旧船木制作的桌椅，充满渔家风

情 。 符 名 林 的 民 宿 目 前 有 20 多 名 员

工，全部都是周边村民。如今，全镇已

有近 400 位渔民分别组织了 5 个休闲渔

业合作社。潭门的渔家民宿、海上垂

钓、潜水基地等蓬勃发展，成为远近闻

名的南海渔业文化旅游名镇。

潭门中心渔港，五星红旗在大型渔

船船头飘扬，一筐筐渔货从船上卸下。

码头上，人声鼎沸，交易热闹。王书茂

一条条介绍停靠在港区的渔船，每条渔

船的船主、吨位、装备、去过哪里、参加

过什么任务，他如数家珍。

路过一家名为“潭门味道”的饭店

时，我们被店主王振福拦住：“书记，店

是您帮我开的，贷款、装修、宣传您没少

费心，今天您一定要进来坐坐……”

王书茂笑着摆手：“今年赶海节延

期了，你好好准备，到时候游客少不了，

服务可得跟上。另外月底民兵连训练，

你也别落下！”“不可能落下！我是潭门

人，命令来了，生意不做我也会准时报

到！”王振福一脸认真。

潭门人身上流淌着爱国爱海的热

血，这也成就了潭门旅游的特色和影响

力。近年来，“潭门赶海节”成为海南一

张旅游文化名片。与别处不同的是，这

里的赶海节专门设置了“赶海寻宝”大

赛、守卫南海主题宣讲等系列活动，参

观中国南海博物馆、了解 2000 多年来

中国人民发现和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

海域的历史，成为游客的必选项目。去

年“潭门赶海节”，线上线下参与者达

97 万 人 次 ，带 动 了 周 边 酒 店 民 宿 、餐

饮、特色农产品等行业的旅游消费。村

民李琼日说，以前是带船员出海打鱼，

现在是带游客出海看海上风光、听渔家

故事，游客们最喜欢听的就是建设南

沙、保卫南沙的故事。

走进潭门海上民兵连荣誉室，一本

《更路簿》十分醒目，那是过去潭门人闯

南海的航行指南。如今，《更路簿》已让

位于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但《更路簿》

承载的义无反顾的开拓精神、护卫家园

建设家园的家国情怀，正在以另一种形

式，在深海、在岸上赓续传承。潭门海

上民兵连连长蔚睿伟告诉笔者：“潭门

民兵牢记习主席嘱托，矢志南海建设发

展。如今，民兵连的使命任务不断拓

展，依法维权、海上救援、应急处置等

等，我们要像王书茂老连长那样继续耕

耘‘祖宗海’、守好‘南大门’。”

傍晚，华灯初上，王书茂又一次带

着孙子来到海边。如今，他很少下海远

航了，可他说：“我的心一直在海上。”他

喜欢跟孙子讲探海历险的艰辛、讲建设

南沙的故事，偶尔也回忆儿子在南海遇

险去世的经历。他的妻子总说，孙子还

小，讲这些干吗？他回答，就是要在孙

子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让他长大后和他

父亲、和世世代代的潭门人一样，担负

起守护“祖宗海”的责任。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干部群众矢志南海建设发展

心向“祖宗海”争当“排头兵”
■柴 军

南京小营小学学生参观《金陵晚报·双拥周刊》十周年版面展。 张晓林摄

初秋，云南省玉溪市民兵精武

强能比武竞赛火热展开。240名民

兵参加自动步枪射击、无人机侦察、

识图用图等 7 个课目的激烈角逐。

通过比武竞赛，培养储备了一批精

兵骨干，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洪 伟摄

“潭门赶海节”上，王书茂（左二）带领渔民宣誓捍卫南海主权。王书茂（前排右一）和潭门民兵共同参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