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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自悲伤总逢春，独去他乡作军人。
这句诗词形容一道考题最为形象——军队改革大考

中，全军有许多将士登上大搬迁、大移防的列车，泪别第二
故乡、泪别妻儿。

都门帐饮无绪——有些官兵拖家带口进驻新营地，

孩子能否顺利转学、入学，成为萦绕心头的愁绪。此时，
有一座营盘的官兵因为一份红头文件——《关于进一步
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格外幸福。请看来
自河南焦作军地合力交出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浓厚氛围
的喜人答卷。

一份红头文件里的国防情怀
■徐 明 辛振乾 本报特约记者 王根成

过去每到周末，喻梅总会拉着女儿
的小手，挽着爱人的胳膊，一家三口其
乐融融地去逛公园、上课外辅导班。

某旅政治工作处副主任蒋勋与喻
梅结婚多年，长年分居两地，只有周末
才能团聚。去年年初，夫妻俩要了二
胎，为给喻梅分担压力，并考虑到部队
驻地的学校教学质量相对较好，蒋勋费
尽周折把女儿从老家汝南县接了过来，
转入驻地一所小学借读。

谁知，一道移防命令为这一家人的
幸福团聚画上了逗号。蒋勋所在的旅
与外地另一个单位整合，重新组建面临
搬迁，意味着女儿刚稳定下来，又要换
地方。

部队要移防到数百多公里外的焦作
市，到了新城市要给孩子找学校可不容
易。“要不，还是把涵涵送回老家上学
吧……”思忖良久，蒋勋才跟妻子张
开口。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许
多家长的普遍心理，喻梅概莫能外。结
婚生子后，她的精力几乎都用在女儿的
教育上，生怕起步阶段就被落下。
“你咋折腾我不管，孩子上学可不能

耽误，学习基础打不好，影响一辈子。”喻
梅左思右想，不同意女儿再回老家。

喻梅的这种忧虑，也在该旅其他军
属之间蔓延着。

该旅教导队教官、三级军士长毛小

龙的爱人贺国英，听说孩子又要转学，
心里极为矛盾。

2016年秋季，贺国英随军，与毛小龙
结束 10多年的“牛郎织女”生活，女儿从
湖南永州老家转到驻地一所小学就读。
虽说有部队相关部门出面协调，贺国英
给女儿挑选班级时仍免不了求人说情，
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协调”背后的辛酸。

想想女儿毛雨菲转学的艰难，贺国
英几次对毛小龙发脾气：“本想盼到了
团圆，孩子可以安心上学，但现在部队
又要搬迁，跟你团圆是小事，孩子上学
才是大事。”

满腹怨言的何止只有喻梅、贺国
英，孩子在部队驻地上学的 40多名军嫂
无不忧心忡忡：“到了新地方，人生地不
熟，谁给咱找好学校上？”

一纸移防令，军嫂几多愁

一道考题，两份答卷。
军队改革大考，考部队官兵，也

考地方党委政府。
“解决好移防军人的随军家属就

业、子女入学入托问题，是事关军队改
革稳步推进的政治任务。”去年4月，焦
作市召开议军会，做好移防军人子女入
学入托工作成为重要议题，与会人员一
致认为，这一问题较为普遍而又棘手，
必须从优抚政策配套上提供全力支持。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专

门给军人子女开口子，这种特殊化有

损社会公平。”军地研究制订这项政策
时，社会上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叫停，还是推进？相关部门犹豫
不决，军地就此召开听证会。会上，
焦作军分区政委刘新旺意味深长地
说：“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
行，军人很难有时间关心子女，有的
孩子跟着父母调动天南海北跑，学习
成绩难免受影响，出台政策优待军人
子女，从根本上解决后顾之忧，必将
是凝聚军心士气的有效之举。”

市委书记王小平的一番发问，引起

大家的沉思。他谈到，军人胸怀边关家
国情，与军人的牺牲相比，我们流淌了
多少血汗、奉献了多少年华？可谁知道
军人的苦、军属的难？我们守规矩、讲
公平，更要强化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氛
围的责任感，为军人“开绿灯”才是社
会公平原则更高层次的体现。
“全市中小学校无条件接收移防军

人子女转学、入学！”焦作市委、市政
府向各级传达共识，明确一名副市长
牵头制订《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
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教育

部门和学校“一把手”参与论证、具
体负责。

该市双拥办领导介绍，近年来，
焦作先后出台多项优抚政策法规，比
如每年提供 2.5倍的公务员编制岗位供
军转干部选岗，符合安置政策的退伍
士兵和随军家属必须安置事业单位。
仅市民政局的中层领导，复转军人就
占85%以上。

采访时，市十一中学校长吴林强
告诉记者，去年 5月份该《通知》下发
全市后，他主动带队到驻军统计军人
子女的入学情况。他说：“认真落实这
项政策期间，也强化了自己的国防观
念，为军人服务的情感更加深厚。”
“从靠人情协调向靠政策保障转

变，真正体现了军人受到优待的社会
尊崇。”分管驻军军人子女入学事宜的
军分区副司令员张应龙说。

一道考题，既考部队也考地方

今年新春前夕，6名脸呈棕色的官兵
坐在记者面前，讲起从孩子转学经历感
受到的获得感、荣誉感，个个眼噙泪水。
“没想到这么重视、没想到这么顺

利……”尽管过去大半年，还在被感动
的蒋勋哽咽着连说几个没想到：“焦作
真拥军不是写在文件上，不是喊在嘴
上，而是落在行动上。”

去年 5月中旬，担任新单位组建筹
备组领导的蒋勋，前期带领部分官兵来
到焦作，也把女儿蒋喻涵带了过来。

那天，蒋勋到市教育局打听学生转
学事宜。办公人员说，市长都没权力安
排转学。蒋勋告诉他们，他是刚移防过

来的，一听是军人，立马有人把他带到
教育局蔡庆志办公室，当面问他想去哪
个学校，立即开出有关手续。

当天下午，蒋勋带着女儿来到距部
队营区最近的学生路小学，校长杨芳不
到 10分钟给他安排完插班手续。办完
手续，杨芳告诉蒋勋，学校从没有学期
中间插过班的先例，唯有军人子女才给
“破例”。

“军人子女可以全市择校，这是我
第一次遇到，也是第一次听说。”蒋勋越
说越激动，翻出这份《通知》指给记者，
只见上面详细规定现役军人子女入幼
儿园和小学、初级中学，在严格执行“免

试、划片、相对就近”入学政策的同时，
优先安排到教育质量好的学校；个人自
行选择到学区外学校就读，优先安排入
学，学校不得拒收；没有空余学位，就近
安排教育质量好的学校，等等。
“他们对待军人子女动了真情。”作

战支援营营长于杰的情绪也格外激动，
仰望好一会天花板才开口。他回忆，去
年 8月份他随第二批移防部队来到焦作
时，小学报名已经结束，二年级二班班
主任宫晓慧知道他是军人后超员额接
收他儿子于浩轩，可是没有教材。学校
惯例提前半学期按人头订小学教材，没
有多余留存。校领导接到反映，反复给

出版社协调，说明军人子女入学情况，
让给加印一套。
“孩子上学不发愁，我就少了后顾

之忧，可以安心带兵训练。”于杰万分感
慨：“将来我们用战斗力回报这份深情
厚谊。”

采访中记者获悉，去年秋天第一批
转学过来的 15名军人子女，都进入理想
的学校。前期担心孩子转学找不到好
学校的官兵，现在看到各级落实这一政
策不打折扣，春节后都想把孩子转到驻
地，家人也好团圆生活。目前，焦作军
分区已将情况给地方相关部门反映，提
前做好准备。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聆听这
些发自肺腑的心声，记者油然而生一种
感受，一个军人家庭就是钢铁长城上的
一块“砖”，只有稳固每一块“砖”，我们
的钢铁长城才坚不可摧。这份《通知》
为移防过来的“军娃”撑起一片蓝天，也
撑起他们的父亲练兵打仗的营盘。

撑起军娃的明天，稳固一座营盘

习主席强调指出，我们的国

防是全民的国防，推进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

事业。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不仅

是军方的“军务”，也是地方党委

政府的“要务”，各级领导要有高

度的政治觉悟、责任担当，全力支

持这项宏图伟业。

焦作是一座英雄城，涌现出

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维

和英雄申亮亮、试飞英雄鲁鹏飞

等英模人物；焦作也是一座双拥

城，连续4年被评为“全国双拥模

范城”。

进入新时代，焦作的拥军之

路进入了新阶段。2017年年初，

市委、市政府在议军会上以“军

队改革强军，地方创新拥军”的

政治自觉，围绕解决好官兵“后

路后院”、助力部队“前方前线”

这一中心，出台法规性红头文件

支持国防建设。军人子女入学、

转学可以自主选择学校；拿出

2.5倍以上公务员编制岗位供营

职以上军转干部选岗；符合安置

条件的士兵，百分之百安排工

作、百分之百到事业单位。这些

新规新政，把焦作市双拥工作推

向新高度。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

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解决军

人的后顾之忧，既要健全制度、完

善政策，还要动真情办实事。面

对驻军大调整、大移防，不少官兵

来到新城市，随军家属就业安置、

子女入学入托等实际问题更加凸

显，地方政府必须拿出实实在在

的举措，切实解决好军人的后顾

之忧，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当好“推

手”。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古人云：“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

战之时，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

忘其身”。广大将士只有家里平

安无事，列阵沙场才能无牵挂，练

兵备战才能不分心，上战场才能

义无反顾。

家门连着营门，军属牵动

军心。地方各级领导要多算算

强军兴军的国防大账，多想想

军人守疆卫国的奉献牺牲，自

觉把支持军队改革作为一项政

治任务、作为一种拥军情怀。

只有这样，才能提振军心士气，

激发爱军精武的动力；才能提

升部队战斗士气，汇聚强军兴

军的磅礴力量；才能形成关心

国防建设的时代风向，形成尊

崇军人的社会氛围。

（作者系河南省焦作市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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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我和爱人的心就像现在
的天气，冷透了。”谈起女儿毛雨菲转学
没着落的那段日子，毛小龙仍觉得五味
杂陈。

谁的一生没有几段低谷。入伍
20年的毛小龙经历过考学、提干失败
的打击，但与女儿转学遭遇的波折相
比，用他的话说“都算不上是道坎儿”。

毛小龙是某旅教导队唯一的军事
地形学“兵教官”，是该旅官兵公认的
“活地图”。2017 年 6月下旬，兄弟单
位请他过去保障军事演练。7月初，
机关人员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有几
所学校供孩子转学选择。毛小龙听说
教导队驻地在沁阳市，便径直选择了
沁阳实验小学。机关人员几次提醒
他，千万别报错学校，部队刚搬到焦
作，和地方相关部门不熟悉，将来想找
人协调都不好找。

7月中旬，毛小龙完成保障任务，
带着爱人和放假的女儿到新营区安顿
好就去看学校，却发现单位在城东，学
校在城西，距离好远。一打听才知，移
防军人子女就只有毛雨菲选择了沁阳
实验小学。
“爸爸，没有一个熟悉的同学，我

不想上这个学校。”看着女儿眼泪在眼
眶里打转，毛小龙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你再跟领导说说，咱也调换过

来。”爱人贺国英心急如焚。
“当初机关征求我意见，是我拿的

主意，现在反悔恐怕不好办。”老实巴
交的毛小龙经历过女儿一次转学，深
知去求人的难处，不好意思再给机关
找麻烦。
“连班里同学还没认熟，又要换学

校，孩子上学哪能乱折腾？还不如不
随军。”贺国英气不打一处来。
“下下周我休假，要不咱回老家

看看……”7月底，毛小龙一家三口火
急火燎回到湖南老家，行李没往家放，
直接奔往学校咨询转学插班事宜。没
想到，答复却是：“我们这儿班班满员，
接收不了，再说规定不允许。”

眼前一阵眩晕，从未有过的痛苦
感涌上毛小龙的心头。毛小龙有过辉
煌，受原济南军区表彰 5次，集团军表
彰 10次，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多
次荣立三等功。本该提干的他，却未
能如愿，经历那么大的坎儿，他都能坦
然面对，但事关女儿上学的事儿却不
能不着急。
“我再试试给机关反映，真要不

行，你俩还留老部队那儿，大不了再过
两地分居的日子。”半道上，毛小龙向
机关负责协调军人子女上学事宜的高
干事反映了情况。

进了家门，还没等喝口水，高干事
就打来电话，通知毛小龙尽快带着女
儿去学生路小学报名。

一周后，毛小龙一家提前返回焦
作。来到学校，新班主任的一句话，说
得他心里热乎乎的：“插班再难，不能
难军人的孩子。”老师告诉他，市里要
求学校办理军人子女入学“一把手”负
责制，学校接到教育部门下发的毛雨
菲转学名单后，一直等着来报名，生怕
有闪失。
“谢谢、谢谢……”毛小龙感动得

泪水直打转。
坐在暖意融融的会议室，毛小龙

向记者讲述个中曲折，最后，他动情
地说：“这份尊崇，是我分量最重的
一枚军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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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驻军某旅官兵陪伴家属子女享受周末幸福生活。 颜兴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