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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初，陆军某部“大功三连”连
长张继平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收到
家乡辽宁省营口市寄来的一份特别
礼物——市征兵形象大使的聘书和
回家乡为适龄青年作事迹报告的邀
请函。

今年的征兵宣传工作展开后，营
口市征兵办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进
一步提升军人荣誉感，鼓励更多优秀
青年参军报国。此时，因工作表现突
出、去年底荣立个人二等功的张继平，
进入他们的视线。

在经过一番考察后，营口市征兵
办将张继平聘为“征兵形象大使”，还
专程到部队为他拍摄专题宣传片。如
今，宣传片在营口市电视台和繁华地
段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

这是家乡人民给张继平的特殊荣
誉，而近段时间以来，张继平感受到的
尊崇还有很多。

去年，张继平所在的“大功三连”
被中央军委授予“学习实践党的创新
理论模范连”荣誉称号，身为该连连长
的他也荣立二等功。喜报送到营口市
没多久，当地军地领导就把喜报和“二
等功臣之家”的牌匾送到了张继平的
家门。

就在他妻子收到喜报和牌匾的
第二天，住在距他家百里以外的父母
也收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武部敲锣打
鼓送来的“二等功臣之家”牌匾。原
来，人武部考虑到张继平三地分居的
实际，还为他在老家居住的父母送去
了好消息。

牌匾悬挂起来的那一刻，左邻右
舍纷纷前来围观，眼神里写满了羡
慕与敬佩。花甲之年的老父亲通过
微信视频激动地与张继平实时连
线：“儿啊，你在部队干得好，咱全家
都跟着光荣啊！”

如今，面对回家乡作报告的邀请，
张继平坚定地说：“一定精心准备，展
示风采，不辜负家乡人民给我的光
荣！”

“功臣连长”的喜事
■贾卫国 黄 磊

中国国防报记者 乔振友

眼下，走在吉林省长春市最繁华
的大街——人民大街上，一名抗战老
兵敬礼的巨幅照片随处可见。

老兵名叫史保东，曾参加过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 10 次在战斗
中负伤。2015 年 9 月 3 日，他应邀参
加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观礼，已
经 90岁高龄的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向
受阅部队立正、行军礼。在电视直
播画面中，他的汗珠顺着脸颊不住
地滚落，这几秒钟的敬礼特写镜头
引来无数人点赞，大家纷纷称他为
“敬礼老兵”。

作为一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
的老兵，史保东深切感受到长春市军
地各级对他的关爱。据老人讲，每年
都会有百余名军地领导来看望，询问
关心他的身体与生活情况。因为长
春有比较健全的退役荣誉军人疗养
制度，他们这些红军老战士和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时期入伍
的在乡复员军人，以及同期入伍的在
乡残疾军人，还可以去医院、疗养院、
优抚医院等适宜疗养的场所参加免
费疗养。

生活上的照顾让老人感到无比的
温暖，精神上的尊重则让他感受到作
为一名老兵的荣光。为营造全社会尊
崇军人、尊崇英雄的氛围，长春市政府
不仅将史保东在天安门城楼敬礼的图
片和视频在省、市多家媒体刊播，还制
作成巨幅照片，在市区的公益宣传橱
窗里展示，在各大广场和繁华地段的
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史保东说：“我
亲眼见证祖国的日益强大，也见证军
人地位的逐渐提高，感受到作为军人
的无上荣光。”

不久前，吉林省组织大学生国防
教育演讲大赛，长春警备区特意邀请
史保东为冠军颁奖。当他走上舞台
时，全场掌声雷动。颁奖结束后，在
场的学生纷纷涌上舞台，争先恐后与
老英雄合影。一位参加比赛的学生
表示，史爷爷就是他们心中最亮的那
颗星。

“敬礼老兵”的荣光
■孙延波 崔明军

中国国防报记者 乔振友

新闻链接

军人有地位，国家有力量。

郁达夫曾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

民族是可悲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道尊

重的民族则是无可救药的。”

当今世界，凡是有远见的国家，无

不把优待军人作为保持军队战斗力的

重要手段。在俄罗斯，人们眼里的军人

是“排在上帝前面的人”；以色列称国防

军为“国家的精英”；在美国，军人是最

受尊重的社会职业之一。提升军事职

业比较优势，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

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已成为许多国家

的共识。

我国历来崇尚军人。新中国成立

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军人是最可爱、最

可敬的人，全社会到处呈现“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的可喜局面。整个国家受这

种浓厚的爱军尚武精神感染，以如火热

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

然而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正

处在发展转型期，再加上承平日久远离

战火的警示，导致一些人在优待军人、

崇尚军人上产生了偏见。有的肆意抹

黑军队英雄诋毁军人形象，有的认为

“军人优先”是享受特权，有的感到涉军

安置是额外负担，有的刻意恶炒涉军事

件，等等。

军人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为国家

和社会提供安全屏障。军队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后盾，军

人理应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

荣誉奖励。军人的荣誉感，既是军人对

自身职业的价值认同，也反映社会和军

队对军人价值的肯定与褒奖。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是一项系统工

程，离不开国家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全

社会发自内心的支持、认可。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

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这对于激励现役军人、优抚

退役军人，稳定军心鼓舞士气，都将产

生深远影响。

军人平时流汗、战时流血牺牲，军

地各级要下大力气让军人后顾无忧。

这需要深化军地相关政策制度调整改

革，解决部队“后路、后院、后代”问题；

给军属送慰问信、贴春联年画，帮助解

决实际难题，落实优抚政策；对军人子

女教育要给予优先照顾、优先办理；军

转干部是宝贵财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

绝接收，要安置好，激励他们适应岗位、

再立新功。

而要让社会大众从情感上认同、

敬重、理解和支持，需要军地双方共同

强化尊崇军人的社会责任感。具体来

说，我们应该对在部队立功受奖的军

人敲锣打鼓送喜报、挂牌匾，并深入挖

掘宣传；丰富拥军仪式活动、拓展抚恤

优待措施、提高安置服务质量、完善社

会公共服务；加强对红色资源的利用，

在全社会营造“军人优先、军属优待、

军娃优学、军转优岗、军烈优抚”的良

好风尚。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

遍的愿望，强大的国防是人民安居乐业

的根本保证。尊崇军人，就是尊崇军人

保卫着的国家安全；尊崇军人，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

尊崇军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韩玉平

“张老，我来看您啦！”4月 5日，家住
哈尔滨道里区宜居家园的抗战老兵张德
禄的家里迎来一位特别的客人——哈尔
滨市委常委、副市长柳士发。一进门，他
就拉着老人的手嘘寒问暖，详细询问老
人的身体和生活情况。

今年88岁的张德禄老人1941年就入
伍参加革命，历经许多次战役战斗，多次
负伤。回忆起过去的艰难岁月，老人感慨
万千：“战争年代，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
顿，现在日子好了，每年政府给几万块钱
补助，还帮助我们解决住房，你们看，连这
电视、冰箱都是政府送来的……”

张老告诉记者，这些年来，每到重大
节日，都会有市、区领导和部队官兵来看望
他，陪他唠家常，听他讲战争故事。在他家
的一间小卧室里，堆满了各种慰问品。

张德禄老人的经历，只是近年来哈尔
滨进一步加大对优抚对象，尤其是军烈属
及在乡老兵关爱力度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去年，根据优抚对象
生活需求，哈尔滨市在福利彩票公益金
中拨付 400万元，为全市烈士遗属、在乡
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年龄 75周岁以上）
三类重点优抚对象配发手动轮椅、助听
器、四角拐等辅助器械，让优抚对象生
活有保障、平时有关爱、精神有慰藉。

为感召更多人关注这些已是耄耋
之年的抗战老兵的身心健康、衣食冷
暖，去年年底，哈尔滨警备区还启动
“寻访抗战老兵”活动，立起全社会“学
习抗战老兵、关爱抗战老兵、尊崇抗战
老兵”的鲜明导向。

你为祖国牺牲奉献
我们为你膝前尽孝

提起哈尔滨，人们首先想
到的，除了远近闻名的冰雪世
界，还有到处可见的欧式风格
建筑，这座城市也因此被称为
东方小巴黎。

然而，漫步城市街头，相比
迷人的异域风情，更让人印象
深刻的是这座城市浓浓的国防
印记——支前参战基地城、国
防军工制造城、人民防空示范
城、全国双拥模范城……

4 月上旬，该市常委议军
会上专题研究通过《关于进一
步增强军人荣誉感的实施意
见》，文件中明确提出军人优
先、军属优待、军娃优学、军转
优岗、老兵优抚的“五优”政
策，更是为这座城市带来独特
魅力。

北国冰城有炽热爱军情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推出创新举措增强军人荣誉感的新闻调查

■田志国 孙 健 中国国防报记者 乔振友

国防聚焦

4 月 29 日，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五一”小长假第一天，出行的旅客在办
理登机和托运手续的柜台前排成一列
长龙。北部战区某部士官常智科来到
机场后直接前往标有“军人绿色通道”
的柜台前办理登机托运手续，从进机场
到过安检，全程只用了8分钟。

这只是哈尔滨市“军人依法优先”
覆盖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缩影。
记者翻阅该市刚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
增强军人荣誉感的实施意见》，其中明
确“车站、机场、银行、政务大厅等公共
服务机构设置军人窗口，优先提供服
务”“现役军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到
地方医疗机构就医，凭有效证件优先就
诊”等关于军人出行、就诊等方面的依
法优先规定。

今年春节期间，哈尔滨最负盛名的
冰雪大世界景区，在除夕夜和元宵夜为
军人和军属免费开放。

寒江霜柳，玉树琼花，冰雕雪砌，银装
素裹，许多军人和家人手挽着手，徜徉于
白色的童话世界，脸上洋溢的不仅仅是幸
福，还有那作为军人军属的无上荣光。
“没想到第一次离家过年，就收到

这样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随丈夫所
在移防部队一同随军到哈尔滨的军嫂
任国莲为当地的拥军举措感动不已。

冰雪大世界是民办旅游景区，但该
公司的负责人却表示：“在这样一座拥
军的城市，人人都有义务为军人做点
事。”据了解，春节期间，该景区累计为
军人军属免除票款30余万元。

覆盖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军人军属倍感无上荣光

4月 4日，记者在五常市政府政务大
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为一位拿军属证
的女士办理业务，办公窗口旁“军人依法
优先”“军属优先”的提示语格外醒目。

记者了解到，在哈尔滨市，凡是当
年参军入伍的新兵家庭都会发放军属
证，持军属证者，可以在全市范围内的
银行、医院、车站及政府行政服务部门
等机构，同现役军人一样享有优先权
利，军属参观游览公园、博物馆、展览
馆、名胜古迹等免费，风景区享受半价
优惠，市内乘坐公交车免费，符合条件
的还可享受政府的生活优待。

家住五常市、在雪域高原服役的上
等兵陈云参军后，一直对家中腿脚不方
便的父亲放心不下。前阵子打电话给家
里，父亲告诉他不少好消息：“入冬前，镇
政府把咱家的旧房翻新改建成砖瓦房，
今年村里民兵帮着把粮食种了，几天前，
武装部还送来米、面、油，不用担心家里，
你就安心在部队好好干吧……”

父亲的答复让陈云安下心，当即
表示：“要努力训练，不辜负地方政府
的关爱！”
“新兵入伍当年，镇政府向其家庭

赠送一套家用电器；新兵服役期间，由
镇政府出资，每年为其家长报销 2人次
探亲往返路费；缺少劳力的军属，由镇
村两级组织民兵代耕代劳；生活困难的
军属，优先落实低保；符合条件的军属，
优先享受泥草房改造补助。”哈尔滨警
备区政委韩玉平告诉记者，这些措施，
如今已经在哈尔滨市全面推广。

边关的安危交给你
家中的事情交给我

“孩子上学的事情办好了！”刚刚走
出校门的刘沙沙手握女儿的入学通知
书，兴奋地向爱人王立军报喜。

今年上半年，丈夫所在部队移防到
哈尔滨，孩子迁户口、找学校、转学籍的
事让两口子犯了难。

让夫妻二人没想到的是，家刚搬
来，事情便有了着落。“部队移防到哈
尔滨后，警备区工作人员很快与我们
对接，新学期一开始，女儿就到省级一
类小学的香坊区中山路小学二年级上
学。”说到这里，王立军的眼角有点湿
润，“本来以为人生地不熟，啥事都难
办，没承想到了哈尔滨就像到了家，孩
子顺利入学，妻子也即将随迁过来，我
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今年，全市共协调安置入学军

人子女 219 名，像王立军这样转隶到
哈 尔 滨 需 要 转 学 的 军 人 子 女 有 26
名，总人数创历年之最。”警备区副
司令员王勇男介绍说，移防部队进驻
后，他们联合市教育局召开专题会
议，修订《哈尔滨市军人子女教育优
待工作办法》，按照“优先入学、优先
保障”的原则开辟“绿色通道”，保证
军人子女更加快捷地享受驻地优质
教育资源。

记者了解到，近 5年来，哈尔滨市共
为近 2000名军人子女办理入学入托，还
依托教育质量相对较好的学校，集中开
办“军人子女食宿站”，保障换（移）防和
驻边防、高原高寒等艰苦地区的军人子
女享受良好的教育资源。

开设入学“绿色通道”
军娃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我会被分配到哪里工作？分配的
工作不适合我怎么办？……”去年选择
转业后，一个个问号在空军某部军官梁
继奎脑海中徘徊。

没过多久，哈尔滨市军转安置结果
公示打消了梁继奎心中的顾虑，功绩分
位列第一的他，被平职安置到市委办公
厅综合三处任副处长。
“如果说转业是人生的又一次自我

挑战、自我重塑的过程，那么我可以骄
傲地说我已经成功实现了转型。”说这
话的时候，记者面前的这个男人腰杆笔
直，眼神坚毅。梁继奎在部队时就长期
从事文字综合和管理工作，综合素质较
强，到岗后，单位给军转干部安排专业
培训，让他对新工作有了较为全面的认
知，很快适应角色的转换。如今，他已
经成为新单位的骨干人才。
“每年到了转业季，市里都要对军

转干部按照职务高低、任职情况、立功受
奖、艰苦奉献等要素进行量化打分、综合
考评排名，把重要岗位交给在部队贡献
大、政绩好、能力强的同志。”同为转业军
人的市军转办主任李亚斌对此感慨颇
深，据他介绍，军转办充分考虑军转干部
的专业特长，在民政、人社、人防等与国
防建设有关的单位协调预留部分岗位，
让军转干部尽快进入角色。

2017年，哈尔滨市在转业干部较去
年增加 27%的情况下，126 名军转干部
全部安置到符合他们专业特长的公务
员行政岗位。“这是对军人价值最大的
肯定。”警备区政委韩玉平说。

在部队是“金子”
到地方同样发光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街头电子广告屏幕滚动播放国防教育宣传片，犹如冬日里一枚闪闪发光的“军人荣誉徽章”在城市中闪耀。吕衍海摄

军人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