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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把“拥军优

属”想窄了

今年 4月中旬，和部队常年打交道
的济源市双拥办主任李华，感到自己肩
上的担子重了许多——

按惯例，往年“八一”前夕才召开的
双拥工作座谈会，今年却由市委副书
记、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贾宏宇主动
提议：时间改在上半年召开。

更让人震动的是，贾宏宇在座谈会
上传达了市委的决定：把拥军优属纳入
市委市政府督查台账。决定一出，与会
人员议论纷纷。

什么工作才能进入督查台账？督
查部门领导介绍说，他们督查的范围是
“三大攻坚战”任务、省级以上部署的重
要工作和书记、市长负责的重大事项，
启用督查程序就像拿起市委的“尚方宝
剑”。
“对拥军优属建立督查台账，这类

工作让市委主要领导直接负责，以往
从未有过。”有人私下议论。
“多年来全市普遍重视拥军优属，

并未听到部队的怨言，为何还要如此
强调？”一位长期负责双拥工作的同志
不理解。
“我们有没有人把拥军优属看成

一般性任务，有没有人把解决‘涉军’
问题当作协调性工作，又有多少人站
在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高度支持强军
兴军？有多少人把‘拥军优属’想窄
了？”市委书记张战伟的一番发问，引
发大家沉思。

李华从讨论中总结出 3 种惯性思
维：习惯把拥军优属当成事务工作，认
识不到这是政治任务；习惯把军人后
路、后院、后代问题看成“家务事”，认
识不到这是影响前方、前线、前沿的
“军务事”；习惯把算经济发展账放在
首位，认识不到国防建设的全局战略
地位。
“拥军优属无小事，事事关乎战斗

力，官兵后方无牵挂，冲锋陷阵才能义
无反顾。”这次座谈会上，全市各级形成
共识：地方党委政府要把拥军优属摆到
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今年初，全市普遍压缩党委政府机
关部门的行政性开支，唯一没有减少的
是双拥工作经费。这让李华由衷感慨：
“拥军优属不是扶贫帮困，也不是送温
暖，而是助推强军兴军的大事实事。”

对关系到部队的事绝

不允许“懒政”

5月 14日，该市各局委接到市里印
发的〔2018〕101 号文件——《关于落实
解决 2018年双拥工作座谈会相关问题
的通知》，意味着督查程序正式启动。

记者翻阅文件看到，他们将驻军提
出的军事设施保护、随军家属就业、军
人子女入学、战备应急维修等 9项“涉

军”事务，逐一明确责任单位并要求拿
出解决方案。
“对关系到部队的事绝不允许‘懒

政’！伤害了军心士气，就是动摇了国
家安全基石。”督查部门领导告诉记
者，他们采取“挂账销号”的办法，限
期解决，问题不解决“台账”不撤销。
责任部门每周向督查部门和双拥办报
送一次进展情况，督查部门每月向市
委书记、市长作专项报告。超过期限，
一次督查“予以提醒”，二次督查“发
布蓝色通报”，三次督查“按程序提请
给予党纪政纪追责”。
“用党纪政纪问责，真正体现了

地方党委政府的政治意识与国防站
位。”海军某部领导焦继勇介绍说，
济源市拥军力度一直很大，2014 年他
们移防这里，住房紧缺，了解这一情
况后，市政府第一时间拿出 108 套廉
租房无偿提供他们使用，解了官兵们
的燃眉之急。
“国防无小事，只要站在这个角

度，办什么事都不难。”该市交通运输
局局长安东利回忆说，交通运输局下
属单位租用某部闲置营房设施开办驾
校，被列入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项
目。而驾校先后投入 4000余万元建设
场地，还有 100多名员工，企业要经营，
叫停难度大。

去年 9月，市主要领导调研时得知
此事，在现场办公会上，要求驾校年底

前彻底搬离，指示交通运输局积极支持
部队建设。事后，该局不仅按时完成驾
校搬迁任务，还分期分批拿出资金维修
“战备道”。

近年来，军队编制调整与地方机构
改革几乎同步推进，转业干部安置、随军
家属就业压力大。焦继勇说，他们单位
先后有 18名随军家属从省外跟随归建
官兵来到济源。督查部门明确该市编
制办公室、人社局和工信委负责这些家
属就业问题。没想到，几天后相关部门
就拿出了解决方案。今年，全市 40余名
待安置随军家属，原有工作的是什么性
质单位就相应安排什么性质单位，原无
工作的由市人社局举行专场招聘会，市
编办拿出一定事业编制定向公开招录。
“稳定军人后方，就是助力国防前

线，绝不能推诿扯皮。”该市人社局领
导说，济源连续多年强力推进随军家
属当年就业，每年都在 20 人左右，转
业干部安置公务员岗位每年达到 80%
以上。

把“富民不忘强兵”

写进城市发展规划

“济源拥军传统是个品牌。”该市
民政局局长苗春芳说，济源是革命老
区，仅抗战时期就不知多少八路军和
民兵联防队员为保护乡亲们倒在敌人

枪口下。老百姓深知，没有人民的军
队，就没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就没有
老百姓的一切。多年前，市委市政府
把“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作
为一条原则写进城市发展规划。
“优待军人，讲感情还要讲政策，靠

完善配套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李华拿出《关于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的意
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军人军属权益保
护的意见》等 10多份市委市政府联合出
台的拥军优属文件。她说，济源靠制度
凝聚共识、形成氛围，培塑全城拥军优
属大环境。
“济源的‘国字头’‘省字头’荣誉众

多，但各级最看重的当数‘双拥模范城’
这个牌子。”该市人武部部长文军勇的
见解独到：衡量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
力，不光看高楼大厦和GDP指标，关键
要看文化品位，而对军人的尊崇度是核
心价值内涵之一。

每当夕阳西下，济源的地标性建
筑——世纪广场上两道风景格外醒
目：人们走出家门在广场上散步、玩
耍，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幸福时光；两
个大型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军事文化宣
传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过往人流。

从一个窗口就能折射出济源对军
人尊崇的自觉和底蕴。

今年 3月的一天深夜，海军某部政
治协理员汪海涛的女儿突然发高烧。
他从办公室跑回家，抱起女儿和爱人一

起打车来到市人民医院。
虽然前面还有不少患者候诊，但大

家看到穿军装的汪海涛排在后面，纷纷
让他上前直接就诊，汪海涛感动不已。

去年初，某部政委王建强从外地调
整到济源任职，读高中的女儿也转学过
来，顺利进入教育质量好的第一高级中
学。办手续时，没有遇到任何波折，他
颇为感慨。这一切，与这里出台的《关
于驻济源军人子女入学的意见》有关，
规定让军人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全
市范围允许自主选择学校。
“当年部队里的孩子想考个好学

校，由于驻地偏远，非常难。”王建强愧
疚地说，平时教育、陪伴孩子的时间
少，前不久才第一次参加家长会。这
次转学，让他感受到了作为军人的荣
誉感。

101号文件的“国防站位”
■张亚洲 本报特约记者 魏联军 王根成

坐在记者面前，“90后”军嫂张媛媛
谈起随军经历，脸上满是温馨。
“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曲折和心酸

的时候？”记者听过不少随军的故事，一
再点拨她讲些“泪点”，可终究一无所
获。
“还是说说幸福指数吧……”张媛

媛撩一下秀发，嘴角掩饰不住微笑。
2015年 2月，在原籍地区文广局上

班的张媛媛，为了与丈夫、某部干部黄
远鹏团聚，申请随军到济源。

刚开始办理随军手续时，张媛媛心
里也紧张，担心到了济源被随意安顿个
岗位，不如以前的单位好。她和黄远鹏
商量，想让黄远鹏找领导提前出面协
调。谁知，黄远鹏拿出济源出台的《关
于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的意见》安慰她，
其中一句话写得清清楚楚：“按原单位
性质安置”。

“每年都有随军的姐妹过来，还真
没有听说过有人找关系。”张媛媛告诉
记者，当时黄远鹏让她吃下“定心丸”。
果真，一切水到渠成，更让她意外的是，
自己竟然被安排进了市政府工作。
“从县里机关直接到市政府，可不

是一件容易事。我有个同学也是县里
的公务员，上级借调好几年，一直落不
了编。我要不是军嫂，想都不敢想这个
跨度。”张媛媛的眼睛流露出自豪的神
情。
“如果不是在济源，很多事确实不

好办。”某部政委熊献锋意犹未尽地接
过话题：“随军家属就业是部队当前普
遍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最牵扯干部心
神。”
“来济源任职才发现，在外地很头

痛的事在这却如此顺畅，领导不用跑、
干部不用找，避免了消耗上下精力。”熊
献锋一脸欣慰。

某部工程师刘春茂抢过话题说，自
己的爱人李海丽原来在烟台一家私企
上班，工资比较高，一直不愿随军。了
解到济源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事业编

制，对无工作的随军家属定向招录时，
今年她主动要参加招录。
“济源每年集中解决一批随军家属

就业，不拖、不等，让家属随军的官兵心
无旁骛干工作。”某部保卫科科长徐威
先后在 3个省份工作过，家属就业一直
没有着落，前不久到济源任职就赶上了
家属安置招录。

此时此刻，记者有种感慨，关于随
军家属就业，记者走过多地、采访过多
人，看到的多是一把辛酸泪。凝望多
少人提及往事时的眼睛，记者不禁想，

这难道不是政策范围内应该解决的事
吗，为啥成了很多军人家庭的一种奢
望？
“为何你在济源看不到流泪的军

嫂，那是我们制订政策时全城对军人军
属都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办什么事都
有绿色通道。”张媛媛抿嘴一乐，好像猜
出记者的心思。

随口一个“我们”，却让记者听得出
来，一名军嫂已经融入一座城市，一座
城市也真正接纳了一位新主人。这些
会心的笑容，像花儿一样灿烂。

笑容像花儿一样灿烂
■本报特约记者 王根成

胸怀决定高度，高度决定站位。

习主席强调，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是一场攻坚战役，军队要全力以赴，全

党全国要大力支持，坚持军地一盘棋，

齐心协力完成跨军地改革任务。在这

场战役中，济源强力支持驻军改革，是

政治大局和国防站位的高度体现。

济源是革命老区，拥军优属历史

悠久、根基深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民兵联防组织“杜八联”，曾以

“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

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支前热

情，配合我军主力部队作战400余次，

后来被授予“河防堡垒”。

军人后路、后院、后代关乎军队前

方、前线、前沿。这次军队改革，与地

方机构改革几近同步推进，复转军人

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矛盾

问题更加凸显，地方党委和政府需要

拿出实际举措、实际行动、实际成效，

切实解决好军人后顾之忧，为顺利推

进改革助力。

改革新考场，需要新举措。习主席

曾说，部队的事要特事特办、马上就

办，办就办好。从中可以领悟出重要

思想，巩固国防、支持军队建设，是地

方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拿出非常规之举。

军队改革，事关强军大业，事关国

家安定，是军方的事，也是地方的事。

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支强大

的军队，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没有一

个富强的国家做后盾，国防和军队建

设就是无源之水。济源站在富国与强

军相统一的政治高度，勠力同心、众志

成城为驻军提供坚强保障，奏响拥军

优属的时代强音。

军队不生产粮食，但军队生产安

全；军人枪膛瞄准的是前方敌人，胸膛

牵挂的是后方家人。地方政府需要多

投入真情温暖军人、多关心关爱军属，

广大官兵只有后方无事、无忧，练兵备

战的时候才不会分心走神，赴汤蹈火、

冲锋陷阵的时候才会义无反顾。

军人尊崇度是国家安全围墙的刻

度。地方党委与政府需要从维护国家

长治久安、守护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

高度看待拥军优属，自觉形成一种责

任、一种情怀、一种习惯，进一步激发

官兵练兵打仗的内在动力和强军兴军

的磅礴力量。

“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战之时，

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形

成关心国防的时代风向、尊崇军人的

社会氛围，我们的人民军队将坚不可

摧、战无不胜。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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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一份与军人之忧、军人之盼有

关的“红头文件”在中原大地掀起一场头脑

风暴——河南省济源市委督查部门定期通报

拥军优属工作进展情况，一次督查，予以提

醒；二次督查，发布蓝色通报；三次督查，提

请党纪政纪追责，督导各级形成统一意志：

军队深化改革，地方抬高国防站位，全力服

务强军兴军。

为何一座城市把拥军优属纳入督查台

账？日前，记者踏访这片太行山下的革命老

区，探寻这份文件背后的国防考量和他们营造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的务实之举。

●一次督查，予以提醒 ●二次督查，蓝色通报 ●三次督查，提请追责

夕阳时分，济源市世纪广场，市民们享受着安恬惬意的生活，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的军事文化标语和宣传片，映照着人们的脸庞，培塑

着全民国防素养。 王根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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