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双 拥 模 范 城

延河水边，宝塔山下，大道四通八
达，游客往来如织。

76年前，面对抗日战争遇到的前所
未有的挫折和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在延
安这片黄土地上，率先发起了“地方拥
军优属、军队拥政爱民”的双拥运动。
76年来，延安军民传承红色血脉，续写
军民鱼水深情，连续 8次荣膺“全国双拥
模范城”。

如今，军爱民民拥军的“双拥赞
歌”，仍像一曲曲信天游，在延安的黄土
沟壑间绵延回荡。

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不

能让前线战士饿肚子——

血脉在新时代传承

“当年，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
吴起镇时不到 8000人，最终领导全国取
得胜利，靠的就是人民的拥护。”在吴起
县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武警延安
支队干部张旗帜动情地说。

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的黄土高原，
抗战期间地广人稀，经济和文化十分落
后，加之连年战争破坏，人民的生活十
分艰辛。但只要部队需要，边区人民宁
可吃糠吃野菜，也毫不犹豫将粮食送往
部队，竭尽全力保障前线。

谈起当年缴纳救国公粮的故事，今
年 93岁的刘富老人神采奕奕。“我当时
是学校交纳公粮宣传队成员，每天回家
都动员家人，最后我家成了全村的交粮
模范。”

翻阅历史，数十年前边区人民爱军
拥军的生动场景，今天依然让人热血沸
腾——永胜区女共产党员贺兰英，将自
己结婚时的新手巾等物品捐赠给新战
士；史家沟村的艾王元参军后，将乡政
府拨给的 1孔窑洞和 60余亩地捐赠给
政府；延川县一个历经日伪军扫荡 15次
的山村，在军队经过时群众拿出自家所
有的粮食给部队战士；富县人民拥军热
火朝天，形成了劳军人群与物品拥塞于
前线沿途的画面……

往事并不如烟，每逢重大节日走访
慰问驻延部队官兵的优良传统，传承至
今，80多年未曾断过。

农历新年来临，黄陵县红嫂拥军志

愿者协会副会长魏巧洁迎来一年中最
忙碌的时候，她和其他志愿者一道，走
军营进班排，为官兵包饺子、洗衣服、纳
鞋垫、共联欢。魏巧洁说，军民一家人，
越走动越亲。

子长县，民族英雄谢子长的故里。
该县职中汽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董事
长折永斌遗憾当年没能当上兵，就将军
旅梦化作拥军情，不仅经常给部队送米
面油，给官兵买急需用品，他的公司还
常年无条件招收复转军人，为军人及家
属提供免费驾驶培训。

查阅资料，一组数据引起笔者注
意：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民众争
相参军参战，入伍人数达 5万余人，还有
3万人参加基干自卫军，15万人参加普
通自卫军，几乎每名妇女都加入了后方
保障队伍。

岁月更替，传承不老。延安市宝塔
区桥沟镇小王庄村徐海山家祖孙三代
走出了 27个军人，涵盖陆军、空军、火箭
军、武警 4个军种。“我父亲总说，跟着共
产党走就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现在
生活条件好了，可不能忘记党的恩情。”

拥军的火炉烧不旺，枉在

老区当县长——

拥军向打胜仗聚焦

交流到延安某部任职的干部李建
波，两地分居、家属就业、孩子上学的难
题曾让他眉头紧锁。不承想，交流不到
半年，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李建波不是个别“幸运儿”。军队
调整改革以来，延安市委市政府把解决
驻延军人“三后”问题作为双拥工作重
中之重来抓，实现了退役士兵安置满意
率和上岗率均达 100%，随军家属首次
就业安置率达 100%，转学到延安的军
人子女100%接收。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将
官兵当作自家人看待，节衣缩食，勒紧
裤腰带，缴纳抗日救国公粮达 1014867
石，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树有根，水有源。随着延安经济条
件改善，市委市政府认识到，拥军不能
仅停留在送米送面、送鱼送肉、送猪送
羊的事情上，拥军要适应部队战斗力提
升的新标准。
“部队的事，必须全力支持，让‘最

可爱的人’成为‘最幸福的人’。”多年

来，延安坚持军地一盘棋，把拥军优属
作为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的战略
任务，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驻地部队
的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纳入单位部门年度目标管理责任
制，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
纳入全民国防教育内容。

黄龙县，人口只有 4万多的陕北小
县，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拥军模范县。乘
车进入黄龙县城，便见拥军公园，再往
西走，即是兴军广场，穿行县城，还有一
条拥军大道、两条双拥街。有位县领导
说：“拥军的火炉烧不旺，枉在老区当县
长。”

有一年，安塞区人武部被定为基层
武装部正规化建设试点，可就在现场观
摩会召开前半个月，原定的靶场因不符
合要求被上级否定。重新选址，不仅时
间紧张，还涉及征地、规划、建设等方方
面面，非常棘手。怎么办？县里得知情
况，立即研究重新选址问题。不到十
天，一个符合要求的新靶场建了起来。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

英勇的八路军……”这首《拥军花鼓》在
延安传唱了几十年。延安市双拥办主
任郝宏说，近年来，延安积极走开社会
化拥军路子，动员党政事业单位、民营
企业、拥军模范、共建单位参与到拥军
活动中来，最大限度调动社会资源，为
部队提升战斗力服务。

脱离群众树断根，深入群众鱼得
水。随着实战化训练深入，延安担负跨
区机动演练过境保障任务日益增多。
每次部队过境延安，沿线各区县都是主
要领导带队，指挥民兵专业分队在要道
设立保障点，全力保障部队过境，热情
慰问官兵。

一位多次参加跨区机动演练的干
部极为感慨：时代在变，拥军形式在变，
但“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本质不
会变，延安人民的拥军真情，让我们对
打胜仗更加充满信心。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

下谁能敌——

真情随延河水激荡

“网店生意不错，销路很好，乡亲们
的腰包也鼓了起来。”深冬时节，延安军
分区扶贫干部丁木城来到定点帮扶的
安塞区招安镇龙石头村，在村民院落召
开座谈会，与群众共商脱贫致富之计。

“打赢脱贫攻坚战，部队官兵不能缺
席。”延安军分区政委阎能利说，革命战
争年代，延安人民用小米养育了人民军
队，哺育了中国革命，进入新时代，延安
这片红色的土地更应成为幸福的红土。

为确保精准扶贫帮到点上、扶到根
上，军分区确定了“一村一策、一户一
法、一人一方”的帮扶思路，多措并举助
力老区百姓摘掉“穷帽”。同时，他们还
协调地方政府，将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
帮扶纳入扶贫开发总体规划，“富口袋”
和“富脑袋”同步推进，从根本上拔除
“穷根”。

在枣园，官兵们总爱在一条不起眼
的小渠前驻足。这条水渠是 1940年，中
央机关和附近的部队官兵一起修建而
成。渠修成后，枣园川的旱地变成了水浇
田，庄稼连年丰收，群众叫它“幸福渠”。

心中装着老百姓，多修几条“幸福
渠”。有一天，甘泉县人武部值班室接
到一名在新疆服役的本籍战士的求助
电话。原来，他父亲病逝，母亲又查出
患有肿瘤，这让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
霜。人武部领导接到电话，立即去他家
看望他的母亲，协调住进了县医院并免
去 20万元的治疗费。后来，人武部与他
家结成了帮扶对子。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延安
地处黄土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影响
和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驻延官兵始
终把驻地当故乡建，把改善生态环境作
为己任，积极投入延安生态环境建设，
开展“我为延安新区种棵树”活动，种植
500亩“双拥林”“民兵林”的建设工作，
大力开展“美化圣地、净化城市”活动，
共建美好家园。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

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
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
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1944年 9
月 8日，延安凤凰山脚下的枣园操场，张
思德追悼大会现场庄严肃穆，毛泽东发
表了影响深远的演讲《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
永远不变的宗旨。每遇自然灾害，官兵
们说：“险情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百
姓们说：“解放军来了人心定！”

巍巍宝塔山，拳拳双拥情。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背洼洼那

红，我的哥哥当了红军……”信步走在
延河岸边，陕北民歌独具韵味的曲调
与宝塔山上的灯光交相辉映，向人们
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感
人故事。

76 年前，双拥之歌最早从革命圣地延安传唱开来；76年来，双拥之花
早已开遍这片红色沃土、结出累累硕果—

双拥赞歌，宝塔山下最美“信天游”
■郭建生 崔延梅 曹 琦

本报讯 陈坤丰、刘拓报道：“高血
压是慢性病，您要多注意，多运动，少吃
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按照医嘱服
用降压药。”1月中旬，第 73集团军某旅
组织医疗队来到驻地乡镇，开展“扶贫
帮困义诊进乡村、共叙军民鱼水情”扶
贫义诊活动，军医袁金燕认真为一位高
血压患者进行诊治。

每季度组织医疗分队为驻地群众
送医送药，结对帮扶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支援驻地医疗卫生
事业，是该旅注重发挥自身优势服务
驻地群众的一个缩影。2016 年夏天，
台风“莫兰蒂”侵袭驻地。该旅连夜
开辟抗台风救援通道，设置数十个临
时安置点，组织千余名官兵迅速投入
抗台风抢险救灾工作，卫勤人员积极
治疗受灾群众，让驻地群众真切感受
到了军民鱼水深情。去年以来，这个
旅本着“部队所能与地方所需、群众

所盼相结合”原则，采取“旅村帮扶、
营户挂钩、结队助学”模式，积极参与
地方扶贫攻坚工作。该旅先后挂钩
帮扶 15个贫困户，副团以上领导干部
采取“1+1”助学模式资助 10余名贫困
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此外，他
们还帮助驻地政府修建果园灌溉系
统，节日期间常态开展慰问困难家
庭、孤寡老人和军烈属活动，赢得群
众广泛赞誉。

军爱民，民拥军。驻地党委政府非
常关心部队建设，每年组织法律拥军、
科技拥军、文化拥军等活动，在官兵转
业安置、子女就学、家属就业等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帮官兵解除后顾之忧。周
末官兵外出去市区，可免费乘坐拥军班
车。去年，该旅远赴西北大漠，进行跨
区实战化演习。他们组织人员辗转 8
个省份、跨越 4000多公里，从东南沿海
远赴西北大漠慰问参演官兵，一时传为
佳话。“部队打仗氛围越浓，地方拥军热
情越高，军政军民团结就越紧密。”该旅
政委朱永平说，他们将持续搞好共建，
把双拥传统发扬光大。

爱民情不改 共建线不断
第73集团军某旅发挥自身优势服务驻地群众

工作视窗

双拥工作，是拥军优属、拥

政爱民的简称，是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巩固和加强军政

军民团结为主旨，组织发动全

国军民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事业团结奋斗的一项社会活

动。它深刻反映了军民鱼水情

和血肉相连的本质特征，生动

体现了党的宗旨、国家的性质

和人民军队的本色，是我们党、

国家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特有

的政治优势。

双拥工作有很悠久的历史

渊源。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我们

党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工农

红军离不开工农群众的思想，要

求军队爱护人民群众，苏区政府

和人民支援红军、优待军属。

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和发

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开

展了“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

家属”活动，八路军留守兵团开

展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活

动，改善和密切了边区的军政军

民关系，形成了军民团结、共御

外侮的生动局面。1943年 1

月，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陕甘

宁边区的做法，号召各根据地军

民普遍开展这一活动，从而使双

拥运动从延安迅速发展到各个

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

双拥热潮。这就是常说的双拥

运动多少周年的由来。

双拥溯源

前些天，又一个“军爱民”的感人

故事在朋友圈刷屏。因腺病毒感染，

杭州一个五岁男孩病情危重，急需有

感染过腺病毒治愈的O型血血清志愿

者提供抗体。紧急时刻，符合条件的

驻杭某部军官李斌得知消息，连夜赶

到浙江省血液中心。由于中心规定晚

上不抽血，第二天一大早，李斌又来到

血液中心，献血400毫升。“危难之处

显身手”的子弟兵，再次赢得万千网友

由衷点赞，被称作“人民的守护神”。

其实，我们经常被类似的新闻温

暖着、感动着。一位战士归队途中遇

到一位找不到回家路的老大爷，不仅

专门为老人买了吃的，还蹲着陪老人

说话，直到联系上他的家人。有个小

区居民楼内突然发生火灾，一位正在

家休假的战士，两进火场救出两人，然

而第三次冲进火场后，再也没有冲出

来。九寨沟抗震现场，一名身着迷彩

服的战士，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迎着危

险向前，“最美逆行”的背影打动无数

人。我们很难记清他们每个人的姓

名，但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人民子弟兵；我们很难看清他

们留下的背影，但我们能通过这些背

影，清楚地看到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

的一腔赤诚。

“人民军队为人民”，网友们众口

一词的赞扬，道出这支军队的职责与

使命。那么，“人民的守护神”，是什

么让他们始终无怨无悔、真心守护？

最根本的在于，这支军队是中国

共产党亲手缔造和绝对领导的新型武

装力量。从诞生的那天起，这支军队

就以党的宗旨为宗旨，以党的目标为

目标，以党的任务为任务，不同于历史

上任何一支旧武装，具有历史上任何

一支军队都无可比拟的先进性、纯洁

性。革命战争年代，这支英雄的军队

“铁流两万五千里”，坚定地直向“争民

族独立、求人类解放”，今天，中国共产

党追求的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必然要求这支军队为了人民勇

于担当。

也因为，这支“来自老百姓”的军

队，是人民的子弟。“最后一碗米送去

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

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

上战场”，最困难的时候，人民群众倾

尽所有滋养这支军队。如今，当面对

滔天洪水，子弟兵以血肉之躯筑堤，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当余震中接到

撤离命令，为救人双手已血肉模糊的

战士跪在废墟上哭喊：“求求你，让我

再救一个！”人民军队的背后是人民，

这种血肉联系、血脉亲情，是人民军队

爱人民最重要的理由。

还因为，“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

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一位市民为仪

仗队女兵擦拭脸上汗水的视频，在某

平台发布后，短短几个小时，阅读量突

破3000万。这位市民说，“她的衣服

被雨淋湿了，脸上全都是汗，我很心

疼”。这“心疼”里，蕴含着这支军队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制胜密码。兵民乃胜

利之本。从淮海战役的“独轮车”到今

天的军民深度融合，人民群众一直是

这支军队最深厚的力量源泉。面对打

胜仗的“人民靠山”，这支军队怎能不

全心全意？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为了即将分

娩的孩子有更美好的明天，不惜流血

牺牲。今天的孩子们是幸运的，因为

他们的“守护神”一直都在。他们可以

放心，这支人民军队面对酷暑严寒掀

起练兵热潮，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在这

个并不安定的世界能生活在一个安宁

的国度。

守
护
的
理
由

■
孙
玉
柱

快评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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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朔风寒，亲人相见心头暖。近日，“兵妈妈”晁祥英老人来到第

71集团军某旅，为官兵提前送来新春的祝福。晁祥英老人今年72岁，曾经是

一名军嫂，几十年来爱军拥军，经常到部队看望慰问官兵，被官兵亲切地称为

“兵妈妈”。图为晁祥英老人与基层官兵亲切话家常。 李 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