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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八一建军节特别报道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退役

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深

入扎实开展节日期间拥军优属、拥

政爱民工作。其中强调要以自觉行

动服务部队备战打仗，突出练兵急

需、改革急用、官兵急盼筹划开展

拥军工作。这就要求军地双方紧紧

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使双

拥工作与未来战场对接，努力形成

军地合力谋打赢的生动局面。

习主席指出，坚如磐石的军政

军民团结，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

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

要法宝。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

山。我军之所以被称为人民军队，

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我军始终注重

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保持了人民军

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最后一

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

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

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

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

谣，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

现。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无论时代如何发

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人民群众

永远是我军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

“兵民是胜利之本”永远是颠扑不

破的真理。未来战场涉及空间更宽

广，作战样式更多样，实力比拼更

立体，对双拥工作更好地服务备战

打仗提出更高要求。可以说，双拥

工作只有聚焦战斗力，才有生命

力；只有对接未来战场，才能制胜

未来战争。

“拘旧方不可疗新疾，居夏日

不可御冬裘。”今天，我们应积极

适应国家安全形势和军队使命任务

的新变化，深化信息化条件下人民

战争理论研究，紧跟军地改革进

程，及时建立健全双拥工作的制度

机制。针对部队野外驻训时间长、

联训联演任务重的实际，按规定组

织走访慰问活动，并有针对性地开

展支前保障演练，努力形成部队练

打仗、地方练支前的生动格局。认

真贯彻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积

极推动军地在科技、教育、人才和

信息网络等方面的交流融合，使国

防和军队建设获得更加深厚的发展

资源。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

进，兵员征集、军人转业安置、随

军家属就业、伤病残军人移交、维

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等，都遇到了

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军地

各级充分利用双拥共建渠道，解决

好那些“练兵急需、改革急用、官

兵急盼”的事情，以更大力度、更

实举措化解官兵后顾之忧，巩固发

展新时代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大好局

面，为推进强国强军伟大事业凝聚

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郑州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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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曹琦、崔延梅报道：“能为
子弟兵做点事，我心里踏实、满足、幸
福。”7月 26日，陕西省延安市“最美退役
军人”“最美军嫂”“最美军人家庭”“最
美拥军人物”评选表彰活动现场，“最美
拥军人物”折永斌话音刚落，现场掌声雷
动。一连串闪光的名字出现在大屏幕上，
延安群众 3个多月来持续关注的寻找“四
个最美”终于有了结果。

为庆祝建军 92周年，延安市委、市政
府决定，从今年 4月份开始在全市范围内
评选并表彰一批退役军人、军嫂、军人家
庭、拥军模范的先进典型，在全社会营造

“尊崇军人、敬重英雄、关心国防、支持
部队”的浓厚氛围。
“此次评选活动，面向全社会遴选表

彰对象，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力大。”该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介绍，最终
产生的 62 名表彰对象，均是从作出突出
贡献的退役军人、支持配偶安心服役的
军嫂、弘扬家庭美德的军人家庭和热情
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的拥军人物中产生。

赓续双拥光荣传统，谱写军民团结
新篇。几十年来，延安驻军官兵和退役
军人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群众自发
拥军优属，热情帮难解困，同唱“军民

鱼水一家亲”信天游，延安连续 8次被评
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延安军地领导在实
践中认识到，时代在变，拥军形式不能
仅停留在送米送面上，要适应形势多措
并举，让“最可爱的人”成为“最幸福
的人”。为此，他们在动员党政事业单
位、民营企业、拥军模范、共建单位积
极拥军的同时，大力营造崇军爱军的社
会氛围。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摸得着、学得
到。据悉，延安军地将采取多种形式广泛
开展“四个最美”学习宣传活动，讲好
“最美”故事，掀起学习“最美”热潮。

“最美人物”星耀宝塔山下

7月26日，安徽省六安

市裕安区人武部与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区妇女联合会一

道，将荣誉证书送到 25名

“送子参军·最美母亲”手

中，并为她们佩戴光荣花，

感谢她们矢志不移爱国拥

军，全力支持子女献身国

防。

邓元生摄

本报讯 陈云、张富华报道：“这个军供
站建成后，可一次性接待千余名官兵，为过
往部队提供全方位优质保障服务。”7月 30
日，江西省南昌市南昌西站南广场西面不远
处，南昌警备区领导看着眼前火热的施工景
象，欣喜地介绍。

这是南昌市政府投资修建的国家一级
军供站南昌西军供分站项目。明年底竣工
后，该军供站将大大提升南昌市的军供保障
能力。据了解，作为英雄城，南昌市已连续 8
年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进入新时代，南
昌市正聚力强军目标，着眼服务备战打仗，
奏响拥军尚武新乐章。
“事关战斗力建设，绝不能含糊。”今年

初，南昌市委议军会上，南昌警备区提出民
兵训练基地的建设需求，得到市领导大力支
持。随后，该市启动“两中心、两基地、五片
区”的“三合一”民兵训练基地建设，即建设
南昌市湾里和恒湖民兵实战化训练中心、新
建区和南昌县民兵集中轮训基地以及西湖
区、青云谱区等国防教育培训点，进一步整
合全市军事训练基地资源，提高民兵训练水
平，强化应急应战能力。

近年来，南昌市委、市政府聚焦服务
驻军部队备战打仗，在支持部队基础设施
建设、战备训练、后勤保障等方面持续发
力：市政府先后拨款用于南昌市民兵训练
中心、民兵武器库和预备役师高炮团建
设，优先为驻南昌部队解决建设用地；将
“智慧动员”纳入“智慧城市”建设，统筹
规划、同步组织，提升国防动员信息化水
平和动员能力；加强军地气象基础设施统
筹建设，在小蓝工业园区、空军某部营区
建成全省首套基于大气电场仪的雷电监测
预警系统……

让驻军官兵更加欣喜的是，随着全市加
速推动轨道交通和“十横十纵”快速路网建
设，南昌军地严格按照作战需求建设部队战
备道路，地面交通战备网络基本形成。一位
驻军部队领导这样说：“英雄城的务实拥军
举措为我们练兵提供了极大便利，官兵备
战打仗的劲头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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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苏敏、周建国报道：7 月 25
日，福建省福州市举办退役军人及现役军
人军属专场招聘会，90余家企业提供就业
岗位近 2800 个，近 2000 名退役军人和现
役军人军属参加招聘会，达成就业意向
817 人次。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表
示，在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为退役军人及
现役军人军属开通“就业专列”，是他们发
扬“爱我人民爱我军”拥军优属优良传统，
拓宽退役军人及现役军人军属就业渠道
的实际举措。

此次招聘会由福州警备区、福州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等军地单位联合举办。招
聘单位涵盖交通运输、商业地产、电子信

息、节能环保等产业和领域，提供医生、教
师、行政、销售、工程师等多种岗位，全方
位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学历退役军人及现
役军人家属的就业需求。“退役军人综合
素质高、执行力强，我们提供 45 个岗位招
贤纳士。”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说。
“招聘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中，有不少专

为退役军人量身定制，太贴心了！”退役军
人李雄数一大早就赶来应聘，最终选择了
军训基地培训教官这一岗位。他表示，福
州军地有关单位搭建就业平台，让他们感
受到来自社会的尊崇与关爱。此外，专场
招聘会还安排工作人员为退役军人及现役

军人家属提供创业指导、就业援助、职业培
训、优抚安置等政策咨询服务。

近年来，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退役军人及现役军人军属就业安置工作，
出台《随军家属就业安置暂行办法》等文
件，推动退役大学生士兵定向招录工作、
免费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提
升学历，大力扶持随军家属就业和自主创
业。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表示，连续
8次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的福州，又将
迎来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城 (县)创建工
作。他们将传承优良传统，努力开创福州
双拥工作新局面，书写“爱我人民爱我军”
的双拥新篇章。

拥军“就业专列”驶入榕城

新时代，书写“爱我人民爱我军”新篇章

本报讯 特约记者晏良、通讯员裴斌报道：
八一前夕，西藏某地藏族群众扎西驾车星夜赶
路，汽车抛锚荒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拨打
西藏军区某旅“双语服务热线”求助，没想到“铁
马神医”从 150 公里外赶来，帮他排除车辆故障。
该旅为驻地群众解难送暖全时在线，谁遇困难险
阻，都可拨打指定电话，不论你说汉语还是藏语，
都有专人对接并及时回复。

驻守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好少数民族群众工作
才能更好地履行使命。为此，该旅针对青藏高原地
广人稀的实际，设立 24小时“双语服务热线”，安排
值班人员服务群众。基于少部分藏族群众不会汉
语的现实情况，该旅尽量安排藏族干部上岗，把解
难送暖的每个环节想细做实。

宗旨意识树得牢不牢，要看为民服务好不好。
该旅重视做好 8小时工作时间之外、周末节假日等

特殊时段及雨夜、雾夜、雪夜等特殊天候的为民服
务工作。一次节日期间，一名群众扭伤了脚，向该
旅致电求助。官兵放弃休息，迅速到达事发地域，
将受伤群众接回医治。

为切实提升为民服务质量，该旅党委从源头抓
起，组织官兵认真学习西藏历史、宗教政策和风俗习
惯，增强军民的情感认同。他们还印发有群众工作内
容的口袋书、小册子，方便官兵携带学习。功课做足
了，官兵服务群众自然得心应手。前不久，一位独自在
家待产的藏族妇女拨通该旅“双语服务热线”，请官兵
帮忙买点物品。办事的战士深知“家中有孕妇，一般不
串门”的当地风俗，把物品放在屋外后离开……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近年来，该
旅遇到急事难事，总会得到驻地政府和群众的全力
支持。旅领导感慨地说，一部服务热线，架起了军
民连心桥梁。

西藏军区某旅全力为驻地群众解难送暖

“双语服务热线”架起连心桥

军地共赞
“兵妈妈”

本报讯 徐强、张强报道：“去年，人武部送
来 10只‘扶贫羊’，我们托养到村里的养殖合作
社，现在已经分红 1000元，加上家人外出务工的
收入，我们家脱贫有希望啦！”临近八一，新疆阿
瓦提县人武部领导来到结对帮扶的乌鲁却勒镇喀
拉塔勒村回访扶贫产业发展情况，贫困户阿依吐
热木·买买提拉着人武部领导的手感激地说。

2016 年，该人武部与喀拉塔勒村等 3个村结
成脱贫攻坚帮扶对子。着眼“产业扶贫管长久”
的考量，人武部党委一班人多方走访调研，制定
畜牧业养殖业为主、林果业种植业配套的产业扶
贫规划，通过接力帮扶，推动实施良种畜牧赠送
养殖、防渗渠清淤加固灌溉共 11 个产业扶贫项
目落地。

去年，该人武部结合结对村贫困户意愿，给
175户贫困户赠送了牛羊，采取“人武部赠送良种

畜牧、贫困户自养或合作社托养”的模式进行养
殖。托养模式集中规模经营，降低了饲养成本，
帮助贫困户通过劳动力转移有效增收致富。喀拉
塔勒村 48户贫困户与村养殖合作社签订 5年合作
养殖协议，每户将人武部赠送的 10只乳羊托养到
合作社，每年分红 1000 元，5年后不愿继续托养
时，合作社返还 10只成年羊给贫困户。在人武部
的帮助下，玉斯屯克柯坪村贫困户阿不都外力·
艾力与汉族民兵李海波结成帮扶对子，通过养殖
蜜蜂走上了致富路。

为解决产业扶贫中的技术问题，该人武部邀
请畜牧业、养殖业专家深入散养牛羊的贫困户家
中手把手帮带，传授养殖经验；组织技术骨干为
村民进行相关技术培训，向农牧民发放实用技术
书籍。贫困户艾买提·尕依提说：“通过产业帮
带，我们有了依靠，日子越过越好。”

新疆阿瓦提县人武部开展产业扶贫

11个扶贫项目助力群众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