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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门牌号啦！”
随着红绸缓缓揭开，一块闪亮的牌

匾第一次公开亮相，官兵齐声读出营区
的门牌号，脸上满是欣喜。近日，武警
猎鹰突击队组织仪式，将地方公安部门
制发的门牌号郑重悬挂在营区门外。
这也意味着，长期困扰该部的无门牌号
等一系列难题将陆续得到圆满解决。

该部移防后，被新营院无门牌号、
官兵办理身份证、子女上学等问题困
扰。军地各级按照“急事急办、互动联
办、依法补办”的创新思路解难题，有效
推动了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打造出拥
军服务战斗力的“样板工程”。

门牌号与水泵房

“马上办”“立即办”

的效率

“咱家二宝上学的事解决了！”得知营
区门牌号办下来后，保障大队大队长于万
里立即给妻子打电话，告知这一喜讯。

有了门牌号，意味着可以办理家属
子女随军和落户手续。目前，于万里家
属的随军手续已上报待批，孩子转学问
题也迎刃而解，他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
了地。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像热锅上的
蚂蚁，急得团团转。

去年大儿子转学的时候，营区门牌
号没办下来，要地址没地址，要户口本
没户口本，转学需要提交的材料一样都
没有，夫妻俩干着急却没办法。该部通
过大兴区人武部和区双拥办，及时向北
京市区两级教育部门反映了这一困难。
“孩子上学不能耽误！先安排入

学，后续再补办相关手续。”教育部门的
态度，让官兵吃了一颗定心丸。军地积
极沟通，特事特办，很快于万里的孩子
在驻地就近入学。两年来，通过“特事
特办”，该部先后有 6名军人子女从原籍
转到驻地入学。

解决好官兵子女上学难题，就是关
心国防和军队建设。北京市和大兴区
两级党委政府以鲜明的态度、有力的举
措“马上办”“立即办”，用实际行动助力
改革强军。

如今，位于营区一角的水泵房，每
天都会传来隆隆的抽水声，清澈的地下
水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各个点位。

“这间小小的水泵房，解决了用水的
大难题。”部队长米彦广介绍，部队刚搬
来时，营区的水有股异味，经专业机构检
测，地下水有多项指标不合格。

饮水问题事关官兵身体健康，一天
都不能拖！大兴区人武部和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联合向区委区政府汇报。区
领导指派大兴区水利局立即研究解决，
相关部门人员次日即实地勘察，现场研
究解决问题。

大兴区水利局边申请支持边准备
开工，不到一个星期各项准备工作就
绪。施工期间恰逢炎炎夏日，工人们每
天顶着烈日赶进度。不到 1个月，安装
了全套净水过滤设备的水泵房就建成
并交付使用。水利局着眼该部长远建
设规划，还申请打了一眼深水井，并加
装饮水净化处理设备，帮助部队进一步
提升用水品质。

路面宽阔笔直，两旁绿树成荫。营
门外是一条被誉为“最美双拥路”的公
路。部队刚移防过来时，路面窄、坑洼
不平，往来垃圾车多、噪音大、灰尘大。
当地政府调研后当机立断，整修道路，
开展绿化，调整垃圾车行驶路线，营区
周边环境得到美化，也方便了部队紧急
出动和官兵日常出行。

门牌号与聚光灯

“联合办”“大家办”

的分量

部队移防后新营区没有门牌号，部
分官兵身份证过期，面临无法办理新证
和家属无法随军落户等实际困难。这
一问题遗留时间长、原因复杂，且涉及
市、区、镇三级公安、规划和自然资源等
多个部门，解决起来难度不小。

两年来，上到全国双拥办，下到驻
地村镇领导，都对这件难事紧抓不放。
全国双拥办主要领导先后多次与北京
市分管领导面对面研讨，4次深入现场
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军地双方、上上下
下共同把一个基层单位的难事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这是我们没想到的。”该
部政委任柯伊感慨道。

2019 年 4 月，北京市召集公安、规
划和自然资源等业务部门专题研究和
部署分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蓓提出

“急事急办、互动联办、依法补办”3个
原则，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厘清了思
路、明确了办法。在当年召开的全国双
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这些难题被列
入驻地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问题解决
清单。

一块小门牌，折射大拥军。提起参
加联合办公会的经历，该部宣传保卫科
干事刘怡娇印象深刻：“原本以为只是
一块门牌钉到墙上的事，没想到涉及面
这么广！”

就在那次会上，北京市相关领导明
确了解决问题的责任分工和具体时
限。部队和市、区、镇三级公安、住建委
等多个部门工作人员面对面进行“难题
会诊”，商定解决办法和具体步骤。

会上明确要求“优先解决官兵和家
属的基本需求”，相关部门加强沟通，特
事特办，优先为该部解决营区宿舍楼门
牌号码，开放办理集体落户端口。
“军地领导高度重视，疑难问题置

于‘聚光灯’下，各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推动问题解决进入了快车道。”大兴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孙洪伟介绍，经区
人武部、区双拥办积极提议，区委区政
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主管领
导、分管领导亲临一线督导推进。退役
军人事务局将其列为“一号工程”，积极
对接公安、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等部
门，局领导多次现场办公，全力做好协
调工作。
“互动联办不仅是工作的联合，更

是情感的融合。”大兴区人武部部长刘
传忠说，近年来，大兴区把国防元素融
入城区建设，把为部队解难题作为党委
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靠“联合办”
“大家办”，先后解决官兵家属随军就
业、子女入托入学等20项实际困难。

门牌号与练兵热

“超常办”“依法办”

的规矩

解决营区门牌号等难题，一头连着
部队和官兵的切身利益，另一头连着土
地、房屋和户籍等政策法规。怎样办既
不延误时间，又合法合规、经得起群众
检验和历史检验？

北京市双拥办有关领导介绍，在解

决这一系列难题的过程中，个别事项虽
然采取了超常措施，但该依法补办的环
节一个都不少。

按照规定程序，办理营区门牌号，
需要先为营区前道路正式命名。针对
该部营门前道路没有正式名称的特殊
情况，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特
事特办，在多方查找政策规定、查阅会
议纪要、查清相关问题由来后，依据相
关政策规定，致函市公安局，提出“两步
走、同时办”的办法，确保了各项工作互
不影响。

2019年底，北京市公安局与大兴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公安分局人口管
理大队和镇派出所等相关单位，研究门
牌号办理事宜，经联合会商，对道路命
名、开具证明和门楼牌重新编号等工作
逐一作出部署，明确职责和时限。
“严格按职权办理，本区权限内的

抓紧依法办理，对规划、住建等需报请
上级办理的，相关部门抓紧请示协调。”
工作推进会上，大兴区主要领导统一各
方思想，快速启动办事程序。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工人无法测量测绘营门前道路，道路命
名工作暂时搁浅。眼看时间一天一天
过去，大兴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工作
人员急部队之所急，主动联系城市设计
院，使用道路备案数据出具测量报告，
确保了道路命名工作正常进行，将疫情
对工作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解决了营区门牌号的问题，还要有
能够落户的房屋，才能解决官兵及家属
们的身份证办理和随军落户等问题。
在该部营区内，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执法总队逐栋房屋认真核查，筛选出
符合规定的房屋，提交公安部门作为落
户地址。
“申请材料上报没几天，落户申请

就批下来了！”今年 4月底的一天，该部
宣传保卫科干事刘怡娇接听驻地公安
部门打来的电话后，惊喜地向大家报
告：“办理身份证、家属随军等工作终于
可以开始啦！”

回顾以往，“超常办”“依法办”功不
可没。全程参与问题解决的该部副政
委白海滨感慨地说：“军地各级领导和
职能部门依法依规主动作为，问题得到
妥善解决，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深情。
部队官兵正以此为动力掀起练兵热潮，
磨砺胜战之刃，坚决当好党和人民的忠
诚卫士。”

拥军向提升战斗力聚焦用力 武警猎鹰突击队直接受益

警营门牌号诞生记
■本报记者 孙兴维 郭 晨 通讯员 戎鹏飞

双拥新貌

热点聚焦

军地时评
“红墙畔，柳荫街，真情无限；军民

谊，鱼水连，代代相传”，一曲现代京剧

唱段——《西城双拥颂》唱得好，而北

京市西城区双拥工作做得更好。近年

来，他们想方设法为驻军官兵拓宽“后

路”，巩固“后院”，扶持“后代”，帮助解

决干部转业、士兵退役、随军家属安

置、子女教育等实际问题。

同样，江苏省无锡市秉持“把难办

的事办成，把该办的事办好”原则，以

超常举措畅通军转干部“后路”，以硬

性措施惠及军人“后院”，以拓宽渠道

关心爱护军人“后代”。

热浪滚滚的盛夏，一北一南两地

奏响了新时代拥军的动人乐章，深化

了拥军内涵，解决了部队急需，彰显了

鲜明的时代印记，其背后是对“国之大

事”的念兹在兹。这种高度的政治意

识、大局观念，体现在对军队和军人高

看一眼、厚爱一层的具体细节中，体现

在实打实的拥军举措上。

“高看”，是发自肺腑的尊崇。我们

常说职业无高低、岗位无贵贱，可相比

较而言，军人职业关乎国家安危和人民

安康，军人岗位带有特殊性与风险性，

军人奉献体现在战时与平时。战火燃

起的时候，他们浴血拼杀；灾难来临的

时候，他们逆向而行；人们享受和平阳

光的时候，他们随时枕戈待旦……与此

同时，军人的家属、子女也要作出相应

的牺牲和奉献。实践证明，拥军工作做

得好的地方，正是因为充分认识到军队

的地位作用、军人的特殊贡献。拥军工

作要“厚其基而求其高”，这个“厚”和

“高”，方体现“高看”的真诚与自觉。“高

看”的辐射效应和自然延伸，便是千方

百计解决好军人“三后”难题，拥军举措

惠及退役军人、广大军属，切实让更多

军人后顾无忧。

“厚爱”，体现了胸怀的博大与无

私。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战争年

代，我军紧紧地同人民站在一起，依靠

人民的大力支持，才有了“横扫千军如

卷席”的威武，才有了“百万雄师过大

江”的豪迈，才有了“天翻地覆慨而慷”

的历史巨变。进入和平建设和改革开

放时期，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对

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支持更是体现在方

方面面，许多地方把破解难题放在心

上、摆在位上、抓在手上，带着感情办，

带着责任办，想尽办法办，这些暖军心、

稳军心、凝军心的务实之举充分体现了

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真情实意，对人民

子弟兵的深情厚爱。军地之间、军民之

间这种亲密无间的深厚情谊、坚如磐石

的坚强团结，是我们特有的政治优势，

也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传家之宝，昭示着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

伟大真理，谱写了“爱我人民爱我军”的

动人篇章。

“激励”来自内部与外部，各有不

同意义。来自人民的激励，温暖军心、

激励斗志、催人奋进。对军人来说，是

情真意切，更是至高荣誉。几十年来，

人民军队把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

民镌刻在火红的军旗上。“为了新中

国，前进”的无悔抉择，“一人辛苦万人

甜，一家不圆万家圆”的牺牲奉献，“你

们好好过年，祖国有我守候”的郑重承

诺，都是革命军人感恩祖国和人民的

实际行动。

“不与牡丹争绝色，惟将硕果报春

光。”新时代革命军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完成好各项备战、训练任务的同时，

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支援地方经济建设

特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乡村振

兴、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广大官

兵责无旁贷，有信心、有能力回报祖

国、回报人民。

惟
将
硕
果
报
春
光

■
向
贤
彪

双拥影像

双拥见证

晴朗的夏日，日东河河面上倒映
着蓝天白云、山峦树木，宛如一幅无边
的美丽画卷。岸边，西藏昌都军分区
某边防团日东哨所内座无虚席，一场
军民联欢文艺汇演正在进行。座位第
一排，一位身着盛装的藏族老阿妈凝
神观看演出。

老阿妈名叫旺秋卓玛，今年 83岁。
她的拥军行动，开始于1964年的那个冬
天。那一年粮食歉收，冬季很多村民开
始饿肚子了。就在大家犯愁的时候，当
地驻军在自身粮食储备不足的情况下，
冒着鹅毛大雪为村民送来几百斤粮食，
帮村民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这件事深深感动了 27岁的旺秋卓
玛，“为金珠玛米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个念头在她内心深深扎下根。从 27
岁到 83岁，56载拥军从此没有间断。

官兵巡逻归来，为“兵娃娃”们送
上一碗碗热腾腾的酥油茶；大雪封山
期，宰杀牲畜送官兵；哨所换防时，帮
助官兵搬运物资；官兵巡逻忙碌时，为

他们制作可口的饭菜……从力所能及
的小事，到呼吁乡亲为哨所修通水泥
路，再到教育子孙争当拥军模范，一桩
桩、一件件都倾注了旺秋卓玛对部队
官兵的一片深情。

1999 年夏季的一天，哨所官兵上
山巡逻，军医随队上山。不料，留守官
兵因误食毒蘑菇中毒，旺秋卓玛得知
后立即赶来照顾。在她悉心照料下，
大部分官兵很快康复了，中毒最深的
一名战士不幸离世，长眠在日东村附

近的山脚下。从那以后，每逢清明节
以及这名战士的生日，旺秋卓玛都会
到坟前看望和祭奠。每当有人问起，
她总是心疼地说：“不能让孩子觉得孤
独啊！”

如今，老阿妈年纪大了，身体大不
如从前，可她始终放不下这群“兵娃娃”。

冬春之交，哨所挑选精干力量执
行巡逻任务，不巧突降大雪，崎岖难行
的巡逻路更增添了几分凶险。旺秋卓
玛知道后，主动找到哨长欧珠，建议让

她的儿子查初担任巡逻向导。“查初 18
岁就加入民兵排，熟悉大山的地形地
势，你们带上他，就多一分安全。”老人
慈祥的脸上满是母亲般的担心。
“老阿妈的拥军情就像酥油茶一

样暖身、暖心！”一位哨所执勤战士告
诉我们。如今，老阿妈的外孙旺久次
仁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军人，投身新时
代的强军事业。

藏族阿妈旺秋卓玛牢记子弟兵深情厚谊

56 载拥军不断线
■陈 耿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何 勇

营区门牌号悬挂仪式当天，官兵

代表特地合影留念。

杨志毅摄

前不久，在海拔 4700米的驻训

地，经地方有关部门批准，西藏军区某

旅利用5天时间，帮助当地牧民重新

修缮一条长 2公里、宽 3.5米的砂石

路，解决牧民出行难题。

“这条路非常难走，把它修好了，

我们牧民很开心。”牧民索朗多吉高兴

地说，“感谢‘金珠玛米’为我们修成了

一条幸福路。”

据悉，该旅驻训以来，在筑路的

同时积极开展爱民助民活动，为村

民义诊、理发、维修水电、打扫街道、

看望慰问老红军，受到了牧民们的

欢迎。

牧区“爱民路”
■李 松 文/图

蜜 紧 张 作 业 ：
连 续 作 战 ，保

质保量。

蜜启动施工：科
学轮班，提高施

工效率。

蜜线路规划：兼
顾牧民需求与生

态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