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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

视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从“四史”学习

教育看新时代双拥创新，既是新时代

双拥创新的一种历史遵循，也是“四

史”学习教育的一个现实落脚点。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

和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

践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当

前，国防和军队改革持续深化，迫切需

要密切和加强军地协调联络，协同应

对和解决现实难题，双拥工作形式和

内容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新时代双拥创新，从“四史”中可

获诸多启示：学党史可见传统，学新中

国史可见继承，学改革开放史可见创

新，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可见规律。

学习“四史”有助于理清双拥工作

历史脉络走向、把握双拥历史客观规

律、科学确定双拥工作历史方位。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伴随军队中

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的不断加强，“官

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

得以继承和发展，逐步形成了培养农

民运动骨干、组织发动农民群众以支

援武装斗争的一系列思想和实践。土

地革命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

及《红军优待条例》等得以确定，通过

代耕代劳、发放补贴、优待外籍红军等

方式，创新军政军民团结的工作形式，

丰富了军政军民团结的主体内容。抗

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国共合作

后的迫切任务》中首次提出“军民一

致”原则，后来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双

拥运动中，形成“兵民是胜利之本”的

重要论断和人民战争理论，双拥思想

正式形成，并在解放战争时期得以深

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双拥工作通

过宪法、法律和文件等形式予以固定

明确。伴随国防和经济建设不断推

进，双拥思想也由“军民一致”逐渐发

展为“军民共建”，直至融入今天的军

民协同创新等一系列国家举措。

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

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

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

国防和强大军队。对军队来说，就是

要在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同

时，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

发挥特有优势，积极支援地方经济社

会建设，参与地方抢险救灾、应急解难

等任务。对地方而言，就是要支持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主动加强与军

队单位联系，协调解决军地衔接相关

矛盾问题，做好退役军人和家属的优

抚安置工作，维护军人合法权益。身

处新时代，广大军民只有通过不断创

新双拥实践，把建设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高度

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贡献力量。

实践证明，“四史”学习教育，有助

于从历史中汲取双拥工作经验智慧，

有助于创新新时代双拥工作。在双拥

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军地各级积

累了大量好的经验和做法。尤其党的

十八大以来，双拥工作创新发展，军民

协同创新从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向经济

社会更广阔领域延伸。十四五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提出，促
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同

国家现代化发展相协调，搞好战略层

面筹划，深化资源要素共享，强化政策

制度协调，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和能力。对双拥工作来说，这既是挑

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要把双拥优良传

统坚持好、维护好、发展好；另一方面，

要积极适应新时代特点规律，主动拓

展军民协同创新领域，努力挖掘军民

协同创新要素，充分调动各方参与积

极性，尽快形成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新时代双拥创新成果。

（作者单位：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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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武警江西总队新余支队官

兵来到新余市河坪村，在扶贫车间与乡亲

们一起加工电子元器件。

做手工
■罗里威 黄传鑫 文/图

双拥模范话双拥

热点聚焦

双拥模范城（县）探秘

双拥影像

人物名片

任岗，1978年5月出生，1997年

12月入伍，上校警衔。现任武警四川

省总队政治工作部保卫处处长。先后

7次荣立个人三等功，2018年被军委

政治工作部、军委政法委表彰为“全军

政法工作先进个人”。2020年10月

20日，被表彰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

军地时评

薪火相传责任重
■烟台警备区政委 曹士阳

红色热土，薪火相传。

在烟台，爱国拥军已凝聚成独具

一格的双拥文化和双拥品牌，成为这

个沿海城市的名片，并融入这座开放

城市的血脉。军人受尊崇，在这座山

海名城得到生动演绎和全方位体现。

烟台是国防要塞、海防前哨，拥政

爱民是驻军部队的一个光荣传统。回

报人民关爱，弘扬双拥传统，理当有个

近期规划和远景目标，二者统一于实

现建军百年目标、构建一体化国家战

略体系和能力。

薪火相传责任重。我们愿意为此

而努力，为建设革命老区、红色之城、

双拥名城贡献智慧和力量。

双拥点评

11月3日，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

舰支队来到定点帮扶村，开展义诊送

药等系列活动。

巡诊忙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彬 文/图

蜜前不久，驻军部队领导看望慰问
抗美援朝老战士。

照片由烟台市双拥办提供

“岗娃子，你又来看我啦！”这个亲
切的称呼，时常将我的思绪拉回到 16
年前那个冬天。那时，我是武警四川
总队南充支队一名宣传干事，在支队
组织的爱民助民活动中，我与驻地的
孙姓孤老成了“亲人”。

老人高位截瘫，膝下无儿无女，
生活非常困难。看到老人困境，我想
起了英年早逝的父亲，是他的同事和

战友帮困送暖呵护我成长，是家乡政
府和乡亲们支持帮助我完成学业。

饮水思源、反哺报恩，带着这个朴
素念头，我从此与老人结缘。闲暇时
间登门看望、嘘寒问暖，逢年过节送医
送药、打扫卫生。渐渐地，我从老人口
里的“任干事”变成了“岗娃子”。这质
朴的称呼，让我对“人民军队人民爱，
人民军队爱人民”有了更深一层感悟，
也成为后来支持我长期投身双拥工作
的一个“特殊情结”。

有一种情谊无关岁月，有一种坚
守无关风雪。作为一名从军 23载的老
兵，我越来越深切感到，当兵肩负着
使命，服务人民是一种挑战和考验。

哪里有急难险重任务，哪里就有
人民子弟兵的身影。四川省生态环
境相对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我入伍
以来先后参加过 2004 年南充特大洪
灾抢险、2013 年芦山抗震救灾、2016
年康定冰雪灾害救援等。让我印象
最深刻的，还是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
抗震救灾。

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随总队

指挥所奔赴震中映秀镇抢险救灾。面
对满城的瓦砾废墟、残垣断壁，我来不
及悲伤，心中只有一个目标：抢救人民
群众的生命！在紧急疏散受灾群众
后，我和战友发现一处即将垮塌的民
房下还困着 5名惊慌失措的群众。面
对危险，我们没有一丝迟疑，直接冲了
过去。
“还是当年的红军队伍！”一名被

我们救出的群众激动地喊出了这样一
句话。那次任务让我切身体会到灾难
的残酷和生命的可贵，更感受到身上
的职责和重担：危难来临之时，子弟兵
必须义无反顾，救人民于水火。

2017年，全军响应号召，参与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要帮就帮最贫
困的村，要扶就扶最贫困的人！”在随
后半年时间里，我先后 17次深入国家
最贫困的四川藏区和凉山州搞调研察
民情。在这一调研基础上，总队最终
把定点扶贫村定在了大凉山腹地的深
度贫困村——昭觉县梭梭拉打村。
“梭梭拉打”，彝语意为长满杉树

的沟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

于交通闭塞，这个彝族村一度成了“三
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一个典型村
落。为了啃下这块最难啃的“硬骨
头”，我从开始就坚持把脱贫攻坚的重
点放在帮助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定
脱贫上。为了消除乡亲们心中“能不
能脱贫”的疑惑，我经常到省扶贫开发
部门拜访，协调农技机构和地方企业
争取产业技术扶持，总队也积极协调
地方政府投入资金发展果蔬、蜂蜜、彝
族刺绣等产业，对接省农科院 3次组织
种养殖技术培训，联系多家银行和企
业入村投资建厂。

如今，村里开展了党建、教育、医
疗、文化、产业等 8个方面 42个帮扶项
目，贫困户户均增收 8000元。梭梭拉
打村在 2019年底成功脱贫，驻村扶贫
干部布哈成为军队参与脱贫攻坚先进
典型。

一路走来，我更加坚定信心：这辈
子就做人民群众的“岗娃子”。

这辈子就做人民群众的“岗娃子”
■

城市名片

山东省烟台市地处海防前哨，扼守
京津门户，拥有 1038公里海岸岛岸线，
是全国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创建了胶东第一
个根据地。转战于昆嵛山的胶东红军
游击队，衍生了解放战争时期的4个军，
并相继诞生了杨子荣、任常伦、于化虎
等众多战斗英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50多万胶东儿女参军入伍，百
余万“支前先锋”奔赴前线，创造了双拥
奇迹。

继1991年烟台市被命名为首批“全
国双拥模范城”以来，今年第9次获此殊
荣，所辖龙口市首次获评全国双拥模范
城（县）。

关爱在基层，双拥添活力。近年
来，烟台警备区与烟台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开展走进英模家庭、走进助力军
改前沿、走进一线哨所“三走进”活动，
把困难和问题解决在平时，确保不积累
矛盾、不上交难题。这已经成为烟台市
双拥工作的一大亮点。

主城区带动“全区域”

12个区市全部设立

双拥机构

今年夏末的一天，烟台市所辖龙口
市唐家泊村锣鼓喧天，军属仲伟淑被乡
亲们簇拥着，从龙口市委书记韩世军手
里接过儿子栾国营的立功喜报和慰问
金。“书记送喜报，俺脸上有光哩！”仲伟
淑激动地说。

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属送喜报、挂横
幅，是烟台市助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
一项重要举措。

打造“一核多元”双拥特色品牌，成
为烟台市全面提升新时代双拥工作内
涵的主动选择。他们以主城区为核心，
依托资源优势，构建“一馆一厅一舰一
园一街一机制”的“六个一”双拥板块；
突出各县市区红色文化和双拥工作多
元化特色，构建全域化双拥文化载体新
格局。

在工作体系和功能定位上，紧紧围
绕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和国防军队建设大局，努力构建驻军
单位、机关、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等“多
层次联动双拥新格局”，努力拓展政策、
法律、文化、岗位等进军营“多角度双拥
新思路”，努力开辟国防教育、典型宣

传、党团共建、互办实事等“多形态双拥
新路径”。

告别“应季”思维之后，烟台市坚持
军营党建日、周联络沟通、月书面交流、
季度座谈会商、年联合调研“五项制度”，
确保了驻军部队需求第一时间收集、工
作第一时间呈报、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今年以来，全市共为 491名义务教
育阶段军人子女办理入学、转学手续，
63名军人子女享受普通高中降分录取
优惠政策，3名飞行员子女入学到优质
教育资源学校，驻军官兵纷纷点赞：“这
样的拥军政策有温度有力度。”

山海名城“山海双拥”

组建500多支拥军志

愿者队伍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长岛至大竹山岛海底电缆断裂，烟台市
供电公司克服疫情和极端天气带来的
诸多不便，多次实施断点摸排作业，及
时完成抢修任务，保证了驻岛部队官兵
用电不受影响。

烟台市围绕山海特色，“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各行业发挥自身优势做好
做实拥军工作，成为当地双拥工作的一
大着力点。近年来，全市相继成立 100
多个拥军团体，组建 500多支拥军志愿
者队伍。市委书记张术平说，这是 710
多万烟台人民爱国拥军情怀的生动缩
影。

渤海轮渡建造 5艘大型客滚船，可
满足 12项国防要求。全市建成海防公
路 468公里，有效满足了驻军部队机动
需求。地上、地下和机动“三位一体”的
人防指挥体系，更为部队战备、训练提
供了有力保障。

芝罘区崆峒岛村常年拥军不断线，
专门印制“驻军专用票”，部队官兵和家
属凭票免费乘船已有 30多年。而在长
岛乐园村，村民与海防某部结成共建单

位至今已有 70多年，创下了全国拥军“6
个第一”。

走进烟台市，人们欣喜地发现，在
这里，拥军不只是党委政府、企事业单
位的政治任务，也是广大干部群众爱国
爱军的自觉行动。

龙口市开展“百村千企万店齐拥
军”活动，全市 45支社会拥军志愿者队
伍常态化拥军优属。由拥军模范宋文
章创办的“战友会客厅”，被确立为烟台
市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示范点。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由如林介
绍，由渔家女孙彩云牵头组织起来的
“长岛拥军七姐妹”，连续 20多年默默为
部队官兵做好事，感动了一代代守岛子
弟兵。部分驻守海岛部队移防后，“长
岛兵妈妈”贾平多次到其他省市慰问移
防部队官兵。

功不可没“子弟兵”

绿色身影倾情奉献

第二故乡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
谁……”每当人们唱起这首《为了谁》的
时候，就会想起近几年驻军部队官兵奋
不顾身，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挺身而出的
感人情景。

危难关头，让百姓心安的是那抹军
绿色；疫情当前，官兵冲锋在前筑起可
靠防线。扶贫路上，助学路上，公益路
上，每每都有前行的绿色身影。

2016年 3月，烟台市一个乡镇突发
山林火情，驻军部队紧急出动官兵 1000
多人次，协助地方快速扑灭山火。2017
年 8月，受台风“海棠”影响，莱阳市出现
强降雨内涝灾害，驻军某部立即抽调专
业骨干 160余人，出动冲锋舟等装备 34
台，冒雨行军奔赴一线，解救受困群众
64人，转移物资 20余吨。2019年，台风
“利奇马”登陆烟台，某海域遭遇特大风

暴潮和暴风雨，驻军官兵及时出动人
员、车辆，帮助抢收渔船、疏通沟渠。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驻军部
队累计出动官兵 20万余人次、各类车辆
2万余台次，圆满完成抗险救灾、处置重
大安全事故等任务，救援转移群众上千
人，挽回了巨大经济损失。

为助力驻地脱贫攻坚，烟台警备
区协调资金为帮扶对象昆嵛山保护区
长岭村兴建 60 千瓦光伏发电站 1 座，
协调村“两委”成员外出参观学习，建
设党员活动中心，组织 6次医疗队义务
巡诊、送医送药，捐赠学习书籍。他们
还倾力支持海阳市行村镇赵疃村乡村
振兴，新建果蔬大棚、架设 2座“军民鱼
水桥”。

市长陈飞介绍，海军航空大学、驻
军某部教育扶贫成效同样十分显著，赢
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

“三走进”激发双拥活力
——山东省烟台市多措并举构建新型军政军民关系

■林 琳 刘明奎 本报特约记者 贾玉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