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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影像

双拥人物

凡人故事

军地时评

双拥模范话双拥

人物名片

孙建坤，汉族，山东省肥城市人，

2001年12月入伍，现任武警兵团总队

政治工作部保卫处正营职干事。荣立

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先后被表彰

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

“七五”普法中期先进个人、武警部队

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个人。2020年10

月20日，被表彰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

4年来，北京市海淀区安排军人子女

入园入学5800余人，有765名符合特殊优

待政策的军人子女如愿进入优质园校。

无独有偶。贵州省独山县 2020年

妥善为1281名军人子女解决入园入学

难题。

其实，军人后顾之忧不只体现在“后

代”读书上，还体现在个人“后路”“后院”

上，军人退役安置、随军家属就业以及家

庭优抚待遇落实等，常常成为广大官兵

关切的现实难题。

岁末年初，盘点各地创新举措和突

出成果，令人振奋：军地合力出实招，军

人“三后”难题“不再难”的可喜变化处处

可见。

合力拓宽“后路”，贵在一个“通”

字。伴随今年1月1日起退役军人保障

法的施行，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的公开、公

平、公正有了法律保障，退役军人的政

治、生活等待遇与其服现役期间所做贡

献挂钩有了可靠依据。条条大路通罗

马，军地合力拓宽退役军人“后路”，就是

要在“通”字上下一番真功夫，紧紧围绕

移交接收、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

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等具体工作，主

动创造条件，积极创新实践，确保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的天地更加广阔。

合力巩固“后院”，要在一个“实”

字。“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

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这堪称军

人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军地合力为军

人家庭办实事，解决好军人家属就业以

及家庭优抚待遇的落实，事关军心士气，

事关部队战斗力提升。近年来，一些地

方为驻地军人提供购房、购车优惠，确保

军人及时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一些

地方探索为军嫂量身定制多种互联网平

台灵活劳务岗位，确保军嫂上班带娃“两

不误”。这些有益的探索实践，让越来越

多的军人尊崇感、获得感、幸福感有了显

著提升。

合力扶持“后代”，重在一个“优”字。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充满希望的下一

代，需要关心呵护。相比较而言，军人比

其他职业牺牲奉献更大，军人子女享受优

质教育资源于法有据、于情有理。屈指算

来，《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印发实施已

经满10个年头，全国各地大都出台了配

套政策。各地情况不同，教育资源有别，

落实好优待办法及配套政策，需要军地双

方共同努力。譬如，有的地方设立军人子

女教育联席会议制度，解决问题兼顾一般

需求与特殊需求、常态需求与应急需求的

统一；有的地方加大改革力度，探索划分

军地双方权责，明确申报流程，明晰优待

条件。这些创新实践难能可贵，值得更多

地方借鉴和推广。

（作者单位：辽宁省军区锦州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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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雪纷飞的上午，我收到了来
自 1000多公里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三师五十一团二连维吾尔族“亲戚”买
合买提江·阿不都快递的包裹。

包裹里除了一些干果外，还有两张
照片，准确地说是两张全家福。一张是
2017年我们结对认亲时，站在土坯房前
拍的；另一张是他们一家人去年乔迁新

居时，站在楼房前拍的。两张照片对
比，可见他们一家从贫困到小康的巨大
变化，也记录了我和买合买提江一家结
下的绵长情谊。

2017年，我所在的武警兵团总队携
手武警江苏总队，共同助力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三师四十四团十二连和五十
一团二连脱贫攻坚。初到南疆调研时，
买合买提江还是一个“羊倌”，因种种原
因，家里一直处于贫困状态。

了解到情况后，我主动与他结亲。
让人不解的是，买合买提江似乎对我这
位“亲戚”有一种隔阂，不论我怎样劝
说，他都不愿意离开羊群参与阳光大棚
的致富项目。

我三天两头往他家里跑，用简单的
维吾尔语和手势与他交流。终于，在我
的坚持下，这位维吾尔族兄弟向我敞开
了心扉。“我每天拼命干拼命干，日子总

不如别人家红火；妻子怀孕，我也没能
力让她生活得更舒适些。”他诉苦道。

站在那座简易的土坯房里，买合买
提江的讲述像一片片碎玻璃扎进我心
里。那一刻，我更加意识到作为一名扶
贫干部的责任多么重大。

为帮助买合买提江和更多贫困户
摆脱贫困，我邀请专家传授种植技术，
带领中队官兵挖沟开渠。

那一阵子，我几乎每天与买合买提
江视频通话，“盯”着他和支队种植员在
大棚里播种、施肥、浇水。第一茬作物
丰收后，买合买提江一次收入 3000
元，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看着村民们在
棚里棚外忙碌的身影，我感觉南疆的蓝
天是那样的清澈。

那之后，我又依据总队扶贫帮困计
划，推荐买合买提江远赴江苏参观见
学。高新农科园的无土栽培、恒温大棚

的智能管理等诸多先进的种植理念和
技术，被他带回了家乡。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买合买提江种
植技术大幅提升，不仅菜种得好，还养
了几头牛。两年间，他考了驾照，买了
汽车，闲暇之余还跑运输，成了致富带
头人。

多年的扶贫经验告诉我，导致贫困
的原因有很多，脱贫致富的方法也有很
多，关键是问题找得准、不想歪点子。

我刚和贫困户艾沙·玉山结亲时，
他正同连队干部为是否搬进安置小区
闹别扭。因为他的妻子患病，他无法外
出打工，家庭收入微薄。如果住进政府
主导建设的安置小区，就意味着无法再
靠牧羊挣钱。

经过反复考察论证，我向总队党
委提议，在安置小区内援建缝纫工厂，
这样不但能有效利用当地产棉的优

势，还能解决群众家门口就业的难
题。同时我还鼓励艾沙·玉山学习烧
烤技术，想办法帮他支起了一个烤鱼
摊。

如今，援建工厂已走上正轨，成为
当地群众自力更生的重要平台，而艾
沙·玉山的烤鱼摊也客流如织，每天收
入至少 300 元。看着他们越过越好的
日子，我自己也觉得幸福感爆棚。

时光流转，我们的扶贫工作和“民
族团结一家亲”活动，至今已经让 11个
贫困连队（村、社区）的 667户 2671名贫
困群众提前脱贫。

眼见一户户贫困家庭走上致富之
路，看着希望的种子在天山南北生根
发芽，我不由感慨万千。那些幸福的
果实来之不易，凝聚着战友们与我的
心血和汗水，也承载着各族群众的信
任和期盼。他们长期在贫困生活中苦
苦挣扎、劳心费力，却愿意将自己的未
来交给子弟兵——这份信赖，我片刻
不敢辜负。
“党的政策好，兵亲戚好！”每当这

句话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我心中满是幸
福，同时又深感责任重大。我愿意当一
颗维护民族团结的“石榴籽”，更多地见
证少数民族群众真真切切的幸福。

这份信赖，我片刻不敢辜负
■

蜜最近，一家地方无人机制造厂家，
无偿为辽宁省军区锦州军分区应急救援

分队提供了3架大载重、续航能力强的

无人机，并义务帮助部队培养无人机“飞

手”，提供维修保养“一站式”服务。

（贾卫国、姜玉坤）

蜜前不久，在河南省禹州市开展的
“国防教育进校园，同心共筑强国梦”主

题宣讲活动中，“禹州市征兵形象大使”、

参加过3次阅兵的禹州籍现役军人杨阳

应邀与中学生对话。

（李东海、马世伟）

全民国防 人人行动

和平年代，爱国拥军未必轰轰烈烈。平
常日子，爱国拥军其实就是“让我来”“看我
的”。
“让我来”“看我的”，意味着把国防建设的

大局、部队的实际需要、官兵的现实需求看在眼
里、放在心上，转化为实实在在、解难帮困的具
体行动。

刘长荣、赵利红的拥军故事告诉我们，它可
能是一双鞋垫，密密缝成的针脚，寄托着农家妇
女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它可能是一个个

不辞辛苦为军人家属、优抚对象争取来的工作
岗位，饱含着创业者成功创业后对党和政府、对
人民子弟兵的回报感恩。

一枝一叶总关情，万涓细流汇成河。我们
今天向您讲述刘长荣、赵利红的拥军故事。爱
国拥军，需要千千万万个刘长荣，呼唤千千万万
个赵利红。

军爱民，民拥军。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我们
共同见证。

（董 强）

写在前面的话

“只有 7户人家 5名青年的新庄村，4名青年
参加了革命队伍后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年龄最大
的 22岁，最小的只有 13岁。”在云南省大理市一
家爱国拥军模范企业，新年伊始第一次党课，党
支部书记赵利红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为题，与 200多名党员职工一起分享喜迎建党 100
周年的感悟。

赵利红还是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去年 3 月，她带领党员职工到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大理州宾川县乔甸镇海稍新庄红军村参观
学习，小村庄的红色历史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理是“五朵金花”的故乡，赵利红成绩斐
然的拥军实践，在当地有口皆碑，也为她赢得了
“拥军金花”的美誉。

赵利红一手创办的企业，是滇西地区副食
品配送的龙头企业。从 1994 年 至 今的 27 年
间，这家企业先后招录了 28 名退役军人、12
名军嫂。她对部门负责人和精通业务的老员工
逐一交代，要和退役军人、军嫂“师徒结对”
开展帮扶指导，凡教有方、带有效的师傅均可
获奖励。

这种深情厚谊，不只体现在对待退役军人本
人，还体现在对待他们的家庭。2016年“八一”
座谈会上，一位退役军人员工提出，自己的女
儿几次找工作都没能被录用，请赵利红帮忙。后
来，经过赵利红多方努力和沟通协调，这位退役
军人员工的女儿被一家大型超市录用。

几年前的一个端午节，一次座谈会，让赵利

红又多了一个新习惯：每逢九九重阳节、八一建
军节，她都要到干休所走访慰问军队离退休老干
部。她说：“老同志为国为民牺牲奉献了很多，
发展起来的民企应该为他们多办实事、办好事，
让他们拥有更美好的晚年生活。”

民以食为天。以前，人们追求吃得饱，富
裕了之后更看重吃得好、吃得有营养。赵利红
带领员工，培育更新换代的新品种，创新有区
域特色的生产技术，形成了高效、绿色的副食
品保障模式。2020年 5月 8日，赵利红所在企业
分别与武警大理支队、驻军某部签订驻军生活
服务协议书。大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为其颁发
了“拥军后勤配送站”和“拥军无公害蔬菜配
送站”两块牌子。赵利红对此十分看重，她在
员工中叫响了“三个优先”：军人优先、军品优
先、支前优先。
“支前优先”就是作为社会化保障模块，优

先保障驻军战备、训练和应急救援。在赵利红的
不懈努力下，她所在企业还成立了“大理市驻军
部队应急物资供应领导小组”，严格按照军地相
关要求进行应急保障建设。

那是 2014年 2月 2日，大理市下关镇吊草村
发生森林火灾，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期间的大年初
三。赵利红接到大理市民政局做好应急保障供应
工作的通知后，立即和员工们启动紧急预案，高
速组织配货，火速装货上车，按时将食品和应急
物资送到指定地点，为有效开展抢险救灾提供了
有力保障。

为了方便服务部队，赵利红在大理市人武
部训练基地旁开设了一个副食品经营店，各种
货物全部平价供应给人武部食堂和训练基地。
有人说她傻，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大把大把地
“贴”给了部队。赵利红说：“在电缆施工现
场，我看到驻军官兵顶着炎炎烈日，在起伏的
山坡上挖埋电缆沟道；在森林火灾抢险救灾
中，我看到子弟兵在浓烟里奋不顾身扑救；在
洱海环境治理保护中，我看到子弟兵不怕脏、
不怕累、不怕苦，流着汗水清除污泥垃圾；在
每年大理‘三月街’民族节现场，我看到武警
官兵为确保八方来客的平安，日夜坚守在执勤
岗位，吃着盒饭……”

这番话，让说她“傻”的人无言以对。这番
话，也让更多的人跟着她一起投入拥军的行列，
开始拥军的行动。
“拥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赵利红用这句

话激励员工，也鞭策自己。

赵利红：

苍山洱海“金花”美
■杨锡权 吴 尧

山顶是郁郁葱葱的松柏，山下是炊烟袅袅的
村庄。隆冬时节的沂蒙，在一抹暖阳映照下，一派
美丽的田园风光。走进山东省蒙阴县垛庄镇桑园
村沂蒙“兵妈妈”刘长荣的家里，只见她正坐在阳
台上精心绣制着拥军鞋垫。

刘长荣得知今年将有两批新兵告别家乡奔赴
军营，决心再次把自己劳作之余亲手绣制的鞋垫
送给这些最可爱的年轻人。去年 9月，新兵入伍时
节，她得知即将启程的新兵们采取封闭式管理，便
委托乡镇武装部工作人员将饱含深情的拥军鞋垫
送到县人武部，转交给即将奔赴各地的新兵。

当地干部群众，送给刘长荣一个亲切的称呼：
新“红嫂”——新时代沂蒙“红嫂”。

沂蒙“红嫂”是一个伟大的女性群体。革命战
争年代，身处沂蒙山区的她们送子参军、送夫支
前，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舍生忘死救
助伤病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军民鱼水情
深，天地可鉴，日月可昭。

山高水长拥军情，江山代有“红嫂”出。今年
58岁的沂蒙“兵妈妈”刘长荣，从小生长在沂蒙山
区孟良崮下的小山村，谈起送儿子参军的故事，不
善言辞的她告诉我们：“那是 1978年国庆节，俺跟
杨金祥结婚时就萌生了将来让孩子参军的念头。”

2012年冬季，刘长荣的儿子杨德志实现了父
母的心愿，从临沂市职工中专学校毕业的他携笔
从戎，穿上了绿军装。“儿子，你是沂蒙山的后
代，到了部队，党叫干啥就干啥！”刘长荣这番叮
咛，时至今日依然烙在儿子心中。也正是这句
话，一直鼓励着在某部服役的杨德志建功军营、
奉献青春。

一头是妈妈。自从儿子杨德志踏进军营的那
天起，刘长荣就开始利用劳作之余，绣制鞋垫。她
把对儿子的母爱亲情，化成拥军大爱，常年坚持把
亲手绣制的鞋垫和自家生产的土特产送给亲人解
放军。

一头是儿子。置身火热的军营，沂蒙后生杨
德志比武、训练，样样走在前头，深受领导和战友
们好评。

邻居们由衷称赞母子俩：儿子在军营当了个
好兵，妈妈在家乡当了个拥军的好人。

2015年秋季，杨德志以优异成绩考取火箭军
工程大学青州士官学院。刘长荣开心过后，语重
心长地告诫儿子：“有了成绩，咱可不能沾沾自喜，
更应该立志在部队站好岗、放好哨……”儿子的表
态让刘长荣十分欣慰：“妈，您放心！我永远不会
忘记自己是吃蒙山粮、喝沂河水长大的，是听着红

色故事长大的。”
每当想到军营里聚集着一批像儿子这样的有

志、有为青年，刘长荣总是按捺不住拥军的热情，
总是千方百计和官兵们交流感情，鼓励战备训练
的干劲。

2015年初冬的一天，她得知某部官兵到孟良
崮战役纪念馆进行红色教育，立即与丈夫马不停
蹄地装载了许多苹果，连同鸡蛋和煎饼等家乡土
特产，一起送给官兵。

2017年 10月 8日上午，刘长荣听说一支部队
拉练驻扎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附近，当即发动家人
连夜从自家的果园里采摘了苹果，连同煮熟的 30
公斤板栗和 30 公斤花生，一起送去看望慰问官
兵。在现场，当官兵们得知“兵妈妈”刘长荣已是第
3次看望慰问拉练部队，不由得肃然起敬。临别之
际，大家向这位可敬的“兵妈妈”致以崇高的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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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年代，在八百里沂
蒙这片红色热土上，沂蒙老区人民倾其所有，爱党
拥军的红色故事耳熟能详，家喻户晓。而今，像刘
长荣一样的新时代“红嫂”已有 400多人，她们组成
“红嫂志愿团”，开展扶贫帮困和爱国拥军活动，被
誉为在八百里沂蒙行走着的“沂蒙红”。

绣着“亲人解放军”等字样的拥军鞋垫，绣了
一双又一双，送了一茬又一茬……如今，刘长荣已
连续多年为驻地入伍新兵赠送鞋垫。

去年新兵入营后，战友们手捧鲜艳的拥军鞋
垫，纷纷赞叹：“‘沂蒙红’，还是当年‘红嫂’那份情！”

刘长荣：

沂蒙山下新“红嫂”
■傅家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