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 强编稿手记

●●●●● ● ●●●●●●● ● ●●

5 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７日 星期六 双拥视界责任编辑/董强 王钰 05-07版

双拥模范话双拥

人物名片

郑东升，军鹏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福建省爱国拥军促进会常务

副会长，2018年被评为“福建省爱国拥

军企业家”。2020年10月20日，被表

彰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双拥影像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

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

务模式，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

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体医结合”因为军

民两利、共同参与的特殊功能再次引发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共同关注。

从字面上理解，所谓体医结合就是

体育与医学的相互融合、运动与医疗的

彼此助力。实践证明，这既是使康复人

群、病症人群、病兆人群、亚健康人群迅

速回归健康的有效途径，也是积极拓展

双拥空间的创新形式。

体医结合利军利民，呼唤实实在在

的双拥助力。

部队战备训练有需要。前几年，

空军有关方面从医学与体育结合的创

新融合中，探索提升飞行学员抗载荷

能力的科学化规范化，有效提升了部

队战斗力。而今，从短时间内提高飞

行学员体能水平，到其他部队通用的

日常战备训练，体医结合在基层部队

推广应用的效果日益凸显。比如，有

效减少训练伤和伤后快速恢复，体医

结合作为非医疗健康干预手段，可以

达成单纯依靠医疗或运动手段无法达

到的效果。

重点优抚对象有盼望。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截至2019年底，我国60岁以上

人口为2.54亿人，其中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达4000余万人。伴随我国老龄化进

程加快，重点优抚对象中老龄化比例逐

年加大。按照国家现行政策规定，享受

抚恤补助待遇的重点优抚对象主要包

括：革命残疾军人，革命烈士遗属、因公

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退伍

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在乡复员军

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两参”退役人

员。体医结合对提高重点优抚对象生活

质量，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亟待更

大范围的推广普及，让更多重点优抚对

象直接受益。

新时代双拥载体有依托。当前，由军

地双方共同参与的“体医结合”推广实践，

在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

业、进军营“六进”活动中，不断产生溢出效

应，赢得越来越多的军民踊跃参与。以各

级各类学校为例，“体医结合”既强健了大

中小学生的体魄，改善了他们的体质，同时

又强化了他们的国防观念。军队医疗卫生

资源怎样乘势而上，适应体医结合的探索

实践，结合“六进”活动作出更大贡献？地

方医疗卫生资源如何更进一步运用体医结

合的初步成果，结合“六进”活动为健康军

营提供更大助力？“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

人巧日争新。”军地双方的共同需求，无不

呼唤在双拥机制上的新探索和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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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时评

蜜3月12日，在武警江苏总队宿迁支
队举行的以“红领巾进军营，助力国防教育”

为主题的军营开放日活动中，官兵向师生们

展示武器分解与结合。 吴佳洪摄

蜜3月18日，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民警受邀走进解放军电子工程学

院。在交通安全课上，受邀民警以案释

法，并现场传授安全驾驶、车辆保养维护

技能。 汪宜胜摄

2月 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上被表彰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的滕兆敏，是山东省日照市的一
名退役军人，今年43岁。

自 2016 年以来，他先后筹集资金
260 余万元，开办了 15 处“摆渡”爱心
食堂，被乡亲们亲切地誉为“敬老大
食堂”。

5年来，“敬老大食堂”先后为 375
名农村失能半失能贫困老人提供免费
午餐 17万余份，并为 20余名贫困家庭
妇女提供了就业岗位。

1978 年出生的滕兆敏，1997 年入
伍，2001年退伍。服役期间，有一次他

随部队驻训时，看到当地留守儿童和孤
寡老人生活困难，便将每月所发津贴用
于帮扶周边村庄 100 余位贫困老人及
儿童。“我当时一个月津贴只有 20 元，
在部队基本没大的开销，就拿出来帮助
他们了。”这句看似平淡的话，见证了一
颗乐于助人的心。

2016年，退役第 15个年头，滕兆敏
组建日照市扶贫志愿者协会，开展志愿
扶贫活动。

一天，他带领志愿者到五莲县洪凝
街道孙家岭村开展帮扶活动时，在一条
小巷里遇到了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
老人姓孙，滕兆敏在他家看到，摆放在
地上的米面油落满厚厚的灰尘。米面
还未开封，一口锅已经烧透见底。老人
身体并无大碍，只是有腿疾，自己没能
力做饭。滕兆敏当即承诺：“您老等着
我，我要办一家养老院，到时候保证您
每天都能吃上热饭！”

养老院筹办期间，滕兆敏再次来到
孙大爷家，得到的却是老人已经离世的
消息。这让滕兆敏深感愧疚，觉得欠下
了一个没有兑现的承诺。
“有些事不能等，更不敢等！”滕兆

敏对同事们说。他走访了解到，偏远乡
村仍有部分贫困人群尽管有低保有物
资，却因高龄孤寡、残障、失能、半失能
等原因，存在“吃饭难”的问题。滕兆敏
下决心开办爱心食堂，食堂名字就叫
“摆渡”，将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失能孤
老“摆渡”到一个幸福的家。

面对没房、没钱、没人这些现实困
难与挑战，滕兆敏没有退缩。没房，租
赁闲置民房；没钱，带领协会骨干四处
募集或凑份子垫付。2016年下半年，在
孙大爷离世后第 45 天，由滕兆敏开办

的日照市第一家“摆渡”爱心食堂，在莒
县龙山镇北上涧村升起了炊烟。

食堂第一天开餐，一位叫董向洲的
老人说：“这是我这些年吃得最好的一顿
饭。滕儿，这样的好事，天天有吗？”一声
“滕儿”，让滕兆敏泪流满面。他连连回
答：“有！有！有！”同时对协会的同事们
说，再苦、再难，也要把食堂开下去。

依托15处“敬老大食堂”，滕兆敏和
同事们为广大党员和社会志愿者搭建
起一座“党建引领，志愿同行”的志愿服
务基地，4年来带动 41家文明单位及爱
心企业、34所高校及中小学3200余名党
员、团员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走进农
村，开展志愿扶贫活动420余次。如今，
这些场所已经成为常态化传递爱心、收
获爱心的港湾。

聋哑、智障老人唐秀美，每天在“敬
老大食堂”吃饭。有一天，她看到滕兆
敏到食堂送菜，回家抱来一个大塑料
袋，手舞足蹈地比画了半天。原来，老
人家里有棵山楂树，她常将枝头熟得最
好的山楂摘下，攒起来给滕兆敏留着，
虽攒了很多，却多半已坏掉了。
“兆敏啊，你要继续做下去！”2019

年 10月 17日，在山东省组织的一次重要
座谈会上，省里一位领导勉励滕兆敏。

今年以来，滕兆敏又在莒县招贤
镇、东港区三庄镇和陈疃镇新建 5处爱
心食堂，让 70 名失能孤老吃上了免费
午餐。招贤镇柳家庄村爱心食堂开餐
那天，80岁的刘家庭老人连连向滕兆敏
竖起大拇指。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路上有千

千万万的人，我真的就是其中一个小小
的石子。”滕兆敏说，这句话就是他的心
声。

爱心撑起“敬老大食堂”
■赵嘉兵 张守军

出生在农村的我，从小对部队和
军人有着深厚感情。那时候有一支部
队的营区离我家很近，放学时我常站
在营门外观望，参军也成了我儿时的
梦想。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
我没能如愿参军。后来，我便立志用
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

1987 年，刚满 16 岁的我，怀揣年
轻人特有的冲劲开始了创业之路。创
业之初，我尝试为部队提供一些简易
的训练器材，后来全身心投入军工行
业中。2000 年初，当了解到部队训练
过程中，指挥员因携带过多装具面临

诸多不便而影响训练指挥，我便和工
友们攻关几个月，研发出野战指挥作
业箱。部队一经试用，立即给予认可。

在走访部队的过程中，我还了解
到，官兵投弹训练中面临一些具体困
难，我与研发团队一起攻关，2005 年
成功研制了一款模拟手雷，方便了官
兵投弹训练，也减少了意外事故的发
生。

那时候，我都是瞄准部队实际需
要，义务进行研发。凭借着这种真诚
和付出，我们也逐渐赢得了部队的信
任，产品在部队应用中获得越来越多
的认可。与部队官兵面对面交流时，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承诺：“有困难找
军鹏！”

一次到部队开展业务，我偶然看
到一名士兵用木杆架起靶标训练，感
觉到有改进空间。回来后，我自己尝
试着研究结构，设计出可以实现起倒
功能的靶标，就近就便免费提供给部
队使用。经过不断完善，2009 年我们
成功研发了第一代轻武器实弹射击靶

标，后来结合部队实际需求，不断进行
技术革新，我们的靶标产品实现了人
工化-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逐步
提升。我们终于成为了国防科技创新
的参与者！

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亲人。
亲人的需要，就是军工人努力的方
向。除了坚持靠行业技术践行科技拥
军理念外，我还力所能及地帮助官兵
排忧解难。

2014年 3月，我从朋友处得知，驻
福建省晋江市某部士官施承斌的妻子
患白血病，当即联系晋江市支前办了
解情况，第二天就前往医院探望，并送
上慰问金。随后，我还以军鹏的名义
同驻晋江某部、晋江市双拥办设立了
一个临时爱心账号，募集 20多万元爱
心款，为这位军嫂的后期治疗提供了
经费保障。

把拥军作为一份事业，从个人拥
军到行业拥军，从企业拥军到社会拥
军，我和军鹏工友们的拥军之路越走
越宽广，大家也逐渐意识到肩上的担

子更重了。征得大家同意，我把拥军
工作纳入企业发展规划中，制定出“四
个一”拥军方案。军鹏内部成立双拥
办和退役军人就业办，为退役军人提
供就业培训，目前企业的退役军人员
工占全体员工的 20%。每年的八一建
军节、春节，我都带领党员工友同晋江
市双拥办、泉州相关协会一起，组织开
展文化进军营活动。

近年来，军鹏坚持定期慰问部队，
还帮助一些家庭贫困官兵解决了实际
困难。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
们得知野外驻训某部急需防疫物资
后，立即在晋江双拥办带领下送去 1万
个口罩和 6箱防疫冲剂，为官兵解了燃
眉之急。

心中的军人情结，始终督促着我
在拥军之路上，努力争当一名国防科
技创新的排头兵。

争当国防科技创新排头兵
■

本来已经“跳”出农门的他，因为
侍奉年事已高的父母，离岗退养后只
身返回家乡，干了一桩桩让乡亲们不
由自主竖大拇指的好事、善事。

他就是退役军人孙牧业。
在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鹤山镇，

孙牧业可谓很出名。在乡亲们眼里，
他是个行仁孝、正家风的“大管家”，
将 100 多人的大家族凝聚在一起；他
是个热心公益慈善的“大好人”，省吃
俭用却尽己所能帮助别人。近年来，
他相继获得“山东省最美志愿者”“山
东好人”“中国好人”等荣誉。

孙牧业 1954年出生在宁阳县鹤山
镇赵庄村，家里兄弟姐妹 7人。1972
年，立志迈出农门的孙牧业应征入
伍，被分配至首都机场负责收发电
报。为尽快熟悉业务，他努力学习知
识，不知放弃了多少节假日和休息的
机会。一年后，孙牧业拿到了气象、
机务等 8个课目的第一名。他凭着严
谨的工作作风，处理十多万份电报无
一出错。1983 年，孙牧业退出现役，
转入秦皇岛民航机场工作，2003年离
岗退养。在部队和地方 44年间，他两
次立功，5次受到嘉奖。

2003 年，由于父亲病重，孙牧业
说服了妻子、女儿和女婿，只身返乡
照料父母。“原本打算把父母接到秦皇
岛的家里颐养晚年，可二老不习惯城
市生活。年轻时没能膝前尽孝，离岗
退养有了大把时间，我要弥补从前的
缺憾。”孙牧业说。

孙牧业在老家照料父母的时间久
了，邻居们也不把他当外人。谁家有
了矛盾，都喜欢找他主持公道。有时
候，一些老人总向他抱怨儿女不给赡

养费，这让孙牧业十分痛心。
当地上年纪的人都知道，孙牧业

的爷爷就是一位出了名的好人。当
年，爷爷在一条“牛贩子路”上开
了 个 大 车 店 ， 为 过 往 商 贾 提 供 方
便。每当碰到做买卖亏本的商人，
总是免费提供食宿，给予力所能及
的帮助。

而今，有过军旅经历的孙牧业，
借鉴部队战友互帮互助经验，设计了
“养老金托管”的办法。那年春节，
孙牧业召集家族内男女老少 100 多人
开了个特别会议。“爷爷晚年时子孙
后代 60 余口，一个大家族和和睦睦
的。如果我们不孝敬父母，起不到带
头作用，岂不让后辈们笑话？”当时
众人一合计，“养老金托管”方案由
此产生。

每年大年初一，趁儿女们回家过
年，把每家一年内该上交给老人的养
老金一次性收齐，存到银行分户办
理，分户持有，每月 1 至 5 日定时取
钱交给每位老人。年终时，举家召开
总结会，对赡养老人表现好的子女进
行表彰奖励。“我们定的标准是每月
每户为每位老人提供 100 块钱生活
费，4年来没有一户拖欠赡养费，现
在基本上每户都自觉把标准提到了
200多元。”孙牧业介绍说。

带领乡亲创办建筑公司的孙牧业
平时很节俭，日常三餐基本上在工地
解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常年骑一
辆电动车。为了丰富当地群众文化生
活，他自掏腰包买来二胡、锣鼓等乐
器，组建了一支老年文艺队。“以前感
觉人上了年纪就是在家里打发时间，
现在长寿的越来越多，生活得也越来

越好。”孙安吉老人说。
为了让家乡的少年儿童享受良好

教育，孙牧业还牵头成立了“颜子
教育发展促进会”，自己带头投入 10
万元资金。目前教育促进会已吸纳
35 名会员，各类教育基金款项不断
增加。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愿意尽

自己一分力量，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
的人。同时，我也希望更多和我一样
的退役战友能够抓住乡村振兴的重大
机遇，积极投身到新时代新农村建设
实践中来，打拼出一片新天地。”孙
牧业说。

孝心催生“养老金托管”
■赵 峰 李 帅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文件明确提出，拓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乡村振兴呼唤精神文明建设带
头人，双拥工作如何努力跟进？退役军人
怎样积极融入？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一批优秀退役军人名列
其中。这带给我们有益启示——

置身军营，广大官兵是爱国拥军的受
益者，也是拥政爱民的实践者。走出军
营，广大退役军人更是爱国拥军、拥政爱
民的模范践行者。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
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
依然在农村。在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面前，精神文明建设大有可为，退役军人
大有可为。

今天，两位优秀退役军人的感人事
迹告诉我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精神文明建设为
突破口和切入点，需要瞄准乡村振兴的
实际查找薄弱环节，善于移风易俗；需要
遵循群众的意愿补强短板弱项，善于打
造示范工程。

乡村振兴：

呼唤精神文明带头人

热点聚焦

双拥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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