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拥影像

军地时评

2020 年 10 月 20 日 ，全国双拥模范

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

彰 大 会 上 ，新 一 轮 全 国 双 拥 模 范 城

（县）名 单 公 布 ，重 庆 市 渝 北 区 榜 上 有

名。

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个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协调社会各界力

量 ，从 就 业 创 业 、走 访 慰 问 、权 益 维 护

等方面为广大优抚对象和退役军人提

供 精 准 服 务 和 有 力 保 障 ，受 到 各 方 好

评。

从企盼看差距

“10+”服务应运而生

“英雄为祖国尽忠，我们代英烈尽

孝。”4 月 12 日，渝北区组织“传承红色

基 因·关 爱 烈 士 遗 属 ”健 康 体 检 活 动 ，

为 全 区 77 位 烈 士 遗 属 提 供 免 费 体 检 ，

表达对烈士的崇敬和缅怀之情。“感谢

党 和 政 府 为 我 们 提 供 这 样 的 暖 心 服

务 ，让 我 们 感 受 到 来 自 社 会 各 界 的 关

注 、关 心 、关 爱 ！”敖 奇 国 烈 士 家 属 敖

其 兰 ，在 体 检 现 场 道 出 了 烈 属 们 的 心

声。

今年“七一”前夕，93 岁高龄的抗美

援朝老兵邓元友家中来了一批客人。

来自芳华医院的医师团队为老人

检查身体，耐心提醒老人平时生活中需

要注意的问题。

请老兵看一场红色电影、为老兵定

制军旅茶杯、为百岁老兵送生日蛋糕、

组织参战老兵疗养、请优抚对象外出参

观……这些暖心举措，赢得了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

这是渝北区组织的“我为群众办实

事，关爱老兵志愿行”活动的一部分。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杨万萍介绍，最初他

们制定了为退役军人提供“一本档案、一

个水杯、一把雨伞、一场电影、一个蛋糕、

一次疗养”等“十个一”服务，随着时间推

移，他们从优抚对象的企盼中找差距，不

断拓展服务范围，已由过去的“十个一”升

级为“10+”，努力做到“优抚对象有需求，

我们有服务”。

渝北区通过覆盖区、镇（街）、村（社

区）的三级常态化联系制度，用心用情

做好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走访工

作，累计联系退役军人 108987 人次，走

访 86393 人次。

在深入开展“全覆盖”“常态化”走

访慰问的同时，渝北区针对党龄 50 周年

以上的部分困难退役军人、边海防现役

官兵、烈士遗属等重点优抚对象家庭实

际，建立“一对一”联系机制，明确“一对

一”关爱联系工作人员，在入户探访中

倾听优抚对象心声，切实解决好他们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渝北区结合优抚对象普遍诉求，不

断扩展服务范围，量身打造 6 个种类的

社 会 化 服 务 项 目 ，针 对 性 开 展 情 感 陪

护、心理疏导、爱心理发、送医帮护、健

康体检、生活帮助等服务活动。

从缺失看短板
公园多了一道“墙”

建于 1986 年的碧津公园，堪称渝北

区地标式建筑。

6 月 26 日 中 午 ，记 者 前 往 这 里“打

卡”。没想到，这座修建多年的公园依

旧活力十足、人气旺盛。已近中午，仍

有不少游客流连忘返。同行的人武部

部长王代兵解释说，这座公园长盛不衰

的奥秘，就在于它多了一道“墙”，增添

了“英雄气”。

公园里有一道国防教育文化长廊。

占地 2500 平方米的长廊，镌刻有渝北烈

士名单、军人代表名录、革命英雄事迹、各

大战役介绍等，每当游客走到此处，总会

不由自主停下脚步、凝神细观。

缺什么补什么。这道引人注目的

“墙”，还镌刻着“渝北军史大事记”。走

近看，渝北有史可考的重要战事、国防

动员工作一一清晰记录，见证着这里的

双拥历史与传统，以及军民团结一心、

共建家园的奋进征程。

革命烈士王朴，有着“富家子弟，革

命母子，毁家纾难，资助革命”的美誉。

王代兵介绍，每逢清明和烈士纪念日，

园内王朴烈士的雕像前总会摆满鲜花，

公园的“市民道德讲堂”前，也经常能听

到志愿者讲述王朴等革命先辈的感人

事迹。

从公园里的国防教育文化长廊，到

街道上奔流不息的双拥主题巴士，再到

遍布机场、车站、广场的巨幅双拥标语，

双拥元素随处可见。渝北区还创新开

展红色电影周巡播、革命歌曲展播、军

歌大合唱、双拥运动会等接地气的文化

活动，进一步浓厚双拥氛围。

“老前辈打江山名垂青史，后来人

保家国继往开来。”渝北区英雄长卷不

断增加新的篇章，越来越多的人主动为

拥军工作作出新贡献。前不久，一个街

道商会主动与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签

订结对共建协议，动员会员企业结合自

身资源和退役军人需求，助力退役军人

更好发展。除举办退役军人专场就业

招聘会外，他们还积极开展为更多优抚

对象免费体检、捐赠防暑降温药品、提

供免费法律援助等活动。

从急需到急办

新单位“1号函”的见证

在渝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档案

馆，1 号函成为一种特殊见证。

2019 年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刚刚

成立，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这个新组建单

位发出的第一份公函有些出人意料：《关

于推荐退役军人王××同志求职的函》。

其 实 不 必 追 问 主 人 公 是 谁 。

王 ×× 是 全 区 退 役 军 人 的“ 四 万 分 之

一”。退役军人事务局为何将他的求职

问题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翻开档案，

我们顿时明白了：这位退役军人曾先后

荣立三等功 3 次，参加过 1998 年抗洪救

灾、2008 年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行动。

在汶川抗震救灾中，他双膝受伤，被评

定为八级残疾，家庭较为困难，迫切需

要一份工作。

“关爱功臣，就是支持部队建设！”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这一情况后，立

即入户解难帮困，根据他本人技术特长

和就业意愿，经多方协调最终解决了他

的就业问题。当年 3 月 19 日，由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负责人陪同，这位光荣的退

役老兵前往渝北区人防技术保障中心

报到上班，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保障好退役的，才能鼓励好服役的。

渝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自成立以来，坚持

把退役军人就业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坚持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渝北籍现役官兵备

受鼓舞，安心服役，努力在部队建功立业。

为了引导退役军人走好二次就业、

建 功 立 业 的 第 一 步 ，渝 北 区 精 心 筹 划

“退役第一课”，邀请来自国防大学、中

国心理学会等军地单位的知名专家学

者授课，帮助退役军人进行心理调适、

就业创业政策解读、职业生涯规划，积

极推进创业孵化园建设。这是一组令

人振奋的数据：自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成

立以来，已完成 2606 名退役士兵高职扩

招身份认定，帮助 612 人成功就业。

军 地 协 同 有 效 果 ，多 管 齐 下 安 置

好。截至目前，渝北区已先后完成 262

名军休干部、转业干部、转业士官和随

军随调家属的安置任务，实现增加行政

编制占比、充实基层专武力量、拓宽转

业 士 官 安 置 路 径“ 三 大 突 破 ”，赢 得 部

队、地方、用人单位和个人多方满意。

从休闲到培训

“老兵之家”多功能

“老王，最近气色越来越好了！”早

上，75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王兴云吃过早

饭后，总是习惯在兜里揣一个茶杯，漫

步到离家不远的“老兵驿站”。绿树下，

老战友们气定神闲地看书、写字、下棋、

做理疗……

老兵们是这里的常客，和工作人员

熟得好像一家人。工作人员傅梨提着

一包零食，擦着汗进门。“不赶巧，好多

店 还 没 开 门 ，跑 了 好 几 家 才 凑 齐 这 一

包。”除了送茶倒水、帮做理疗，傅梨偶

尔也会买些小零食给老兵们，像对待家

里的长辈一样，让他们开心。

在渝北区，像这样由政府牵头、为

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量身打造的

温馨港湾，还有很多。各种服务平台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专业规范的服务保障

体系日趋完善。

2019 年 11 月，渝北区分两批次组织

开展了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活动，来

自全区 20 个镇街的 81 名重点优抚对象

参加了疗养。

政府搭台，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自发

参与优抚对象服务平台建设。由退役军

人陈功自筹资金打造的全区首个民办“老

兵之家”，已累计组织开展退役军人“学习

培训”“解困帮扶”等专项活动 72次，接待

老兵近 5000人次。

“老兵之家”还专门为退役军人提

供专业技术培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

在陈功的“老兵之家”，拥有职称或职业

资格的专职教师 14 人，教室 4 间，实训场

地 4 个，有大小挖掘机、叉车、铲车、焊机

和塔吊等专业设备。转业士官陈大金

在这里经过两个月理论学习和实操训

练，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每月收入 1 万元

左右。“高质量就业才是硬道理，是检验

培训效果的硬标准。”陈功开心地说。

记 者 在 采 访 中 发 现 ，在 整 个 渝 北

区，为优抚对象多做暖心事、贴心事已

成为社会共识，军民齐心，各界合力，优

抚对象的获得感、荣誉感和归属感越来

越强。

“精准服务”赋能双拥创新
—重庆市渝北区构建优抚工作服务体系见闻录

■本报记者 郭丰宽 马嘉隆 通讯员 任 伟

双拥模范话双拥

重庆市渝北区组织开展 2021年“传承红色基因·关爱烈士遗属”健康体检活动。 袁 菁摄

热点聚焦

走进全国双拥模范城（县）

去年 10 月新一轮命名的全国双

拥模范城 （县），共有 411 个。盘点

这些城 （县） 双拥工作成果，其中一

条成功经验值得关注：一城一品牌，

一县一特色。这些成功经验表明，双

拥创新实践，务必立足本地实际，形

成地域特色。

地域特色，来自双拥实践。西藏

拥军妈妈，为什么要给高原哨所送

菜？因为那里海拔高，大雪封山，官

兵常常吃不上新鲜蔬菜。上海为什么

开办暑期军人子女提升班？因为那里

驻军集中，部队战训任务重，官兵子

女暑期“看护难”，而驻地恰巧优质

教育资源丰富。东西南北中，各地有

不同的实际情况，军地双方也有不同

需求。只有着眼各地实际，结合不同

需求，双拥工作才能落在末端、做到

心坎，更好地发挥作用。

地域特色，遵循普遍规律。体现

地域特色，不是剑走偏锋，更不是另搞

一套。双拥运动，从孕育到诞生，从推

广到普及，从发展到创新，每一步无不

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

际 ，服 务 中 国 革 命 、建 设 、改 革 的 事

业。走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东北振

兴、中部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

化，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竞相绽放巨大魅力，这

些国家级战略都在呼唤双拥工作深度

参与，呼唤双拥工作释放巨大动能。

放大双拥工作格局，加快新时代双拥

工作创新实践，务必把双拥工作普遍

规律与地域特色结合起来，创造性地

推动双拥工作走心务实，在服务广大

军民的基础上，推进社会生产力和部

队战斗力同步提升，推进国防实力和

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地域特色，重在落地见效。地势

不同，耕种有别。同一水系，深浅不

同，所种植物也不尽相同，正所谓

“ 深 处 种 菱 浅 种 稻 ， 不 深 不 浅 种 荷

花”。双拥工作也是如此，西部大开

发中的双拥，应兼顾乡村振兴与生态

文明建设；东北振兴中的双拥，应努

力服务于老工业基地的城市转型；京

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双拥，应关注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说到

底，双拥工作是人的工作，靠人来推

动，靠人来落实。体现地域特色的双

拥，更为广大军民所喜闻乐见，在实

践中更具吸引力，也更有利于落地见

效。

一线城市的双拥，不同于二三线

城市的双拥，直辖市的双拥不同于自

治区的双拥。放眼整个中国，哪里双

拥工作结合实际紧密、地域特色浓

厚，哪里双拥工作就卓有成效。我们

坚信，每个地方的双拥工作各尽其能

各展其长，就一定能迎来全国双拥工

作的新局面。

地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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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丰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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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东面临海，

南接博鳌，号称千年渔港。当地渔民

自秦代以来便世世代代在南海打鱼，

一直称南海为“祖宗海”。1985 年，潭

门海上民兵连成立时，我担任民兵连

首任副连长。第一次以民兵身份驾船

驶向浩瀚的南海时，我便暗暗立下誓

言：一定要守好“祖宗海”、耕好“责任

田”。

我们潭门人常说“自古行船半条

命”，南海给渔民带来了丰富的海产，也

带来了许多风险。早些年，渔民出海打

鱼的渔船不仅吨位小而且条件差，缺乏

现代化的通信导航系统，判断天气和航

线主要靠经验和一代代潭门渔民用生

命探索和记录的《更路簿》。

尽管危险，但当地渔民从来没有

放弃守护和耕耘南海。我 18 岁就跟

随父亲出海，与南海已经打了近半个

世纪的交道，对海域海情十分熟悉。

因此每次遇到危急任务，我都会冲锋

在前。这些年来，我带领渔民抵御了

120 多场台风，对 600 多位渔民实施了

救援。

上 世 纪 90 年 代 ，海 军 某 部 在 南

沙 执 行 任 务 ，由 于 对 航 道 水 文 情 况

不 熟 ，10 多 艘 舰 艇 一 时 找 不 到 理 想

的泊位。我主动请缨，带领 5 艘渔船

前 往 增 援 。 1997 年 ，在 南 沙 参 加 另

一项任务时，我和 60 多岁的父亲、18

岁 的 儿 子 一 同 加 入 ，祖 孙 三 代 比 干

劲、比作风，谁也不示弱。那次任务

中，我光荣地火线入党，我们祖孙三

代同堂共建南沙的事迹也被当地军

民所熟知。

参与守护“祖宗海”使命光荣，我

每次都豁出命地干。记得有一次在参

与任务时为加快工期，我和渔民们换

班吃饭，持续干了半年。

1998 年 1 月的一天，我们运送物

资的渔船突遇 9 级狂风，4 米高的海浪

击打着木船。我迅速指挥民兵连在船

头抛锚，船头迎着浪头，在海上漂了 4

天 4 夜。虽然遭遇的危险不在少数，

但是我和民兵连的战友全身心扑在护

海上。30 多年来，我们累计出动渔船

800 多批次，运送各类物资数百万吨，

协助完成多项任务。

2014 年，外方出动大批船只在西

沙海域非法强力干扰我钻井平台正常

作业。我带领 10 艘渔船 200 多名渔民

日夜兼程驰援，配合海警迫使外方侵

权船只远离，维护了国家南海主权不

受侵犯。

这 些 年 在 潭 门 镇 ，“ 造 大 船 、闯

深海、捕大鱼”已经成为现实。我还

积 极 带 领 渔 民 们 转 产 转 业 ，发 展 休

闲 渔 业 ，渔 家 民 宿 、海 上 垂 钓 、潜 水

基 地 在 潭 门 镇 蓬 勃 发 展 。 如 今 ，全

镇 已 有 近 400 位 渔 民 分 别 组 织 成 立

了 5 个休闲渔业合作社，潭门港码头

的 商 业 街 热 闹 非 凡 ，各 式 海 鲜 餐 馆

顾 客 盈 门 ，许 多 海 洋 工 艺 品 摊 位 前

也是游人如织。

今年 4 月，我被推选为新一任潭

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大家

信任我，我也有信心和决心带领渔民

们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我今年已经 65 岁了，出海的时间

少了，但守护好祖国的“南大门”，我责

无旁贷。身为民兵连副连长，我有责

任让民兵连建设得更好，带领潭门渔

民奔向更美好的明天。

军民同护“祖宗海”

人物名片

王书茂，1956年 12月出生，现任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海上民兵连副

连长，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曾获评“全国见义勇为模范”“最

美奋斗者”“海洋维权的模范”等。

2020 年 10 月，被表彰为全国爱国拥

军模范。

由武警江西总队举办的“红色记

忆——庆祝建党 100周年特展”，吸引

了许多官兵。活动现场，红色老物件的

收藏者江国清动情地为官兵讲述展品

背后的故事。

记 忆
■罗里威 许书灿文/图

暑期来临之际，北部战区陆军某

训练基地与驻地学校共同组织“红领

巾国防梦”军营开放日活动。官兵为

师生讲述连队荣誉墙上的故事，深深

吸引了参加活动的中小学生。

传 承
■慕佩洲 马建元文/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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