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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国之柱石；民者，国之根

基。当“国之柱石”深扎“国之根

基”，会产生多大的力量？我军历史

上一个个“推翻了正统军事公式的

因素”的故事，蕴含着答案。

长征是一次决定我党我军存亡

命运的远征。强敌之追堵、给养之

困难、病疫之交侵、霜雪之严冷，这

些生死考验为何没能阻止红军的脚

步？那是因为，强渡大渡河时，有船

工冒着枪林弹雨、战胜惊涛骇浪，将

红军勇士送到对岸；翻越大雪山时，

有百姓提供行军路线和诀窍，拿出

仅有的辣椒和生姜；一路征战中，有

老乡照料伤员、筹款备粮，做红军流

动的后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对于如

何才能取胜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

争，蒋介石给出的答案是，敌人的利

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

高垒厚壁。而毛泽东则说：“真正的

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

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

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

的，完全打不破的。”后来的事实，印

证了毛泽东这一伟大的判断。

淮海战役结束后，斯大林在记

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

真是奇迹！”是什么创造了这奇迹？

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

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的确，

与60万解放军指战员并肩战斗的，

还有解放区543万支前民工。在淮

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支前民工与参

战兵力之比是9∶1，88万辆奔向前线

的大小车辆，给前线送去了足够一

个中等城市吃上5年的粮食。

回望我军奋斗历程，从抗日战

争“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到解放战争“潮涌般的小推车和担

架队”，再到抗美援朝“举国上下愿

倾其物力财力”，这些可歌可泣的记

忆，这些血肉相连的历史，昭示着未

来：“群力谁能御，齐心石可穿。”坚

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永远是我

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人民军队，名字中有一个永远

不变的定语——“人民”；人民军队，

还有一个辨识度极高的称谓——“子

弟兵”。人民为了子弟兵，甘愿不惜

一切：最后的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

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

棉袄，盖在担架上……子弟兵为了人

民，主动倾其所有：抗洪大堤上的“最

美睡姿”、灾难降临时的“最美逆行”、

长江浊流里的“最美潜游”，都是把人

民利益举过头顶的生动写照。

“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

我军。”习主席高度重视军政军民团

结，指出“军政军民团结是我们的优

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强调“要加强军

政军民团结，不断谱写军民鱼水情时

代新篇”。今天，军队建设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

入新时代。机遇千载难逢，挑战前所

未有。无论是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还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无论是加

快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还是

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都需要地方

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都需要

亿万军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特别

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一个宏大工

程，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领

域。只有站在“群众的海洋里”，军地

“团结得像一个人”，才能凝聚起强军

兴军的磅礴力量。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

能敌”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

理。做到与人民血肉相连、生死与

共，加强军地合力、实现军民同心，

才能把握制胜之本，获得力量源泉，

赢得未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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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强军梦。同根生，同心圆。
“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央和国家机
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
防和军队建设，全军要积极支援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军地双方要发扬军爱民、
民拥军的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军政军民
关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
同奋斗。”这是习主席着眼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发出的时代号召。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队积极
顺应时代要求，适应国家和军队改革发
展大势，扎实做好新形势下双拥工作，
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爱我人民爱我
军”的双拥热潮，举国上下合力谱写共
筑中国梦强军梦的壮丽篇章。

（一）

国庆节前夕，在茫茫大地、浩瀚天
空和广袤大洋上，我军演训活动密集展
开，呈现出一幅幅如火如荼的练兵备战
画面。放眼神州，与一支支雄师劲旅
“同框”出现的，是一幕幕地方支援部队
的火热景象。各级各地主动适应部队
实战化训练需求，在训练场地征用、群
众疏散转移、交通安全警戒、粮秣水电
供应等工作上给予部队大力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聚力能打仗、打胜仗，成为
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开
展拥军工作的鲜明时代特色。

地处改革开放、海防斗争和军事斗
争准备前沿的厦门市，在城市建设中构
建了以海港、空港、高铁、高速公路为主
体的平战结合交通网络，为部队战时快
速机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拥军支前模式
正发生着转变：生活支前向打仗支前转
变、应急角色向应战方阵转变、规模支
前向精确支前转变。

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省象山县瞄
着打仗拥军、盯着战场支前，连续 10多
年保障部队演习数十批次，在数十个港

口码头、航道建设中充分兼顾国防和军
事需求。

山东、浙江、辽宁、广东等沿海地
区，每年为海训部队清理海域 900多平
方公里、腾让房屋5200多间。

2013年 2月 27日，我国第一艘航空
母舰辽宁舰首次靠泊航母军港。此前
的军港建设过程中，青岛人民舍小家、
为国家，6个村庄、1429户群众和 26家企
业如期完成整体搬迁。

为解决影响制约部队战斗力建设
的实际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福建省对
省内驻训场、营区统一进行土地确权，
西藏拉萨市军地现场办公解决了军用
土地纠纷和群众损失赔偿等问题。

在亚丁湾护航、国际维和、国际救
援等多样化海外军事行动中，国家有关
部委组织指导远洋运输、油气开发和矿
业等大型国有企业驻外机构、中资合资
企业与任务部队对接，为部队完成任务
创造良好条件。

军队改革大幕拉开后，北京、山西、
福建、广西等地主动加强与新调整组建
的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和部队单位联络，
帮助协调解决遇到的矛盾问题。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无论时
代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人民
群众始终是我军发展壮大、战无不胜的
力量源泉。

（二）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
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
这句话，字字温暖人心，无论是现役军
人还是退役老兵，无不为之振奋，无不
充满期望。

近年来，各级各地积极完善和落实
拥军优抚安置政策法规，解决现役、退
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现实问题，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研究制
定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军队改革
期间退役军人安置等 60多项政策规定，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 320项配套制度，形
成了上下衔接的政策法规体系。

中央安排资金，地方各级相应增加
财政投入，提高伤残军人、烈属、在乡老
红军、在乡老复员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
抚恤补助标准，大幅提高军休干部医疗
费、无军籍职工退休费，较好保障了
1000多万重点优抚对象的生活。

上海、江苏、重庆、新疆等地，着眼
征集高素质兵员，普遍采取优先落户、
提前预留岗位、推荐担任“村官”等多种
优惠措施，吸引鼓励大学生应征入伍。

各级全力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河南省信阳市两级法院探索出“用情倾
注、用心谋划、用智创新、用力借势”的
涉军维权“信阳模式”，在全国法院系统
得到推广。

从提高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到
全面落实军人依法优先；从组建退役军
人事务部，到着手起草《退役军人保障
法》；从全面开展悬挂光荣牌活动，到建
立深入乡镇的退役军人服务站……近
年来，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和财力，想方设法为军人排忧解难。

今年“八一”前夕，全国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印发新修订的《双拥模范城（县）
创建命名管理办法》和《全国双拥模范
城（县）考评标准》。其中，有一个细节
引人注目——考评项目和评分标准向
解决官兵后路、后院、后代“三后”等事
项倾斜，并加大了退役军人和随军随调
家属安置、子女教育优待等项目分值。
这一系列信号充分表明，解决基层官兵
实际困难，已经成为新时代拥军优属的
一个突出亮点。

各级党委、政府的强大支撑，不断
提升着军人职业的吸引力和军人军属
的荣誉感，鼓励着广大官兵苦练打赢本
领，积极投身强军兴军的伟大事业。

（三）

今年 8月，台风“利奇马”来袭，造成
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安徽、福建、河
北、辽宁、吉林9省市数百万人受灾。

灾情就是命令。任务部队闻令而
动，迅即奔赴抢险救灾一线，人民子弟
兵一次次上演“最美逆行”——在台州
市临海古城街道合利村，多名群众被洪
水围困，危难时刻，东部战区陆军某旅
官兵逐楼逐户进行搜救；在寿光市纪台
镇丁家尧河村，官兵们顶着狂风暴雨，
在加固堤坝的同时，挨家挨户进行疏
散；在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三马社区，
救援官兵将一名全身瘫痪的老人救出，
紧急转移到安全地带……

近年来，每逢灾难降临，都能看到
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火速驰援的身影。
据统计，2012 年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共出动 95万人次、组织民兵 141万人
次，动用车辆及工程机械 19万台次、船
艇 2.6万艘次、飞机（直升机）820架次参
加抢险救灾。先后参加云南鲁甸地震
救灾、长江中下游暴雨洪涝灾害抗洪抢
险、雅鲁藏布江堰塞湖排险等救灾救援
行动，协助地方政府解救、转移安置群
众 500余万人，巡诊救治病员 21万余人
次，抢运物资 36万余吨，加固堤坝 3600
余千米。

在积极投入抢险救灾的同时，全军
和武警部队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积极参加支援地方经济社会
建设，以实际行动为民造福、为国兴利。

不久前，从新疆和田县罕艾日克镇
巴拉玛斯村传来的好消息，让驻疆某师
官兵备受鼓舞——他们定点帮扶的贫
困村脱贫摘帽了。在南疆，这样的村子
共有 69个，驻军官兵通过重点帮扶、整
村推进，已使 22个村脱贫。这是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取得
丰硕成果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部队坚决贯
彻党中央、习主席决策指示，积极参与
打赢脱贫攻坚战，共定点帮扶 4100个贫
困村、29.3万个贫困户、92.4万名贫困群
众，接续援建 156 所“八一爱民学校”、
113所贫困县县级医院。截至今年 5月
中旬，数万名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与
群众并肩攻坚，已助力 2061 个村、16.4
万户、43.7万名群众脱贫摘帽。

同心共筑中国梦强军梦
■本报特约记者 魏联军 王根成

江西赣州是中央苏区所在地，孕育
出了伟大的苏区精神。

硝烟散去，由于受自然和历史等客
观因素影响，赣南曾是全国较大的集中
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没有当年苏区人民的牺牲奉献，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天，还
有不少老区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投
身脱贫攻坚战场，是红土地子弟兵的政
治责任。”像当年的红军工作队那样，赣
州军分区官兵走进贫困村、走进老乡
家，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过

上好日子，用实际行动绘就了一幅爱民
为民的动人画卷——2015年以来，赣州
军分区先后安排 19名干部职工驻村帮
扶，协调帮扶资金 4000 多万元，落实帮
扶项目 120余个，帮助 18个贫困村、1043
户贫困户实现脱贫摘帽。

近日，笔者来到于都县葛坳乡桐溪
村，见到驻村第一书记、于都县人武部
职工邹福彬时，他正在本子上记录当天
的帮扶情况。“我的记性不好，只好随身
带个笔记本，把村里的大情小事都记在
本子上。”邹福彬说，这样一本“民情日

记”，正是他们为民服务的“统筹表”。
今年5月初，邹福彬来到贫困户钟石

秀家走访，发现她家房屋外的供电线严
重下垂，一旦被过往车辆撞断很可能造
成严重事故。邹福彬立即协调乡供电所
加固维修，排除了安全隐患。像这样的
小事，仅 2018 年，邹福彬就记载了 62
件。“邹书记把我们的冷暖都记在本子
上，放在心里面。”钟石秀激动地说，“看
到迷彩服，就像看到了当年的红军。”

一直没有离开的“红军”，在赣南大地
随处可见。在赣州军分区，笔者了解到这

样一组数据：为强化贫困户的“造血”功能，
兴国县人武部帮助茶园乡采取“公司+合
作社+农户”模式，建成7400亩油茶、红薯、
食用菌等基地，仅红薯种植一项就让21户
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3000元；大余县人武
部坚持“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安居与
乐业并重、搬迁与脱贫同步，协调帮扶资金
800多万元，完成了53个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帮助13户贫困户搬进了新家……
“我们不仅要让老区人民脱贫，还要

带领他们一起和全国人民奔小康。”这是
赣州军分区党委作出的承诺。为此，他
们研究出台了《赣州军分区助推赣南苏
区振兴发展工作方案》，确定扶贫项目、
实施内容、帮扶计划，确保项目规划、资
金落实、扶贫效果到村到户。不仅如此，
他们还协调驻军开展“集团帮扶”。在驻
赣州市部队的帮扶下，安远县槎江乡槎
江村农民崔东生建起了油茶基地。“仅这
块油茶基地，我一年就能增收 4万元，而
且从今年开始每年都会持续增收，好日
子还在后头呢！”崔东生高兴地说。

当好新时代“红军工作队”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记事

■郭冬明 李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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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不断谱写军
民鱼水情时代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