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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动态传真

精准服务——

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

2011 年，在海军航空兵某部当了 5
年兵的盛文斌，带着 2 枚三等功奖章
回到家乡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城南乡
眉岱村，和几名退役战友一起成立了
茶树专业合作社，带着四邻八乡的村
民种植茶苗。他希望流转山地 200
亩，把附近的茶园整合起来。可是，常
年生活在深山里的村民们出门难、办
事难，信息也不畅，一系列难题像拦路
虎般限制着合作社的发展。
“你只管带着村民种茶苗，我们帮你

办手续。”2020年下半年，当地退役军人
服务站制定了服务代办制度：凡是需要
到县以上单位办理、审批、核定的事项，
无需本人亲自到现场，均可提供免费代
办服务。代办人及时跟踪督促，限时办
结，回复结果，确保高效负责。“不知道他
们跑了多少腿，协调了哪些部门，但我们
期盼的项目如期审批完结。”盛文斌欣慰
地说。

军嫂赵丽霞也没想到，自己到广西
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法律援助室反映的一件小事，让她感
受到“尊崇”的滋味。

赵丽霞的丈夫在陆军第 73 集团军
某旅担任教导员。2020 年夏天，她到
部队探亲回来后发现单位扣除了自己
的当月绩效。“不只是军嫂，职工探亲
休假待遇是有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
室里，从业 32 年的律师冯喜文非常肯
定地对她说。1年前，冯喜文同律师事
务所的同事一起成立了“临桂优抚之
家”服务团队，为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
提供法律服务。这一次，冯喜文与赵
丽霞一同来到她所在单位，同负责人
讲明了相关法律规定，让赵丽霞得到
满意的答复。
“专业的事请专业的人来干，‘两

工一师’（社工、义工、律师）作用太大
了，他们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互
补，有效解决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急需的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专
业问题。”临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人员表示，临桂区政府每年向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安排专款用于引入社会力
量参与优抚对象服务保障工作，“临桂
优抚之家”就是利用该项资金向社会
购买服务的项目。

创新思路——

“新”字背后做文章

2021年第一天，51岁的山东省临沂
市方城镇吉乐庄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魏
同玉骑上电动车，顶着寒风来到 70岁老
兵魏茂省家，将一张红彤彤的“光荣单”
亲手交到老人手中，“这是新年第一份礼
物，情愿自己辛苦一些，也要早一点让优
抚对象拿到。”

给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送“光荣单”
的想法，最早源自临沂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局长杨晓东。他在基层走访时，问一
些老兵知不知道自己的优抚金有多少
钱，属于哪个类别，是否知道提标政策，
很多老兵都是一脸茫然。

杨晓东认为，优抚金通过银行卡发放
很方便，但更重要的是好政策要充分宣传
好、落实好，让每位老兵脑中清楚，心里暖
和。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立即行动起
来，每月优抚金下发后，精心设计的写有
姓名、人员类别、优抚金额等内容的红色
“光荣单”就会及时送达老兵手里。

“送‘光荣单’不只是一种形式，也是
将入户走访优抚对象常态化、制度化，让
我们实地了解情况，帮他们解决难题。”
魏同玉说。

在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镇龙舌村退役

军人服务站，马益锋穿上专属的绿色马
甲，投入轮值站长的工作中。

退役军人马益锋的另一个身份，是
一家年产值达千万元的服装厂厂长。虽
然企业事务繁忙，他还是提前安排好工
作，一大早就来到退役军人服务站。

轮值站长是浙江省宁波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按照“五有”（有政治素养、有工作
能力、有履职时间、有奉献精神、有真诚
意愿）标准，选拔合适人选到镇村两级退
役军人服务站参与轮值工作，探索“老兵
帮老兵、老兵扶老兵、老兵带老兵”的工
作模式，目前全市已形成拥有 6400多名
退役军人志愿者的轮值站长梯队。

去年 7月，马益锋作为轮值站长，联
系宁波市眼科医院为老兵进行眼健康检
查。随后，84岁老兵蔡瑞岳接受白内障
手术，眼疾得以康复。

“云上”共享——

数据多跑路，老兵少跑腿

“我只当了两年兵，却享受到这样的
尊重和实惠，幸福满满的。”浙江省杭州
市江干区退役军人魏建强新年与朋友聚
餐，结账时亮出“老兵码”，店家立刻给他
打了8.1折。

看电影打折、超市购物打折、看病优
先……在杭州，已有7万余名退役军人申

领了“老兵码”。这是杭州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利用“城市大脑”信息优势搭建的数
字服务、数字管理平台，实现对象全覆盖、
内容全方位、服务全周期，基本可以帮助
退役军人“一键申领码、一码走杭城”，享
受衣食住行全方位专属折扣和优惠服务。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提供的“云上服务”，同样让退役军
人获得感倍增。该中心的信息数据系统
打破了部门和地域限制，可以获取民政、
人社、农业农村、卫健等多个省直部门共
71类相关信息，推动退役军人数据在系
统内部和政府部门间共享，让退役军人
办事更便捷。

目前，罗湖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
“一站式”服务系统已实现接收报到、入户
恢复户口、社会保险关系转入、医疗保险
关系转入、党组织关系转移、预备役登记6
个事项的统一办理功能。自去年 9月上
线至今，退役军人办理事项跑动次数减少
到最多 3次，所需办理材料优化为 10份，
切实做到一门受理、并联办理、高效办结。

图①：浙江省杭州市退役军人游季
帆（右一）在当地一家超市使用“老兵

码”结账。图②：山东省临沂市胡阳镇
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张中方（左）为老

兵王大高送去“光荣单”。图③：浙江省
慈溪市匡堰镇龙舌村退役军人服务站

轮值站长罗奇冲在轮值站长调解工作

室工作。 胡舰航、王坤乾、任宁摄

（本版制图：扈 硕）

畅通为老兵服务“最后一公里”
——走访多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见闻

■吕高排

“每次只要穿上军装，感觉就像过年
一样高兴，更别提穿一身新军装……”近
日，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86岁老兵张学
德（右图中，作者供图）高兴地穿上了为
他量身定做的新军装。

2020年初，宽城区人武部和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在走访慰问时发
现，许多在乡复员老兵都会不约而同地
换上旧军装迎接他们。虽然军装已经穿
了几十年，但老兵们依然视若珍宝，只有
在重要的日子里才舍得拿出来穿上。

参与走访慰问的工作人员真切感受

到老兵对军装的热爱，于是，为老兵们定
做老式军装的想法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为让老兵们穿上新军装，宽城区人武部、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把定做军装作为军地
联合走访慰问的一项重点工作，联系社会
拥军力量，上门为老兵量体裁衣。在为老
兵送去新军装的同时，他们还准备了一份
“礼包”，里面装有内衣袜子、棉衣棉裤、布
鞋皮鞋等 20余件衣物，让老兵们在这个
寒冬感受到关怀和温暖。目前，宽城区在
乡复员老兵共有7人，“军装礼包”已全部
发放完毕。

在乡复员老兵喜获“军装礼包”
■李金航 王云会 本报特约记者 屈雷宇

新年前夕，家住四川宜宾的 90岁抗
美援朝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蒋永德
欣喜异常——他终于见到了阔别 67年
的老战友、同是二级战斗英雄和特等功
臣的蔡兴海。

蒋永德和蔡兴海都在上甘岭战役中
立功，但战场上二人并不相识，他们分别
坚守在 537.7 高地和 597.9 高地，后来作
为战斗英雄在表彰大会上才相见相熟。
回国后，二人在沈阳合影留念（左上图
合影），并共同应邀参加了 1953 年国庆
观礼，战友情谊愈发深厚。

北京一别，两人多年未见。去年是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
年，家住陕西咸阳的蔡兴海萌生找到蒋永
德的念头，在志愿者和宜宾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共同努力下，终于找到蒋永德。

阔别 67年后，蒋永德（左图右一）和
蔡兴海两位老战友通过视频“重逢”。视
频交流中，两位老兵回忆起往昔的作战
经历不禁老泪纵横，聊起现在幸福的生
活又笑容满面。依依惜别时，两位老兵
互敬军礼，叮嘱对方保重身体，相约春暖
花开时再相聚。

两位特等功臣久别“隔空重逢”
■吴 涛文/图

“一手抓邮路，一手抓扶贫做好
事，整整 36 年，您是怎么坚持下来
的？”

2020年 12月 18日，在 2020年度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发布
仪式上，主持人向获奖者、江苏省泰
兴市江平路邮政支局局长何健忠提
出一个问题。
“我来自革命老区黄桥，来自特

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家乡，听着英雄
的故事长大。杨根思的‘三个不相
信’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何健忠如
是说。

相似的话，何健忠 42 年前第一
天穿上军装时就曾说过。

1978 年 12 月，何健忠从家乡江
苏省泰兴市黄桥镇参军入伍，成为空
军某部一名无线电兵。离乡前，他特
地来到杨根思烈士陵园瞻仰这位从
小就熟知的家乡英雄。入伍第一天
新兵交流思想，他的开场白是：“我来
自革命老区黄桥，来自杨根思的家
乡，听着英雄的故事长大，我的理想
是做一名雷锋式的好战士。”当兵 4
年，何健忠年年被评为“学雷锋积极
分子”，维护的无线电设备从未出过
故障，维护的飞机在机务大队被评为
样板战机。

1982年，何健忠退役回乡，成为
一名普通的基层邮递员。那个年代
“车马很慢”，写信、邮寄是人们远距
离交流的主要手段，邮递员的工作
格外忙碌。每天天不亮，何健忠就
赶到单位分拣信函报刊，再骑着自
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把信函报刊
送到千家万户。工作枯燥，却容不
得一点差错，何健忠始终用“我是一
个兵”的标准要求自己，定下了“无
差错、无遗漏、无投诉”的“三无”目
标。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97 年何

健忠被组织上安排到泰兴市江平路
邮政支局担任局长。

摆在何健忠面前的是一堆难题：
彼时，江平路邮政支局邮政业务、储
蓄业绩均处于全市倒数，没人看好何
健忠的工作前景。
“困难再大，也要做到不退缩、不

抱怨、不服输。”何健忠把“三个不相
信”精神带到实际工作中，转化为“三
不”原则。从哪里开始改变？何健忠
把自己的寻呼机变成“邮政 110”：
“只要您呼 6838，剩下的事我来办。”
帮老人跑腿、送病人和孕妇入院、帮
亲人在外地的老人办丧事……这些
年，何健忠累计服务 5万多人次，他
和单位同事的贴心服务，也助推单位
业务攀上高峰：连续 12年业绩蝉联
全市邮政支局第一名。

属于这位奋斗者的荣誉，不止于
此。2010年 4月，何健忠被评为全国
劳动模范。2011 年，以“发展邮政、
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宗旨的“何健
忠劳模创新工作室”创立，6年后被
命名为“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

何健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全国
人大代表。2008 年，何健忠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后更忙了，在干好本职工
作的前提下，几乎每天都要额外用 2
个小时的时间接待群众来访、处理群
众来信。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何健
忠始终把倾听民意、服务民生作为重
中之重。其中，助力贫困群众脱贫，
最让他牵肠挂肚。

早在 2013 年，何健忠就借助覆
盖城乡的邮政网络，帮助检察院开展
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成功建设了“预
防职务犯罪邮路”，此项工作 3次被
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借
鉴“预防职务犯罪邮路”建设经验，
2016年何健忠提交了利用发展邮政
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建议。此后，中
国邮政被纳入国务院电商扶贫 15家
成员单位之一，到 2020年建成 50万
个邮乐购站点，实现自有网点对贫困
县全覆盖。
“网民朋友们，这个叫牛心菜，

是绿色食品，可以生吃。我给大家
尝一下。很甜，好吃！”2020 年 4 月
14 日，何健忠开了一场直播带货。
泰兴市分界镇腾兴村种有 200 亩牛
心菜，其中 66 亩为低收入户所种，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销售不畅，一
旦滞销，已脱贫的低收入户很可能
再次返贫。获知这一消息后，何健
忠主动入村当主播，在多家电商平
台进行推广，不久就有客商订货 80
余吨，半个月后 200 多吨牛心菜基
本售罄。疫情期间，何健忠通过邮
政分销平台和社会推介，多次为当
地农民代言萝卜、鸡蛋、苹果、粮油
等农副产品。

2019 年 12 月，何健忠去山西省
汾西县作报告，了解到汾西是革命
老区和国家级贫困县，有特产玉露
香梨，香梨合作社担负着全县 386户
1044 人的脱贫重任。因销路不好，
果农丰收不增收，只能将香梨长期
存于冷库中。何健忠当即决定尽力
帮他们在春节前把梨卖掉，让果农
过个好年。他立即向中国邮政集团
汇报，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支持，将玉
露香梨放到邮政官方购物平台上售
卖，随后向山西邮政、江苏邮政求
助，线上、线下齐销。经多方努力，
20 天内共售出香梨 10 多万公斤。
2020 年 1 月 21 日，汾西县人民政府
特地向何健忠发来感谢信。

除了“预防职务犯罪邮路”和
“精准扶贫 e邮路”，何健忠还牵头打
造“公益邮路”，推动解决全国 50万
名“事实孤儿”的生活保障问题，并
创新建设“拥军邮路”，帮扶军人军
属、困难退役军人。

从“三个不相信”精神到何健忠
的“三不”原则，一脉相承的，是军人
面对困难时斗志越高、干劲越足的信
念。士兵、邮递员、邮政支局局长、全
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无论角色怎
样转换，何健忠始终坚信，老兵的本
色不能丢——忠于职守，奋发图强，
甘于奉献。

上图：何健忠在志愿服务社接待

群众来访。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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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6日，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挂牌。按照有机构、有

编制、有人员、有经费、有保障的“五有”要求，全国各级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站）全面铺展开来，目前已建成从中央到省、市、县、乡、村六级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站）64万多个，集中统一、贯通上下的退役军人工作

运行机制趋于完善。

连日来，笔者在山东、浙江、广西、广东等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走访，在青山碧水间寻觅尊崇荣光，在城市乡村里感受各地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为打通政策落实、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所付出的努力。

最美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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