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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两会中的国防话题

本报讯 王兆贵、记者孙有权报

道：“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在 2024 年做好

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为退役军

人提供就业岗位 1 万个。结合‘带岗入

伍 ’政 策 的 全 面 推 开 ，这 套 征 兵 政 策

‘组合拳’将对我省兵员征集工作产生

积极推进作用。”1 月 23 日至 26 日，吉

林省召开两会。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时，省征兵办工作人员受邀到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介绍征兵情况。

“人大具有立法、监督和重大事项

决定权，政协承担着参政议政、民主监

督的重要职责。借助两会平台，邀请

有关部门向代表委员介绍工作情况，

有 助 于 推 动 国 防 动 员 和 后 备 力 量 建

设。”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团长刘

金来告诉记者，很多涉军政策在两会

代表委员的推动下落地生根，对巩固

军政军民团结、汇聚强国强军伟力起

到重要推动作用。

截至 1 月 26 日，该省上半年应征

报名人数超过任务数 3 倍以上，大学毕

业生达 70%。近年来，该省退役军人全

周期安置体系日益完善，入伍激励、退

役安置等政策效能持续释放，退役大

学生士兵就业形势发生明显转变：地

方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定向招录的岗

位数量增加近 30%，退役士兵受到用人

单位青睐。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率先试点实施

“带岗入伍”征集政策，2023 年大学毕

业生入伍比例超过 90%；长春市、四平

市将“带岗入伍”选配岗位范围拓展至

国有重点企业，选配范围也从应征大

学毕业生拓宽至未满足政府安排工作

条件的优秀退役士兵；白山市对通过

“带岗入伍”考核的应征入伍高校毕业

生，实施全员额纳编、全过程考察、全

服役期安置……两会现场，代表委员

细数征兵政策新变化。

“ 支 持 部 队 打 胜 仗 ，我 们 责 无 旁

贷。”来自某国有企业的省人大代表冯

斌介绍，该企业和当地征兵办出台文

件，明确保障企业员工参军期间待遇

不受影响，服役期间表现优异的给予

奖励，退役后在职称评定、职级晋升中

优先考虑。去年，该企业有 4 名职工

光荣入伍、8 名优秀退役士兵成为班组

骨干。

省人大代表、某企业负责人宁凤

莲表示：“作为民营企业，我们发展不

忘兴武，主动参与到支持国防建设中，

明确退役士兵到企业就业定级工资标

准最高上浮 20%。”目前，该企业累计选

聘 60 余名优秀退役军人。

“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的

军 队 是 人 民 军 队 。”在 支 持 国 防 建 设

上，代表委员立足各自岗位建真言、出

实策。在分组审议吉林省 2023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4

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草 案）

时，省人大代表席栓柱提出：“应统筹

抓好国防和经济建设融合发展，主动

协 调 军 地 做 好 退 役 军 人 就 业 安 置 工

作，强化国防动员基础建设，进一步增

强全民国防意识。”

吉林省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完善征兵政策

为征兵工作赋能增效

本报讯 那定山、杨富雯报 道 ：

“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长期斗争中

铸就的红色文化，体现着党的性质宗

旨，承载着党的初心使命。深化传承

弘扬红色文化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生动实践。”1 月 23 日至 28 日，青海

省召开两会。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成为

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在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

流文化中，应凸显红色文化这一鲜明

底色。”省人大代表、青海省军区副司令

员朗杰表示，青海有着丰厚的红色资

源，每一件革命文物、每一处红色旧址，

都 是 启 智 润 心 、培 根 铸 魂 的 生 动 教

材。近年来，该省军地坚持以弘扬老

高原精神为主线，合力建设青海革命

军事馆、打造老高原精神教育中心、开

展参战老兵抢救性口述历史挖掘采访

活动，有效提升红色文化传播质效。

原子城纪念馆、同宝山红色研学

基地等一大批富有青海特色的红色场

馆和革命历史遗址坐落在海北藏族自

治州。近年来，该州通过承接军地教

育培训、开办海北国防大讲堂、打造高

原红色旅游矩阵等方式，推动形成军

地 共 建 共 用 的 红 色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格

局。省人大代表、青海省海北军分区

副司令员马富表示：“要高标准打造红

色文化教育研学阵地，持续深入开展

‘书香海北·文润高原’活动，更好地发

挥红色文化资政育人作用。”

“海拔高，工作标准要更高；氧气

少，奉献精神不能少；环境苦，更要苦

干 不 苦 熬 。”来 自 火 箭 军 某 部 的 省 人

大 代 表 苏 丽 娜 向 笔 者 分 享 了 高 原 火

箭兵艰苦创业的故事。她说，火热的

强 军 实 践 赋 予 老 高 原 精 神 新 的 时 代

内 涵 、表 现 形 式 和 生 命 活 力 ，应 通 过

开展国防教育等方式，推动高原火箭

兵先进事迹进教材、进课堂、进生活，

让红色历史“活”起来、红色文化“潮”

起来。

“红色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现实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保卫者和接班人意义重

大。”来自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的省人大

代表孟凡龙建议，军地职能部门应当

抓住“双减”政策有利契机，利用学生

军训、国防课程、军营开放日等时机开

展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推动学校红

色教育走深走实。

“格尔木素有‘兵城’美誉，红色底

蕴厚、革命遗址多。我们坚持开展军

地红色文化交流和共建活动，不断增

强广大官兵和驻地群众的情感认同和

文化归属。”省人大代表阮宏鹏表示，

应积极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呈现形式

和表达语态阐释红色文化内涵，引导

受众从革命传统中寻找智慧、从红色

历 史 中 汲 取 力 量 ，让 更 多“ 听 故 事 的

人”变成“讲故事的人”。

来自武警青海总队的省人大代表

欧涛说，武警部队点多面广，与地方党

委政府和人民群众联系多，如何让军

地红色资源相互借力、相互促进，是他

一直思考的课题。他建议，建立数字

化、网络化红色教育平台，整合军地红

色教育资源，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渠道

和覆盖面。

青海省两会代表委员热议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用红色文化培根铸魂

在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医院旁，有

一间人来人往的共用厨房，被大家称

为“离医院最近的家”。这间厨房名叫

“一二三爱心厨房”，病人家属可以来

此免费烹炒可口的饭菜。

洗菜、切菜、炒菜、煮饭……1 月

31 日 11 时许，“一二三爱心厨房”一片

忙碌。有为父母煲汤的儿女，有为妻

子掌勺的丈夫，也有为爷爷奶奶下厨

的孙女……不到半小时，已经有一二

十个人做好饭菜，开始送往病房。

“一二三爱心厨房”由退役军人杨

杰和母亲潘贵芳共同创办。谈起做这

件事的初衷，潘贵芳说：“因为自己曾

被帮助过，所以想把爱心传递下去。”

2016 年 7 月，古台村发生严重洪

涝灾害，潘贵芳不巧病倒。为了将她

及时送到医院救治，乡亲们用木板做

成简易担架，抬着她走了很长的山路，

还蹚过洪水。等到杨杰休假回家时，

潘贵芳将此事告诉了他，希望他有能

力时回馈社会，帮助他人。

杨杰将母亲的叮嘱牢记于心，在

部队服役时多次无偿献血。后来，受

“ 全 国 道 德 模 范 ”“ 感 动 中 国 2020 年

度人物”万佐成、熊庚香夫妻的影响，

杨 杰 萌 生 了 开 办“ 爱 心 厨 房 ”的 想

法。2023 年，杨杰服役期满后退役回

乡，和母亲商量，决定用退役费和家

里 的 积 蓄 ，在 涉 县 医 院 附 近 办 一 间

“爱心厨房”。

“一二三爱心厨房”约 75 平方米

大小，内设 6 个灶台，配有煤气灶、抽

油烟机、冰箱等厨具和家电，免费提

供水电气和食盐、味精等调味料。

“ 父亲患糖尿病，高盐高糖高油

的食物不能吃。我想为他做饭，可医

院没有场地，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二

三爱心厨房’。这里环境整洁、厨具卫

生 ，能 看 出 这 对 母 子 是 在 用 心 做 善

事。”病人家属申晓妹说。

爱是相互的。经营“爱心厨房”的

这几个月间，杨杰也遇到了许多让他

感动的人和事。“有一位老奶奶在住院

期间每天只煮青菜吃，临近出院了，突

然买了很多火锅食材。我问她这是为

什么？她说是为了感谢母亲和我这段

时间的帮助，专门做给我们吃的。”“还

有一天晚上快要关门的时候，有个病

人家属塞给我一个梨就走了……”

“爱心厨房”本来有固定开放时

间，可是一段时间后，潘贵芳发现病人

的 情 况 不 一 样 ，就 餐 的 时 间 也 不 一

样。后来，即便有人半夜敲门要来做

饭，他们也会起床开门。潘贵芳说：

“马上春节了，考虑到有些病人要在医

院过年，我决定不休息了，就在厨房

‘值班’，好让病人和家属能吃上一碗

热腾腾的饺子。”

杨杰母子创办“爱心厨房”的事

情很快在涉县这座小城传开。许多

企业和热心人士也加入到献爱心行

列。“我和母亲将收到的每一笔捐赠

物资都登记造册，无偿提供给前来做

饭的病人家属们。”杨杰说，“爱心厨

房”虽小，却充满烟火气，充满人间真

情与温暖。

上图：退役军人杨杰和母亲潘贵

芳在“一二三爱心厨房”内。

马小琨摄

退役军人杨杰和母亲潘贵芳在医院旁开办“爱心厨房”，免
费供病人家属做饭使用——

烟火气蕴满人间爱
■谢士龙 马小琨

一场大雪过后，贵州省毕节市七

星关区银装素裹。夜幕降临，城区街

道两边的大红灯笼陆续点亮，与远处

的万家灯火交相辉映。

“嫂子，知道您白天忙，我们特地在

晚上过来看您。这些慰问品是党委、政

府的一点心意，您收下。”1月 25日 18时

许，该区军地慰问团成员来到现役军人

杨建军家中，看望慰问军属张静梅。

张 静 梅 热 情 招 呼 慰 问 团 成 员 进

屋，并沏上热茶。一阵寒暄过后，她拿

出手机与丈夫连线视频。“建军，你看，

区里派人到咱家慰问，带来了粮油和

春联……”借着张静梅的手机镜头，慰

问团成员和杨建军打了招呼。“我常常

带队去慰问战友。没想到，这一次竟

然被慰问。”杨建军的一番话，引得视

频两端笑成一片。

七星关区是全国著名革命老区，

素有崇军尚武传统，每年有数百名优

秀 青 年 应 征 入 伍 。 目 前 ，该 区 共 有

2600 多户现役军人家庭。按照工作

计划，春节期间，各级要挨家挨户走访

一遍。

区人武部领导介绍，为保证把党

委、政府的关怀送到每一户军人家庭，

除了人武部和区双拥办外，乡镇、街

道、社区（村）也组建慰问团，分头展开

走访慰问。

送上慰问信，帮忙贴春联，为军属

戴上大红花……慰问团的到来让小坝

镇军属史开琴和丈夫喜出望外。老两

口腿脚不利索，往年贴春联都找邻里

帮忙。今年，正好赶上慰问团来了，大

家七手八脚帮老两口打扫房屋。

灯笼高高挂，春联对边贴，门楣之

上的“光荣之家”牌匾被擦得锃光发

亮。不一会儿，史开琴家的小院就被装

饰得福气盈盈、焕然一新。看着眼前这

一幕，性格开朗的史开琴不加掩饰地表

达喜悦之情：“怎么感觉今年的‘福’字

特别亮，哈哈……”众人闻声，也不禁

开怀大笑。

慰问团成员马不停蹄，又来到了

放珠镇军嫂韩粉的家中。这些年，韩

粉一人挑起家庭重担，倾力支持丈夫

周华在部队建功立业。去年，周华荣

立二等功。慰问团成员给韩粉戴上大

红花，并赞扬她对丈夫工作的支持。

听着听着，她红了眼圈。“一个人照顾

一家老小的确有些累，但周华干得好，

让我很欣慰。家里人不会拖他后腿，

他只管在部队好好干。”韩粉说。

红红火火的春节走访慰问活动，让

人们深刻感受到了“一人当兵、全家光

荣”。层台镇幸福村村民薛朝仲表示：

“好男儿从军报国，不仅是家庭的荣耀，

更是老区人民的骄傲。等大儿子大学

毕业时，我就动员他报名参军。”

七星关区征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韩磊介绍，截至 1 月 27 日，该区上半年

应征报名人数已超 1000 人，初检合格

的大学毕业生达 85%以上。

“军人保家卫国，无上荣光。”退役

军人、海子街镇树垮村党支部书记黎

军说，除了走访慰问，他们还将组织休

假在家的现役官兵及军属、退役军人

代表召开双拥座谈会，让大家共叙家

国情、快乐过大年。

左上图：慰问团成员帮史开琴家

贴春联，并用手机和她的儿子视频连

线。 张忠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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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人武部联合济南第八离职干部休养所到帮扶村开展共建活动。图为干休所医护人员

为群众义诊。 李树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