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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如才、张卫忠报道：“民

警同志，我是民兵网格员，我发现有一可

疑分子和前段时间通报的嫌犯体貌特征

相似，请速派员支援……”近日，山东省

德州市古玩城属地警格民警接到警情

后，迅速出动，在 2 名巡逻民兵协助下，

将准备行窃的犯罪嫌疑人抓获。“从嫌疑

人首次作案到被抓获，不到两个星期，民

兵网格员功不可没！”在派出所，办案民

警对民兵竖起大拇指。

在德州市，民兵网格员协助民警加

强基层社会治理，促进区域和谐稳定的

联动协作机制日渐成熟。

德州市划分的每个网格中大约有社

区居民 1000 人。近年来，城区流动人口

增多，社区一线人少事多的矛盾突出，基

层社会治理压力增大。

着眼基层治理面临的新情况，2023

年，德州市在总结以往网格化管理经验

基础上，将民兵“一班进一格”作为破解

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突破点。即在每个

网格配备 1 名专职网格员，每个警格配

备 4 名民（辅）警的基础上，在每个网格

组建一个 5 至 8 人左右的民兵基层社会

治理班。日常，民兵在专职网格员带领

下参与文明创建、调解矛盾纠纷、开展安

全巡查等工作，并协助辅警巡逻执法、维

护社会治安。

3 月中旬，德兴路一家饭店店主与

租户因房屋使用权、房租等问题发生纠

纷，民兵网格员张辉了解情况后，主动担

任调解员。经过一个多小时调解，双方

达成协议。“原本可能要报案解决的事，

经过民兵网格员调解很快化解，不仅节

省了警力，也避免了矛盾升级。”谈及民

兵的作用发挥，德州市德城区领导说，把

民兵嵌入网格、警格后，基层警务工作触

角向外延伸，大大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

成效。

山东省德州市探索组建民兵基层社会治理班

民兵网格员赋能基层治理

车轮滚滚，踊跃支前。

4 月底，安徽省淮北市军供站“小

推车”支前突击队开展跨省域野外伴

随保障。两小时内，他们利用野战给

养单元制作完成 200 份餐食，并在相关

部门协同配合下，使用专用保温车将

餐食跨省运送至江苏某地演训场。

“小推车”是安徽军供系统为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致力打造的

军供品牌。江淮大地曾是淮海战役的

主战场，为淮海战役胜利作出不可磨

灭贡献的“小推车”，是安徽人民拥军

支前的光荣传统和前进动力。

如今，支前“小推车”推进了新时

代。去年底，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

委后勤保障部等军地 12 部门联合出台

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军供站建设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军供服

务保障提出新要求。

为更好服务部队备战打仗，该省

军地发挥双拥优势，展开新时代军供

站建设发展探索实践，跨区域保障便

是探索之一。

2023 年夏季，陆军某部在皖北驻

训数月，由于驻训时间长、任务量大、任

务类型多，对军供保障能力提出考验。

为确保部队完成好驻训任务，安

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某军代室，

整合皖北 5 市军供资源力量，通过省域

军供站联动周边站点，出色完成保障

任务，并以此次任务为牵引开辟跨区

域联动保障新路径。

该部官兵点赞道：“驻训期间，不

仅每天都能吃上可口的饭菜，还有定

期理发、卫生防疫、心理疏导、物资代

购等服务，大家充分感受到新时代‘小

推车’的力度和温度。”

“ 跨 区 域 联 动 保 障 也 需 因 地 制

宜。”安徽军供站负责人许宏杰介绍，

安徽南北地理环境和地区经济发展差

异大，各地军供站建设水平参差不齐，

他们在行政区划基础上，采取以点带

面、以强带弱、片区联动保障模式，构

建形成皖北、皖中、皖南 3 个军供保障

网络，打造“相互支援、优势互补、一体

保障”的野战军供站保障模式。

整体力量大于部分力量之和。蚌

埠军供站副站长陈雪感到，在皖北片

区开展跨区域联动保障，不仅使片区

内军供站保障能力大幅提升，还为拓

展保障内容打开了新思路。

蚌 埠 是 全 国 性 综 合 交 通 枢 纽 城

市，多条铁路干线在此交会，是新兵运

输、过往部队中转的重要枢纽。近年

来，由于交通网络日益发达、铁路运输

效率逐步提升，该站保障任务量与日

俱增。为适应应急保障多样化需求，

他们将保障内容由单一的饮食保障向

休整住宿、医疗救护、物资代购、车辆

维修、燃料补给等多元服务拓展。

“拓展保障内容需要发挥融合优

势。”许宏杰介绍，目前全省军供站工

作 人 员 数 量 有 限 ，自 身 保 障 能 力 有

限。为突破发展局限，各地党委政府

将 军 供 站 建 设 发 展 纳 入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规 划 ，整 合 军 地 优 质 资 源 ，扩 容 军

供体系。

去年 6 月，滁州军分区联合驻军部

队开展为期一周的演练活动，由滁州

军供站协同饮食保障、医疗救护及道

路 抢 修 等 多 支 民 兵 分 队 提 供 服 务 保

障，拓展了新时代军供站的服务保障

能力。

滁州军供站领导介绍，为提升支

前能力，该站正着手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 ，建 成 后 用 餐 和 住 宿 保 障 能 力 提

升。该站还联合军分区与多家社会化

拥军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弥补自主保

障资源和力量不足问题。

引入社会化力量，保证安全是首

位。3 月中下旬，为确保新兵运输途中

饮食保障安全，铜陵军供站严格规范

采购、制作等工作流程。安徽省依托

铜 陵 军 供 站 制 定 的 军 供 餐 饮 服 务 规

范、站外送餐应急保障服务规范等 4 项

标准被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

布，为推进全省军供站标准化建设提

供了样本。

“开展标准化、规范化和信息化建

设，将有力推动全省军供站高质量发

展。”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高

峰介绍，军供站是国防动员力量的组

成部分，是军队后勤保障的延伸和补

充，安徽军民将不断加强新时代军供

站建设，以“小推车”精神奋进拥军支

前新征程。

安徽省发挥双拥优势推进新时代军供站建设发展—

江淮大地又见支前“小推车”
■叶笑松 娄 程 本报特约记者 蔡永连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4月 2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武部组织石家庄市红鹰小学师生代表走进空军某飞行学院，开展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图为师生代表聆听该飞行学院老一

代飞行员白秀岭讲述战斗故事。 舒龙伟摄

暮春时节，贵州省铜仁市文笔峰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清晨 6 点，天刚

蒙蒙亮，一位老兵拾级而上，向陵园深

处走去。庄严肃穆的碑群中，老兵熟

练地清扫落叶、擦拭墓碑、清理杂草、

修枝培土……

老兵名叫谢强，是铜仁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陵园管理科的一名工作人员，至

今已守护烈士陵园 33 年。

1990 年 ，谢 强 退 役 返 乡 。 次 年 3

月，铜仁市民政局开展烈士陵园修缮管

理和散葬烈士墓集中迁葬工作。得知

消息后，他主动申请守护烈士墓。不少

人以为，谢强是一时头脑发热，没想到

他一守就是 33 年。

“是什么支撑着您，在这里几十年

如一日地坚守？”记者问道。

“没有烈士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

活，守护他们，是我的荣幸，也是一个老

兵的责任。”谢强答道。

谢强告诉记者，过去的 33 年中，他

不是没有机会离开。“有好几次机会，

能够交流到其他单位的行政岗位。身

边的同事都劝我走，告诉我机会难得，

但我都拒绝了。”谢强说，长眠在这里

的 104 位烈士，大部分牺牲的时候都很

年轻，最小的不到 20 岁。守护的时间

越长，对烈士的感情就越深，他舍不得

离开。

要守好陵园并非易事。4 月的武

陵山腹地，一场风雨过后四处狼藉。经

过谢强一上午的忙碌，陵园里有了另一

番景象：路面平整干净，烈士墓碑一尘

不染、庄严肃穆。

然而，33 年前，谢强刚到陵园报到

时，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园区光秃秃一

片，交到谢强手中的，只有一份计划入

园安葬的烈士名单。谢强的第一项任

务就是和相关单位人员一起，将铜仁市

区周边散葬烈士墓迁入陵园。

墓迁来了，为优化陵园环境，谢强

从外地找来松苗运回陵园，然后一锹

一锹地在每座烈士墓旁挖出深坑，再

用箩筐从 8 公里外的地方挑来肥沃泥

土做基土，将松苗种下。“光是挖一个

种植坑，就需要至少一天时间，有时遇

上石头多的地方，两三天挖一个坑是

常有的事。”谢强回忆。

“守墓守的是心。英烈献出宝贵的

生命，我如果不清楚英烈的事迹，就是

对他们的不尊敬。”谢强告诉记者，近些

年，他愈发认识到，仅仅维护陵园卫生

是不够的，他要向群众讲述烈士故事，

弘扬烈士精神。

为讲好故事，谢强多次走访茶店、

桐木坪、城区北校场等烈士牺牲地，寻

访当年了解烈士牺牲过程的老人，整理

出烈士故事集并熟记于心。

有一年，一位烈属千里迢迢来到这

里祭奠。这名烈士留下的信息很少，连

家人也并不了解他牺牲的过程。谢强

主动为烈属讲述了自己了解掌握的烈

士事迹，烈属感动得当场落泪。

时光匆匆，当年种下的树苗已长成

大树，像一个个挺拔的哨兵，守护着烈

士英灵。从青春到花甲，如今 58 岁的

谢强依然默默地坚守在这里。在他心

中，陵园不仅是英烈的安息之地，也是

他无悔守护的精神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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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泽、马福祥报道 ：“您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暮春时节，

大江南北天气转暖，甘肃省临夏回族

自治州开通的“老兵热线”，热度也持

续上升。

为第一时间回应解决退役军人急

难愁盼问题，去年 10 月，临夏军分区与

临夏州退役军人事务局经过调研，决定

开通“老兵热线”，并抽调军分区、州退

役军人事务局的业务骨干，成立热线工

作小组。

热线安排经过业务培训、熟悉相关

政策法规的人员专门负责接听。接听

热线的工作人员对来电者反映的问题

进行登记和初步分类，能够直接解答的

问题及时回复；需转办的事项及时转

办；涉及多个部门单位的问题，热线工

作小组负责联系协调、妥善解决。

2 月初，“老兵热线”接到一位老兵

的求助电话。2021 年，这位老兵患上

重 病 。 几 年 来 ，他 四 处 求 医 ，负 债 累

累。今年初，他病情加重，医生建议马

上手术，可手术费用让他无力承担。抱

着试一试的想法，他拨通了“老兵热线”

寻求帮助。

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向热线

工作小组汇报。工作小组按照政策，对

接相关部门为该老兵申请医疗援助资

金，并联系当地医院，为其开辟绿色通

道，快速办理住院手续，顺利进行手术。

截至目前，“老兵热线”共接听各类

电话 396个，帮助解决社保转接、找寻战

友、法律咨询、就业推荐等问题 137 个，

开展上门走访慰问等活动 48场（次）。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开通热线服务老兵

4 月 25日，新疆拜城县老虎台乡组织民兵骑兵连开展技能训练，重点练

习骑马卧倒、马上站立等技能。 朱峻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