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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师清阳、郭峰报道：“优抚

部门给您申请了伤残军人医疗补助金，

今 天 给 您 送 来 ，祝 您 安 心 养 病 早 日 康

复 ……”日前，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

武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一行人来

到市中心医院，看望慰问住院的抗美援

朝老兵王殿义，把医疗补助金送到他手

中。这是该区军地联合开展“情系强军·

心中有你”关爱行动的一个镜头。

“做好新时代拥军优属和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工作，既要不折不扣落实好党

和政府的优待政策，更要精准掌握每一

名优抚对象的情况底数。”海州区区委领

导介绍，近年来，该区针对辖区内现役军

人军属、分散供养人员、参战伤残老兵、

特困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的实际情况，

指定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联合区

民政局、人社局等部门，开展“情系强军·

心中有你”关爱行动。

关爱行动包括以下 4 个方面内容：

搭建“找到你”平台，采取“大数据比对+

铁脚板摸排+智能化分析”的形式，全面

摸排驻军部队和海州籍现役军人、随军

家属、优抚对象等各类人员情况，一人一

策，建档立卡；开展“引导你”行动，领导

干部包片走访涉军家庭，送政策、送物

资、送温暖，从“群众找我办”向“我为群

众主动办”转变；实施“救助你”工程，针

对医疗、住房、就业、维权等方面的需求，

建立长效帮扶机制；给予“服务你”回馈，

拓展拥军载体，延伸服务触角，推出“惠

军企业”“拥军门店”“利军实业”签约活

动，激发群众拥军优属热情。

辖区韩家店镇退役军人张志军，因

伤残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生活较为困难，

镇领导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

动为他家办理了低保手续，申请了大病

补助待遇。家住和平街道的退役士兵王

景阳，刚刚到家后，街道副主任就给他送

来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招录事业单位政

策指南，手把手指导他报考备考，退役第

二年，王景阳顺利考取区民政服务中心

事业编岗位。

据区委领导介绍，自从去年下半年

实施涉军家庭困难救助行动以来，军地

相关部门先后解决了 4 户军人家庭的实

际困难，给 3 名大病军人家庭申请医疗

补助资金，为 6 户困难退役军人家庭发

放专项补助资金，帮助参战军人和军烈

属解决生活困难 23 件。今年年初，他们

吸纳 21 家民营单位加入拥军平台，优待

内容涵盖就业、消费、出行等方面。

本报讯 陈钰、张良胜报道：“我是

来自荔溪乡的一名退役军人，现在在广

东佛山务工，主要从事家具设计工作，想

回家创业，请问家乡对退役军人创业有

什么政策支持吗？”近日，自湖南省沅陵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人武部开展

“万条短信递真情”活动以来，陆陆续续

收到回信。

“前段时间，正值春季退伍季，前来

人武部报到登记的退役军人中很多人

问到优待政策。”县人武部政治工作科

干事向杰介绍，为了帮助全县退役军人

更好地了解家乡的优待政策，该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联合县人武部一同开展“万

条短信递真情”活动，向全县 13300 多名

退役军人分别发送一条短信，内容为县

乡两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人员联

系方式。

短 信 发 出 后 ，回 信 和 来 电 接 连 不

断，有的想了解退役军人帮扶、待遇等

相关政策，有的想了解具体事项办理流

程，有的则提出了工作上的建议。笔者

了解到，针对短信和电话中反映的不同

问题，他们分门别类给予回应。对政策

咨询，能解答的立即解答，需要展开回

答的转给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各业务股

室；对需要接受帮扶的困难人员，通知

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进行上门走访，核

实情况后依照政策给予帮扶；对工作的

建议或投诉，工作人员会将其记录并移

送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股，通过每月的

办公例会对收集的建议进行交流讨论

并予以回复。

“等拿到创培证后，我就能申请免息

贷款了，还可以享受免税政策。”来自七

甲坪镇的李昆幸运地搭上了县里退役军

人创业培训的“班车”。2021 年退役后，

李昆南下广州务工，最近萌生了回乡创

业的想法，但苦于对政策不了解。得到

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分管负责人的联系

方式后，李昆进行电话咨询。不久，退役

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前往李昆家中进行

走访，结合实际情况帮助他制订了详细

的创业计划。

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安置股

工作人员张勇介绍，“万条短信递真情”

活动已纳入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日常

工作，为更多退役军人提供及时帮助。

截至目前，他们累计接收 700 余人次的

短信及电话咨询，为退役军人解决实际

问题 40 余项。

情暖老兵 枝叶关情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启动优待对象关爱行动
○湖南省沅陵县军地携手为退役军人解决难题

本报讯 张爱峰、张红中报道：“没

想到家门口就有咱老兵专属的健康服

务站，真是太方便了！”6 月 5 日，陕西省

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街道退役军人聂

任鑫来到该街道退役军人健康服务站

问诊，享受便捷医疗服务。

5 月 31 日，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街

道退役军人健康服务站挂牌成立，这也

是西安市首家在街道设立的退役军人

健康服务站。

“辖区目前有 5000 余名退役军人，

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较高，如何做好他

们的健康服务工作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

问题。健康服务站的揭牌，是我们的具

体探索。”韩森寨街道工作人员张静介

绍，该服务站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

进西北大学第一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为

退役军人提供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

该服务站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

庭医生团队为主力，邀请三甲医院医生

定期坐诊，退役军人可享受优先咨询、

优先挂号、优先就诊等服务；每年为 65

岁以上退役军人安排 1 次免费体检，对

于行动不便的退役军人提供上门服务；

针对伤残退役军人提供个性化康复指

导，对需要转诊的退役军人开通西北大

学第一医院专属“绿色通道”。“我们同

时也为军人军属、基干民兵提供专属服

务，让他们在体检、挂号、治疗等方面享

受优待。”张静说。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

设立街道退役军人健康服务站

“这是我设计制作的新型轻量化战

术背心，具有轻便、枪带调节快、防红阻

燃等特点……”走进重庆交通大学机电

与车辆工程学院实验室，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大二学生黄彦钧向记

者介绍自己的研发成果。

出 生 于 2004 年 的 黄 彦 钧 刚 满 20

岁 ，参 与 过 4 个 国 家 级 重 点 项 目 的 研

发，拥有个人专利 2 项。前不久，黄彦

钧作为战术装备研发人员，参加了第十

二届中国指挥控制大会暨第九届中国

（北京）军事智能技术装备博览会，展示

了自己研制的军事战术装备。会展结

束后，第二天上午 8 点，黄彦钧就赶回

学校，准时坐在教室里上课。将这一经

历以短视频的方式剪辑上传到网络后，

黄彦钧随着“00 后学生自制战术装备”

的词条上了短视频平台热搜榜。在评

论区，网友调侃：“你永远不知道，和你

一起上‘早八’的瞌睡虫，有可能是刚从

会展赶回来的‘武器大师’。”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尤其是一

些科幻片，看着那些先进的机器装备，

就想着以后自己能不能做出来。”黄彦

钧告诉记者，出于好奇，他初中时便去

废品收购站拆电路板研究，尝试制作各

种电子产品。读初中时，创新课老师张

志荣发现了他的特长，推荐他参加各类

科技竞赛。后来，黄彦钧相继获得全国

青少年科学素养大赛一等奖、第十六届

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重庆市评选活

动金奖等，并入围重庆市青少年创新人

才培养雏鹰计划。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进入

大学，黄彦钧除了完成学校的课程外，

还自学了机器人学、电机学等专业知

识，设计并制作了穿戴式下肢外骨骼

辅助行走机器人，申请了实用新型专

利。“我从小就非常敬佩钱学森和邓稼

先，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利用自

己 的 专 业 特 长 ，为 国 防 建 设 出 一 份

力。”黄彦钧说。

作为研发者，黄彦钧将自己的装备

成品及制作过程短视频发布在网络平

台，收获了一大批“粉丝”。其中有一条

内容为“兽装控制器”研发与展示的短

视频，让他火出了圈。记者在实验室看

到，“兽装控制器”的成品以狼、虎等动

物形象为设计原型，形似头套，不仅眼

睛能跟随目标的移动而移动，耳朵也能

根据声音作出相应反应。据了解，这套

“兽装控制器”从绘画建模到设计处理

器主板，都是黄彦钧独立完成的，外形

酷炫且科技感十足。“研制过程中，我主

要运用脑电波抓取算法完成生物仿生

学眨眼，搭载了目标识别与视觉系统，

头套里还装有换气系统，让人穿上也能

行动自如。”说起自己的得意之作，黄彦

钧滔滔不绝。

“去年大二刚开学不久，我妈还发

消息劝我，要搞懂自己的主业是什么。”

黄彦钧说，今年 4 月，他以某单位战术

装备研发人员的身份赴某训练基地，参

加国防军事频道节目录制。节目播出

后，黄彦钧的父母意识到儿子并不是不

务正业，便鼓励他“坚守初心，为保卫国

家贡献力量”。

“为了自己的热爱，我知道自己执

着地付出了多少努力。放眼荆棘磐石

之外，轻舟已过万重山。”前几天，黄彦

钧又发布了一条短视频，并配上了这段

文字，“算是对自己的鼓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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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时节，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军地相关部门在江调圩长江水域组织防汛抢险综合训练，参训人员顺利完成快速集结、人员转移等课目。图为冲锋舟分队紧急出

动。 刘 斌摄

安徽省涡阳县

端午粽香满军营
本报讯 张纯洁报 道 ：端 午 节 前

夕 ，安 徽 省 涡 阳 县 人 武 部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组 织 该 县 相 关 企 事 业 单 位 开

展 以 纪 念 传 统 节 日 为 主 题 的 拥 军 系

列 活 动 。 他 们 走 进 武 警 涡 阳 中 队 ，

与 官 兵 一 起 包 粽 子 ，畅 谈 端 午 节 来

历 ，现 场 粽 香 弥 漫 ，不 时 传 出 阵 阵 欢

声笑语。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未雨绸缪防大汛
本报讯 姜烈强、米志涛报道：日

前，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人武部联合

区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

展实战化防汛应急训练。他们重点训

练应急处置研判、受灾群众转移、就近

取土垒坝等课目，检验了军地指挥协

调、物资保障能力，并对防汛应急预案

进行完善。

6月 7日，贵州省台江县人武部组织民兵为高考服务保障。 田茹瑛摄

一件件刻满岁月痕迹的农具、一枚

枚见证时代变迁的纪念章、一张张寄托

祖辈美好期盼的年画……盛夏时节，笔

者走进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符离镇沈

圩村民俗文化馆，映入眼帘的老物件，

让人仿佛穿越时空。

正值周末，游人如织。民俗文化馆

馆长沈四辈既当管理员又当讲解员，忙

得不亦乐乎。“我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

见 证 了 我 们 村 发 生 的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退役军人，我

要利用好这个民俗文化展陈馆，讲好民

俗文化故事，帮父老乡亲们提振精气

神。”沈四辈爽朗地说。

在村民眼里，沈四辈的经历颇为

“传奇”。今年 44 岁的沈四辈，1997 年

参军入伍，1999 年退役。退役返乡后，

他凭借自己在部队练就的驾驶技术，一

开始在宿州市区跑出租，后来又经营汽

车租赁业务。10 多年的时间，沈四辈

的公司规模逐渐扩大，他也成了当地小

有名气的致富能人。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我

出生时，太爷爷给我起这个名字，就是

希望我踏踏实实做人，把沈家的优良

传统一辈辈传下去。”沈四辈介绍，他

所在的沈圩村，依靠河滩栽果树、发展

大棚蔬菜种植、开发水塘、建设生态园

等，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跻身埇桥

区第一批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相继

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省

级旅游示范村等。沈四辈认为，和美

的乡村更应该注重乡土文化建设和传

承，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

一次，沈四辈在爷爷住过的老宅

里，找到了不少“老物件”。这些不同

时期的瓶瓶罐罐，记录着沈氏家族祖

祖辈辈的生活轨迹。自此，一个念头

在他心中萌生——建造一所民俗文化

馆 。 起 初 ，对 于 沈 四 辈 的 这 个 想 法 ，

家人们大多投了“反对票”，但他依然

坚持。2013 年至 2019 年，在村“两委”

的 支 持 下 ，沈 四 辈 自 掏 腰 包 ，建 成 一

座 占 地 1000 多 平 方 米 的 民 俗 文 化

馆。为了丰富馆藏，收集更多具有皖

北农村乡土味的老物件，他跑遍了附

近的十里八乡。

“即便是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品或

农 具 ，都 是 历 史 的 见 证 。 有 时 候 ，在

大山深处一座不起眼的村庄，能‘淘’

到意想不到的好东西。”沈四辈回忆，

有一次，他在顺河乡发现一个造型独

特的石磨，是村集体“办食堂”时留下

的 ，他 如 获 至 宝 ，花 高 价 买 了 下 来 。

2021 年的一天，听说 10 多公里外的梅

庵村部分农户准备拆迁，他一大早就

跑 到 梅 庵 村 ，将 村 民 打 算 扔 掉 的 马

灯 、木 轮 推 车 等 收 集 起 来 ，装 了 满 满

一卡车带回去。对于第一代解放牌汽

车、东方红拖拉机等极具时代意义的

大 型 农 机 具 ，他 不 惜 花 费 重 金 购 置 。

“想当初，这台 20 世纪 70 年代的‘铁牛

55’型拖拉机还是我自己开进来的。”

在民俗文化馆广场上，沈四辈指着一

辆 红 彤 彤 的“ 大 铁 牛 ”说 道 。 每 当 讲

起这里的老物件以及背后的故事，沈

四辈滔滔不绝。

经过几年发展，沈圩村民俗文化

馆初具规模。该馆现有藏品万余件，

分为红色文化、生产农具、生活用品等

几个部分，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皖北

劳动人民生产生活风貌。馆内定期组

织民俗演出，皖北花鼓戏、舞龙等节目

相继登台亮相。自民俗文化馆建成以

来，沈四辈坚持免费面向社会开放，接

待各地参观群众，这里也成为寻根文

化的生动课堂。每逢节假日，不少村

民以及游客前来参观“打卡”。“民俗文

化馆的建成，不仅让村民们休闲有了

好去处，也带动了村里的文旅产业发

展。”谈及沈四辈的民俗文化馆，村干

部杨晓梅赞不绝口。

“这里的每个老物件，都是曾经陪

伴人们走过时光岁月的‘老朋友’。它

们来自民间，也属于民间，为了让它们

一直传承下去，我愿意贡献自己的绵薄

之力。”沈四辈说。

左上图：沈四辈展示收藏的年画。

曹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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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亲们记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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