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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辽宁省阜新市人民大街双拥

主题公园人来人往。去年，阜新市将辽

宁工程技术大学的双拥文化长廊迁移

改造，在繁华的人民大街打造双拥主题

公园。记录拥军优属活动的图片、展现

军民鱼水深情的书画，引得路人纷纷驻

足观看。

2022 年，阜新市军地联合出台《关

于深入推进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职

业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

施》旨在建立军人“入伍前、服役中、退

役后”全链条、全方位的尊崇优待体系，

围绕官兵成长成才、随军家属就业、军

人子女入学入托、退役军人培训就业、

退役军人抚恤优待等，出台 23 条具体拥

军措施。《措施》落地两周年之际，记者

来到这座城市，探寻新时代全链条尊崇

优待体系带来的新变化。

应征青年眼中——

“双拥街”上受优待

正值大学生毕业季，在位于阜新市

的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征兵宣讲会现场，

有志携笔从戎的大学生排起了长队。

“《措施》实施两年来，大学生入伍

积极性越来越高。”阜新军分区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每到征兵季和毕业季，学校都会举

行征兵宣讲会。去年底，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大四学生张亮就是在参加征兵宣

讲会后报名参军。“我从小就读少年军

校，早就有当兵的想法。”张亮说，“现在

政策这么好，是参军的好时代。”

“1992 年，阜新挂牌了第一所少年

军校，后来还成立‘阜新市国防教育讲

师团’开展巡回宣讲，现在已实现全市

177 所大中小学全覆盖。”阜新市清河门

区人武部政委介绍，“这些年来，少年军

校走出了很多入伍青年。”

距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不远的阜

新市海州区前进路中段“双拥一条街”，

是大学生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这里有

餐饮、超市、茶馆、旅店等门市，放眼望

去，一半以上店铺门口的醒目位置都悬

挂“拥军门店”标识。今年初，前进路新

增“拥军门店”21 家，拥军商户组成“荣

军商业联盟”，现役、退役军人及“三属”

持优待证可享受专属优惠服务。

“以前周末我经常和同学们来‘双

拥一条街’聚餐，很多店铺对军人军属

有优惠，我们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很光荣

的事。”张亮说。校园内外浓郁的拥军

氛围，让张亮参军的决心愈加坚定。今

年 3 月，张亮如愿步入军营。

这两年，阜新市大学生入伍士兵比

例一直在 95%以上，大学毕业生占比较

《措施》出台前提高 30%。

部队官兵眼中——

地方医院也温馨

“谢谢您，救了我母亲！”5 月下旬，

一名身着军装的战士手捧鲜花，走进阜

新市第二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王阳的办

公室，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就在不久前，这名阜新籍战士小李

的母亲突发心梗，家人紧急将老人送到

医院。当时，小李正在部队执行任务，

无法赶回。

“当我们得知老人是军属后，为她

开通了绿色通道。”王阳告诉记者。在

医护人员的努力下，老人因抢救及时，

转危为安。

因阜新市内无部队体系医院，为方

便军人军属就医，今年初，市委、市政府

和军分区牵头，与阜新市 4 家医院签订

一揽子合作协议：发放就医保障卡，军

人军属可以先诊疗、后付费；开通远程

诊疗系统，解决紧急情况下官兵无法及

时到医院就诊的难题；组织专业医疗团

队前往部队开展义诊、急救技能培训，

为官兵提供精准高效的医疗服务。

“以前看病，官兵经常得坐火车去

朝阳甚至沈阳，到了体系医院匆忙开点

药就返回。现在能在市内医院看病，方

便多了。”一名驻军部队军医说。

既为军人家属保障健康，也为军人

子女保障教育。在军地多部门合力推

动下，《措施》对军人子女随迁转学、优

先择校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好政策就是无声动员。2023 年，阜

新籍官兵和文职人员立功受奖人数达

478 人次，比 2022 年增加 109 人次。《措

施》出台后，全市还统一提高军人家庭

慰问金标准，并于“八一”前夕在地方主

要媒体刊发阜新籍立功受奖军人名单。

退役军人眼中——

就业创业更便捷

“今天提供的新能源企业相关岗位，

大家有感兴趣的吗？”6月 6日，由阜新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科工作人员李

思明担任主播的直播间热闹非凡。

线上线下一体联动。5 月 25 日，阜

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的辽西区域

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专项行动启动仪式

暨专场招聘活动刚刚落下帷幕。

此次活动惠及阜新、锦州、朝阳、盘

锦、葫芦岛等五市的退役军人。今年退

役的陆军某边防旅二级上士何龙穿梭

于 各 个 展 位 之 间 ，不 时 向 工 作 人 员 咨

询。何龙在部队服役期间主要负责营

房维护和汽车修理，是个修理能手。退

役后，他想找份专业对口的工作。

“我希望能尽快转换身份、融入社

会。”何龙说。结合何龙的特长和意愿，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退役士兵培训学校

工作人员现场为他推荐了几个岗位，最

终何龙与本市一家汽车修理公司顺利

签约。

退役军人的今天，就是现役军人的

明天。《措施》出台后，为提高转业军官

安置质量，阜新市从 2023 年开始按照二

比一的比例设置安置岗位，并根据待安

置军官的专业背景、在部队任职情况设

岗选岗，进一步拓展安置范围。

转业军官何春龙刚回到阜新，一度

有些担心安置去向。有了《措施》明确

的新政策，何春龙选择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继续为战友们服务，对新岗位十分

满意。

阜新市曾 5 次被命名为“全国双拥

模范城”。《措施》出台两年来，阜新市军

地同心协力，不断扩大双拥“朋友圈”，

绘好军民“同心圆”。

图①：辽宁省阜新市退役军人金融

服务驿站工作人员为退役军人介绍金

融优待政策。 李郡丰摄

图②：2024 年 5 月，阜新市地方媒

体刊登 2023 年阜新籍立功受奖军人名

单。 李郡丰摄

图③：阜新市地方医院的拥军优属

病房标识。 李 放摄

图④：2024 年辽西区域退役军人专

场招聘会宣传海报。 李 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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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崇 常 伴 军 旅 路
—辽宁省阜新市军地合力打造“尊崇优待体系”的新闻调查

■刘魁毅 肖建勇 本报记者 刘宝瑞

5 月下旬，得知休假申请获批后，

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执勤一大队

教导员杨煜去了趟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白杨坪镇洞下槽村的茶厂，打

算给爱喝茶的父亲买些“恩施玉露”

带回去。

茶 产 业 是 恩 施 州 的 支 柱 产 业 之

一 。 曾 经 ，由 于 交 通 闭 塞 、资 源 短

缺 ，恩 施 州 是 脱 贫 攻 坚 战 中 一 块 难

啃的“硬骨头”。2019 年 4 月，杨煜到

支 队 机 关 任 宣 传 保 卫 股 股 长 ，同 时

具体负责支队与洞下槽村的结对帮

扶工作。

结对之初，支队就发现洞下槽村

的土壤和气候很适合发展茶产业，但

由于当时没有规范的采茶技术和制茶

工艺，再加上缺少固定的销售渠道，产

业发展落后。

“要想通过茶产业增加村民收入，

关键是改进种茶采茶制茶工艺和打开

销路。”杨煜邀请当地专业人员为洞下

槽村群众现场讲授种植、采摘、制作等

关键技术操作流程，并分批组织十几

名村民赴建始县马坡村茶产业基地学

习茶叶种植经验。

如今，走进洞下槽村的茶厂，炒锅

里新采的茶叶色泽苍翠，散发独特的

“海藻香”。“恩施玉露”打响了品牌，销

往全国各地，村民的收入水平大幅提

升。目前，洞下槽村兴办茶园 1.1 万

亩，产值超过千万元，成了省级茶业专

业村。

万亩茶园，不仅为村民带来致富

的好前景，也改善了乡村风貌。近年

来，洞下槽村积极推动农旅融合，依托

田园综合体项目，探索“村企共建、民

企共赢、产业融合、以农养农”的农旅

发展模式，开展零碳村试点，美丽乡村

建设成效显著。今年 3 月，洞下槽村

村民委员会荣获第七届湖北省环境保

护政府奖先进集体奖。

在 洞 下 槽 村 一 排 排 依 山 新 建 的

土家吊脚楼前，一条 7 公里长的通村

道 路 干 净 整 洁 ，村 民 亲 切 地 称 它 为

“军民连心路”。这里曾是一条泥泞

不堪的土路，是恩施支队投资修建新

路，结束了乡亲们走机耕路、蹚泥巴

水、过危险桥的出行历史。近年来，

支队官兵多次参与驻地防汛抗洪、抢

险救灾任务。

鄂西林海深处，世界高坝之上，一

片血浓于水的“祖孙情”，温暖着当地

少数民族群众的心。

“奶奶，我马上就要退役了，不能

经常来看您了。以后，就由我的战友

来照顾您。”今年 2 月底，支队执勤一

大队某中队即将退役的上等兵李意来

到驻地一所福利院，拉着土家族老人

谭凤玲的手，与刚下连的列兵李闰卿

进行爱心交接。

谭凤玲年届八旬，已在福利院生

活了 10 个年头。每逢周末和节假日，

中队官兵都会抽空到福利院为谭凤玲

等孤寡老人洗衣服、打扫卫生，陪老人

们聊天。

“我们中队与福利院隔江相望，院

里像谭凤玲这样的少数民族孤寡老人

有 80 多 位 。”中 队 指 导 员 罗 军 介 绍 ，

2015 年起，中队官兵与福利院少数民

族孤寡老人结对帮扶。每当老兵退役

之际，都会在福利院进行爱心交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真情守

望熔铸民族团结。“橄榄绿”融入苗乡

林海，温暖各族群众，助力土苗山乡走

上新时代的振兴路。

图①：武警恩施支队建始中队官

兵邀请拥军模范周宗杰参观中队荣

誉室。

凡少鹏摄

图②：武警恩施支队某中队邀请

驻地民族小学学生参加部队开放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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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湖北总队恩施
支队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

来，坚持与驻地土家、苗、侗等 20
余个少数民族群众深入开展军
民共建活动。支队成立理论宣
讲服务队，定期深入村（社区）宣
讲党的创新理论。支队协助帮
扶村——白杨坪镇洞下槽村成
立“龙赶湖农旅产业”合作社，助
力洞下槽村成为湖北省美丽宜
居乡村示范村。2024 年 1月，该
支队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单位。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巡礼

鱼水新篇

双拥故事

春节前夕，村委会成员慰问军属并为他们贴上春联。 何春晖摄

夏日清晨，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

半山村 78 岁的退伍老兵陈孟明吃过早

饭，便拿出一块干净抹布，细细擦拭身

旁的玻璃门木柜。“这里面装着他的宝

贝。”陈孟明的妻子笑着说。

妻子口中的“宝贝”，是 61副拥军春

联，有的已经褪色，有的有些破损，或多

或少残留着胶水的痕迹，但都整齐地叠

放在柜中。这是陈孟明从 1963 年参军

至今收到的春节慰问品，从最初的“新

春光荣联”到后来的“新春幸福联”，每

一副都饱含深情。

陈孟明告诉笔者，每年春节前夕，

村干部都要走访慰问军人军属和退役

军人，为他们送慰问品、贴春联。“说实

话，这些春联我是舍不得贴的，所以每

年一过正月十五，我就把春联揭下来收

好。后来年纪大了，就让儿子帮我揭。

那小子毛手毛脚的，有一回，不小心弄

坏了，我心疼了好久。”陈孟明笑着说，

“在我们半山村，不管是现役还是退役，

都有这个‘待遇’。”

半山村的拥军传统，始自 71年前的

那个春天。 1953 年，村民陈德翰响应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报名参

军。出发时，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胸戴

大红花的陈德翰入伍。

不久后，陈德翰随部队奔赴抗美援

朝战场。家里青壮劳力参军报国，淳朴

的村民总会搭把手，帮陈德翰家人干些

农活。他家有了什么困难，村干部招呼

一声，全村人都赶来帮忙。那年春节，

村干部担心陈家人过节冷清，商议过年

前去看望慰问陈德翰父母。

上世纪 50年代物资匮乏，半山村村

民生活拮据，但村干部每年坚持凑钱买

来白糖、冰糖和橘饼等慰问品和春联慰

问军人军属。大家还约定：以后逢年过

节，都要走访慰问军人军属。

岁月更迭，时光流转。每逢重要节

日、官兵立功受奖，村干部都会到军属

家里走访，慰问对象也从军属拓展到退

役军人。而几十年始终不变的，是每年

春 节 为“ 光 荣 之 家 ”贴 上 的“ 拥 军 春

联”。拥军优属不仅成为村里的传统，

还被郑重写入村规。

“儿子，今天村干部来咱家慰问，我

才知道你在部队立了功，妈妈真的很开

心……”5月下旬，半山村村民王素珍拨

通正在陆军某部服役的儿子陈兴刚的

电话。

陈兴刚 2021年参军入伍，在前不久

的比武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荣立三等

功。得知消息后，村委会第一时间组织

人员到陈兴刚家中慰问报喜。

“我们村是名副其实的‘国防村’。”

村党支部书记陈延红告诉笔者，半山村

以畲族和汉族人口为主，这几年先后有

35名青年参军入伍。

浓厚的拥军氛围，也吸引越来越多

退役军人回村创业，反哺家乡。陈孟明

退役后，回到家乡创建香榧基地，这些

年效益颇好。

“每年过年看着村干部来贴春联，

都还能想起当年在部队的时光，又激动

又自豪。”陈孟明说，“我把这些春联收

藏起来，就收藏了这么多年家乡对军人

说不尽的关怀。”

61副春联里的拥军情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半山村 71 载传承爱国拥军传统

■柳丽娟 王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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