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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两天长江水位在下降，但

是我们必须按照防汛要求开展巡查，不

能有丝毫懈怠。”在长江湖北咸宁段赤

壁干堤 8 号哨所，哨长袁建平正在组织

防汛突击队员召开例会，安排部署防汛

工作。

在这条干堤上，一共有 19 个哨所，

8 号哨所外墙上，一块“退役军人哨所”

牌子格外醒目。驻守在哨所的 10 名防

汛突击队员都是赤壁市农业农村局的

退役军人，他们负责巡查 8 号哨所 1040

米堤岸线，包括 1998 年发生过崩岸的

老险段——窑咀险段。

自 6 月底以来，这 10 名退役军人就

把行李搬到哨所，吃住在大堤，24小时值

守。三伏酷暑，炎热难耐。他们不仅要

经受烈日暴雨的考验，还要忍受蚊虫叮

咬，但每个人都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笔者走进哨所看到，规章制度整齐

上墙，简易床铺上的被褥都被叠成“豆

腐块”，洗漱用品、餐具、行李全部整齐

摆放。防汛突击队员李少云介绍，哨所

采取半军事化管理，从内务整理到工作

作风，大家都按部队标准落实。

从海军某部退役的袁建平，今年

已 经 是 第 4 次 担 任 8 号 哨 所 哨 长 了 。

前段时间，听说局里要组建一支退役

军人防汛突击队，正在医院看病的袁

建平瞒着妻子第一个报名参加。“这段

长江干堤，我比较熟悉，是最适合的人

选。”袁建平说。

因防汛经验丰富，袁建平是 8 号哨

所公认的专家。他在向队友传授经验

的同时，还总结出一套防汛巡堤方法：

3 人一组，成排前进，一人查外坡，查探

有无浪眼、外崩；一人查堤顶，查看堤

顶及内外肩，有无跌窝、裂缝；一人查

大堤内坡及禁脚区，查验有无浸漏、滑

脱、管涌等。每逢下大雨，袁建平总是

带头上堤巡查。他说：“下雨天，尤其

是晚上情况复杂，我比你们有经验，还

是我上。”

在袁建平的带领下，防汛突击队员

风里来雨里去，发扬军人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的作风，坚守在长江干堤上。

从铁军部队退役的任作鹏，原本与妻子

商量好，暑假期间带着两个孩子去北京

天安门看升国旗仪式。防汛开始后，他

没有与妻子商量，就递交了参加防汛突

击队的申请书。最近几天，孩子与他视

频通话时总会问：“爸爸，你怎么还不回

来带我们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面对孩子的追问，任作鹏说：“这次

暑假去不了北京，寒假还可以去，但如

果长江大堤没人保护，千千万万个小朋

友就可能连家都回不了。”

从陆军某装甲部队退役的骆艳民，

满怀愧疚地把参加防汛突击队的消息

告诉正在住院的父亲骆训义时，得到了

父亲的大力支持。骆训义说：“这才是

一名老兵应有的样子，只有照顾好了大

家才会有幸福的小家。”防汛期间，骆艳

民一直坚守长江大堤，每天通过视频电

话向父亲问安。

“自古忠孝难两全，一家不圆万家

圆。”袁建平说，“灾情就是命令，在党和

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义无反顾冲在

第一线，保护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截至目前，长江咸宁段全线已经退

至警戒水位以下，咸宁市防汛应急响应

由三级调整为四级，10 名退役军人仍

然日夜坚守在 8 号哨所。

图①：8号哨所外貌。

图②：退役军人查探大堤险情。

李 欣摄

守卫长江湖北咸宁段赤壁干堤8号哨所，10名退役军人践行誓言—

“水不退，我不走”
■李 欣 秦俊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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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卓晗、唐廷磊报道：

前不久，一直为孩子治疗费焦虑的辽

宁省铁岭市基干民兵李士海，从铁岭

军分区领导手中接过一笔救助金。

这是该军分区建立基干民兵救助保

障机制后，发放的第一笔救助金。

前不久，正在该市民兵训练基地

参加封闭集训的李士海突然接到爱

人电话，说儿子出现头痛症状。而此

时，民兵备勤训练进入关键阶段，作

为教学骨干，李士海担心自己离开会

影响分队训练成绩，便让妻子带孩子

先到医院检查。

谁知，沈阳一家大医院初步诊断

为头部室管膜瘤，属恶性肿瘤，医生

建议到北京大医院住院治疗，治疗费

用高昂。突如其来的噩耗，让这个普

通家庭陷入困顿。李士海的爱人没

有工作，全家仅靠他一人的工资维持

生计，高昂的治疗费用让一家人一筹

莫展。

军分区领导得知情况后，第一时

间研究解决办法，一方面安排专人负

责跟进协调解决孩子治疗情况，另一

方面发动干部职工、文职人员、专武

干部及民兵捐款。

“基干民兵来自各行各业，生活

工作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为他

们 排 忧 解 难 是 我 们 的 应 尽 之 责 。”

该 军 分 区 党 委 一 班 人 决 定 建 立 一

项管长远的帮扶救助机制，解除基

干民兵后顾之忧。

经过深入调研，该军分区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统筹军地资源，利用社

会组织和企业的力量，建立“1+1+

N”救助机制。即在基干民兵及家人

遭遇重大变故需要救助时，先由军分

区、人武部给予帮扶，并协调地方党

委政府出面解决实际困难，同时发动

网络第三方平台以及地方企业开展

“筹款”“义捐”等活动。

与 此 同 时 ，他 们 结 合 军 分 区 年

初 开 展 的“ 铁 岭 雷 锋 兵 建 功 新 时

代”专题教育实践活动，建立民兵救

助专项基金，采取“个人申请、逐级

审核、公开公示、及时发放”的办法，

用于帮助遭遇困难需要经济救助的

基干民兵。

李 士 海 是 首 个 受 益 者 ，他 的 这

段经历让基干民兵实实在在感受到

组织的温暖，进一步激发了训练热

情 。 在 刚 刚 结 束 的 演 训 比 武 考 核

中，该市民兵先后有 9 人被评为“练

兵 比 武 优 胜 个 人 ”，1 人 被 评 为“ 四

会”教练员，4 项课目演练考核获得

全省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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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军同行

本报讯 程凯飞报道：专车接送、

专人讲解、陪同参观……7 月 29 日，安

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秋江街道 81 岁老兵

江习明，在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

员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中共沿江

中心县委纪念馆。

江习明是 20 世纪 70 年代带病回乡

的退役军人，曾在海军某部服役，现居

住在秋江敬老院。“八一”前夕，该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在走访慰问时了解到江

习明的一个心愿：想到附近的中共沿江

中心县委纪念馆看一看。于是，便有本

文开头一幕。

实现老兵心愿，是该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暖心服务孤老优抚对象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他们在关爱帮扶孤老优

抚对象过程中，着力在规范工作运行机

制上下功夫，努力实现“服务优”“机制

优”“保障优”目标。

该 局 联 合 相 关 部 门 ，积 极 完 善 工

作 机 制 ，加 强 部 门 协 同 、形 成 工 作 合

力 ，因 人 而 异 制 订 帮 扶 措 施 ，确 保 服

务 更 精 准 、更 有 温 度 ；动 员“ 红 耀 江

淮”“红色守护”等老兵志愿服务队及

其 他 社 会 团 体 、爱 心 企 业 等 社 会 力

量 ，加 入 关 爱 孤 老 优 抚 对 象 队 伍 ，从

走 访 慰 问 、志 愿 服 务 、精 神 关 怀 等 入

手 ，全 力 保 障 孤 老 优 抚 对 象“ 老 有 所

依、老有所乐”。

连日来，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已先

后走访慰问 30 余名孤老优抚对象，协

调解决涉及医疗救助、住房维修等 20

余个问题。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呵护孤老优抚对象晚年生活

凝聚多方力量 服务更有温度

本报讯 陈程孝、王旭东 报 道 ：

“没想到，在外驻训还能吃上这么好吃

的饺子。”前不久，笔者在无锡联勤保

障中心某部驻训点看到，一辆餐车驶

入野外训练场。随车而来的后勤保障

人员，迅速将数百份热食快餐分发给

参训官兵。

该中心供应处领导介绍，近年来，

他们通过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发挥军

供系统主渠道保供优势，固化军用食

品企业合同储备、应急转产机制，形成

从生产车间直达任务部队一站式保障

链路。

“ 我 前 出 任 务 部 队 携 带 的 单 兵 战

斗口粮消耗完毕，急需补充！”该中心

助理员接到任务态势通报后，立即通

过专线值班电话联系地方某食品公司

提出需求。该公司立即启动《饮食保

障专项方案》，按照应急保障流程，对

任务部队实施应急支援保障。

“我 点 牛 肉 炒 面 ”“巧 克 力 是 我 的

最爱”……前出部队执行完任务后，官

兵纷纷对照餐谱挑选战斗口粮。用餐

完毕后，大家结合任务实际对各类军

用食品的口味、功能、便携性等指标进

行评价，为今后制订战时餐谱提供数

据支撑。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蹚开野战化饮食保障新模式

依托地方企业 按需制订餐谱

黑龙江省鹤岗军分区

组织文职人员集训

本报讯 张海晨报道：连日来，黑龙

江省鹤岗军分区依托驻军某部，组织文

职人员封闭集训。他们分批次、分专业

安排文职人员全员参训，重点围绕基础

训练、应急应战业务等课目展开集中训

练，不断提高文职人员能力素质。

陆军某部

开展双拥共建活动
本报讯 石涛、周远冬报道：八一建

军节前夕，陆军某部与驻地政府、学校等

开展双拥共建活动。在军地双方共同举

办的“歌颂党恩 共话军民鱼水情”文艺

晚会中，10 余个反映“军爱民、民拥军”

的文艺节目逐一亮相，受到官兵和驻地

群众欢迎。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提高学生军训质效
本报讯 李闯报道：连日来，江苏省

南通市通州区在该市中小学生素质教育

实践基地分批次组织高一新生军事训

练。他们遴选思想素质好、作风纪律严、

组训能力强的优秀民兵和退役军人担任

教官，通过创新训练手段，丰富训练内

容，提高学生军训质效。

本报讯 黄庆安、邱欣江报道：“扩

大并创造铁的红军一百万”“农民起来

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

装”……8 月初，江西省乐安县组织应

征青年走进红军标语博物馆，感悟一条

条红军标语蕴含的精神力量。

该博物馆是乐安县为专门挖掘保

护当地红军标语而建的，分序厅、展厅、

多媒体室、文物库房等，展陈面积 3000

余平方米，收藏 300 余条珍贵的红军标

语，反映了中央苏区时期，工农红军、地

方武装、苏维埃政权及群团组织等书写

标语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分

化打击敌人的斗争历史。

当年，乐安是原中央苏区的北大

门，红军为团结群众、鼓舞斗志在此书

写了大量标语。为更好地保护这些宝

贵的红色资源，该县出台《乐安县红军

标语保护利用工作方案》，制定认保协

议书，鼓励全社会力量参与红军标语认

保工作。同时，结合修缮红一方面军大

湖坪整编旧址、第四次反“围剿”主战场

旧址等红色景点，打造“金竹—招携—

县城”“谷岗—县城—湖坪”两条红色线

路，挖掘整理沿途红军标语，并将挖掘

保护好的红军标语，充实到红军标语博

物馆中去。

在此基础上，他们在红军标语保存

好且有特色的建筑内举办《墙上号角》

等红军标语专题展览，整理出版《乐安

县红军标语精选》《乐安红印》等书籍，

对红军标语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

阐述，精心创作《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

《芙蓉山五女跳崖》等群众喜闻乐见的

情景剧。

又见当年映山红。如今，这些亲切

淳朴、立场鲜明的红军标语，每年吸引

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学习感悟。

据悉，该县将进一步挖掘保护红军标

语，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

江西省乐安县保护使用好红色资源

又见当年映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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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四川省成都市多处地标建筑亮起巨幅征兵宣传标

语，成为城市夜空一道亮丽风景。 冯 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