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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戍区西城第五离休所

组织人员参观见学
本报讯 高宇星报道：近日，北京

卫戍区西城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结合

“铁心向党铸忠诚、同心奋进担使命”深

化教育实践活动，组织所属人员前往北

大红楼参观见学，在现地教学中强化党

员的身份意识、服务意识和使命意识，

激励全体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甘肃省通渭县征兵办

抓好廉洁征兵教育
本报讯 孙哲报道：今年下半年征

兵工作开展以来，甘肃省通渭县征兵办

在抓好征兵工作人员廉洁教育的基础

上，组织应征青年和家长学习廉洁征兵

“十个严禁”，引导他们争做廉洁征兵的

参与者、监督者，力求体检、政审、定兵

全过程公正公平。

“爷爷，笑一下，真好！再来一张！”

初秋时节，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白云街

道三岩寺社区，几名身穿红马甲的“幸

福老兵照相馆”活动志愿者已为 87 岁

老兵季汉和精心布置好拍摄现场，相机

快门按下的瞬间，不仅定格了老兵庄重

的军容，更唤醒了他心中难以忘怀的军

旅往事。

季 汉 和 1956 年 入 伍 到 驻 台 州 大

陈岛某部，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 2 次，

多 次 获 嘉 奖 。 在 一 次 社 区 组 织 的 走

访慰问中，季汉和向工作人员讲述起

那段和战友们共同守岛的时光，说到

动情处，他的声音微微发颤：“那会儿

没 条 件 ，当 兵 多 年 ，都 没 留 下 几 张 照

片，真遗憾啊。现在越发想念当兵的

日子，一直希望有机会正式拍一张军

装照。”

“像季老这样，想再拍一次军装照

的老兵不在少数。”三岩寺社区党委书

记徐庆介绍，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们十

分重视。为帮助这些老兵了却心愿，8

月上旬，军地联合启动“幸福老兵照相

馆”活动。他们在广泛征集辖区老兵意

愿的基础上，邀请专业摄像师上门为老

兵补拍军装照，并通过精心布置拍摄场

景、准备老式军装、进行现场访谈等，将

老兵的军旅故事记录下来。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让我心里头暖

暖的。”说话间，季汉和仔细地整理着自

己的着装，挺直腰杆，仿佛又回到那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这么多年过去了，逢年

过节有人来慰问，我们说过的话也有这

么多人放在心上，作为一名老兵，我骄傲

得很呢！”说罢，他站起身，在镜头前拍了

一张敬军礼的照片。

随后，工作人员又来到老兵孙长禄

家中进行拍摄。连日来，他们在走访一

户户老兵家庭的过程中，听到了一段段

生动的军旅故事，也为老兵们留下了一

个个难忘的瞬间。

“老兵们曾经的付出值得被人们

铭记，是无数个‘他们’，用青春和热血

铸就了现在的和平与安宁。”社区工作

人员黄雍水告诉笔者，拍摄期间，每当

提起曾经的军旅时光，老兵们眼中总

是闪烁着光芒。透过这些照片，仿佛

能看到他们当年风华正茂、从军报国

的模样，感受到他们扛起钢枪、保家卫

国的担当。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 10 余名老

兵的拍摄。”莲都区人武部领导介绍，下

一步，他们将常态化开展拍摄活动，完

善相关流程，加强记录工作，为更多老

兵补拍军装照。同时，着手建立老兵荣

誉墙，展示老兵们的荣誉事迹，让广大

群众了解他们的奉献，让拥军优属、关

心国防成为社会风尚。

左上图：工作人员正在为季汉和进

行拍摄。 徐 庆摄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开展为老兵补拍军装照活动—

“幸福老兵照相馆”开张啦
■程超萍 尤丽雅

本报讯 陈乾鑫报道：近日，江苏

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武部圆满完成“智

慧人武”项目验收工作。这是该区依托

地方优势资源，推动基层武装与信息

化深度融合，提升工作质效的一项有

力举措。

去年以来，崇川区人武部党委一班

人在筹划工作时，将推动基层武装工作

实现迅速响应、精准调度、快速处置作为

重点内容。为此，他们着眼整合地方优

势资源，将“信息化建设与基层武装工作

深度融合”纳入基层武装部发展新规划，

按照“共建共享、要素齐全、平战结合、实

用为先”原则，依托乡镇（街道）区域指挥

中心平台，重点打造“智慧人武”系统，着

力实现“一屏通览、一体指挥”。

科技赋能，靶向发力。该区人武部

领导介绍，聚焦“实战实用实效”目标，

他们持续探索推进“科技+”模式，强化

与地方公安、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共

建，在所属乡镇（街道）安装 70 余个智

能摄像头。一体联动的视频监控网络

系统，实现了辖区水、陆、空全域监管，

确保及时发现火情汛情等突发情况。

此外，军地为民兵应急分队配备现场记

录仪和无人机等设备，支持民兵信息员

通过指挥中心进行实时通信、定位、传

输等，实现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巡查上报

能力。

如今，该区各乡镇（街道）武装部指

挥中心电子显示屏能够实时呈现监控、

巡查和现场记录的场景，指挥员一旦发

现险情，可及时研判并下达指令，指挥

民兵快速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形成“迅

速响应+精准调度+快速处置”联动体

系。该人武部还在乡镇（街道）战备器

材库中使用射频识别技术，助力精准定

位和快速查找各类应急救援物资，加快

器材盘点和请领出库速度，实现与指挥

中心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前不久，崇川区持续降雨，天生港

镇街道武装部“智慧人武”后台收到通

燧社区民兵信息员上传的三八新村小

区“排水不畅、积水较深，部分居民受

困”的紧急报告。指挥中心迅速下达行

动指令，组织民兵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现

场进行处置，检验了民兵分队快速反应

能力。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依托地方优势资源提升基层武装工作质效

“智慧人武”赋能应急指挥

“今年的桃子真不错，又脆又甜、汁

多饱满！”初秋，暑气未消，贵州省兴义市

普 梯 村 种 植 大 棚 内 ，瓜 果 蔬 菜 长 势 喜

人。这些果蔬成熟后，大部分将直接送

往武警部队官兵餐桌。

本地农产品直通部队餐桌，缘于武

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积极参与驻地乡

村振兴。该支队将消费帮扶作为助力乡

村振兴的重要举措，结合驻地政府开展

的“黔货出山”活动，与普梯村建立“农产

品直通官兵餐桌”供需关系。

“我们依托副食品配送公司，按照各

单位每日蔬菜消耗量，分批从普梯村购

买农副产品。”该支队领导介绍，通过这

一精准帮扶模式，他们不仅帮助当地村

民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还丰富了官兵

伙食供应品类，达到军地合作共赢的良

好效果。

“感谢子弟兵的大力支持，解了我的

燃眉之急……”谈起部队的帮扶政策，村

民杨凯的言语间充满感激。去年，杨凯

饲养的上百只土鸡出栏，但由于地处山

区、运输成本高等原因，一度滞销。该支

队领导得知后，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

办法。随后按照相关协议预案，购买了

杨凯的这批土鸡，帮助他渡过难关。

板栗、茶叶、红糖……记者在该支队

军营超市看到，数十种来自驻地村寨的

特色农产品摆满货架，琳琅满目。这是

该支队开展“黔货进军营”活动的又一镜

头。考虑到官兵回乡探亲，有购买当地

特产的需求，该支队与驻地村达成协议，

在营区设置“特产货架”，将驻地农产品

“请”入军营超市，方便官兵购物的同时，

为农产品打开销售渠道。

“军爱民、民拥军是我们的光荣传

统。支持驻地乡村振兴是人民军队践行

宗旨的具体体现。”记者翻开该支队的帮

扶规划图看到，下一步，他们计划为村民

提供网络技术支持，引导村民开办网店，

拓展线上销售渠道。

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助力驻地乡村振兴—

驻地农产品直通官兵餐桌
■侯鲁晋 本报记者 王德赛

“叶面施肥时采用机械化作业，可以

使农药的稀释比例更加精准，也能更均

匀地喷洒到叶片上……”连日来，黑龙江

省齐齐哈尔市克东县昌盛乡宝盛村的黄

豆地里，总能看到拥军农技服务队的专

家们正忙碌地指导着优抚对象家庭进行

耕种。

“我们主动对接优抚对象家庭，为他

们提供专业的农业技术指导等服务。”齐

齐哈尔市双拥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 8月 1日，他们组织当地拥军志愿者、种

植技术能手、农业专家等成立拥军农技服

务队，出台激励政策、提供专项资金，通过

现场指导、技术服务、专题培训等方式，积

极保障优抚对象农田生产收益。

今年春耕启动以来，齐齐哈尔市双拥

办第一时间组织拥军农技服务队成员外

出学习机械化种植技术经验。当下，正值

黄豆喷施叶面肥的黄金时期，昌盛乡黄豆

基地首次在山地尝试实施机械化叶肥喷

施。在农技服务队指导下，当地农业种植

逐步实现农田管理全过程机械化。

“我家今年栽种了 40 多亩玉米，收

获后除去自家留存的部分，剩余的拿到

市场上还能卖好几万元。”军属周晓燕

说，在服务队的帮助下，大家看到了实实

在在的收益，心里有底，参与种植的积极

性更高了。

“服务队成立至今，按照全区优抚对

象家庭名单，挨家挨户上门了解需求、掌

握情况，义务帮助农户完成农业生产活

动。”“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拥军农

技服务队队长康健介绍，经过不断发展，

该市拥军农技服务队已达 72 支，覆盖 15

个县（区），2100 余名党员干部、320 余名

农技专家活跃在田间地头，有效提高了

优抚对象的农业生产效益。

在拥军农技服务队带动下，该市陆续

涌现出“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尊戎志愿

者小分队”等 9支拥军志愿服务团队。该

市定期组织志愿服务推进会，指导相关志

愿服务团队聚焦优抚对象需求，发挥自身

特点和优势，提升服务质效，并通过评选

表彰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最美志愿者等，

进一步激发全市志愿服务热情。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为优抚对象提供农业技术指导—

拥军服务队活跃田间地头
■连巍魏 范 超

“战场上，敌军的炮弹像下雨一样，

但是怕没有用，炮弹不会因为你怕就不

打你。我们在连长的指挥下奋勇还击，

交 替 着 冲 向 敌 人 的 防 线 ……”8 月 中

旬的一天，在江西省德安县河东乡的党

员活动室内，89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徐

开太身着老式军装，精神矍铄、身姿笔

挺地端坐在讲台前，用带着乡音的普通

话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在抗美援朝战

场上的经历。

1935 年出生的徐开太，经历过动

荡不安的战乱年代。1951 年，他毅然

参军入伍，先后参加剿匪战斗和抗美援

朝战争等，荣立三等功 2 次。1952 年，

他在深入敌后的一次战斗中腿部受重

伤。在没有食物和药品的情况下，他和

另外一名战友，靠着顽强的意志坚持完

成任务并进行隐蔽，最终成功获救，被

评定为因战七级伤残。回国后，他克服

身体困难，积极投身本职工作。

1995 年退休后，徐开太经常受邀

走进机关、学校、社区，为干部群众、学

生和退役军人们讲述自己在战场上的

亲身经历，这一讲便是近 30 年。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过徐爷爷的

故事，现在我也会把他的故事讲给我的

学生们听，让孩子们知道，如今的和平

与幸福是多么来之不易。”1992 年出生

的聂晶，从小就喜欢听徐开太讲革命故

事。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家

乡成为一名小学老师，把红色宣讲融入

课堂，将红色的种子根植学生心底。

“战场上，党员总是冲在第一线；最

危险的时候，是党救了我。一路走来，

我能有今天，最深的感受就是相信党、

跟党走。”虽已年近九旬，但每当有单位

邀请授课，徐开太总会毫不犹豫地答

应。“作为一名老党员，虽然年纪大了，

但总要发挥余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把自己知道的事讲给更多人听，也

算是留下一段红色记忆。”

一位战斗英雄就是一部生动教材，

一个战斗故事就是一次深刻教育。“之

前了解革命故事，大多是通过课本或者

影视剧，如今听到亲历者面对面讲述自

己的事迹，那些惊心动魄的细节，让我

真切感受到先辈们视死如归、赴汤蹈火

的英雄气概，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和平

的可贵。”常来现场聆听徐开太授课的

社区干部汪荣荣说道。

“老兵们的亲身讲述语言质朴，也

更有感染力。”该县人武部领导告诉记

者，“近年来，我们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积极合作，一同发掘保护珍贵的‘老兵

资源’，通过对老兵们进行抢救性采访，

以文字记录、视频录像等方式留存老兵

故事，力求不让红色印记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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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武部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组织干部职工、文职人员、专武干部和民兵骨干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

纪念馆开展现地教育活动。 严明亮摄

8 月中旬，安徽省安庆 116 医院组织专家团队成立为军服务领导小组，设置为军服务办公

室，为军人提供诊区挂号、就诊、出入院等一站式服务。同时，相关优抚对象在该院进行医疗结

算时，仅需核对系统名单，无需额外提交材料、无需等待审批、无需垫付资金，医疗机构按照报

销比例统一报销，实现“随办随结，即办即结”。

韩 强、丁陶然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