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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刁晓玲、秦帅报道：“有了

稳 定 工 作 ，哪 怕 辛 苦 点 ，也 感 到 很 开

心。”近段时间，58 岁的广东省深圳市

退役军人董建斌逐渐适应了退役军人

示范车队的工作。

今年，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

深圳巴士集团启动“深巴兵哥”就业培

训项目，组建深圳市退役军人示范车

队，帮助大龄退役军人（女性 40 多岁、

男性 50 多岁）解决就业难题。

“摸准退役军人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才能更好地做好服务保障。就

业问题备受大龄退役军人群体关注。”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介绍，通

过走访调研，他们发现不少退役军人拥

有一技之长，只是在某个阶段受家庭、

身体等因素影响，未能及时就业。

据了解，参加“深巴兵哥”就业培训

项目的退役军人需具备一定年限的驾

驶经验，年龄放宽至 62 岁，通过面试后

参加岗前培训。

截至目前，该市已有 214 名退役军

人通过“深巴兵哥”就业培训项目正式

上岗，平均年龄 47.2 岁。

董建斌告诉笔者，该市退役军人示

范车队有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是分成

制，另一种是承包制。前者免除车辆租

金、押金，为驾驶员提供基本补贴和政

府临时补贴，后者除每月缴纳车辆租金

外，其余收入归驾驶员个人所有。车队

驾驶员均享受五险一金、深巴食堂优

惠、租房优惠等福利保障。

“退役军人的生活有盼头、个人价

值被认可，我们就有成就感。”该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退役军人示范车

队驾驶员素质高，服务态度好，涌现拾

金不昧、见义勇为等好人好事，受到市

民广泛好评。

如今，“深巴兵哥”已成为该市公共

交通领域的新名片。军地部门合力支

持帮建，要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传播正能

量的宣传队、应急抢险的救援队、支前

备勤的运输队。

蓝白色相间的车身，引擎盖上贴着

“鹏城老兵”字样，车身一侧还贴着五角

星图案……“深巴兵哥”每日驾驶出租

车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为城市再添

一道亮丽风景。

左上图：“深巴兵哥”集结出发。

刁晓玲摄

广东省深圳市帮助大龄退役军人解决就业难题

“深巴兵哥”成为城市新名片

本报讯 张瑞山、余洲报道：操作

挖掘机开沟挖槽、平整场地，驾驶冲锋

舟实施水上搜救……近日，在安徽省

巢湖市某企业，一场应急技能人才招

录考核火热展开，近百名退役军人同

台参考。

“我们企业对应急专业人才需求

大。这一次招录算是找准了有效目标

人群，退役军人的素质太棒了！”企业人

力资源部负责人介绍，通过合肥市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牵线搭桥，他们在发布招

聘信息一周之后，就找到了合适人选。

为帮助退役军人就业，合肥市建立

企业、人才供需对接机制，让退役军人

与企业实现双向奔赴。他们一方面梳

理退役军人年龄结构、学历层次、专业

技能等信息，完善人才供给台账，另一

方面遴选全省优质企业，对接企业招聘

需求，然后向供需双方推送信息、建立

沟通桥梁。

“赶在新年之前，找到合适工作，我

的心里踏实多了。”这几天，巢湖市退役

军 人 刘 欢 找 到 了 一 份 家 门 口 工 作 。

2020 年退役后，他一直在外地从事工

程机械操作，由于离家远、不能照顾家

庭，所以打算找一份离家近一些的工

作。前不久，看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

布招聘信息，其中有工程机械操作岗

位，他第一时间报名，然后通过考核，顺

利入职。

“信息不对称是影响退役军人就业

的重要因素。”合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工作人员钱磊介绍，为推动用人单位与

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合肥市向企业拓展

延伸退役军人服务保障链条，要求退役

军人员工数达到 30 名以上的企业设立

退役军人服务站。目前，该市已在企业

建立退役军人服务站 21 个。

今年以来，合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共与 10 余家高新企业对接，为退役军

人提供班组长等专项岗位 300 余个，还

多次组织退役军人参观生产线，了解工

作环境和薪酬待遇。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是退役

军人的重要关切。我们将继续加强与

企业、部队的对接，拿出更多务实举措，

推动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合肥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表示。

左上图：合肥市退役军人与企业见

面会。 余 洲摄

安徽省合肥市军地建立企业人才供需对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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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明生、刘兵报道：“周

浩然烈士像由崂山花岗岩雕刻而成，

纪 念 碑 北 侧 是 他 的 衣 冠 冢 ……”近

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周浩然烈士

文化园，12 名来自即墨第一小学的

红领巾讲解员到此学习英雄事迹。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是 传 承 红 色 基

因、弘扬英烈精神、开展党史军史学

习教育的重要载体。”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优抚科科长王文博介绍，近年

来，该区统筹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

设和提质改造工程，烈士纪念设施

修缮力度持续加大，综合教育功能

日益提升。

据统计，该区有省级烈士纪念设

施 2 处、县级烈士纪念设施 3 处、零散

烈士纪念设施 100 余处，共埋葬 2298

名革命英烈。

近 5 年来，该区通过巡查核实、

建档造册，精确掌握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现状和信息底数，先后修缮有名烈

士墓 467 座，新建烈士墓 170 座，完成

103 个村庄的散葬烈士墓保护分布

图绘制工作。

退役军人李峰的老家在该区东

扭河头村。尽管进城多年，他依然负

责守护该村散葬烈士墓。每到清明

节、烈士纪念日等节日，他都驱车回

村祭扫。他说：“我们村共埋葬 3 位

烈士，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保护家

乡父老牺牲的。守护烈士长眠之地，

是全村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 了 解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条 件 有

限，部分烈士牺牲后安葬在了村居

祖坟或自家房屋前后，形成了散葬

烈士墓。目前，该区共有 300 多名守

护散葬烈士墓的退役军人志愿者。

为保证工作质效，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为每名志愿者划定工作片区、明

确责任要求。

“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范管理，

离不开长效机制。”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领导介绍，他们已与检察部门建立

英雄烈士保护工作协调机制，还在当

地政府支持下为即墨革命烈士陵园、

姚庆祥烈士纪念馆等 5 处规模较大

的烈士纪念设施划定保护范围。

为拓展烈士纪念设施教育功能，

该区还建立英烈网上祭扫平台。祭

扫人员可以通过平台搜索或点击地

图的方式，跳转到烈士墓详情页。详

情页显示烈士生平以及墓地实景图

片，祭扫人可以通过“献花”、“点灯”、

写寄语等方式向先烈致敬。

上图：周浩然烈士文化园修缮后

的局部场景。 刘 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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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韩璐、记者吴安宁报道：

“军队医院给咱们医院带来许多新理

念、新技术。”近段时间，贵州省遵义市

红花岗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

宋元美，在向实习医生传授临床经验

时，常以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

诊疗方案作为范例。

近年来，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助力偏远地区加强医疗能力建设，探

索建立军地医院结对帮扶新模式——

构建医联体，即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牵头协调下，参与帮扶的军地医

疗机构根据功能、定位签订协作协议，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3 年来，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累计派出 200 余名医疗骨干，通过专

家查房、手术指导、业务培训等形式，帮

助成员单位提升医疗技术和服务保障

水平。

藏族大妈平措曾患有持续性腹部

疼痛。她到当地医院检查后，找到病

根。医生告诉她此类疾病比较罕见，建

议尽快进行治疗。可是，当地医院没有

高海拔地区治疗该疾病的临床数据和

经验。于是，他们向陆军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求助。军队医院专家得知后，

指导当地医院救治团队，科学制订救治

方案，为患者成功实施手术。

据了解，目前加入医联体的医疗单

位共有 58 家，其中军队 14 家、地方 44

家。

“军队医生在帮扶上毫无保留、倾

囊相授，不仅帮带我院医生坐诊看病，

还指导医院完善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培

养。”宋元美介绍，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帮扶下，红花岗区人民医院建

立了遵义地区首个头痛专病门诊。

“随着医联体成员单位合作的日益

深入，医疗帮扶形成更大合力。”陆军军

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领导表示，他们将

在科研创新上继续加强与医联体成员

单位的合作，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新型医疗

服务格局，为帮扶地区群众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的医疗保障。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助力偏远地区医疗建设

构建医联体 帮扶更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