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上湖城”的国防情怀
—全国双拥模范城宁夏银川市双拥工作实践

■胡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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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宁夏银川黄河军事博览园迎来一批“小军迷”。孩
子们触摸园区内坦克、装甲车模型，站上模拟舰艇指挥台发令，齐声高唱
军旅歌曲，在欢声笑语中上了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

园内，第一代银川舰静静停泊在黄河岸边。
银川舰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1986年入列命名；服

役36年后，于 2012年退役，移交给银川。
一段航程的结束，也意味着一段新航程的开始。2016年，我国海军

最新型导弹驱逐舰第二代银川舰入列命名。如今，这段新的纽带也已连
结近10年。

昔日敢为人先，今日奋勇争先。近年来，被誉为“塞上湖城”的银川
市大力开展包括城舰共建在内的多项工作，积极探索新时代双拥工作高
质量发展路径。2025年 4月，银川市被命名为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5 月 初 ，陕 西 省 蓝 田 县 人 武 部 工

作人员再次来到边防军人张李平家中

走访。看到张李平的子女已适应新环

境 ，人 武 部 工 作 人 员 放 下 心 来 —— 去

年 ，张 李 平 因 子 女 上 学 问 题 着 急 上

火 ，可 他 身 在 边 防 ，难 以 顾 及 。 得 知

情 况 后 ，蓝 田 县 人 武 部 及 时 协 调 县 教

育 局 和 相 关 学 校 ，妥 善 解 决 孩 子 上 学

问题。

“军娃入园、入学、择校等问题，年

年都解决，年年都出现。”蓝田县人武部

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对于这样的问题，

要尽早发现、尽快沟通、尽力解决，实现

动态清零。”

去年以来，陕西军地联合、省市县

乡村五级联动，广泛开展大走访，慰问

驻军部队、军人家庭、离退休老干部，为

他们排忧解难。陕西省军区建立“一人

一案跟踪服务”机制，发动各人武部结

合平时走访慰问、上门服务等时机，提

前掌握军烈属生产生活、上学就业、养

老就医等需求，为每户军烈属家庭建立

专属档案，对反映的困难和问题安排专

人跟踪对接、精准帮扶。

“我们多一分关心，军人军属就多

一分安心。”陕西省军区领导说，陕西是

双拥运动的发祥地，为了推进双拥共建

深入发展，去年初，陕西军地多部门经

过走访调研、反复磋商论证，制定了开

展新时代双拥工作的“双十条”。

记者翻阅文件看到，“双十条”行动

内容区分军队和地方两个方面：拥政爱

民“十条”，由省军区系统牵头，协调驻

军部队开展援建工作、消费帮扶、医疗

惠民、学生军训、结对帮扶困难学生等

活动；拥军优属“十条”，由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牵头，协调地方政府开展走访慰

问驻军单位和本地籍官兵家庭、帮助部

队解决现实难题、城舰共建、军人家属

就业创业优待等活动。

“拥政爱民‘十条’规定非常具体，同

时也鼓励各单位发挥自身优势细化精准

落实。”驻军某部领导介绍，如“十条”内

容中，帮扶困难家庭或学生主要由驻军

部队团（处）职以上领导干部结合实际实

施；各驻军单位结合自身编制和装备特

点，创新开展军营开放和学生军训工作；

空军军医大学发挥所属 4 所医院高精优

势，在医疗惠民中挑大梁、担重任，而驻

军单位小型医疗门诊可以就近就便开展

巡诊，使有限医疗资源发挥最大服务效

益。

有了“路线图”，工作开展更加有的

放矢。陕西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领导介

绍，“双十条”行动开展一年多来，驻军

部队结对帮扶 163 个村，支持乡村振兴

项目 180 余个，完成全省 655 所中学和

高校学生军训任务，10 家部队医院和优

抚医院开展医疗下乡、义务巡诊活动，

惠及群众 4.5 万人次。

“双十条”进一步浓厚了全社会关

心 支 持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关 爱 军 人 军

属 的 氛 围 。 记 者 了 解 到 ，2025 年 春 节

期 间 ，陕 西 省 近 千 名 县 处 级 以 上 党 政

领导和万名基层干部慰问辖区军人家

庭近 6 万户。同时，陕西各级党委按照

交办、推进、反馈“三项机制”，推动解

决部队战备训练难题和官兵家庭困难

百余件。

双拥“双十条”激发新活力
■王武俊 本报记者 贾启龙

“敬礼！”放学路上，随着一声稚嫩

的口令，一排朝气蓬勃的少先队员齐刷

刷举起右手。

某部科长苗青外出路过一所小学，

正值放学时间，一队小学生见他身着军

装，集体向他敬礼致意。

“这样的尊崇令我感动，也使我更

体会到身上的责任和使命。”苗青说。

“银川崇军尚武的氛围一直比较浓

厚，以前就有很多红色小学、少年军校

等 特 色 学 校 。”某 部 一 名 领 导 告 诉 笔

者。但在过去，部分学校国防教育开展

存在浅表化、同质化等问题，成效不够

显著。

如何能让这些特色学校接地气、

“活”起来？

“宁夏是长征胜利会师地，许多革命

先烈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事迹

是银川宝贵的红色资源。”银川警备区工

作人员说，2021 年起，宁夏开始尝试以

英烈名字和革命精神命名少年军校。

以革命先烈马文良名字命名的文良

少年军校，是依托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

学建立的。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马

文良在宁夏盐池县一带组织、指导抗日

救亡工作，1941年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我校学生对马文良的事迹耳熟

能详。我们还组织学生演唱歌曲、举

办演讲、编演舞台剧，让大家成为英烈

故事的传播者。”文良少年军校一名领

导表示。

这样的少年军校，目前在银川市共

有 6 所，各具特色。以革命先烈崔景岳

名字命名的崔景岳少年军校，坐落于中

共宁夏工委旧址。该校校长路秀娟介

绍，学校联合银川市兴庆区人武部，将

当地烈士、少年英雄的故事编写成校本

教材，定期组织学习。

在一次学校组织的与老兵面对面

交流活动后，崔景岳少年军校六年级学

生赵婷妤在作文里写道：“我们现在的

生活，就是英雄故事的精彩续集。我们

一定会传承他们的精神，好好学习、报

效国家。”

少年军校培土育苗

在银川，每个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都有本工作日志。

银川市闽宁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

作人员向笔者展示工作日志上的新备

注——不久前他们刚走访了辖区军属

李梅花。

李 梅 花 家 在 闽 宁 镇 木 兰 村 ，是

2024 年上半年入伍的双胞胎兄弟黄金

龙、黄金虎的母亲。

李梅花丈夫早年去世，她一个人将

两个儿子拉扯大。两兄弟考上大学后，

怀着同样的梦想做了同样的决定，一同

报名参军入伍。李梅花虽然不舍，但也

很是欣慰。

兄弟俩远赴千里之外，最放心不下

的就是母亲李梅花。于是，镇、村退役

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经常到李梅花家

中走访，陪她聊家常、做家务。

由于少了劳动力，李梅花家里的收

入明显减少，遇到不少困难。木兰村

“两委”及时为李梅花办理了生活补贴，

闽宁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不仅把她作为

慰问对象，还介绍李梅花到附近的葡萄

园工作，保障她的收入。

“我们有困难，就找家乡退役军人

事务局。有他们照应，母亲现在过得

不错。”谈及这些，兄弟俩言语中满是

感动。虽然从军时间不长，但两人主

动申请赴高原执行任务，黄金龙去年

因工作突出，在部队获评“四有”优秀

士兵。

“为让官兵安心服役，我们积极开

展‘替官兵看爹娘、为军属办实事’活

动。”闽宁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

说，平日与军属多走动、有需要及时帮，

是基层双拥工作的重要内容。

不久前，驻军某部编制调整，带来

了军人子女入转学、随调家属安置工作

等新问题。军地协调会上，银川市有关

部门领导立下军令状：“不让一名军娃

落后，不让一名军属掉队。”经过有关部

门 紧 锣 密 鼓 地 协 调 ，很 快 7 名 随 调 家

属、32 名军娃都顺利走进新单位、新学

校，开启了在银川的新生活。

服务军属尽心尽力

自古以来，宁夏便是我国北部边防前

线和边塞要地。昔日长城已成旧迹，如今

在银川，军民正同心筑就一道新的“长城”。

前几年，银川市委领导走访驻军某

部，官兵正在驾驶新型装备开展训练，

练兵场上各型装甲战车纵横驰骋。市

委领导发现，因营区围墙低矮，隐蔽防

护存在较大隐患。

当场发现的问题，当场解决。市委

主要领导采取“现场办公+军地联席”

机制，召开市委议军会议专题立项，住

建、财政等部门开辟绿色通道，不久便

为营区建起一道符合现代防侦标准的

钢结构防护围墙。

“这道防护围墙不仅守护了战备安

全，更彰显了军民同心。”望着新建成的

复合防护墙，部队领导说。

地方领导懂国防，支持练兵备战更

见实效。

不久前，某部进驻新营区，市领导班

子在现场迎接时发现，这个单位装备车辆

过长，新营区现有道路不方便部队快速出

入，一条“战备路”当场列入下一步规划。

近几年来，银川市积极为部队办实

事、解难题，全力保障部队营房修缮、训练

场地、交通路网、通信工程和生活区等基

础设施建设；银川市军事供应站保障有

力，被过往部队官兵亲切地称为铁路线上

的“军人之家”；优抚褒扬蔚然成风，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坚持每年“八一”、春节走访

慰问边海防官兵家庭、驻银川各部队和享

受定期生活补助的优抚对象等。

银川全市公共场所均设置有双拥标

志、宣传牌、主题灯箱和宣传橱窗，打造国

家级、自治区级和银川市级国防教育基地

15个，开通10条“双拥公交专线”……“银

川市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

国防的氛围十分浓厚，这样坚如磐石的军

政军民团结，是我们能打胜仗的重要法

宝。”一名驻军部队领导说。

现场办公解难帮困

夏季来临，驻军某部刚从雪域高原

驻训归来不久，就迎来了银川市文艺轻

骑小分队的慰问演出。小分队成员刘

阳生告诉笔者，成员们来自银川艺术剧

院舞蹈团、杂技团、宁夏退役军人红星

艺术团等，大家都是因为想要为官兵做

点事而自发组织起来的。

小分队准备的情景剧《平凡英雄》

《这就是军人》，从基层官兵视角出发，

讲述了官兵的奋斗故事。作为回应，该

部官兵也将这次在高原驻训的经历编

排成短剧《山海见证》《寸土不让》，生动

再现了高原驻训的苦与乐。

“ 看 到 他 们 黝 黑 的 脸 庞 ，看 着 他

们 表 演 的 节 目 ，我 们 深 受 感 动 。 这

是 来 自 一 线 最 鲜 活 的 故 事 ，也 是 我

们 最 可 爱 的 子 弟 兵 。”刘 阳 生 说 ，这

几 年 每 次 给 部 队 演 出 ，既 是 送 温 暖 ，

也 是 受 教 育 ，“ 所 以 每 次 文 艺 轻 骑 小

分 队 有 演 出 任 务 ，大 家 报 名 都 非 常

踊跃。”

“在组织开展的拥军活动中，我们

常常发现自己被官兵深深感动。”银川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说，无论是

新兵入伍时的热情欢送，还是老兵返乡

时的专场招聘；无论是部队营区里的文

艺拥军，还是移民村里的军地结对帮

扶；无论是助力部队备战打仗，还是保

障部队移防驻训……每次开展为兵服

务，都让大家深受教育。

在贺兰山下的生态修复区，部队

官兵挥汗如雨，新栽的树苗迎风挺立；

在 6 所少年军校的操场上，军训教官组

织学生开展训练……“军队不仅保家

卫国，也时时刻刻践行着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银川人民有着切身体会。”银

川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说，“这种

‘你守护国家，我守护你’的双向奔赴，

正是我们再次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

城的底气。”

共建共育蓄足底气

日前，银川市崔景岳少年

军校邀请抗战老兵走进校园开

展国防教育。 陈 功摄

今年 3 月，银川市兴庆区

举办“尊崇军人荣耀 共筑强军

梦想”活动。 王 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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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解放军哥哥们，我最近生活很

好，成绩也有进步！”

前阵子，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红四

连”收到一封来自河南的信件。写信的

是一名高中生，是受到该连官兵资助的

学生之一。

“这样的感谢信，这几年我们已经收

到几十封了。”“红四连”指导员谢涛告诉

笔者，寄来信件的学生们，都是连队“稻

草计划”的受助人。

“稻草计划”是由在“红四连”服役过

的一名战士发起的。

2020 年，新兵郭崇斯被分到“红四

连”。入伍前，郭崇斯就在大学志愿者协

会担任会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参

军入伍后，郭崇斯仍保持着用津贴资助

家庭困难学生的习惯。

“在大学期间，我基本上是与相关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接，从他们提供

的名单中选择学生资助。需要帮助的

学生很多，我常常为自己的能力有限，

无 法 帮 助 更 多 有 困 难 的 学 生 感 到 遗

憾。”郭崇斯说。

2023 年 ，连 队 组 织“ 学 雷 锋 ”故 事

会，已转改军士的郭崇斯向战友们讲起

了自己捐资助学的初衷。

“我不希望家庭暂时的困难，成为导

致学生失学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我

们把力量汇聚起来，就能帮助他们走出

困境，让他们不被困难所压倒，在继续学

业中看到希望、不断成长。”郭崇斯的发

言，打动了连队许多官兵，他们自发加入

到捐助活动中。

谢涛告诉笔者，截至目前，连队已累

计资助 15 名学生。

“ 我 们 每 个 学 期 至 少 会 和 受 资 助

的 学 生 视 频 连 线 一 次 ，了 解 他 们 的 生

活 学 习 近 况 ，同 时 我 们 也 会 和 他 们 分

享 在 军 营 的 奋 斗 故 事 ，鼓 励 他 们 在 学

校努力学习。”“红四连”团支部书记田

红付说。

今年 3 月郭崇斯退役后，田红付接

过了接力棒，继续带领连队官兵开展“稻

草计划”。

前阵子，田红付在微信朋友圈里看

到一条连队之前资助过的学生的动态，

觉得有些不太对劲。“我们资助过这名学

生，但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她还是失学

了。看到她发的内容，我觉得她需要帮

助。”田红付说。

经 过 了 解 ，田 红 付 得 知 这 名 学 生

已 外 出 打 工 ，却 因 没 有 一 技 之 长 而 处

处 碰 壁 。 田 红 付 暖 心 开 导 ，还 联 系 团

心理辅导骨干对她的心理情况进行专

业干预。

“只要是资助过的孩子，我们会持续

关注他们的近况。”田红付说。后来，他

还帮助这名学生报名了当地的卫校，将

她重新列入“稻草计划”资助名单。

“你看，这是她发的照片。最近她在

学 校 参 加 演 讲 比 赛 ，听 说 还 拿 了 奖 学

金！”打开这名学生最近的朋友圈，田红

付高兴地说。

这个月“红四连”召开会议讨论助学

计划未来发展方向，特邀郭崇斯线上参

加。“我虽然退役了，但这个项目我会一

直坚持下去。”郭崇斯说，退役后，他要担

负起联络人的作用，负责搭建桥梁，与需

要资助的学生取得联系。

“ 从 现 役 到 退 役 ，身 份 和 岗 位 变

了 ，但 责 任 没 有 变 。 遇 到 需 要 帮 助 的

人，我还是会帮！”郭崇斯说，下一步他

计 划 资 助 更 多 学 生 ，同 时 与 目 前 资 助

的 学 生 加 强 联 系 ，尽 量 对 其 家 庭 提 供

支 持 ，以 使 这 些 学 生 未 来 继 续 学 业 时

减少后顾之忧。

5 月的北疆，暖意融融。“我今年还

联系到原驻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妇联等部门，已经筛选出了新一批符合

条件的家庭困难学生，我会和战友们一

起资助他们。”郭崇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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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来了！水来了！”

伴着官兵欣喜的呼喊，水龙头里

涌出清澈的自来水。

掬一捧水喝下一口，新疆喀什军

分区某独立营二级军士长张树林感到

一股沁透心脾的清爽。这一天，他已

等了 16 年。

独立营营区位于城市郊区，一直

没有通自来水，官兵生活用水靠过滤

后的地下水。到了雨季，水源水质浑

浊泛黄，官兵常面临“没水吃”。

“我们也想过法子，打深水井、换

净水器，但是效果不太好。”张树林说，

由于这里是独立营区，无法实现单独

铺设自来水管道。

即便喝着苦咸水，也没有消磨全

营官兵战备训练的热情和为民服务的

热心。这几年，他们积极参与周边村

镇产业帮扶、乡村振兴。今年，营区附

近没通自来水的村子，终于被纳入了

供水改造民生工程。

前不久，借着农村供水改造的东

风，自来水管道向前延伸，接入了营区。

2021 年 8 月，水利部联合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 8 个部门印发意见，要求

各地在“十四五”期间稳步推进农村饮

水安全向农村供水保障转变，全国农

村 自 来 水 普 及 率 2025 年 达 到 88% ，

2035 年 基 本 实 现 农 村 供 水 现 代 化 。

而在 2024 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已提前完成任务进度，达到 94%。

一泓清泉，流向久待滋润的戈壁，

流淌在生机勃勃的乡村、欢欣鼓舞的

军营。

下图：4月 27日，新疆喀什军分区

某独立营举办营区通水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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