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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我已经到新单位上班了。

家中一切都好，你安心工作。”近日，湖

南省娄底市政府机关某局新入职工作

人员王敏给远在边防服役的丈夫彭双

梅报平安。

彭双梅是新疆军区某边防部队军

官，妻子王敏在新疆禾田县工作。彭双

梅的父母住在湖南省娄底市，随着年龄

增大，生活面临诸多难题。娄底军分区

得知情况后，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

调，将王敏从新疆调到娄底市工作。

娄底市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历史

的红色热土。1935 年底，红二、六军团

长征在娄底转战 11 天，留下了光辉的

足迹。贺龙的毛毯、奉掌姑的行军灯、

奉光珍奶奶给红军的种子稀粥……在

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涌现出许多军爱

民、民拥军，党群生死相依、军民患难与

共的鱼水情深故事。

进入新时代，该市军地弘扬双拥

工作优良传统，构建精准拥军模式，将

红色基因融入双拥工作的方方面面。

他们紧盯“三后”办实事、聚焦“三前”

强保障，建立“四精准、六优先”拥军优

属机制，即：精准预测、精准摸底、精准

服务、精准解难，立功受奖的优先、军

事比武获得名次的优先、服役时间长

的优先、艰苦边远地区的优先、被树为

榜样人物的优先、作出突出贡献的优

先，让双拥传统薪火相传。近日，该市

再 次 被 命 名 为“ 全 国 双 拥 模 范 城

（县）”。

“军属的难事就是我们的分内事。”

这是该市军地的共识。他们对娄底籍

现役官兵两地分居情况进行摸底，并结

合个人意愿，采取预留岗位与增编岗位

相结合的方式，对符合就业安置与调动

的军属优先安置。近年来，该市为100多

名符合条件的军属安排工作，为 13 名

异地军属办理工作调动。

“是县人武部吗？我妈妈病了，你

们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2024 年

12 月 27 日深夜，现役军人王立猛的妻

子突发心绞痛。由于她家住在双峰县

黄龙山深处，附近没有医院，晚上也没

有出租车。情急之下，她让女儿拨打县

人武部值班室电话。人武部立即联系

患者所在镇武装部派人送医，同时联系

医院预留床位。由于送医及时，王立猛

的妻子得到有效救治。

类似这样的事，在娄底市并不鲜

见。湘中地区属于多山地带，居民居住

分散，距离医院较远，加上交通不便，遇

到突发疾病救治困难。为确保军人家

庭遇到突发情况能够得到及时救助，该

市军地建立军人家庭应急服务体系，设

置应急服务专线，在市（县、区）各大医

院开通军属就医绿色通道，并成立由

300 多名民兵组成的应急分队，实现村

有拥军服务点、乡有拥军服务站。

该市相关部门还印制标明应急服

务事项、主管人员、联系方式等要素的

宣传单，送到每个现役军人家庭，形成

党委统筹、专人协调、部门联动、上下

一体、快速反应的机制，打造多点式、

驿站式、互动式、网络式帮扶体系。笔

者获悉，近两年，他们先后为 70 多名军

属提供快速救助服务，受到军人军属

称赞。

后方暖心，前方安心。该军分区还

会同市委政法委、司法局等部门成立

“军人军属维权绿色通道”，建立“军人

军属法律援助中心”，帮助军人军属维

护合法权益。近年来，他们先后免费为

军人军属提供法律咨询 300 余次，帮助

32 个军人家庭维护合法权益。

湖南省娄底市实施精准拥军为军属解难帮困—

“军属的难事就是我们的分内事”
■周 彦 周 梁

“妈妈，这就是郑和舰？”“郑和舰是

我们太仓人的骄傲，郑和舰官兵是我们

的家人，我们要做部队官兵的坚强后

盾。”近日，江苏省太仓市市民邹雅婕带

孩子参观靠泊在太仓港的郑和舰。第

一次登上战舰，她和孩子兴奋不已。

作为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太仓

市与郑和舰的鱼水情谊由来已久。自

2004 年双方建立双拥共建关系以来，

多次开展各种形式的双拥共建活动，共

同见证了郑和舰 3 次靠泊太仓港时军

民同庆的景象。

太仓市驻军部队多，素有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1988 年，该

市被评为全国拥军优属先进单位。近

日，该市再次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

城（县）”。

双拥展示馆、郑和纪念馆、双拥主

题园、乡镇双拥园……穿行于太仓城

乡，军地合力打造的双拥阵地和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随处可见，双拥文化氛

围浓郁。

“五一”期间，太仓电站双拥国防

主题园内，退役的战斗机、水陆坦克、

防空导弹发射车等武器装备前，参观

的游客摩肩接踵。“双拥国防主题园建

成后，因其独特的双拥文化景观吸引

不少市民前来参观，成为市民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热门‘打卡

地’。”该市人武部领导说，军地相关单

位定期在这里开展“兵哥哥”讲堂、“双

拥杯”摄影展等群众性双拥文化活动，

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时，加大国

防 教 育 、红 色 文 化 、双 拥 共 建 宣 传 力

度，营造浓厚的双拥氛围。

双拥展馆、双拥主题公园如雨后春

笋般遍地开花，成为一张张引人注目的

城市名片。近年来，该市坚持从实际出

发，按照“拥政爱民、军地共建、互促共

荣”的思路，建设一批双拥示范点位，将

双拥文化与国防知识融入其中，持续提

升双拥基础设施的服务和教育功能。

依托丰富的双拥活动载体，该市有

关部门联合驻军部队先后举办军营生

活体验活动 150 多次，开展国防双拥知

识培训 112 期，有 10 万余人次参加双拥

共建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

在此基础上，该市军地着眼新时代

双拥工作新特点、新变化，创新打造“政

府购买服务、社会专项服务、自我管理

服务”拥军新模式，多元布局社会拥军

路径。他们完善社会化拥军机制，充分

调动各行业、各部门的拥军积极性，推

动全市拥军商圈建设，形成“一镇一圈

一特色”拥军品牌，推出就医绿色通道

以及“十优十免”拥军项目。

该市娄东街道建立全市首个“拥军

示范商圈”，参与商铺 200 余家，发放商

品优惠券 10 余万元，并优先招聘录用

退役军人及军属，为军人军属、退役军

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优惠优待服务，

让尊崇关爱真正落到实处。

该市还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双拥工

作，打造智慧拥军支前数智平台，为驻

军部队建设电子图书馆，实施拥军支前

潜力数据大模型建设，将可承接 6 类军

供 任 务 的 26 家 企 业 纳 入 拥 军 支 前 队

伍，摸清支前保障专业 320 个，为遂行

支 援 保 障 任 务 提 供 了 准 确 的 数 据 支

撑。2024 年，他们在充分调研郑和舰

官兵需求后，依托全市现代化航空航天

产业创新集群优势，邀请苏州市无人机

技术委员会成员和某大学专业师资，开

展“无人机实操培训”进军营，助力郑和

舰 参 训 官 兵 全 部 取 得 中 国 航 协 认 证

“ASFC 执照”。

江苏省太仓市多元化布局拓宽社会拥军路径—

“我们要做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
■梁小勇 张永强

5 月 22 日，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红

杨镇西河古镇，一家红色肖像印馆，游

客纷至沓来。

三尺工作台、两把钨钢刀、一块青

田石，刻刀游走片刻，叶挺将军的肖像

轮廓逐渐清晰。篆刻者是退役军人朱

庆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紫阳朱

氏砖雕第五代传承人。

芜湖是抗战时期皖南交通线的重要

节点，新四军第三支队在此与日军展开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让后人铭记这段

历史，朱庆宏运用非遗技艺篆刻新四军

人物肖像和战斗场景，并在此开办红色

肖像印馆。“以前我主要刻吉祥文字和花

鸟肖形，后来才转向篆刻红色人物。”朱

庆宏说，紫阳朱氏砖雕技艺承袭于徽州

砖雕，广泛运用于徽派建筑装饰。

2019 年 10 月 1 日，21 辆礼宾车组

成的“致敬”方阵，载着建立卓越功勋的

英模代表们徐徐驶过天安门时，白发苍

苍的老兵举手敬礼的瞬间，让电视机前

的朱庆宏深受感动。那一刻，他萌发了

篆刻“英雄方阵”的想法。

每次篆刻英雄人物肖像前，朱庆宏

都要查阅历史文献，了解人物经历和性

格特点，并通过官方渠道寻找照片原图

比对参考，力求抓住人物最鲜明的面部

特征。“同样是创作人物肖像，画画对照

正像，篆刻对照镜像，一笔画错可以换

纸重来，一刀下错石头就废了。”朱庆宏

说，革命前辈和英雄人物的肖像篆刻，

不容有半点闪失。两年多时间，他完成

1000 余件作品。

2021 年，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

朱庆宏将自己创作的英雄人物肖像印

印制在百米长卷上，在多家革命纪念馆

展陈，受到广泛好评。他说：“一次人物

篆刻就像一次时空对话，是英雄精神指

引我找到非遗文化传承的新坐标。”

1938 年 7 月，新四军第三支队进入

皖南前线，在芜湖及周边沿江地带阻击

日军南犯。新四军所到之处严格遵守

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军民同心抗

战，成功阻击日伪军多次进攻，为守住

皖南交通线赢得时间。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

军”的拥军佳话至今在当地流传。朱庆

宏从小向往军营，长大后积极报名应征，

成为一名海军战士，先后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5次。退役后，他始终用一名

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截至目前，

他 完 成 6000 多 枚 红 色 人 物 肖 像 印 篆

刻。他还主动联系相关部门，寻找当地

新四军老兵，免费为他们篆刻肖像印。

朱庆宏的红色肖像印馆建成并免

费向公众开放以来，成为深受游客喜欢

的打卡点。今年“五一”假期，馆内客流

量达 20 余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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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甘肃省古浪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开展基地化轮训，提高遂行使命

任务能力。图为民兵操作装备进行地震废墟救援课目训练。 刘光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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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晓菡报道：“请大

家共同见证，我们为爱情竭诚尽守，我

们为事业携手并肩……”5 月 20 日，第

四届西部边防暨驻军部队官兵集体婚

礼在重庆市武隆区某景区举行，75 对

新人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

姻殿堂。据悉，该市军地已连续 4 年举

办军人集体婚礼系列活动。

仪式现场，军地领导为新人送上纪

念品，往届参加集体婚礼的军人夫妻通

过视频送上祝福，新人们前往景区“爱

情林”认领“爱情树”，在树上挂上刻有

双方名字的标牌。一张张洋溢着喜悦

的笑脸，一句句相守终身的承诺，汇聚

成一道幸福浪漫的风景线。

参加集体婚礼的军官吴健所在部

队在重庆，他的爱人王也滔在辽宁服

役。得知重庆军地举办集体婚礼，两人

决定调整婚期，参加集体婚礼。婚礼现

场，两位身着文职人员礼服的新人引人

注目。秀山区人武部和渝中第三离职

干部休养所的文职人员谢再豪和吴雨

霞相识相恋于军营，夫妻俩感慨：“这场

集体婚礼十分难忘，不仅让我们人生的

重要时刻有了特别的意义，更增强了我

们对‘孔雀蓝’的认同感和对部队的归

属感。”

参加婚礼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第一次参加军人集体婚礼，听了军

人的爱情故事，体会到军人保家卫国的

不易，感受到全社会对军人的尊崇。”

重庆市军地举办军人集体婚礼

见证新人幸福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