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入新型特色农产品、培养种植

技术人才、对接招商引资项目……”仲

夏时节，笔者 在 全 国“ 红 色 村 ”、江 苏

省海安市东夏村看到，党总支书记王

海 洋 正 与 村 民 一 起 商 讨 新 一 轮 乡 村

振兴规划，村民们眼里充满了幸福与

期待。

作为中共海安第一支部诞生地，

东夏村现在不但以“红色”闻名，更以

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引人瞩目。仅

今年上半年，该村 80 亩紫薯和 120 亩

香荷芋喜获丰收，村集体增收 60 余万

元，村民人均增收 2000 余元。面对这

份 亮 眼 的 成 绩 单 ，王 海 洋 感 慨 万 千 ：

“我们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志愿服务

队功不可没。”

据海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

绍 ，该 市 依 托 100 余 名 优 秀 退 役 军 人

组建志愿服务队，将其纳入全市民兵

建设整体规划和乡村振兴人才体系。

这支队伍成为技术推广的“播种机”、

产 销 对 接 的“ 联 络 员 ”、红 色 基 因 的

“传承者”，在乡村振兴战场发挥独特

优势。

为提升服务效能，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构建“三位一体”培训体系：将党

的创新理论、乡村振兴战略部署、革命

传统教育作为志愿服务队成员的必修

课；聚焦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电商营

销等急需领域，线上线下结合，组织精

准实用的技能培训；邀请全国模范退

役军人、成功企业家担任“创业导师”，

分享经验，破解发展难题。通过系统

培养，志愿服务队成员带领群众致富

的能力显著增强。

2022 年，东夏村退役军人汪立宁

就是受益者。汪立宁退役返乡后创办

了一家家庭农场，但因技术落后连年

亏损。加入志愿服务队后，汪立宁参

加系统培训掌握 20 余种现代化农业种

植技术，成功引进智能灌溉、无土栽培

等技术手段，农场规模不断扩大，成为

当地产业振兴示范点。

“退役军人是乡村振兴重要人力

资源。”该市人武部领导表示，截至目

前 ，这 支 队 伍 已 发 展 1.3 万 余 名 志 愿

者，其中 150 人担任“兵支书”，240 人进

入村（社区）“两委”。他们先后开展千

余次富民政策宣讲、种植养殖技术指

导等活动，帮助 20 余个经济薄弱村实

现产业转型。

2023 年初，志愿服务队成员姜小

亮 担 任 品 建 村“ 兵 支 书 ”。 他 结 合 市

场 调 研 情 况 ，带 领 村“ 两 委 ”打 造

2100 亩 高 标 准 农 田 示 范 区 ，以“ 支

部 +公 司 +农 民 合 作 社 +农民”形式，

吸纳农户以劳动力和技术入股，辐射

带动 100 余家农户实现产业分红。去

年 5 月，志愿服务队成员、退役军人奚

勇，主动请缨到产业基础薄弱的德兴

村任职，3 个月内走访全村 2236 户村

民 ，成 功 流 转 土 地 3012 亩 ，当 年 村 集

体增收 20 余万元。

在技术服务的基础上，志愿服务

队充分发挥组织优势，搭建产销对接

平台。他们与全市百余家农场及合作

社签订协议，通过订单农业、兜底销售

锁定销路，利用平台开展直播带货，拓

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成为助力乡

村振兴的“活力因子”。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

下一步，他们将拓展退役军人创业联

盟项目，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等产业

深度融合，让志愿服务队在乡村振兴

战场上续写新篇章。

上图：志愿服务队成员在家庭农志愿服务队成员在家庭农

场与村民共同采摘葡萄场与村民共同采摘葡萄。。 王春燕王春燕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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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塞上江南”万物并秀。

正值周末，某部一些官兵登上“双拥专

线”公交车外出。笔者登车看到，车身

上“双拥专线”和“军人优先优惠”标识

格外显眼，车厢内电子屏上正滚动播放

着双拥公益短片。

“ 双 拥 工 作 既 要 有 组 织 保 障 的 温

度，更要有创新实践的力度。”宁夏银川

市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通过健全组

织体系、完善制度机制、创新工作方法，

聚力打造双拥工作特色品牌。

去年 4 月，银川市双拥办联合市交

通运输局、公交公司开通 10 余条双拥

专线，覆盖银川市三区三县（市）多条城

市主干道及驻军部队。

此外，他们还打造 10 条“双拥示范

街”、10 个双拥主题公园广场、10 个双

拥示范社区和 10 个“退役军人之家”标

杆，与 10 余条双拥公交专线共同构成

“五个十”工程。

笔者走进“双拥示范街”看到，悬挂

“崇军行动”招牌的门店商铺随处可见，

涵盖了商贸商超、餐饮娱乐、银行服务

等领域。现役、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

象只要向合作商家提供有效证件，就可

以享受到相关优待。

“对进店消费的现役军人、退役军

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我们全部按成本价

销售……”某眼镜店负责人吴礼月告诉

笔者，“参与‘崇军行动’以来，已有上千

名官兵在我们店里享受到了实实在在

的优惠政策。”据悉，类似的签约商家，

在全市共有 4000 余家。

在政策保障方面，银川市坚持政府

保障和社会优待相结合，构建“1+8+N”

协同机制，即由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牵

头，联合人武部、民政局等 8 个部门，统

筹多家基层单位，对全市军人家庭建立

“一户一档”动态管理台账，按照“涉军

问题特事特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

理念，提供精准服务。

“军地共推发展，军政共抓双拥，军

民共建和谐。”银川警备区领导介绍，为

更好地回馈“第二故乡”父老乡亲的深

情厚爱，他们积极助力国防教育、参与

当地经济建设、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

等，用实际行动为银川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近年来，驻军部队协助地方圆满完

成中阿博览会、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

文化旅游博览会等任务，参加银川生态

治理大会战，植树造林 80 余万株，结对

共建 24 所学校举办国防教育主题活动

100 余场。

宁夏银川市实施“五个十”工程——

“塞上江南”呈现拥军新景观
■陈 功 余发明

本报讯 尚德报道：6 月上旬，湖南

省桑植县人武部组织所属党员走进当地

红色场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作为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桑植

县红色资源丰富。该县人武部充分利用

这一优势，常态组织参观纪念馆、重走长

征路等活动，强化干部职工、文职人员使

命担当。此次活动，他们走进桑植红廉

家风馆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

出发地纪念馆参观见学，通过交流体会、

重温入党誓词、唱红色歌曲等形式，深化

活动效果。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

出发地纪念馆，讲解员结合珍贵文物、

历史图片和影像资料，系统讲述红二、

六军团转战桑植的烽火历程。参观人

员 在 一 件 件 斑 驳 的 武 器 装 备 、一 张 张

泛 黄 的 老 照 片 前 驻 足 凝 思 ，深 刻 感 悟

革 命 前 辈“ 听 党 指 挥 、服 务 人 民 ”的 坚

定信念。

“长征的胜利，是理想信念的胜利。”

在体会交流环节，该县人武部党员、文职

人员苏宇说，“通过今天的参观见学，我

感受到了什么是信仰的力量，我们一定

要像革命前辈那样树立崇高理想信念，

时刻听党话、跟党走，以实际行动传承好

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湖南省桑植县人武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参观红色场馆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 祁林森、梁宏图报道：“医

疗服务送上门，治好了我的脚伤，更温

暖了我的心！”前不久，山东省军区淄博

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 95 岁的离休老干

部 张 砚 田 谈 及 就 医 经 历 ，言 语 间 充 满

感激。

今年初，针对高龄离休老干部行动不

便，儿女大多不在身边的实际，该干休所

积极探索优化医疗保障模式，确保老干部

享受及时、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干休所提供的一桩桩暖心服务，张

砚田如数家珍：完善“医疗上门”机制，确

保遇有突发病情，值班医生和护士能迅

速前往进行紧急救治；同步开通“绿色通

道”，实现从干休所到体系医院的无缝对

接，与就近地方三甲医院建立急重症抢

救协作机制，实现“优先挂号就诊、住院

流程简化、急救系统对接”；军地医疗专

家定期开展急救常识宣讲、健康讲座、养

生课堂等，解答老干部身体健康方面遇

到的疑虑和问题，及时提供用药指导、康

复指导等服务。

同时，为更好地解决老干部急难愁

盼问题，他们制定亲情化服务清单，健

全干休所领导包片、干部包楼、文职人

员 包 户 的“ 三 包 ”责 任 制 ，引 进 社 会 专

业力量提供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等延伸

服务。今年以来，该干休所先后化解 30

余个老干部急难愁盼问题，服务满意率

达 95.5%。

山东省军区淄博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

优化保障模式 提供暖心服务

前不久，笔者到贵州省石阡县青

山村采访，穿行在青瓦木楼间，在石板

路拐弯处，看到一户挂有“光荣之家”

牌匾的农家小院。好奇心驱使下，笔

者上前敲门。得知来意，小院主人刘

爱军热情地把笔者迎进屋。

一进门，一面贴满泛黄老照片、立

功证书和军装照的墙壁映入笔者眼

帘。“这是我家的‘十星墙’，排在第一

位的是我大伯，也是我们这个家族的

第一位军人。”随着刘爱军的讲述，揭

开了一个仡佬族家庭跨越半个世纪的

国防情缘。

大伯名叫刘明光。1964 年，他响

应祖国号召参军入伍。在火热的军营

大熔炉，刘明光淬炼成长。他多次写

信鼓励家中的弟弟们一定要好好学

习，长大后到部队建功立业。

在刘明光的影响下，他的弟弟刘

明忠、刘明权、刘明建也相继参军。

“这位名叫刘明周，是我五叔。”刘

爱军指着墙上的第 5 位军人照片继续

介绍，五叔 1976 年参军后，为激励自

己，在衣襟内侧写下“精忠报国”4 个

字。后来，他参加边境作战，因作战勇

敢，荣立三等功。转业后，他仍保持军

人本色，在执行公务中牺牲。

“这位是我五叔的女儿，也是五叔

的遗腹子……”讲到墙上唯一一名女

兵的照片，刘爱军的言语中多了几分

自豪，她叫刘爱珍，现为西部战区某旅

一级上士。2009 年读大三时毅然应

征，成为青山村首位女兵。16 年军旅

生涯，她不负家人期望，刻苦学习训

练，先后曾荣获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

先进个人等荣誉。

“这位是刘爱珍的丈夫，曾是部队

的一名‘金牌教练’。”随后，刘爱军指

着墙上的一张军人照片说，他叫徐铭，

现在虽已退伍返乡，但仍以军人本色

冲锋“第二战场”，多次受到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表彰。

听了刘爱军的介绍，笔者不由肃

然起敬，墙上的照片串起的不仅仅是

一个普通农家的家风传承，更是一个

少数民族家庭用半个多世纪接力累积

的精神财富。

“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只

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国家。守护这份

和平，就是刘家儿女永恒的使命。”告

别这户农家小院，笔者踏上归程，但刘

爱珍在笔记本上写下的这句话，在脑

海挥之不去。

上图：刘家“十星墙”照片。

刘爱珍提供

仡佬族一家两代十个兵
■朱熙君 陈运军

新疆和田军分区

开展应急拉动训练
本报讯 杨满库报道：连日来，新疆

和田军分区组织所属民兵分队开展应急

拉动训练。他们组织相关人员采取镜头

回放的方式，查找应急预案启动、组织指

挥、行动展开等环节暴露出的问题，并结

合轮训备勤训练等，展开强化训练，及时

补齐短板弱项。

天津警备区直属队

组织军士预选培训
本报讯 李乐报道：前不久，天津警

备区直属队严密组织军士预选培训。他

们按照“系统培养、分阶推进、重点突出、

循序渐进”思路，围绕基础训练、组织指

挥、组训任教、教育管理等方面设置培训

内容，确保参训人员学有所成、学有所

进、学有所获。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强化民兵能力素质
本报讯 杨海飞报道：近日，安徽省

合肥市庐阳区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开展

集中封闭式训练。此次训练，他们突出

实战导向、紧盯岗位需求，采取理论授课

与实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无人机

操作、隐蔽伪装、卫生救护等课目训练，

提升民兵专业技能水平。

连日来，河南省开封军分区认真

组织民兵集训。

上图：民兵进行信任背摔训练。

右图：民兵进行战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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