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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蔡，欢迎你‘归队’。”仲夏时节，

江西省瑞昌市武蛟乡退役老兵蔡带回，

在该乡退役军人服务站干事张秀峰陪伴

下，高高兴兴地搬进了市光荣院。看着

独立的卫浴、崭新的床品和按班命名的

房间号，蔡带回有些哽咽地说：“做梦都

没想到今天能住上‘五星级’的光荣院。”

“年纪越来越大，一个人住有很多

不便，我一直在做他的工作，今天蔡老

终于同意搬进光荣院了。”张秀峰告诉

笔者，今年 65 岁的蔡带回是参加过边

境作战的老兵，患有高血压和关节炎，

多年来一直独居。经村退役军人服务

站申报，他被纳入集中供养范畴，但习

惯了一个人生活的蔡带回，开始不肯搬

进光荣院。为动员他早日入住市光荣

院，张秀峰先后 12 次上门讲解优抚政

策、介绍光荣院良好环境和优质服务。

“说实话，年纪越大越觉得孤单，现在搬

进光荣院能和老战友们在一起，再也不

孤单了。”蔡带回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孤寡老兵搬进光荣院实施集中供

养 ，绝 非 单 纯 的 养 老 ，而 是‘ 医 养 +尊

崇’理念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冯平风介

绍，瑞昌市是湘鄂赣革命老区重要组成

部分，现有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1.1 万多名。为切实破解孤寡老兵这一

特殊群体的养老难题，该市积极推动集

中供养政策的落地落实。去年以来，他

们投入专项资金 200 多万元，将地处偏

远乡下的烈士遗属光荣院迁至城区与

福利院合并。新建成的光荣院面积达

到 2200 平方米，设有床位 50 张，同时与

市中医院建立医疗协作机制，开展医养

结合服务，为供养对象提供“医疗+养

老”一站式服务，切实提升老兵晚年生

活质量。

该市湓城街道残疾老兵徐绍华，此

前因原光荣院位置偏远，长期借住在弟

弟家中。去年底，新光荣院建成后，他

率先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从偏远乡

村到城区中心，这一步跨越，暖到了咱

们心坎上。”徐绍华说。截至目前，已有

20 名孤寡老兵顺利入住，享受专业贴

心的照护。

“针对一些观念传统，一时不愿搬

进光荣院的孤寡老兵，我们推行‘五个

一’服务机制，即一名专职联络员、一套

健康档案、每月一次上门、每季一次体

检、每年一次疗养，切实织密他们的生

活保障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

员王强介绍。

“孤寡老兵的集中供养工作既是一

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社会治理的一

个重要环节。”冯平风表示，通过实现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尊，既能凝聚

全社会优待退役军人的广泛共识，又能

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可以借鉴的方

案。下一步，该市将持续深化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全力推动优抚政策

落细落实，让每位退役军人都能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江西省瑞昌市构建孤寡优抚对象“医疗+养老”一站式服务—

集中供养，孤寡老兵展露笑颜
■瞿新国

“ 虽 然 血 压 正 常 ，但 药 还 得 按 时

吃！”仲夏的一个上午，在安徽省金寨县

白塔畈镇楼冲村老兵王启兵家中，生活

助理员李首兰边收起血压计边对王启

兵说。今年 87 岁的王启兵老伴离世多

年，60 岁的儿子患有智力障碍需要人

照料。2022 年，经村退役军人服务站

申报，他被纳入金寨县退役军人居家养

老服务保障范畴，李首兰成为他家的生

活助理员。

“为高龄独居和失能半失能退役军

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是我们在优待抚

恤上的创新探索。”金寨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徐超介绍，金寨是

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

要发源地，现有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

象 1.5 万多名。为解决高龄独居和失能

半失能优抚对象老无所依的难题，他们

在调研论证基础上，于 2022 年 3 月制订

出台《金寨县高龄独居和失能半失能优

抚对象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方案》，明确

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对象为 80 周岁及

以上在家单独居住或困难的退役军人

及其他优抚对象，不能独立完成穿衣、

上下床、如厕、洗澡等日常活动的失能、

半失能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

“我们通过村组摸排、入户走访等

方式，确定享受人员名单。”该局党组成

员、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石义超告

诉笔者，他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组建专业队伍，每周为老兵上门提

供助洁、助餐、助浴、助行、康复护理、精

神慰藉等 8 项服务。每季度通过乡镇

和县局两级满意度调查，结合服务清单

进行严格审核后，再根据服务机构提供

的服务次数进行结算支付，“去年有 88

名老兵享受该服务。”

“生活助理员全部经过规范性培训

后持证上岗，各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负

责日常监管，定期收集老兵反馈意见并

督促整改；县里制定优抚对象满意度调

查表和考核评分细则，每季度由服务对

象对生活助理员的表现进行打分，得分

在 85 分以下的，解除服务合同。”石义

超介绍，通过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形

成服务有标准、质量有监控保障模式，

确保居家养老服务健康、可持续。

该方案实施 3 年来，赢得全县老兵

点赞。梅山镇青山社区 82 岁的老兵余

嗣权双目失明，自从被纳入居家养老服

务后，生活助理员张仁红每周都上门打

扫卫生、收拾家务、陪他聊天，孤独的晚

年生活变得阳光愉悦。为表达谢意，他

专门给服务中心送来一面写有“情系老

兵 服务到家”字样的锦旗。

“个性关怀，不仅托起老兵幸福晚

年，也让优待可触可感。”徐超表示，下

一步，他们将持续优化服务细节，以更

好的制度保障和人文关怀，守护好老兵

的晚年。

安徽省金寨县将高龄独居和失能半失能优抚对象纳入保障范畴—

居家养老，呵护老兵幸福晚年
■李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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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军地组织首届“青春热血·追梦军旅”主

题国防教育宣讲活动。图为小学生向宣讲团成员献花并敬礼。 黎 帅摄

本报讯 谭伊玲、特约通讯员刘娴

报道：“应急方案完备、军事教学规范、

装备操作娴熟……”6 月中旬，军地联

合考评组对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乡镇

（街道）专武干部进行全方位考核。结

果显示，该区专武干部队伍优秀率达

89.8%。“我区专武干部队伍素质的全面

提升，得益于衡阳市选管育用全链条机

制的推行。”该区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

委第一书记说。

“专武干部能力强一分，国防动员

根基就实一寸。”衡阳警备区领导介绍，

针对专武干部军事素质不过硬、兼职过

多等问题，他们会同市委组织部、市委

编办、市人社局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专职人民武装干部队伍建

设的意见》，对机构设置、选配任免、调

整交流、考核评定等一系列问题予以规

范。为切实解决专武干部队伍存在的

“本领恐慌”问题，警备区结合年度训练

计划，分批次对全市专武干部集中进行

以“军事理论、基本技能、业务工作、组

织指挥”为主要内容的“加钢淬火”，全

方位提升他们适应岗位、尽职尽责的能

力素质。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激活他

们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市里还在专武

干部晋升、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看病就

医等方面构建全链条优待体系，切实增

强他们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成长有盼头，干事有劲头。”衡阳

警备区领导告诉笔者，在能力淬炼与制

度赋能的双重驱动下，全市专武干部队

伍建设迎来新的突破。去年以来，有 22

名专武干部获提拔重用，其中 7 名直接

升任基层武装部长；新配备的专武干部

中 35岁以下的占比 72%，退役军人占比

65%，队伍结构实现年轻化、专业化。

湖南省衡阳市激发专武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

“成长有盼头，干事有劲头”

6 月 18 日，湖北英山籍老兵王佐

洲辗转找到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请求他们帮助寻找 46 年前的救命恩

人——一位籍贯山东、在部队医院

工 作的女护士。了解来龙去脉，该

厅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开展寻人工作，

并表示“一定全力以赴，帮助老兵完

成心愿！”

1979 年 ，王 佐 洲 在 保 卫 边 疆 的

战斗中身中两枪，一枪击中右胸部，

一枪打到右腿部。胸部的贯通伤导

致他呼吸困难，生命垂危。

“我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说，‘胸

部中弹，没救了！’”王佐洲回忆说，

“当时天都黑了，我被抬上了运送战

士遗体的卡车。”

就在这时，救命恩人出现了！

一名细心的女护士发现王佐洲还

有微弱的心跳，于是爬上卡车，对奄奄

一息的王佐洲进行紧急救治处理。然

后将他抱在怀中，护送他去往野战医

院。途中，她不断鼓励王佐洲保持清

醒，并细心地用湿毛巾为他润唇。凌

晨时分，抵达野战医院后，由于王佐洲

胸部重伤无法背负、腿部受伤无法行

走，这位女护士将他抱进手术室。

正是这名女护士及时的发现、不

离不弃的护送和果断的行动，为王佐

洲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手 术 后 ，王 佐 洲 被 转 至 后 方 医

院，经过 69 天的精心治疗，奇迹般康

复。康复后，王佐洲立刻联系家中，

此时其父母收到儿子的烈士证明书

已一个多月。

后来，王佐洲因伤退役，回到家

乡英山县，投身教育事业，辛勤耕耘

37 载直至 2016 年退休。如今，年近

七旬的他身体硬朗，但心中始终萦绕

着一个强烈的愿望：找到救命恩人！

王佐洲回忆，他的救命恩人是山

东人，当时在“师医院”工作，身高约

1 米 7 左右，圆脸，力气很大。据他所

在师的一位战友回忆，那位女护士可

能叫杜爱英。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她，但一直

未能如愿。”王佐洲遗憾地说。

湖北日报刊发《“山东恩人，你在

哪儿？”》的寻人启事后，立即得到山

东媒体的响应。截至目前，有多家媒

体已联动湖北日报，面向社会征集线

索，寻找这位女护士。如果您有相关

线索，也可与本报编辑部联系，电话：

010-66720062，或 在“ 中 国 国 防 报 ”

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

当
年
战
场
上
，
一
名
女
护
士
救
下
身
负
重
伤
的
王
佐
洲
。

多
年
来
，王
佐
洲
一
直
在
寻
找—

﹃
救
命
恩
人
，
你
在
哪
儿
﹄

■
王
孝
武

许

畅

于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