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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奉化，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

具有优秀革命传统的光荣城市。新时代的

奉化军民从未忘记军爱民、民拥军的初心，

正以更大的格局谱写动人的双拥赞歌。

“双拥”是“地方拥军优属，军队拥政

爱民”的简称，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巩固

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为主旨，组织发动

全国军民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团结奋斗的一项社会活动。

笔者认为，把双拥工作列入各级党委

政府和部队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时常研

究分析双拥工作形势，安排部署工作任务，

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离不开发展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的大好局面。政府部门在人、

财、物上给予大力支持，保证拥军优属工作

顺利进行，才能使双拥工作走向经常化、规

范化轨道。

当然，搞好双拥工作，宣传教育也是重

要手段。通过广泛深入的拥军优属教育，

提高全民思想认知，营造浓厚的双拥氛围，

才能增强双拥工作的执行力度和维护军地

利益的自觉性。

拥军是爱国的实际体现，人民拥戴人

民军队，国家才会团结一致，才会繁荣安

定；同样，军队拥政爱民，积极服务地方，互

助融合，才能共建双拥之城。

唱响双拥赞歌

子弟兵品尝奉化传统小吃

同谱双拥曲 共叙鱼水情
——我区双拥共建工作综述

军民融合鱼水情，齐心共筑和谐梦。

近几年来，区委、区政府和驻奉部队

始终坚持把双拥工作作为一项政治性、

全局性、战略性任务，积极构建具有时代

特色的双拥新格局。

为提升对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个

性化、精准化、专业化服务水平，我区按

照“全覆盖”和“五有”要求，积极推进三

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设，建成区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1个、镇（街道）退役

军人服务站 12个、村（社区）退役军人服

务站 391个，落实专兼职工作人员 910
名，落实场地 2.8万平方米。同时，大力

推进“新时代枫桥式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创建，将 12个镇（街道）、24个村

（社区）服务站纳入创建范围。

区商务局等部门与驻奉部队多次开展

“奉化传统小吃进军营”等文化交流活动。

奉化阿国生煎、奉化周记牛肉面、魅源坊浆

板汤果等商家组成的民间米食小吃暖心团

自带食材和器具，在部队食堂现场制作和

烹饪，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最可爱的人”奉

上各式各样的奉化老味道。

近年来，我区通过开展“走边防、进军

营”，慰问在外服役的奉化籍子弟兵等活

动，进一步营造双拥浓厚氛围，有效推进地

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部队现代化建设，充

分呈现军政军民团结一心，共谋发展的美

好景象。

在如今的奉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国防和双拥教育已覆盖机关、学校、单位、

部队、家庭等宣传教育体系，“最美退役军

人”等系列先进典型，正对精神文明形成新

的正向激励和引导。

此外，我区还通过构建党建引领、政府

服务管理、社会多元化参与三大平台，将军

人全生命周期分为入伍、服役、退役、就业、

优待五个阶段，运用群众工作方法和现代

数字应用技术，统筹推动部门以及部门间

体制机制创新，通过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流

程再造、业务协同，打造线下线上融合的退

役军人服务专区，串联多个“一件事”联办事

项和“服务包”，实现“最多跑一次”，提升应

征入伍管理、拥军优属服务、退役办事服务、

就业创业帮扶、优待抚恤办理五大能力。

军民融合鱼水情

军队有地位，国家有力量，这是颠扑

不破的真理。“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绝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这是党

的领袖、军队统帅在新时代向全社会发

出的号召。

近几年来，我区积极落实走访慰问

制度，开展形式多样的走访慰问活动。

特别是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和元旦春节期

间，区四套班子领导带队走访慰问驻奉

部队和部分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同时

派专人走访慰问驻上海的“奉化艇”。据

悉，2015年至 2019年，奉化累计发放相

关抚恤补助、医疗补助、义务兵家庭优待

金等15222万元，惠及2.7万余人次。

拥军优属重在拿出实实在在的行

动，关键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

2015年，奉化市政府获悉 92713部队和

92140部队在奉化的家属楼成为危房，

需加固维修，马上落实 54万元专项资金，

协助部队做好所有住户搬迁和安置工作；

2016年，奉化市政府出资102万元，维修预

备役训练基地营房；之后，针对石沿国防公

路年久失修的问题，奉化市政府又出资

1740余万元对其进行修理。此外，奉化市

政府还专门安排了40万元资金帮助92713
部队改造国防教育基地以及建设军营图书

阅览室……

“转业不转色，转岗不变味，甘做螺丝

钉。”2019年 9月 19日，在奉化区退役士兵

返乡欢迎仪式上，退役士兵李元浩代表

2019年度全体退役士兵作了发言。欢迎

仪式后，我区组织了 120余家企事业单位

参加的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据了解，自

去年年初成立以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

合区人力社保局开展多样式活动、搭建多

层次平台、畅通多种类渠道，大力培育、引

导、扶持和提升退役士兵就业创业能力，帮

助退役士兵走好工作转轨、事业转型、人生

转段的关键一步。

2016年，我区成立了宁波首家老兵法

律援助工作站，至今已为 150余名退役士

兵提供了法律和政策咨询解答、受理法律

援助案件、调解矛盾纠纷、代拟法律文书等

方面服务。针对部分退役士兵专业技能缺

乏、就业困难的实际问题，通过探索政企合

作模式，在宁波秉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17家企业建立了退役军人就业扶持示范

基地。从 2015年起，以“爱在优抚微心愿”

活动为载体，不断健全完善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优抚服务的长效机制。五年来，通过

各种渠道分批征集的 447个退役士兵微心

愿已全部被领取办理。

而这样拥军优属的事，在奉化还有很

多很多……

拥军优属落实处

人民热爱子弟兵，子弟兵同样爱人

民。坚不可摧的血肉情缘，源远流长的

鱼水情谊，驱动着奉化在双拥征途上扬

帆，凝聚起新一轮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

磅礴力量。

在莼湖街道下陈村村民陈安永家门

楣上，一眼就能看到高高悬挂的 6块光

荣牌匾，虽然其中几块已因岁月久远，油

漆脱落、字迹斑驳，但户主陈安永自豪地

说，这是他们家最宝贵的财富。这些牌

匾诉说着这个大家庭 3代 7名热血男儿

参军报国的历史。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保

家卫国，原奉化县下陈乡老陈家将 3个
儿子中的 2 个——光武、光龙送到部

队。兄弟二人分别被分到原二十军五八

师一七二团和原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下

属独立高炮营，集训后即随部队奔赴抗

美援朝战场。在战场上，兄弟俩都很英

勇，陈光龙还与战友合力击落敌机 1架，荣

立三等战功 1次，获得“和平万岁”抗美援

朝纪念章。原下陈乡政府专门上门为陈家

悬挂两块“国家柱石”光荣牌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陈家的孙辈陈

安建、陈安松、陈安江、陈安永先后达到服

兵役年龄，兄弟四人不约而同地选择报名

从军，让家门口的光荣牌匾又多了 4块。

后来，四兄弟陆续退役返乡，陈安建将家安

在了温州泰顺，搬家时带走了属于自己的

光荣牌。

2014年9月，从小听着祖父辈战斗故事

长大的陈润泽（陈光龙之孙），秉承祖辈父辈

精忠报国的良好家风，积极应征，成为一名

光荣的空军战士。入伍后，他来到青藏高

原，练技能、学专业，很快成为同批兵中的佼

佼者。2016年9月，两年服役期满，陈润泽

怀着对部队的依依不舍，踏上返乡的旅程。

如今，悬挂着 6块光荣牌匾的陈安永

家，成为全村的风景和骄傲。而像陈安永

家 7名热血男儿一样，多年来，驻奉部队官

兵也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

情系第二故乡，以支持地方建设为己任，主

动投身抢险救灾、治安维稳、平安巡防、文

明创建等重大活动，积极参与植树、学雷

锋、社会公益事业。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凶猛来袭，奉化

广大专武干部和民兵牢记党和人民重托，

下沉社区值班值守、运输消毒、物资代购

……战“疫”的每一个阵地，都有他们坚毅

的身影。此外，他们还积极参与共建“我们

的家园”活动，为创建文明城市添砖加瓦。

“从一线到后方，从地方到军队，从城

市到农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处处渗透着双拥力量。”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负责人说，实践再次证明，坚如磐石的军政

军民团结关系，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

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拥政爱民显担当

“挡刀女孩”崔译文

六块光荣匾三代报国情

战“疫”一线的民兵

记者 李露 实习生 傅红瑜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顾峥嵘革命岁月，奉化进步青年卓恺泽、卓兰芳、裘古怀等凭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追寻党的脚步，用生命谱写了

红色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在奉化大地上，留下了许多地方拥军优属、军队拥政爱民的感人故事。2019年3月的一个晚上，年仅20岁的奉化姑娘

崔译文在凶徒向同学行凶的紧急关头，为保护同学，用柔弱的身躯挡下8刀身负重伤。崔译文舍己为人的义举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留下了“挡刀

女孩”的侠名。危急关头，人性容不得假设，这是“挡刀女孩”的勇敢，更是军人父亲对其言传身教的榜样力量。

军爱民，民拥军，奉化大地双拥氛围浓郁，军民鱼水一家亲不断演绎着新的动人故事，也不断充实着军民融合“奉化样板”的时代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