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小名片

戴军波，男，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现任宁
波市鄞州公安分局横溪派出所一级警长，横溪镇梅岭
山区社区民警。2007年10月部队转业至鄞州公安分
局。

扎根梅岭山区16年间，他先后被评为2020年度
浙江省百名好民警、宁波市人民满意社区民警、鄞州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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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峰 通讯员吴赢洲） 宁波
市 2023 年首期“浪花计划”退役军人船员培训
班日前在宁波工程学院开班。

今年一季度，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宁
波 市 海 事 局 联 合 开 展 了 航 空 航 海 航 天 “ 沉 浸
式”直播带岗，同时在 3 月份的退役士兵适应
性培训上开展“浪花计划”宣讲，宁波市“浪
花 计 划 ” 影 响 力 不 断 扩 大 。 本 期 培 训 班 有 22
名退役军人报名参加，学员范围已经从浙江省
扩大至全国；涵盖的军种也由之前的陆军扩展
到海军、空军、武警等多个军种。

“ 我 是 通 过 新 闻 报 道 了 解 到 ‘ 浪 花 计 划 ’
的 ， 听 说 船 员 月 薪 最 高 有 4 万 多 元 ， 就 很 心
动。进一步了解以后发现，宁波作为航运业发
达 的 港 口 城 市 ， 师 资 力 量 和 教 学 条 件 都 很 成
熟 ， 就 业 前 景 也 不 错 ， 所 以 决 定 在 宁 波 参 加

‘浪花计划’培训。”来自云南的退役军人小刘
告诉记者。

宁波工程学院继教院负责人介绍，“我们
和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宁波海事局一起研
究制订了专门培养方案，科学设置和优化培训
课程，强化实操能力培养。今年，我们特别推
出了住宿费减免的优惠政策，可以为每位学员
节省 1000 余元，降低培训成本约 15%，将关心
关爱落到实处。”

据 悉 ， 今 年 ， 宁 波 市 计 划 开 办 两 到 三 期
“浪花计划”培训班，通过小班化模式培养高
素质船员。同时，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宁
波海事局将联合本地港航企业筹备专场就业推
荐会，打通“出校进企”通道，为学员高质量
就业保驾护航。

“浪花计划”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与退役
军人事务部就业创业司联合启动，旨在为促进
退役军人就业、建设高素质船员队伍提供有力
支持。2022 年 8 月，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宁波市海事局、宁波工程学院共同签署了 《退
役军人船员培训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浙
江省首期“浪花计划”培训班及退役军人船员
就业推荐洽谈会落地宁波，当年举办两期“浪
花计划”培训班，70 余名学员成功就业。

住宿费减免

今年我市首期
“浪花计划”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吴赢洲）4 月 21
日下午，由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建设银行宁
波分行主办，奉化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奉化区岳
林街道办事处、建设银行奉化支行、58 众创奉
化新经济产业园承办的首期宁波市军创园“创
业者港湾”金融信贷能力提升讲座在宁波市退
役军人创业创新园（奉化）举行，全市近 30 家军
创企业参加本次活动。

“风险无处不在，如何转‘危’为‘安’⋯⋯”，
活动现场，知名经济学专家就宏观经济与经济
热点进行深入解读，帮助企业全面了解当前的
经济形势，研判未来经济发展方向，传授经营风
险管控的办法途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还向与
会者介绍了“创业者港湾”专属金融服务及其他
普惠金融产品，并就企业在金融信贷方面应该
注意的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活动很有针对性，我想来听一下。”宁波市
唯金流体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收到邀请短信
的第一时间，拨通奉化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咨
询电话，他在认真听完讲座后表示“不虚此行”，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会面临各种金融风险
问 题 ，通 过 这 次 学 习 ，不 仅 让 我 了 解 了 经 济 形
势，还加深了对金融信贷的认识，对我们企业帮
助很大，举办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今年年初，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调研
中发现，军创园内超过半数企业存在一定程度
的资金紧张等难题。随后，联合建设银行宁波分
行签署了军创园专属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为退
役军人创业提供当期银行优惠利率基础上下浮
50BPS、不超过 500 万元的线下担保贷款等园区
专属金融服务。目前，奉化区已率先将这一优惠
政策覆盖到全区退役军人市场主体，以务实举
措帮助退役军人市场主体提高金融信贷能力。

“此次活动是市区两级不断完善退役军人
创业创新服务体系，有效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
创业创新的又一有力举措。”宁波市退役军人事
务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下 一 步 ，宁 波 市 军 创 园

“创业者港湾”将常态化开展法律、金融、人才等
政策的讲座和培训活动，帮助创业者提高自身
的管理能力和技能水平，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为
宁波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军创力量。

军创园“创业者港湾”举行
首期金融信贷能力提升讲座

他叫戴军波，老家在湖北，是一名“70后”。16年前，他在部队服
役，是雪域上的“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转业来到鄞州后，他成
为一名社区民警，负责横溪镇梅岭片区。

“梅岭片区”的6个村庄“藏”在大山中，从“国防绿”转为“藏蓝
青”的戴军波退伍不褪色，就像一枚钉子，扎根于他脚下深爱的这片热
土，时刻想着为山区百姓解忧除困。

16年来，他用双脚丈量民情，用真心赢得民意，成为当地留守老人
的“知心人”和“贴心人”……

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郑蒙永 郑梦怡

扎根大山16年，用真心赢得留守老人的心

今 年 47 岁 的 戴 军 波 告 诉 记 者 ， 他 是 听 着
《血染的风采》 长大的，老山战斗英雄的事迹令
他热血澎湃。他从小就对军营无比向往，对绿军
装代表的意义无比迷恋。

18 岁那年，戴军波的梦想实现了。1994 年
12 月，他成为某步兵团的一员。这是一支战功
卓 著 的 英 雄 部 队 ， 经 历 过 抗 日 战 争 、 解 放 战
争、甘青平叛、川北剿匪等。作为一名新兵，
戴军波感到压力很大——既为成为其中一员而
自豪，又害怕无法跟上脚步而忐忑。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挺不容易的。那
会我就憋着一口气，往死里练！”戴军波告诉记
者，他体格比较瘦弱，和不少战友相比，先天就
弱了一筹。新兵训练那会他就因手臂力量和腰腹
力量不足，单双杠器械训练科目没有完成，手榴
弹投远也只能扔出 20 来米。

为了不掉队，戴军波以勤补拙，咬着牙拼了
命地练，锤炼过硬的军事素养。战友付出一分努
力，他就付出三分甚至五分。他坚信，平静的湖水
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英
雄。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坚持不懈的苦练终于迎
来收获，戴军波的体能及军事素养有了飞速提

升。在一年后的考核中，戴军波在所有训练科目
中达到优秀以上水平，尤其是五公里武装越野和
射击科目，成为连队的尖子。

从“差生”到“学霸”，戴军波的“拼”让战
友们看在眼里，也服在心里。入伍的第三年，戴
军波成为一名班长，并被连队评为“优秀士兵”。
1997 年 7 月，戴军波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军校。

“我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毕竟军校里面的
东西很专业，不好好学估计连毕业都难。”戴军
波说，在军校学习三年，无论是军事素质、理论
水平，还是指挥管理能力，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
化。

毕业后回到部队，因为军事技能扎实，戴军
波在雪域高原“闪闪发光”。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先后任排长、副连长、作训参谋、教导队队长等
职。他还担任过军区射击教官，教授武器操作和
射击。

“在部队的 6 年中，我立过功也受过奖，但最
大的收获还在于军旅生涯锤炼了我的‘心’。如果
说当兵的意义在于保家卫国，那么成为一名肩上
有担当有责任的军人，为此努力的意义就是让人
能承得起‘人民子弟兵’这几个字。”戴军波告诉
记者。

听着这首歌走进军营，从“差生”拼到“学霸”

2007 年，戴军波转业至鄞州公安分局横溪
派出所，成为一名人民警察。脱下军装，穿上

“藏蓝青”，他既要接处警、办理案件，又要开展
社区警务工作。

来到“梅岭片区”，最令戴军波“痛苦”的
是语言障碍问题。“我那会是‘新宁波人’啊，
负责的 6 个村，老人居多，说的都是土话。开始
的时候，我是带‘翻译’进山的，干活都需要同
事全程陪同。”戴军波说，克服语言障碍的最佳
办法就是“多去”，时间花下去，听得多了，慢
慢就懂了。

“第一关”过关了，接着要考验调解水平
了，这是一名社区民警的看家本领。

横溪的大梅山，山路十八弯，出入极为不
便。村落分散在山中各处，距镇上有 20 多公
里。尽管山中无大事，但鸡毛蒜皮的矛盾纠纷并
不少，如果不及时化解，也有可能升级。

曾有一名老人，年轻时犯过错，年老归来时
已妻离子散。山中其他老人对他有惧意，甚至不
愿让他进村。戴军波挨家挨户走访，与每一位留
居老人倾心交谈，成功说服了他们。最后，那名
进不了村的老人顺利落叶归根。

无数次的矛盾纠纷调处，戴军波总能换位思
考，真正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问题。有时，为了
成功化解矛盾，他走上三四个小时的山路，走访
周边邻里，了解深层原因。这些年来，他经手的
矛盾调处实现零投诉、零失败、零反复。

除此以外，山里的房子较为破旧，水电煤

气、电路安全等也是戴军波放心不下的问题。“作
为社区民警，如果在这些方面出事了，肯定也是责
任人。山里的事我上心是应该的，多跑跑准没错。
而且山里多留守老人，他们也寂寞，需要有人陪他
们说说话、聊聊天。”戴军波说。

戴军波一“呆”就是 16 年，他走遍了大梅山
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沟沟壑壑都在他的脑海中。

今年 4 月 1 日晚上 10 点左右，刚值完勤的戴军
波接到群众报警，称其 76 岁的父亲在梅岭山区凤
凰岭古道爬山时失踪。

梅岭山区地形复杂、岔路极多，海拔落差大，
山林环境极为恶劣。搜寻的关键就在于准确判断老
人的行进方向。搜寻方向一旦有误，意味着找到老
人的时间会延长，而此时距离老人失联已过去整整
11 个小时。

接警后，戴军波立即组织警力赶往现场，在
其他支援力量还没到来前，先是通过地毯式搜寻
排除了大片区域。之后，他凭借着对辖区地形的
熟悉，判断老人很有可能前往五都头山下竹林去
挖笋了。

救援力量根据他的判断展开针对性搜寻，在无
人机的帮助下，于次日凌晨找到了跌落在竹林深处
水沟里的老人。此时的老人受伤颇重，如果救援人
员晚到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在我们梅岭，这样的救援不在少数。作为这
里的片区民警，我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每个人的安
全。”找到老人后，戴军波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顾
不得钻山沟带来的狼狈，露出欣慰的笑容。

再披“战袍”履新，解忧破难显真性情

扎根山区的 16 年中，戴军波一直在默默付出。
山里有不少留守老人，年老体弱，身边没有照

顾的人。戴军波就扮演起他们的“亲人”，一有空
就上山看看他们，陪老人们说说话，帮他们打扫卫
生，还“兼职”买菜买药。每年中秋，戴军波都会
陪老人一起在山中赏月吃月饼唠家常；逢年过节，
扛着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用品探望老人⋯⋯

“我转业到宁波，如今已将家安在这里，但我的
父母仍在湖北，很想念他们。所以，村里老人的感
受 ， 人 到 中 年 的 我 有 切 身 体 会 。” 戴 军 波 告 诉 记
者，初时照顾辖区里面的老人，更多的是工作职责
所在，但相处时间久了，感情就渐渐深了。

时刻将老人记挂在心中，说起来很简单，但做
起来并不容易。

今年 3 月 4 日，戴军波邀请一名中医给老人看
病，并携带着一批爱心药包进山。分发给老人的药
包里有体温计和药物，药包上还贴着写有戴军波手
机号码的紧急联系提醒单。在赠送时他一再提醒老
人，有紧急需要的，比如夜间送医，可以直接给他

打电话。
这是戴军波的一份心意，同时也是未雨绸缪之

举。去年年底，他搜集到一批药物，和辅警一起驾
车紧急送入山中，交到有需要的老人手里。“这里
距离镇上太远了，老人腿脚又不好，来回不便。提
前送到位，安心不少！”戴军波说。

有些老人没接到分发药包的通知，于是戴军波
和辅警等几人扛起纸箱，开启了踏山送药之路。沿
着高低不平的小道一路前行去送药，记者发现途中
不少老人很热情地叫他“小戴”。

“辖区里有 1035 名 60 岁以上的老人，每个人的大
致情况，我心里有数。”戴军波说，扎根这里的 16 年，
他走遍了角角落落，早和山里的老人们建立起深厚
的感情，“我喜欢这片山，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对我来说，‘守山’其实很有成就感！”
戴 军 波 说 ， 更 重 要 的 还 是 来 自 军 旅 生 涯 的 影

响。在军营时他就知道，自己每一点微小的进步，
每一次获得的成功，每一个胜利的到来，都倾注了
许多人的心血，凝聚着许多人真诚的支持和帮助。
每当他受到挫折，身处困难时，许多人伸出援助的
手，给了他鼓励和力量。将心比心，他也要用真情
对待他人。

滴水穿石、汇溪成河，16 年用真情换真心，戴
军波从老人们口中的“小戴”警官，一个人生地不
熟且听不懂方言的“新宁波人”，成为他们心中的

“好儿子”，遇到困难时总会想到的人。
扎根梅岭，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就是戴军波，

一个不一样的“守山人”！

咬定青山不放松，甘做梅岭“守山人”

戴军波的老兵新传：

从雪域“金珠玛米”到梅岭“守山人” 讲座现场。 （何峰 吴赢洲 摄）

3月4日，戴军波携带着一批药包走进大山送给
老人。 （王晓峰 摄）

戴军波与村民交谈。 （郑蒙永 郑梦怡 摄）

戴军波帮老人干活。 （郑蒙永 郑梦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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