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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嫂心声军嫂心声

作为一名军人的后代，没能当
成女兵的我，却机缘巧合进入安徽
省利辛县人武部工作。2000年，我
所在的单位分来两名军人，其中一
个最终成了我的丈夫。

婚后不久，他就调到离家 100
多公里的亳州军分区机关工作。
2008年，他调到位于山东青岛的某
海防部队工作，后来又调到济南工
作。每到节假日，我不是在部队探
亲，就是在去部队探亲的路上。

看到我和孩子风尘仆仆的样
子，他很心疼：“要不我转业吧，这样
一家就可以团圆了。”但我知道，如
果因为我和孩子让他脱军装，我也
不情愿。虽然两地分居的日子难
熬，我还是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有
时，我想辞职当全职太太，可又舍不
得这份工作。

后来，听说济南市建立了随军家
属安置长效机制，在全市事业编制十
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从机关事业单
位中拿出一定名额专门用于安置随
军家属。2017年八一前夕，他抱着
试试看的想法，向组织递交了家属随
军安置的申请。在济南市军地有关
部门的努力下，我的工作很快就进入
安置程序。当年年底，济南市天桥区
人社局领导到我所在的单位进行外
调，很快工作就落实了。2018年3月
8日，我正式到天桥区人防办上班。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团聚了，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如今，他在部队干得风生水起，
我成了单位的骨干，孩子也在济南
市一所重点高中就读。我想感谢所
有关心支持随军家属安置的人。我
更想说，我一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

快速安置，我的幸福指数更高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防办 马晓莉

家门连着营门，军属牵动军心。解决好军人家属的家事，也是对部队战斗
力的支持。

做好随军家属安置工作意义重大，但这项工作落实起来并不容易。这个难题
的症结在哪里？如何破解？请看来自驻军大市山东省济南市的新闻调查。

“春风”吻上军嫂的脸
—山东省济南市军地合力破解随军家属安置难题的调查与思考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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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家属安置难
症结在哪里

军人家庭是否稳固，直接影响到军
人能否在军营安心服役，而随军家属就
业问题则是他们心头的牵挂。受多种
因素叠加影响，给随军家属安置工作带
来新情况。

从政策上看，由于随军政策调整，
随军家属数量增多，给安置工作带来较
大压力。2011年 3月，随军政策调整，
绝大多数地区连职干部就可以随军随
队。此政策惠及广大干部，深受干部拥
护，但随之而来的是随军家属数量增
多，特别是驻大中城市随军家属安置难
度越来越大。

从地方上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
日益完善和社会用工制度的改革，企业
用工招人，倾向于成本较低的农民工或
者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相对而言，多数
随军家属就业竞争力不足。另外，随着
社会就业政策变革，随军家属就业安置
环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近年来，地方
政府精简调整，机关缩编，事业单位改
制，无形中也给随军家属安置工作带来
难题。

驻济某部正连职参谋小赵的家属
原是老家县城的一名中学教师，教学能
力突出，是单位的骨干人才。随军后，
她到驻地中学应聘，但济南的一些中小
学招聘教师要求具备研究生以上学历，
而她是本科学历，所以迟迟没有找到心
仪的工作。

从自身来看，部分随军家属就业
观保守，待安置家属越来越多。部分
家属找工作、谋职业的思想仍停留在
过去靠部队出面联系、靠地方政府指
令性安置的观念上；有的择业标准过
高，想到社会地位高、工作轻松、待遇
好的单位；有的宁愿拿着军队和地方
发放的未就业生活补助，也不愿进入
人才市场、劳务市场参与竞争，更不愿
参加地方组织的职业培训，认为这样
做“丢面子”。

驻济某部一名机关干部家属，将
工作目标定在地方事业单位，其他一
律不考虑。虽然组织和领导多次出
面，作了很多协调工作，但由于本人学
历不高，再加上事业单位逢进必考，导

致一直未能安排好。

随军家属形象颠
覆传统观念

受影视作品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人
对军嫂的观念还停留在以前。比如朴
实肯干，吃苦耐劳，但普遍学历不高。
随军后即使在部队后勤部门或军人服
务社上班，也多当售货员。如今的军
嫂，早已不是过去的形象。

据统计，参加今年 3月 7日济南市
随军家属招聘会的 476名驻济部队随
军家属中，从学历上看，研究生以上学
历 36人，占 8%；本科学历 186人，占
39%；大专学历 178人，占 37%；大专以
下学历 76人，占 16%。从就业经历上
看，从未就业的 59人，占 12%；有国企
工作经历的 106人，占 22%；有私企工
作经历的 251人，占 53%；个体经营的
32人，占 7%；有事业单位工作经历的
28人，占6%。

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有不少家
属原来的工作很好，甚至在单位是部
门领导、业务骨干。有的为了结束两
地分居，照顾爱人，不惜从老家或工作
城市千里迢迢随军来到济南，却发现
人生地不熟，求职四处碰壁；有的因
为生育子女，只好忍痛辞职，待孩子
稍大些上学后，求职又出现困难。特
别是近年来，由于部队整体移防，从
老家随军到部队驻地刚稳定没多久，
又像候鸟一样随着军人迁移到新的
城市。

不少随军家属对工作岗位的要求，
主要就是岗位体面、时间宽裕、能够照
顾家庭，对工资待遇反而要求不高。

济南警备区政治工作处干事姬生
亮的家属高秀茹，研究生学历，拥有教
师资格证和普通话二级证书，2007至
2011年，曾在某能源公司工作，后来为
照顾孩子辞职。她告诉笔者：“如今孩
子大了，我也考虑找个工作，目标是企
业行政岗、商业银行或教师聘任岗。”她
对自己信心满满。

济南市历城区人武部保障科科长
刘现明的爱人李玮是南开大学硕士研
究生，2009至2016年，曾在山东英才学
院任讲师，也因为照顾家庭而辞职。她
的择业目标还是从事教育相关行业的

工作。目前，正在加紧复习，准备驻地
附近院校的招聘考试。

军地发力，推动
落实家属安置

做好随军家属安置工作，是增强军
人军属获得感、幸福感和军事职业吸引
力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安置工作涉及
面广，必须军地同向发力，齐心协力推
动落实。

2017年3月，山东省军区转业办干
事崔炯臣喜添二孩。然而，他的喜悦
没有维持多久。原来，前些年崔炯臣
从作战部队调入山东省昌乐县人武部
工作，经过多方协调，才把家属安置到
昌乐县交通局工作，结束两地分居。
不久，他因工作能力突出调入省军区
工作。自己在济南，父母、岳父母都在
青岛老家，家属和孩子在昌乐，一家分
三地。后来，省军区领导知晓此事后，
协调地方有关部门，将其家属调入济
南市历城区经信局工作，解决了他的
后顾之忧。

崔炯臣说：“没想到我一个副营职
干部，家属随军安置这么快。”像崔炯臣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济南市建立随
军家属安置长效机制，在全市事业编制
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从机关事业单位中
拿出一定名额专门用于安置随军家属，
多年来先后接收随军家属436人，全部
安置到机关事业单位，受到广大官兵的
好评。

为有效做好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
作，济南市双拥办、市人社局和警备区
政治工作处联合出台《助力随军家属就
业工程实施方案》，规定市、县（区）两级
双拥办会同人社等军地有关部门，每年
至少组织开展 2次随军家属参加的大
型招聘活动或专场招聘会。各行业系
统和部门单位，要利用春节、三八妇女
节、八一建军节和干部转业、士兵退役
等时机，根据用人需求组织专场招聘
会、送岗位到军营等灵活多样的招聘活
动。3月 7日，济南市举办“拥军优属
春风行动”2019年驻济部队随军家属
专场招聘会，80余家省、市企业参与，
提供就业岗位3500个，476名随军家属
参加。

“我与济南一家服务公司签订了意

向，与我的专业对口，离家也不远，我很
满意，（他们）已通知我下午 3点去面
试。”济南警备区勤务队队长、四级军士
长赵磊妻子郑恩玉经过咨询和挑选，最
终确定了意向单位。

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军官王
成专程陪着妻子汪海虹，抱着1岁多的
二孩来应聘。他告诉笔者：“我们想找
一个离家近、有时间照顾家的岗位，刚
才有一家企业听说要照顾孩子，立即答
应可以推迟半个小时上班或提前半个
小时下班，让我们挺感动。”

此外，济南市还建立了未就业随军
家属生活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随
军家属待岗期间，按照当年度济南市失
业保险金标准发放生活补助，并逐年定
期增长，今年补助标准提高至 1337
元。目前，每年享受补助的随军家属
1000余人，年发放补助1200余万元，补
助标准、财政投入力度均居全省前列。

随军家属职业培训和自主创业扶
持机制的运行也日渐成熟。济南市将
未就业随军家属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军
地联培联训，并综合运用创业补贴、创
业担保贷款、就业援助等政策，打好帮
扶组合拳，拓宽创业扶持范围，提高创
业补贴标准，受到驻济官兵和军属的广
泛好评。

山东武警总队参谋刘伟的家属孙
丹妮想做生意，但苦于缺少资金，相关
部门主动服务，帮助她申请办理了 10
万元的担保贷款，解决实际困难。杨春
梅是原济南军区装备部一名干部家
属。1999年，她开了一家饺子馆，因味
美价廉、诚信经营，生意一直比较红
火。后来，杨春梅又注册成立餐饮公
司，陆续开设多家分店。

相比之下，军嫂翟丽彬的创业故事
更有传奇色彩。2011年，在爱人的支
持下，翟丽彬组织几名军嫂和退役士兵
一起组建针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服
务平台——山东省长城军地人才就业
创业促进中心。她创新退役士兵培训
就业安置办法，积极培养军地两用人
才，解决现役军人的后顾之忧，先后帮
助 7000余名自主择业干部和 2万余名
退役士兵实现就业。翟丽彬本人荣获

“2013中国双拥年度人物”“山东省第
十届‘十佳好军嫂’”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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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是高中同学，都是东北
人，结婚后一直两地分居。宝宝出
生后，我们娘儿俩一起来到了济南，
住进一套公寓房，一家人终于有了
自己的窝。

孩子一天天长大，我也琢磨想
找点事干。虽然每个月都能领到未
就业随军家属补助，但毕竟不是长
远之计。我鼓足勇气去参加应聘，
可能是脱离工作太久了，一直没能
找到合适的岗位。

由于不符合济南市随军家属安
置条件，我的工作一时没有着落，只
能到一家点心店打工。后来听说一
个同学因为企业效益不好，辞职创
业，现在干得风生水起，我也想闯一
闯，丈夫听说后很支持。

听说我要创业，部队领导很支
持，专门协调地方有关部门为我提
供无息小额贷款和 2年免税政策，
并全程简化贷款、营业执照办理等

手续。40岁那年，我终于实现了创
业梦，在泉城繁华地带开了一家蛋
糕店。他的战友和家属们听说后，
都来捧场。

其实，创业之路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我曾经也有很多次想要放
弃。当时，不少家属对我的选择感
到不解。有人觉得，我放着好好的
日子不过，非要去创业，想不通；有
人觉得，排队等待部队出面安置工
作就好，为何要自己找苦吃。

受益于地方经济社会的高速发
展，我的蛋糕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后来，我又开了第二家、第三家分
店，还尝试做起了微商，在网上开起
了微店。我的那些军嫂姐妹，只要
她们愿意创业，我就无偿向她们提
供技术，无偿帮助搞策划。如今，在
我的带动下，有两名军嫂开起了实
体店，有好几名军嫂在工作之余做
起了微商。

优惠扶持，让我的创业梦成真
■驻济南某部军嫂 俞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