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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叶婷婷报道：“非常感谢
政府的关心关爱，救助很及时，审批速度
很快，服务更是非常贴心……”日前，广
东东莞退役军人黎某一家为市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送上精心制作的锦旗表达谢
意。广东省退役军人应急救助资金设立
实施一年以来，累计拨付2038.38万元，

救助优抚对象802名。
广东省于去年设立退役军人应急

救助资金，帮助发生重大疾病、重大突
发事件、重大家庭变故和其他特殊情况
的退役军人家庭及时走出困境。这一
由政府提供的临时性、过渡性帮扶援
助，成为困难优抚对象的“救命钱”。各

地还创新配套服务做法，让他们感受到
更多的关爱。江门市新会区和各乡镇
（街道）联合购买社工服务，聘请专业社
会工作者开展退役军人工作，部分服务
站在实施“一人一档”的基础上，引入退
役军人个案管理，组织茶话会、生日会
等暖心活动，与生活困难退役军人逐人

逐户建立良好关系。茂名市建立救助
回访制度，对每位获得应急救助资金的
退役军人逐一回访；主动与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合作，为应急救助资金受助对象
共 135人购买“退役军人意外险（家庭
版）”，将退役军人及其直系家属纳入被
保对象。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人员
告诉笔者，应急救助资金管理系统日
前正在并入省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探
索与医保系统直接对接，着重解决好
甄别对象难、病种核实难、救助金额计
算难等问题。同时通过城乡医疗救助
和优抚医疗补助信息管理系统等平
台，筛选出可能符合申请条件的退役
军人，有针对性地走访慰问并提供帮
扶援助。

广东退役军人应急救助资金设立一年

为802名优抚对象解“燃眉之急”

10月 24日，云南省丽江市文笔学
校，军嫂和丽凤满怀期待地走进考场，准
备参加随军家属定向招录考试：“没想到
在今年就业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政府
还拿出了11个财政局、医院、民政局、文
化旅游局等热门单位的事业编作为‘军
嫂岗’，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关爱！”

“每年安置不少于 10名军嫂就业，
是‘进一步做好随军家属就业和军人子
女入学工作实施办法’里明确的。今年
受疫情影响，安置工作略有滞后。快到
年底了，地方催着推动这项工作。”军分
区政委谭明忠告诉记者，这是丽江军分
区注重建章立制，以精确化、规范化建
设促工作落实带来的新现象。

“领导一换，工作重来”“靠关系解
难、靠协调办事”，是地处军地接合部的
军分区、人武部常面临的问题。近年
来，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及
地方机构改革的落实，人员和机构的

“变化”成为常态。如何确保党管武装、

民兵训练等工作“不减速”“不降挡”？
丽江军分区确立以精确化、规范化建设
促工作落实的思路，在对各类问题进行
反复调研的基础上，联合地方制订出台
20余份细则，将原来各类文件、规定中
的原则性要求进行细化明确，形成可操
作的具体措施方法，依法推进工作创新
发展。

明确“监督问责”问什么，推动党管
武装落实。党管武装是推动国防后备
力量建设质效提升的保证。针对以往
存在的党管武装“制度不落实、职责不
明确、工作不落地”问题，军分区联合地
方出台“党管武装考评实施意见”，将党
管武装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目标责
任考核和市委督查工作范畴，并明确考
评具体分值。此举，树起备战打仗鲜明
导向，强化了各级“把提升支援保障作
战能力作为第一要务”的责任意识，改
变了以往军地合抓工作却合力不足的
现象，形成了“军事机关搭台子、政府资

源进营区、职能机构具体抓”的军地合
作新路。

明确“其他事项”是什么，革除粗放
弊端。针对军分区人武部事务繁杂，工
作中原则性要求多、规范化不够，常常
以“其他事项”笼统含混“一锅煮”的问
题，军分区对各项工作逐一进行细化，
并联合地方出台文件，将“软指标”变成

“硬杠杠”。以武装经费保障为例，军分
区协调地方出台“人武部地方经费保障
工作的实施意见”，将原来以“武装工作
经费”进行打包的地方财政预算经费明
确为民兵事业费、兵役工作费、国动委
工作经费、民兵训练费、征兵宣传费等5
项共24个明细项目，解决了保障项目不
细、标准不一、部分工作经费来源不明
问题，实现了武装工作经费保障科学
化、标准化。

明确“权利义务”有什么，促进战斗
力提升。10月中旬，返乡刚1个多月的
退役士官勾舒刚收到复转集训通知
书。随通知书而来的，是由军分区和退
役军人事务局共同发放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退役军人教育管理的意见”：按时
参训可享各种补助并接受致富技能培
训，有召不回则会被扣发退役补助、纳
入全民征信体系管理等，权利义务一目

了然。军分区司令员刘建宝告诉记者，
这是他们完善人民武装动员机制、构建
一体化兵役制度的探索。调整改革后，
省军区系统姓军为战的指向更加精准、
保障主战的任务更加聚焦、常备常用的
特征更加明显，为此，军分区立起备战
打仗鲜明导向，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
设。他们将市县两级退役军人事务局
纳入国防动员体制，明确在退役军人教
育管理中各方职责。今年首次成建制
分3批组织300名退役军人开展返营训
练，保持和巩固了退役人员的军事技
能，为提高后备力量各专业队伍的编建
质量夯实人才基础。

“专武干部队伍建设实施办法”“职
工教育管理意见”“空余房地产租赁管
理实施细则”“民兵军事训练规范”……
伴随着20余份细则的出台和落实，彻底
纠治了靠关系协调、标准不明晰等粗放
做法，使武装工作创新发展驶入“快车
道”。丽江市征兵“五率”考评连续 3年
进入全省第一梯队；随军家属定向带编
安置、军人子女按意愿择校入学，巩固
了军政军民团结；建设完成36个扶贫项
目，帮助 274户贫困户 1046人稳定脱
贫，造血扶贫典型事迹被人民日报评为

“十大民生工程”。

云南省丽江军分区以精确化、规范化建设促工作落实

“硬规章”让武装工作“不降挡”
■朱云峰 吕 攀 本报记者 姜兴华

10月26日，在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众埠镇界首八一希望小学，学生们簇拥在90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蒋昌水身边。为了营造崇尚英雄、学习抗美援朝伟
大精神的良好氛围，乐平市人武部会同各乡镇、各中小学联合开展“老英雄进校园”活动，“零距离”向广大师生宣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故事，激励青年一代自
觉传承红色基因、报效祖国。 朱定文摄

本报讯 王晓、范奇飞报道：“很
震撼也很感动，让我想到了我喜欢的
国漫中的一句话‘先辈们为我们种下
的 苹 果 树 ， 要 靠 我 们 来 继 续 守
护’……”10月 26日，辽宁省军区警
卫勤务队学习室，看完纪录片 《为了
和平》，战士王大满感慨不已。连日
来，辽宁省军区组织开展“弘扬抗美
援朝精神、当好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主题教育活动，增强官兵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全面提高新时
代备战打仗能力。

省军区积极协助省委省政府做好
第七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
等活动；邀请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中共
党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峻为
官兵作抗美援朝专题授课辅导；组织
官兵收看抗美援朝 70周年大型纪录片

《为了和平》，并灵活运用故事会、演
讲会、辩论会等形式开展讨论交流活
动；联合省委组织部挖掘省内 35个抗
美援朝英雄故事，结集成册，印发各
单位组织学习。

抗美援朝时期，辽宁人叫响“人人
争当战斗英雄，个个要做支前模范”口
号。此次讨论交流活动中，省军区向官
兵提出“三个问一问”，即问一问抗美援
朝故事知多少、问一问如何将抗美援朝
精神传承好、问一问当那一天真的来临
能做到多少，引导官兵主动学习了解这
片热土的“精神家谱”，铭记历史、砥砺
前行。

辽宁省军区开展学习抗美援朝精神系列活动

继承“精神家谱”提高打赢能力

“在手工炒茶的过程中，一定要
用掌心区感受茶叶的温度和湿度。”

“ 好 的 ，师 傅 ！ 您 看 我 这 样 可 以
吗”……10月 24日，一场特殊的制茶
技能提升培训正在贵州省雷山县雷
山云尖茶叶实业有限公司举行。在
浙江炒茶技师指导下，贵州炒茶技师
认真学习龙井手工炒茶技艺。

泡上一壶清茶，香气缓缓升起，
“黔浙军地携手助推茶产业发展”对
接活动也随之全面铺开。活动由贵
州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浙江省军区
政治工作局和贵州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供销社共同举办，旨在通过
深入交流对接，进一步深化“军地
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消费
扶贫的成果。

近年来，贵州省把茶产业作为农
村产业革命特色产业、脱贫攻坚主导
产业进行重点打造，茶园面积达 700
万亩，茶叶生产销售已成为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然而，碍于规
模有限，多数茶企仍是“小作坊”家庭
式生产，辐射带动产业发展能力不
强，延长产业链条发展不明显。

为助力老区加快脱贫奔小康步
伐，年初以来，贵州、浙江两个省军
区积极协调推动中国最大的茶叶经
营企业浙茶集团在贵州探索开展茶
叶产业基地项目建设，以“黔货出山
进军营”消费扶贫活动为牵引，整合
销售渠道和资源，促进贵州茶叶销
售。两地签署了《携手推进茶产业
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浙茶集团
将贵州作为出口绿茶原料的重要收
购合作地，在贵州多个茶叶主产市
县和红枫茶园建设出口基地，将该
集团大宗茶的生产加工与贵州原料
产地无缝对接，并依托集团在全国
10余个省市的贸易网点、海外 60余
个国家的销售网络，帮助贵州好茶
更 好 更 快 地 “ 走 出 去 ”。 与 此 同
时，浙茶集团选派资深炒茶技师现
地传经送宝、手把手培训指导，帮助
提升贵茶品质。

合作好不好，要看老百姓笑不
笑。雷山县茶农雷成勇信心满满：

“有了浙江企业的帮扶，相信我们的
好茶一定能种得起来、卖得出去，日
子也会更有奔头。原本，父母还担心
我在本地茶园干活收入不稳定，现
在，眼看着日益增加的销量，他们的
担心没有了，有的只是满满的盼头！”

雷山云尖茶业董事长杨春艳告诉记
者，在这一活动的带动下，公司生产
运作更加高效，脱贫攻坚带动效果明
显。仅2020年公司共带动茶农2.5万
余人次，其中贫困户超万人。

一揉一捻，茶叶在掌心不断散
发出清香，在浙茶集团高级评茶师
包兴伟指导下，贵州炒茶师们的信
心越来越足，只等明年春来，龙井
茶香从贵州飘出，香沁老区群众的
小康路。

上图：贵州省雷山县领导为浙江
茶叶产业协会的专家颁发茶产业发展
顾问聘书。 凌方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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