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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
区之一，是党、国家和军队的不少首脑
机关所在地，曾连续 9次荣获“全国双拥
模范城”称号。

近年来，西城军民把践行“红墙意
识”“柳荫精神”贯穿双拥全过程，不断
开创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推动双拥工
作全面扎实落地见效，以首善标准书写
了新时代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
家亲的崭新篇章。

拥军“三驾马车”

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

“红墙畔，柳荫街，真情无限；军民
谊，鱼水连，代代相传”，一曲动听的现
代京剧唱段——《西城双拥颂》，生动传
唱着西城新时代双拥工作的动人乐章。

38年前，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活动从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走向全
国，徐向前元帅欣然挥笔题词：“柳荫军
民文明街”。

在柳荫街街口，袁满囤烈士的汉白
玉半身塑像庄重肃穆。这位警卫战士
为营救落水工人纵身一跳溅起的浪花，
掀起开展军民共建活动的热潮。

自 2016 年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
城”创建以来，西城区把双拥工作纳入
军地发展总体规划。区党政一把手任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区四套班子领
导带头谋划双拥工作，各部门密切配
合，实现了区、街道、社区及驻区部队双
拥机构全覆盖。

西城区适应社会结构、经济成分和
劳动方式新变化，打造政府、社会、个人
上下联动的拥军“三驾马车”，充分调动
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增强社会化拥军活
力，大力培育爱国拥军的集体意识和价
值追求。区属 15个街道、208个社区与
驻区各部队建立共建关系，形成“上下
一条线、纵横连成片、事事有人抓、件件
有人管”的双拥组织网络体系。
“军队有需求，地方有保障。”这既

是西城区委、区政府的理念，也体现在
全区上下的共同行动中。西城区先后
为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无偿提供 30亩土
地及地面建筑，还支持武警执勤某支队
升级执勤装备、改善官兵生活。
“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4 年

来，西城区累计评选表彰“红墙卫士”
274名，“好军嫂”122名，宣扬 26名优秀
军转干部和退役军人事迹。

西城区还邀请被评为“红墙卫士”
士兵的父母赴北京，在看望子女的同时
见证首都发展新面貌，激发官兵的自豪
感，培育尊崇军人军属的社会风尚。武
警某部战士盛豪杰的父亲，听说儿子被
评为“红墙卫士”的消息后，高兴地说：
“孩子能为保护首都平安做些事情，是

全家人的莫大荣耀。希望他在部队安
心服役，再立新功！”

拥军“三后”无忧

后路、后院、后代各得其所

针对军改后转隶、移防的部队官
兵，西城区积极主动作为，力争与驻区
部队官兵同步享受优待政策，确保军人
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用真情办实事，以真心暖军心。西
城区委组织部、区发改委、区教委、区人
力社保局、区民政局、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等部门坚持创新实践，想方设法为官
兵拓宽“后路”，巩固“后院”，扶持“后
代”，帮助解决干部转业、士兵退役、随
军家属安置、子女教育等实际问题，建
立上下联动、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落
实机制，形成了一整套约束、协调与激
励的措施办法。

这只是西城区新时代拥军优属工
作的一个缩影。

穿行西城街区不难发现，公共场
所、服务机构都悬挂、张贴“军人依法
优先”标识，在各单位行政大厅开设服
务窗口，对军人军属、退役军人提供专
项服务，尊崇军人职业的浓厚社会氛
围已经形成，各项拥军优属工作落在
了实处。

由区领导率青年志愿者上门服务，
为军烈属和退役军人家庭送达悬挂光

荣牌60360块。
在全市标准的基础上，增加自主择

业军转干部一次性补助 1万元，每月为
义务兵家庭增发补助1600元。

区委、区政府先后组织慰问团赴新
疆、西藏等地慰问，送去全区人民的关
心厚爱，激励西城籍官兵建功军营。

举办军嫂专场招聘会，发挥街道
“军嫂之家”作用，加强就业指导，区双
拥办与区妇联、区人力社保局密切合
作，组织军嫂参观义达里社区，举办 3期
“军嫂技能培训”。

“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双拥社会氛
围浓厚，拥军优属举措务实，创建工作
富有特色。”6月 2日，来西城区调研指
导的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
办公室主任钱锋说。

拥军“特色品牌”

街道、社区、典型相映生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城区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迅速行动，积极做
好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助力抗疫等工
作，开展抗疫一线官兵家属走访、建立
联系服务卡、送慰问信、赠送拥军包、
解决实际困难等系列活动，区领导带
队到家中慰问；积极宣传抗疫英雄事
迹，增强军人军属的荣誉感自豪感，号
召广大军民和社会拥军力量，全面打
好疫情防控战……一项项务实之举，

极大鼓舞了军心士气。
“离红墙最近的地方，没有较好只

有更好。”做到以“争首善、创一流，做标
杆、立示范”的首善标准，靠的是精益求
精和不断创新。经过多年积淀，西城区
涌现了一批具有时代特征、富有西城特
色的典型群体。

从 2011 年开始，西城区正式启动
拥军品牌建设工程，提出“一街（街
道）一品（品牌）一典（典型）”行动指
标，至今全区已推出 25 个各具特色的
拥军品牌。

德胜街道积极打造“军民共建鱼水
情、德邻共治享和谐”双拥系列活动；什
刹海街道柳荫街社区“柳妈妈饺子队”
情系子弟兵；西长安街街道义达里社区
“穿军装的居委会主任”33年同心传承
从未改变；金融街街道连续 28年坚持慰
问驻辖区部队；广内街道成立全市首个
“老兵之家”，创新服务退役军人模式；
展览路街道开展“立功在军营、父母享
荣光”活动；陶然亭街道建立的关爱子
弟兵基金等 25个双拥品牌，都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
“人民子弟兵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做好双拥工作永远在路上。”在西城区
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迎检工作动员部
署大会上，区委书记卢映川说，“我们要
提升政治站位，增强做好双拥创建工作
的决心和信心，在首都双拥创建工作中
做示范立标杆，切实展现新气象新作
为，谱写新时代军爱民、民拥军的精彩
双拥华章。”

柳荫红墙，爱国拥军新风尚
—北京市西城区新时代拥军优属工作写真

■李章开 吴述波

双拥模范城（县）创建

热点聚焦

内蒙古杭锦旗人武部积极探索

“生态+”治沙扶贫模式，让曾经寸草

不生的“沙窝窝”变成了脱贫致富的

“金窝窝”，获得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

组织创新奖。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

济财富。人民子弟兵坚决贯彻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

念，把助力脱贫攻坚与保护生态、美化

环境紧密结合，把富民增收与乡村振

兴紧密结合，进行了许多成功实践。

湖北省宜昌军分区会同3家地方单位

对口帮扶宜昌市点军区联棚乡泉水

村，依托青山绿水，发展“旅游+生态”

产业，助力泉水村实现整体脱贫，昔日

大山深处的省级贫困村华丽转身，成

了“宜昌最美乡村”。湖南省军区帮扶

革命老区桑植县乡村脱贫，发展蓝色

光伏、绿色粽叶、金色蜜蜂等产业，让

乡亲们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致富之

路，日子越过越红火。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

量很关键。”生态文明建设如同一面

广角镜，折射追求绿色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的发展理念，传播协调推进人

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的大局

观、整体观，见证对子孙后代负责、实

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担当。

从助力脱贫攻坚向支持乡村振兴顺

利过渡转化，各部队务必有这样的理

念，有这样的大局观、整体观和历史

担当，始终不渝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认准目标不动摇，不负青山常播绿，

让绿色释放出更多的红利，惠及当代

百姓，造福子孙后代。

毋庸讳言，当今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越是困难

挑战增多，越要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定力。思想上，牢固树立生态文

明思想的指导地位；行动上，把绿色发

展理念贯穿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全过程，有损于生态环境的项目坚决

不上，不利于绿色生产生活的事坚决

不做。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从

助力脱贫攻坚到支持乡村振兴的顺利

过渡转换，人民子弟兵务必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支持脱贫后乡村大力发展

种植业生态高效基地、畜禽标准化养

殖场、水产健康养殖场、村特产品示范

基地和良种繁育基地，提高绿色产业

标准化生产水平，严把从田间到餐桌

全过程质量关。同时，还要努力把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把乡村生态

优势转化为发展生态经济的优势，在

生产方式调整上突出“绿色”，通过大

力发展绿色产业、培育绿色产品、打造

绿色品牌、开展绿色生态旅游等，助推

产业升级、带动绿色消费、促进农民增

收。

如今，“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日益成为广大军民的共识。军

民携手，共同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整治环境、搞

好卫生，相信科学、破除迷信，节约资

源、合理消费，让绿色生活方式净化心

灵，美化生活。“绿油油的果树满山岗，

望不尽的麦浪闪金光，看好咱们的胜

利果，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这

幅动人的家乡美画卷，在广大军民共

同努力下，一定会变为美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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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时评

作为在读大学生，我今年报名应征
了。如果不出意外，迈入19岁的我有望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一员。

问我有什么希望？当然有很多！
关键的一条，我想对父母说：当兵两年
内，请不要来看我！

为啥？让我慢慢告诉您。
爸爸是一名退役军人。
家中书柜上层端正摆放着一顶军

绿色大檐帽，爸爸常常仰望那顶军
帽。儿时，我也常常学着爸爸的样子，
仰望那顶军帽。大概从那时起，心中
就萌生了长大后当一名解放军战士的
念头吧。

除了爸爸外，家中好几位长辈有
过当兵的经历。他们退役后的出色表
现，让我坚信军营是个大熔炉，能够培
养人造就人，能够让一个人从此变得
与众不同。

而有苦有乐的大学生军训，在对军
人生活的初体验中，更让我知道了自己

想要什么。无论如何，一生中如果没有
当兵的经历，将是我最大的遗憾。

当然，也并非没有失望。
比如，对当兵的堂哥就有些小失

望。那年堂哥兴冲冲地报名参军，经
过一系列考核筛选，如愿成为一名军
人。家人也感到骄傲。可好景不长，
堂哥对军营的好奇心、入伍之初的兴
奋感消失后，开始怕苦怕累，稍有身体
不适便央求家人探望。我忍不住在心
里说：当兵就要当个像样的兵！

像样的兵，该是啥模样？
3位当过兵的长辈，给了我答案。

1964年 4月，在海军某部服役的张
同玉爷爷响应党的号召，脱去军装，援
建新疆。张爷爷带着怀孕 6个月的妻
子马文荣乘坐闷罐火车，一个多星期
后到达乌鲁木齐，义无反顾地投入建
设新疆、保卫新疆的事业。前几年，张
爷爷走后，马奶奶有时神志不清，清醒
的时候总说这辈子来新疆来对了。

爸爸的战友郭泽民叔叔，有一次讲
起了 2003年抗击非典的难忘经历。从
事摄影工作的他，在一线拍摄了大量珍
贵照片。我问叔叔在那样危险的环境
中现场拍摄怕不怕？叔叔回答：“作为

一名军人，只要有了命令，无论怕不怕
都得上，都得完成好任务！”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发
生后的当晚，身为军人的王敏阿姨，为
同样是军人的丈夫打起背包。阿姨告
诉我，那时候她也曾经有过一丝闪念，
想让丈夫以家庭困难为由不到救灾一
线，但看到丈夫焦灼而又坚定的眼神，
拖后腿的话终于没能说出口。就这
样，刚生完孩子不久的阿姨一人操持
家务，全力支持丈夫支援灾区。丈夫
和战友们在前线表现出色，受到军地
表彰。

在我看来，听招呼、敢拼命、顾大
局，才是军人应有的样子。军人的样
子，应该从系好当兵之初的“第一粒扣
子”做起。

一个大学生，当兵两年，还想让家
人来探望，像真正的军人吗？报名应
征的大学生朋友，你赞同我的看法吗？

对了，忘了告诉大家，我堂哥后来
已经很有个兵的样子了，各方面很出
色，退役前还实现了当优秀士兵、当理
论骨干两个“小目标”呢！家人故意试
探，说要再去部队看他的时候，堂哥坚
定地回答了一个“不”字。

像样的兵，该是啥模样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学生 王笑晗

有感而发

“最美战士”的红花、“最美军
嫂”的笑脸相映生辉，照亮了表彰现
场。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举办
的“立功在军营、父母享荣光”系列
表彰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最
美战士”“最美军嫂”共享荣光，让双
拥工作在进企业、进乡村、进学校、
进社区、进机关、进连队“六进”活动
中落地生根。 刘海成摄

立功在军营
父母享荣光

双拥影像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怎样助

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6月初，在军

地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由退役军人

张大伟 (左图后右)带领退役战友团队
研发的一款拥军应用智能手提包投

入试用。

这款拥军应用智能手提包顺应大

数据发展的形势，线上线下结合，为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服务。“云课堂”

荟萃军地名家、成功案例，为退役战友

提供针对性培训。“云求职”“云创业”适

时发布动态信息，推出创业项目。学

习有途径、咨询有解答、交流有平台、

就业有岗位、创业有支撑的服务体系，

满足了退役战友需求。

老兵就业创业助手
■李爱明 徐桂莲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