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退役军人营造温馨的“家”
——河南沈丘县探索退役士兵服务管理纪实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迟 驰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军旅人生

本报讯 记者陈郁报道：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 87 周年之际，由中国爱国拥军促进会主办的爱国拥军
模范“国防日”活动暨爱国拥军模范座谈会 7 月 25 日在
京举行，各地爱国拥军模范与驻京部队官兵代表聚集北
京，座谈新时期拥军爱民工作，为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
能打仗、大胜仗，互动交流，献言建策；到部队实地训练基
地参观、学习、慰问、体验，增进军民感情，提升共筑国防

“气场”。
座谈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指出，要

把爱国拥军作为伟大的民族精神来弘扬，要把爱国拥军
作为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来凝聚，要把爱国拥军作为维
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来重视，要把支持爱国拥军事业
作为各级领导的重要工作来安排。后力、王贵文、房忠、
贾紫焰、莫涓 5位爱国拥军模范代表作了主题发言。

“每一次到退役士兵服务中心，就感受到家的温馨。”7 月
20 日，曾经在解放军 91202 部队服役的退伍兵杨建坤，一到
沈丘县退役士兵服务中心报到，发自肺腑的话就脱口而出。

沈丘县退役士兵服务中心，是由政府主管、人武部协管、
民政局主办、各有关职能部门参与的常设机构，为退役士兵提
供培训、就业、救助、帮扶、维权等一体化服务，走的是“在
服务中实现管理、在培训中实现就业、在组织中实现作为”的
优抚安置新路。

“要让士兵在返乡的第一天，就能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这
是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汪守保对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常说的
一句话。

在沈丘县退役士兵服务中心，记者看到：400 多平方米的
办事大厅宽敞明亮，退役登记、政策咨询、技能培训⋯⋯各个
服务窗口一字排开，井然有序。点击大厅一侧的电子咨询屏，
各种优抚政策、招聘信息、培训信息一览无遗。400 多平方米
的国防教育大厅，沈丘国防建设的过去与现在，战争年代的

“军旅之星”，和平时期的“创业之星”，还有各式各样的军事
模型，俨然一个“浓缩版”国防教育基地，看了不禁让人热血
沸腾。

每位退役士兵返乡报到时，服务中心都会发放一份 《退役
士兵服务手册》，一封 《致退役士兵公开信》，宣传解释优抚、
安置、就业等政策，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集中组织
融入社会教育，请县领导介绍家乡的变化和发展形势，帮助退
役士兵顺利实现角色转换；结合八一、春节走访慰问，对退役
士兵生产、生活情况进行调查回访，定期召开退役士兵恳谈会
倾听大家的心声，并通过沈丘退役士兵服务网、服务热线及时
排解思想困惑，让退役士兵时时感受到组织的关心。

“刚返乡时，我多处求职，但因在部队所学与用人单位要求对不上号，屡屡碰壁，很是烦恼。”7月27日，地处沈丘县城繁华地

段的一家电脑维修店里，30岁的退伍兵李明军很是忙碌。在他困难的时候，服务中心联系了当地一家颇有名气的电子维修中

心，对李明军免费进行了一年多的系统培训。在服务中心的帮助下，李明军终于开了一家电脑维修店。

近年来，沈丘县探索创新退役士兵“一体化”服务管理机制，破解退役士兵安置难、就业难、管理难问题，积极稳妥地做好安

置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保民生促和谐、稳军心强国防。

服务中心按照劳动力市场需求，推出系列技能
培训套餐，为退役士兵顺利就业搭设广阔舞台。“培
训+引导”，更新就业观念；“培训+政策”，提高就业
能力；“培训+订单”，实现对口就业；“培训+推荐”，
搭建就业平台。

28 岁的苏林林，4 年前告别生活了 5 年的军
营回到家乡，建起一个养殖场，开始了自主创业
的历程，养殖场当年就取得了不错的效益。尝到
甜头的苏林林，根据市场行情，准备扩大养殖规
模一年出栏 4000 头生猪。初步预算需投资 200
万元，资金缺口 50 多万元。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苏林林向服务中心反映了

自己的困难。服务中心及时帮助他向县畜牧局争取
国家政策性贷款，同时又为他提供了 5 万元的政府
贴息贷款。

就业不易，创业更难。和苏林林一样，缺资金、
少技术、无经验是退役士兵创业的“拦路虎”。为此，
县里每年设立 100 万元的“退役士兵创业基金”，将
小额贷款额度由 5 万元提高到 8 万元，期限由一年
延长到两年。

服务中心协调县组织部门把退役士兵作为加强
基层政权建设的“人才储备库”，每年培养 50 名优秀
退役士兵入党，列入村干部选拔使用序列，鼓励他们
参加村“两委”班子换届选举。

沈丘县退役士兵服务中心的成立，不仅温暖了
退役的，也稳定了现役的，同时还激励了应征的广大
青年。

当下正是征兵入伍的时期，沈丘县人武部有两
组数据让人为之振奋：目前适龄青年报名参军人数
1109 人，是征集任务的近 3 倍；3 年来，该县退役士
兵就业率达到 96%，实现了“入口”火热与“出口”顺
畅的双赢，这正是沈丘服务好退伍军人带来的明显
效应。

2011 年到 2014 年中心成立 3 年以来，全县退
役 士 兵 1451 人 ，参 加 培 训 960 人 ，培 训 人 数 占
66％以上；推荐就业 633 人；家庭困难救助 85 人，

其 中 危 房 改 造 44 人 ，临 时 救 助 41 人 ；创 业 帮 扶
167 人，其中包括小额贷款 76 人，贷款金额 380 万
元，技术帮扶 91 人；提供法律咨询 281 人次，法律
援助 25 人次。

近 3 年来，沈丘县为帮扶退役士兵创业，县财
政每年要支出 400 多万元。财政盘子就这么大，各
方面都要用钱，这着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人对
此不理解，甚至认为这有失社会公平原则。

“退役士兵一头连国防，一头系民生，这笔钱花
在他们身上，值！”“对这个特殊群体给予特殊优待，
是社会公平原则在更高层次的体现。”沈丘县委、县
政府形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

“技能培训套餐”帮你忙“技能培训套餐”帮你忙

一切为了保民生强国防

在这里，

我们感受到温暖

今年是浙江实行互联网征
兵的第一年，宁波市军分区将
武警边防部队第二届“带兵模
范”、一等功臣、宁波边检站勤
务中队警卫班班长蔡伟肖列为
了征兵宣传典型，一时间，“蔡
伟肖”不只成为宁波青年们在
网络搜索的热词，他本人还增
加了大批追随的“粉丝”。

全国边防军事业务大比武
获班对抗集体第二名，全省边
防军事业务大比武获五公里越
野第二名，立一等功 1 次，三等
功 3 次，全省十佳优秀士官 1
次，优秀士兵 2 次⋯⋯蔡伟肖
曾被官兵们誉为军事业务岗位
上的“兵王”，如今，卸下光环的
他是战士们喜爱的“肖班”。

小任是蔡伟肖带的首批大
学生士兵，也是首批被直接提
干的大学生战士。刚下连时他
仗着自己学历高、能力强，自己
分担的工作总能又快又好完
成，就有些心高气傲，不愿主动
帮助他人，团队协作意识较差。
考虑到小任自尊心较强，蔡伟
肖没有直接批评他，而是转变
了教育方式，在分组训练中有
意强调要组员互相合作才算完
成任务，并在班务会中重点表
扬了主动帮助他人的同志。慢
慢地小任也会主动帮助别的同
志了，全班的团结意识也提高
了，工作越来越有默契。

2012 年年底，小任还被站
里评为了“执勤能手”。多年来，
他带的兵，有2名大学生战士被
直接提干，有 15 人成长为优秀
警官，有18人成为了班长骨干。

战士小张，身体瘦弱，协调
性差，强烈的自卑感使他对部队生活越来越缺乏兴趣。蔡
伟肖了解到他入伍前擅长电脑这一情况后，就让他试着做
一个课件，没想到不出两个小时，小张就递上了一份图文
并茂、生动形象的课件。蔡伟肖借机在班务会上对小张提
出表扬，从一直挨批评的“落后生”一跃变成表扬对象，小
张顿感神清气爽。在帮小张找回自信后，蔡伟肖及时鼓励
他全面发展，按照他的承受能力帮他精心制定了训练计
划，半年过去了，小张不但体能跟上了，还被评为“优秀士
兵”并入了党。

多年在带兵一线，蔡伟肖总结了一套做思想工作的
方法。诸如对刚进警营的战士多用“提醒法”，对自尊心
强的独生子女多用“鼓励法”，对想家的战士多用“转移
法”等，这些方法被他绘制成一幅树形图。每次召开带
兵骨干管理经验交流会，蔡伟肖都会把这张树形图与
大家分享。

不轻易严苛批评他人。这是蔡伟肖带兵的一条准则，他
说，若随意批评指责，不仅会伤了战士的自尊心，还容易造
成他的叛逆心理。正是这样常怀一颗宽容之心，与战士将心
比心的交流，一些性格有缺陷的刺头兵、身体素质较弱的机
关兵、调皮捣蛋的关系兵也在他手上逐步改造过来。

2013 年 11 月，在调任机关勤务中队还不满 8 个月，
全站年度军事大比武中，蔡伟肖带领班内的同志拿到了
勤务中队首次军事比武队列科目第一名，班里多名同志
还在单项比赛中获名次，而他本人也在年度士官“1+1”
考核中位列全站第一。 文/陈湘妮

关爱战士的好班长—
—记武警边防部队第二届

﹃
带兵模范

﹄
、宁波边检站班长蔡伟肖

本报讯 记者张允强日前从辽宁省民政厅获悉：辽
宁省今年实行订单式、定岗式、定向式培训退役士兵，确
保有培训愿望的退役士兵 100%参训。

据了解，辽宁省每年有退役士兵 2 万余人，除计划安
置外，涉及通过政府组织技能培训及推荐就业的人员有
1.7万余人。

辽宁省以就业需求和退役士兵愿望为工作落脚点，
探索跨省、跨市异地推荐就业模式。在沈阳、大连 3 所培
训学校举办省本级培训，为有跨市就业意愿的退役士兵
提供便利。帮助各市与就业企业搭建桥梁，为经济欠发
达地区退役士兵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省及各市建立了企业信息库，将发展前景好、工资福
利待遇高的企业纳入范围，涉及汽车制造和维修、船舶制
造、商业、物流、物业管理、食品、通讯等行业，定期通过

“辽宁省退役士兵就业服务网”、手机短信、微信及时向退
役士兵发布招聘信息，根据各自愿望，推荐到企业就业。

截至目前，已组织培训退役士兵 6196 人，就业率
达 98%。

爱国拥军模范座谈会在京举行

辽宁确保有意培训退役士兵参训

八一建军节期间，广西防城港扶隆乡田心村
隘脚屯“吉利”兄弟与广西扶隆边境检查站的官兵
们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

哥哥朱吉 14 岁，读初一；弟弟朱利 11 岁，读
小学五年级，官兵们叫他们为“吉利”兄弟。他们
俩的父亲体弱多病，母亲失明，一家人靠父亲在外
打工微薄的收入，家境十分贫困。前不久，一直与
兄弟俩相依为命的爷爷因病去世，他们一度陷入
悲伤情绪中。

为了让“吉利”兄弟尽快走出心理的阴影，检
查站每周安排官兵到“吉利”兄弟家走访，送去生
活学习用品，给他们心理辅导，还特地将兄弟俩带
到部队体验警营生活。

“吉利”兄弟进部队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参观内
务。刚开始，他们显得很拘谨。

“被子怎么叠啊？”朱吉才走到床边摸了摸像
豆腐一样四四方方的被子好奇地问。

“来，叔叔教你们！一定要把被子磨平，四个
角顶起来！”廖班长耐心地告诉他们方法和技巧，
兄弟俩跟着练了起来。

随着操课完毕，到了午餐时间。
“快擦擦汗，穿上新衣服！看合不合适！”官兵

们将早已准备好的衣服和湿毛巾拿过来，一起给
兄弟擦汗、穿衣服。兄弟俩还没有弄明白什么事
情，又被官兵推搡着带进了饭堂，桌子上早已经备
满了丰盛的午餐。

“吃个鸡腿⋯⋯吃块扣肉⋯⋯”不一会儿，兄
弟俩的碗里被夹满了菜。兄弟俩憋不住的泪水哗
啦啦地流了下来。

下午是娱乐活动，在下象棋、扔乒乓球、桌球
球、老鹰捉小鸡等游戏中，“吉利”兄弟像变个人似
的，主动参与其中，和官兵玩在一起，重新找回了
少年的童真和快乐。

一眨眼一天即将过去。“叔叔，长大我也要当
兵！”离开的时候，“吉利”兄弟依依不舍，许下诺
言，两人向官兵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扶隆边境检查站去年初启动“阳光行动”，对
辖区孤儿、孤寡老人等困难群体进行物质上的帮
助和心理上的呵护，先后为 8名儿童、25名老人送
去“温暖”。

“长大后我也要当兵”
——记广西扶隆边境

检查站官兵关爱困难群众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黄贤宁 李远平

“出水了！出水了⋯⋯”

7 月 31 日上午，随着军地领

导共同按下水泵开关，一股

清泉喷涌而出，一时间，空军

某雷达站内一片沸腾，该站

引水上山工程正式竣工通

水，官兵们个个喜笑颜开。

长期以来，北京军区空

军某高山雷达站官兵饮用水

源不安全。得知这一情况

后，军区空军党委、驻地政府

高度重视，要求机关想尽办

法保障该站饮水安全。最终

军民经过 83 天的共同奋战，

打出一眼深 120 余米的凤凰

泉井。再经长约 1700 米的

管道引入连队，至此，连队官

兵结束了 42 年来吃地表水

和雪融水的历史，吃上了干

净放心的井水。

李 瑶摄影报道

7 月 30 日，在全国唯一

的朝鲜族自治县——吉林

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当地

朝鲜族阿妈妮们冒着 30 多

摄氏度高温，带着自己制作

的打糕、辣白菜、熬的绿豆

汤和编排的文艺节目，乘车

百余里来到长白山上，和正

在哨位执勤的边防官兵共

庆八一。

吉林武警边防总队长白

边防大队组建 30 多年来，官

兵们和驻地朝鲜族阿妈妮结

下深厚鱼水情，官兵们帮老

人们春种秋收，特别是老人

们遇到急事、难事时，官兵们

都会及时帮助，朝鲜族阿妈

妮们每到重大节日都会看望

官兵们。

右图为朝鲜族阿妈妮和

边防官兵在执勤点前一起跳

民族团结舞。

赵建龙摄影报道

雷达站官兵喝上放心水

和阿妈妮一起庆八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