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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升全国双拥模范城

携手共建卫生城市携手共建卫生城市 齐心同育文明之花齐心同育文明之花

“革命战争年代，一批批热血青年奔赴战

场，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如今他们都已老

去，如何温暖他们的晚年生活”“一批批服役

期满的老兵脱下军装，回到家乡，如何让他们

更好实现华丽转身，为地方经济建设继续贡

献力量”……

高山莽莽，黄河滔滔，吕梁山下，汾水之

滨。近年来，孝义市军地扎实做好退役军人

工作，着力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助力他们在新的战场上继续冲锋。

扎根田野间——
帮乡亲们鼓了口袋，富了脑袋

冬日暖阳下，孝义市驿马乡李家窊村，一

畦畦油菜已相继冒出嫩芽。“2023年，又有 50
来户种上了油菜，每亩菜籽的产量能达到

400 至 500 斤，榨出的菜籽油，加上种植的荞

麦、核桃，能够实现‘二次增值’，每亩能为村

民增收 2000多元。”

生态美景蕴含蓬勃经济活力。几年前，

这里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山村，如今已成

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村。这一变化，还要从李

家窊村党支部书记、退役军人李恩魁说起。

“刚开始啥都不懂，不懂政策，缺乏技术，

多亏了孝义市人武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大

力支持，不厌其烦为我们教技术、讲政策，按

照国家规定落实相关减免优惠，还帮忙联系

劳动管理部门，带着我们跑市场、做宣传。”

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孝义市人武部

与退役军人事务局做出许多努力。他们协调

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完善校企合作培训机制,
大力开展“订单式”培训，发动党员干部与退

役军人一对一结对子；重点关注解决、维护退

役军人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好涉军法律纠纷

问题。

截至目前，该市已有 153名退役军人加入

基层“两委”，其中村党支部书记 29名、村委会

主任4名。孝义市600多个农业经济合作社中，

有一半是由退役军人带头创立，并且还在不断

吸收返乡退役军人参股，让他们通过售卖农产

品、参与股份、参加劳动获得分红、保障收入。

孝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与银行系统开

展拥军优抚战略合作，为 267 名优抚对象提

供定向金融服务 2440万元，扶持 227名符合

条件的退役军人再就业；配套 20万元专项资

金，为 154 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免费提供职

业技能培训。

既让乡亲们鼓了口袋，也富了脑袋。李

恩魁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当地知名

的“红色收藏家”。

当兵时，李恩魁曾参与唐山大地震的救

援与灾后重建工作。在此期间，他看到战友

们在救援时，将红色书籍等物品小心翼翼收

集起来。他想，每一个物件都有其背后的故

事，这些故事应该被铭记，被传承下去。

“收藏，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我希望让这

些红色文化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退伍后，

李恩魁走上了收藏之路。40多年来，他坚持

自费收藏红色物件，如今已有 10万余件藏品。

闲暇时，他经常带着藏品，进机关、学校、

企事业单位，宣讲党史、军史，以及藏品背后

的故事。2003 年，他自费建成一座“红色记

忆展览馆”，供大众参观。

后浪勇向前——
让后来人扛起旗帜，接续前行

“某化工厂受损严重，大量有毒气体、有

毒液体泄漏……”在孝义市国防教育训练基

地，人武部领导综合各要素分析研判，下达民

兵核生化救援排迅速前出救援的命令。救援

队员闻令而动，按照侦检警戒、气象监测、人

员搜救、排险堵漏、洗消救护等步骤展开紧急

救援。这是不久前孝义市组织民兵整组点验

的一个镜头。

点验现场，防化救援车、单兵指挥车、应

急救援车等应急装备整齐排列，基干民兵携

带专业装备器材，整装待发。

据了解，该市退役军人回到本市报到登记

后，市人武部根据报到者的原籍或常住地，推

荐到就近的乡镇、街道社区从事公益性岗位工

作，按照专业特长与从事岗位，编入民兵队伍，

引导退役军人发挥自身优势，参与社会建设。

近年来，该市还印发《关于建立孝义市军

地应急联动机制的通知》，围绕应急处置指挥

体系、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兵力编组、装备预

征预储、应急联训联演等内容进行规范。同

时，不断强化军地协同动员能力、提升应对突

发事件能力，常态化组织民兵队伍开展国防

教育、安排担任学生军训教官、遂行市政府赋

予的应急救援任务等。

对于孝义市退役军人来说，“退伍不褪色”

不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更是自觉的行动。

2020 年 ，洪 水 咆 哮 而 至 ，老 兵 闻 令 集

结。10 名退役军人自发组成退役军人抗洪

救灾志愿队，驾驶 2辆车跨越 1300多公里，赶

赴江西省鄱阳县参与抢险救灾。

该市民兵素质过硬，得益于高质量的兵

员征集工作。数十年来，该市累计选送 1 万

余名优质兵员。

市人武部发动参战老兵、优秀大学生退

役士兵等化身征兵代言人，用百姓话讲身边

人、身边事，让适龄青年们在潜移默化中获得

熏陶，营造出踊跃报名应征入伍的浓厚氛围。

“荣誉墙上有两名立功战士出自我们学

校，他们的事迹成了我们教育引导学生的生

动素材。”站在荣誉墙下，孝义中学政教主任

贾峰自豪地介绍。

进入新时代，该市干部群众继承和弘扬

优良传统，不断加强与驻军部队的双拥共建，

先后荣获全国“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市、全

省科技拥军先进集体等称号，连续 9 次获评

“全省双拥模范城”。红色文化、双拥文化春

风化雨，浸润城市每个角落，80后、90后退伍

军人英雄事迹络绎不绝。

红色热土哺育红色传人。作为后来人，

每一名志愿者应该主动扛起崇尚英雄、捍卫

英雄、学习英雄的旗帜，接续前行。

最美夕阳红——
听老兵们讲述故事，传承精神

“前方战事吃紧，后勤补给和弹药运输困

难，很多战友弹尽粮绝后选择与敌人同归于

尽，誓死不当俘虏……”寒冬时节，山西省孝义

市人武部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组建的老

兵志愿服务队，来到孝义市大孝堡镇北桥头村

90岁参战老兵武俊的家中走访慰问。武俊一

边抚摸军功章，一边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

“正是因为有你们当年前仆后继，抛头颅

洒热血，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

一定传承好老兵精神，争取在各自岗位上作

出更大贡献。”老兵志愿服务队队员、二等功

臣马慧鑫说道。

硝烟虽已散去，英雄不被遗忘。据统计，

70多年前，有一大批孝义籍官兵参加了抗美

援朝战争，如今健在的仍有 55 人，平均年龄

超过 90 岁。孝义市军地着力打造老兵志愿

服务品牌，发动本市优秀退役军人常态化走

访慰问参战老兵家庭。

孝义市志愿服务队坚持利用周末、节假

日时间，来到参战老兵家中嘘寒问暖，帮助他

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我们要让老兵们感到暖心，过得舒心。”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志愿服务队在

助力文明实践、推动平安发展、参与基层治

理、开展帮扶济困、投身抢险救灾等方面均发

挥重要作用，目前已有 500余人。

为让更多人了解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该市军地广泛开展邀请老兵讲述革命故事、开

展新老功臣对话、老兵与新兵谈心等活动。

前不久，他们联合当地数家拥军企业，为

近百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的老兵摄制“老兵的光辉”微视频——

“致敬百年·追寻百名老兵烽火岁月”，着力留

存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视频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战争亲历者的

英勇事迹，展现了老兵不怕牺牲、不畏艰险、

不懈奋斗的人生历程。目前已完成制作 61
期，在当地媒体、新媒体平台滚动播放，受到

广泛关注。

此外，为做好优抚工作，该市军地联合制

定《孝义市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优待目录清单》，明确“十减免、六补助、五

赠送、三拓展”等 24项优待内容；确定双拥医

院孝义市人民医院、中医院为优抚对象全免

挂号费；坚持走访慰问烈士子女、困难退役军

人家庭，定期为他们送去慰问品、爱心捐助，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进老兵家庭中、优抚对

象心坎里。

汾水河畔，冲锋号依然响亮
——看孝义市军地如何引领退役军人建功“新战场”

□ 本报记者 冯海砚

不负“迷彩绿”
■孝义老兵志愿服务队队员 任晓鹏

每一位老兵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退伍后，我回到家乡工作。在市人武部、

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领导支持下，我和一帮战

友成立老兵志愿服务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

走访慰问参战老兵家庭。

2020 年 7 月，我们先后到抗美援朝老兵

郭克兴、武天才等家中慰问，与老前辈同吃同

住、聆听他们讲述战斗故事。其乐融融间，我

仿佛走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没过几天，我在新闻中看到江西省鄱阳

县发生洪灾的消息。战友们都坐不住了，纷

纷表示要到一线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于是，13 日凌晨，我们老兵志愿服务队

10名队员带上救援物资，紧急开赴一线……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大潮中，我

们只是一枚不起眼的水珠，但涓滴之水可以

汇成江河，汇聚起来，终将成为推动复兴巨轮

行稳致远的磅礴力量。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立足本职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退役不

退志，退伍不褪色”的誓言，不负自己曾经身

着“迷彩绿”。

难忘那抹红
■孝义红色记忆展览馆馆长 李恩魁

每一个老物件都有一段它背后的故事。

我今年已经 64岁，已经坚持收藏红色物

件 40余年。

当兵时，我曾参与唐山大地震的救援与

灾后重建工作，看到一些战友们在废墟中，将

一件件红色物件小心翼翼收集起来。

那一抹抹红色令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些

物件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者，它们无声地讲述

着岁月故事。我们后来人的职责，就是尽可

能的将物品留存好、把故事传承好。

退伍后，我开始去收集红色藏品以及

挖掘它们背后的故事。这一做，就是 40 多

年。

2003 年，我开办了红色记忆展览馆，看

着纷至沓来的参观者，听着他们讨论那些故

事，我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今后，我会继续竭力打造好现有的红色

记忆展览馆，让年轻的一代都能够了解历史，

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唤起大家对过去艰苦

岁月的遥思追忆，让红色文化成为人们的精

神食粮。

亲历者说

为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丰富文化馆免费开放服务

内涵，近日，由石楼县委宣传部主办、石楼县文化馆承办

的“现在·未来”少儿艺术展在石楼县美术馆开展。

此次儿童艺术展共展出作品 469 件，涵盖美术、手工

制作、钩织、剪纸等多种艺术形式。参展学生用童真的视

角、绚丽的画笔通过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涂写出了他们

眼中美好的生活。

臧媛慧 陈钰 摄

有些人遇到一些不顺心、不如

意，或看不惯的事时，不是主动面

对，正面寻求解决办法，而是消极逃

避，装做没看见、没发生。甚至把

“难得糊涂”挂在嘴上，作为一种挡

箭牌。还有人，把这种漠视现实的

所谓“难得糊涂”，看作是一种大智

慧，或是聪明之举，这种处事思想和

态度，实在不敢恭维。

“难得糊涂”的最高境界，不仅仅

是表面上的模糊，更深层次的含义，

是不追求过度的清晰与明了，而是保

持一种朦胧、混沌的状态。也就是随

缘自在、心满意足，心中没闲事，处处

都是欢喜。

“ 难 得 糊 涂 ”的 前 提 是“ 聪 明

难”。而“聪明”，就是一种修养和能

力。没有聪明的糊涂，是混世，是对

生活的一蹶不振，是没有任何哲学

内涵的糊涂，不值得提及。因此，在

日常工作生活中，我们应从自身修

养提高的层面出发，先做一个聪明

的人，有智慧的人。在工作中，要懂

得努力和进取，要学会付出学会拼

搏，而不是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

喜。或者，不被理解，就牢骚满腹，消

极怠工。在生活里，要乐于助人、乐

于奉献。在对待物质和名利时，要

懂得退让，懂得取舍，懂得放手。而

不是拼命追求，导致欲壑难填，胸中

总是装满利益的块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