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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重热烈的议军会议

新建的双拥公园成为兴县的一道靓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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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双拥工作与时偕行再出发

军民共建

鱼水情深谱新篇

拥军优属

政策暖心聚力量

红色记忆

双拥传承焕新生

初夏时节，万物并秀。雨过天晴，革命圣地蔡家崖

碧空如洗，景色宜人，游人如织。

农家窑洞、石砌小道，看着散发着经年气息的青砖

瓦房，墙上的革命标语清晰如昨。游人禁不住走上前，

轻轻抚摸着那些字迹，仿佛瞬间穿越到了那个硝烟弥漫

的时代。站在贺龙的雕像前，静静聆听导游娓娓道来的

战役、部署、搏杀和胜利……“这是先辈留下的馈赠。”追

忆、感受、体验，置身这里仿佛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革命

岁月。

“这里是延安的大后方，是晋绥边区政府和晋绥军

区 120 师司令部旧址所在地，革命战争年代 9 万人的小

县养活着边区党政军 4万余人，参军过万牺牲过千，老区

人民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解说员白瑞

指着墙上的展板，给游客讲述着兴县的光辉历史。

白瑞介绍道，2011 年以来，兴县重新扩建了晋绥边

区革命纪念馆、四八烈士纪念馆。焕然一新的两个纪念

馆，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被国家科研院所、省直机关

单位授予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红

色文化研学基地。

2012年兴县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四八烈士纪念馆

被列为全国首批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思想 政治实践基地，走近晋绥边

区革命纪念馆各机关单位授予的一块块金色的牌匾熠熠

生辉。

一个个荣誉的背后，凝聚着兴县县委、县政府的坚

强领导，凝聚着全县军民共同奋斗和追求。

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一直以来，兴县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双拥工作。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不断加强对双拥工作的组织领导，切实把双拥工作纳入

“十四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队建设计划，纳入

党政军领导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

代“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军人子

女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政策，编制《兴县“十四

五”退役军人事务服务和保障规划》，同时，针对财政实

际情况，县财政每年要预算安排双拥工作经费，解决了

驻地官兵的出行、通讯、训练、吃水等方面的问题，为巩

固和全县创建双拥模范县提供坚强保障。

在兴县，民族团结、军民同心，双拥精神源远流长。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关向应等老一辈

革命家曾路居于此、贺龙领导的八路军 120 师在此驻扎

11年之久，留下了大量的红色遗址、遗迹和动人故事。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意识。近年来，兴县全力

挖掘“革命历史”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多方位打造爱国拥

军教育阵地，多渠道开展双拥宣传工作，深入开展革命

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筑牢干部群众的爱国拥军思

想根基，全县爱国拥军教育显示出崭新的气象。

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此，

兴县紧扣军地关心关切，多措并举、多点发力，切实增强双

拥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赓续

革命精神，发挥各类红色纪念设施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双

拥教育主阵地作用；建好双拥宣传阵地，让拥军优属、拥政

爱民的社会氛围在晋绥大地愈加浓厚；开展全民国防教

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依托丰富的红

色文化资源，创作了一大批双拥文化作品鼓舞激励广大干

部群众；重视先进典型引领，深入挖掘军爱民、民拥军的先

进单位和优秀人物，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榜样、学习榜样，强

化双拥工作的良好氛围……

走进兴县城区，不时可见一幅幅引人注

目的双拥工作宣传的巨幅标语，城内中心广

场上 LED 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新时期的双

拥工作内容。在医院、车站、景区景点、政务

中心等服务窗口，“军人优先”等字样倍感温

馨。

拥军优属不仅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更是

落实在点滴小事中的行动。为了让“最可爱

的人”成为最幸福的人，兴县加大政策落实力

度，持续完善优先、优惠、优待的褒奖措施，全

力做好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就业创业、待遇保

障等工作，解决现役军人后顾之忧，拥军优属

展现出新的作为。

切实服务驻地部队建设。四年来，全县

累计投入 1000 余万元，支持驻地部队住房、

营区、训练场等基础设施和国防重点项目建

设，并在部队工程建设的规划审批、土地征

用、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优先优惠。

维护优抚对象权益。100%落实市、县财

政配套优待抚恤资金，全部按时足额通过“一

卡通”发放到优抚对象手中。组织开展各种

形式的走访慰问活动，走访慰问 5.3 万余人

次，发放慰问金 700万余元。制定《关于加强

退役军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细则（试

行）》，加大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司法救助，维护

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抓好优惠优待服务。全县在完成好车

站、银行、医院、公交车等公共服务场所向现

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优先

优惠服务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共组建各种形

式的社会化双拥服务组织 32个。目前，全县

已推出两批优待项目，涵盖景区景点、交通出

行、娱乐观影、酒店住宿等 9 大项 70 余个小

项，累计优待人数达到 12000余人次。

全心优抚优待，情牵军政军民。紧盯部

队前线、前沿、前哨，关心军人后路、后院、后

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带着使命、带着责任、

带着感情，为广大退役军人办实事、解难题，

解决军人军属后顾之忧。

2011年以来，为了解决退役军人就业问

题，兴县成立了 200多人的民兵应急分队，开

展环境卫生、交通秩序、乱修乱建整治，并陆

续将部分优秀老兵安置到事业单位。

2021年，兴县县委还选派退伍老兵奥宝

军担任了瓦塘镇裴家湾村支部书记，他高兴

地说，“真没想到当了两年兵，国家的退役安

置政策落实得这么好，我打心里感恩党的好

政策”。

随着一项项优抚优待政策得到落实，全

县军政、军民关系坚如磐石。

“作为地方政府，积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

设及服务保障好退役军人，就得强化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国防意识和责任意识，就得担

好政治责任，无条件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

设及服务保障好退役军人，为军队建设发展

营造良好的氛围。”兴县的主要领导如是说。

长期以来，兴县党政军民始终坚持“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传统，

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双拥工作的有关指示精神，始终围绕党、国家和

军队中心工作，坚持高起点谋划、大踏步前行，走出一条“双拥共建、双

向奉献、富民强兵、同心报国”的新路子，让双拥工作在这片红色沃土

上生根发芽，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和部队全面建设融合发展。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历次全委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

告中均进行部署安排，把双拥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纳入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重点工作和考核体系。

今年是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县决战决胜年，4月 19日，市政协副主

席、县委书记乔云在动员讲话中，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创建

工作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

府和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上来，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决心抓好各项任务落实，确保顺利通过考核验收。

深化双拥共建。兴县坚持每年召开党委议军会议研究双拥工

作。通过出台《关于开展“双服双创”活动的实施意见》，围绕“服务强

军建设，创建暖心军营；服务民生发展，创建美丽乡村”开展系列活

动，进一步增进了军民鱼水之情。

健全保障体系。深化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烈士陵园管理改革，实

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县、乡、村“全覆盖”，自上而下形成了全覆

盖、立体化的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体系。

“民拥军”的热情，时刻感动、温暖着驻地官兵。每年春节、“八

一”等重大节日，市政协副主席、兴县县委书记乔云，县委副书记、县

长梁文壮都要率先垂范号召县四大班子领导慰问看望驻地部队官

兵，给大家送去祝福和温暖。

同时，全县每年都要雷打不动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抗战老战士、烈

士遗属、生活困难退役军人等活动。结合“爱心献功臣行动”，组织镇

街、村级基层单位为烈军属家庭挂光荣牌、送立功喜报。组织开展

“好军嫂”评选活动，受到了群众好评。

“军爱民”的身影，也时刻活跃在兴县这片红色热土上：支援地方

经济和社会事业建设，投身扶贫帮困和助学活动、抢险救灾、防疫防

火、创建文明城市和维护社会治安管理工作……无处不诠释着军人

“拥政爱民”的英雄本色。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亲人子弟兵。

一直以来，各驻地部队官兵在完成战备、训练等各项任务的同

时，以建设“第二故乡”为己任，积极投身兴县经济社会建设，以实际

行动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

2020年以来，驻地部队投入经费 100余万元，共援建“双拥”项目

13个，为兴县特殊人员学校，捐献价值 24余万元的生活用品，参与护

林防火、抢险救灾、植树造林等重大活动 80余次，为建设美丽幸福新

兴县作出了突出贡献。与此同时，子弟兵把驻地当家乡，视人民利益

高于一切，不仅助力脱贫攻坚，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更是彰显使命

与担当。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兴县人武部累计出动官兵、民兵 2.6
万余人次，参与秩序维护、运送物资、抗疫救灾、防火救火等任务，为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县启动后，兴县继承和发扬双拥光荣传统，军

地双方在思想上形成共识，感情上亲密无间，工作上密切协作，将军

政军民团结融入“双拥工作模范县”创建中，积极开展“爱国、爱家、爱

国防，我与军营零距离”双拥主题系列活动，推动军民共建促团结；掀

起建设“双拥公园”“双拥”生态林的热潮，拓展军民共建共护生态；广

泛开展巡诊义诊、军地联谊、军地体育比赛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共建活动，深化军民共建促和谐。

时代变迁，抹不掉拳拳“拥军爱民之心”；岁月更迭，掩不住浓浓

“军民鱼水深情”。近年来，兴县赓续双拥工作光荣传统，进一步增强

做好双拥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兴县双拥工作新实践贡献新力量。

军爱民，民拥军。双拥工
作，承载着军地间“鱼水关系的
深情厚谊”。无论是峥嵘岁月，
还是和平年代，拥军优属、拥政
爱民的优良传统，一直在“晋绥
首府 红色兴县”这片热土上赓
续传承，涌现出许许多多可尊可
敬的优秀人物，演绎出数不胜数
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也留下了
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时代佳话。

特别是，作为吕梁精神的发
源地之一。近年来，兴县以巩固
全国、全省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
为统揽，坚持弘扬吕梁精神，赓
续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红色血
脉，注重抓机制完善、抓常态开
展、抓基层落实、抓特色打造，不
断创新双拥工作举措，持续深化
军地共建，全县军地军政军民团
结一致，双拥活动蓬勃开展，并
不断以新的实践赋予双拥工作
新的时代内涵，谱写了一曲“民
拥军、军爱民，军民团结鱼水情”
的时代赞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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