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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大地流淌着红色基因，是红色文化
的传承地、发展地，孕育了一大批革命先驱和
英雄烈士。进入新时代，正全力以赴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浦东，将深耕红
色沃土，把红色基因厚植于国防和爱国主义
教育之中，以特有的“红色文化品牌”引领激
励和教育带动广大军民同心合力打造引领
区、奋进尊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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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寸土寸金的陆家嘴区域，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22层

建立了一个“红色课堂”，每月开设“线上线下”红色课程和教育活

动，受众已达20余万人次，辐射300余万人。

这个“红色课堂”正是浦东新区在新一轮双拥模范城创建中“区域

化谋划、全方位融合、项目化推进”新理念的一次成功实践。新区双拥办

表示，将继续探索“54321”工作做法，聚焦五大片区、四大品牌、三网

融合、两个篇章、一个理念，筑牢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根基，全方

位、宽领域、多渠道助力改革强军，推动新一轮双拥创建开创新局面。

因地制宜，片区各具特色

距离上海中心大厦不到3公里处，陆家嘴街道梅园公园打造了一个

国防教育和双拥活动主题公园，门口建有“双拥心曲”主题雕塑。园内

还有一座“长城家园”主题馆，陈列着各类与国防有关的展品、模型，

是社区开展国防教育、双拥活动的主阵地。

浦东区域面积大、服务对象分布广、红色资源多。今年浦东新区所

属36个街道、镇统筹规划，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片区”

谋篇布局，依托板块特有资源和区域优势推进双拥工作。

东部片区依托名人故居、烈士陵园等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引领双

拥创建；西部片区注重深化红色基因在高知群体中的传承，创新发展超

大城市双拥工作新模式；南部片区依托有“浦东小延安”之称的临港泥

城，宣传革命历史，引领军民积极投身新片区建设；北部片区与驻军联

合开展“双拥在基层”和社会化拥军等活动；中部片区发挥科技和人才

优势，以“双拥共建”为载体，实现双拥工作向支撑部队练兵备战拓

展、向城市共建共治延伸。如今，东部片区“五心”尊崇工作法、西部

片区“移动双拥”特色品牌、南部片区“满天星”军地志愿服务、北部

片区“戎爱联盟”、中部片区“桐心驿站”等一批强化国防观念、关爱

军人军属的经验做法，成为浦东双拥工作的新样板。

串珠成链，织就融合“三网”

今年伊始，高行镇充分挖掘资源禀赋优势，创新探索双拥合作品

牌，与辖区内有影响力的商场管理方对接互补，以建设“戎爱商圈”

“戎爱联盟”为目标，与商场管理方建立多方联席会议机制、定期沟通

协调机制、项目导向会商机制等。通过建立一个个退役军人服务阵地，

充分发挥服务体系的“磁场效应”，着力打造“1+1+N”（镇双拥办、退

役军人服务站和若干商户组成）的商圈联盟——“戎爱联盟”，重点关

注拥军优属实际需求，增强优待证的“含金量”。

为赓续红色血脉，浦东正在积极促成“三网融合”，进一步凝聚辖区内

拥军优属力量。一是服务管理保障网，健全完善“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街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居村退役军人服务站”的服务保障网，为辖区退役

军人和优抚对象提供就近就便服务。二是双拥尊崇关爱网，驻区部队与

地方“双向支持、双向服务”，加深军民鱼水情，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三是烈士褒扬守护网，依托高桥烈士陵园、红色泥城主题馆、南汇烈士陵

园等丰富的红色资源，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

眼下，高行镇各家商户门面上的“红色联盟地图”不断扩张。而放眼

浦东全区，拥军优属的“红色朋友圈”也在不断壮大。不少街镇都推出了

双拥地图，引领辖区企事业单位在各自的经营和服务范围内，为现役军

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一系列优惠便民服务，让退役军人、优

抚对象、现役军人得实惠，让军人职业受尊崇。同时，打造老兵驿站、社区

国防教育基地、双拥公园、双拥广场、双拥食堂、双拥超市、双拥商场等多

个双拥特色阵地，不断提升服务能级，营造崇军良好氛围。

凝聚力量，擦亮四大品牌

在黄浦江东岸，10号望江驿“戎戎”已打造成一个以拥军优属、拥政

爱民为特色的主题驿站，全社会尊崇关爱退役军人和服务国防建设的志

愿服务实践点，讲好红色经典、展示老兵风采、崇尚英雄模范的新阵地。

6月上旬，这里举办了一场“军民同创作 巧手绘双拥”手工秀。

现场，手工组军休骨干和阅文集团员工紧密配合、通力协作，共同完成

了一幅“双拥号”钻石画和一件“双拥”标识串珠。作品紧跟时代步

伐，寓含双拥情怀，并现场赠予10号望江驿“戎戎”。

戎耀浦东红色文化品牌、戎爱东方志愿服务品牌、戎创东方创业创

新品牌、戎爱浦东双拥创建品牌——浦东积极打造四大双拥工作品牌，

多维度推动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望江驿“戎戎”正是承载这些品牌活

动的一大红色地标，吸引广大军民前来打卡。连续几年的3月5日“学

雷锋日”，浦东军地都会在这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服务内容从简单的

理发、磨剪子、打扫卫生，升级为贴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金融咨询、法律

援助、心理疏导和医疗保健等，累计服务人群近300万人次。

退役军人是重要的人才资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就在今年，浦东“戎创东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联盟宣布成立，凝聚创

业指导专家、培训机构、金融机构、服务机构等多方力量，共同助力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为了持续擦亮戎创东方创业创新品牌，浦东将继续通

过政府搭台，社会力量参与，以退役军人创业企业和民非组织为主，采

用线上、线下两种模式，搭建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平台。

浦东：同心合力打造引领区、奋进尊崇路

近年来，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

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浦

东区会”）主动适应国防和军队改革

发展变化的新需要，围绕市基金会

“拥军优属，固我长城”主题活动，

结合浦东实际下功夫，着力提升服务

能力，加快转型发展，发挥公益性社

会组织优势，做强浦东社会化拥军优

属工作平台，持续增强社会化拥军的

惠及效应。

聚焦实际需求，让服务
有深度有温度

在拥军服务方面，浦东区会积极

服务强军兴军，聚焦实际需求的解

决，拓展支前服务的深度。而在尊崇

优抚方面，则贴紧服务项目，优抚优

待有加，提升尊崇关爱的温度。

作为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优待

烈属的一项实际举措，针对优待烈属

等重点优抚对象的“光明营养计划”

已在浦东落地。浦东区会努力全面推

进，为烈属专门提供健康体检评估、

健康营养个性化方案制定和针对性资

助营养品，让烈属更深切感受到社会

各界对他们的关心、关爱。

与此同时，组织优抚对象“看上

海”等一系列活动的扎实落地，也让

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尊崇感与获得

感不断增强。

去年，根据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安

排，浦东区会先后组织4批共1160名

优抚对象及部分退役军人志愿者参加

“看上海”活动。在秦皇岛路码头登

上具有拥军优属传统的“双拥号”，

大家开启了一段黄浦江游览之旅，将

浦江两岸美景尽收眼底。

活动参与者有感而发：“参加这

样的活动，让我们心里油然而生一种

对上海历史的崇敬和尊重，更加珍惜

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发动公众参与，营造双
拥氛围热度

今年是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浦

东区会配合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

征文活动，共有10篇文章获得奖项，

包括一等奖2篇、二等奖1篇、优秀

奖7篇。活动的开展和获奖作品的宣

传引起社会关注，有应征的作者说，

“感悟初心，追溯胜利源头，离不开

三句话——‘军民一致’‘军政一

致’和‘兵民是胜利之本’。”一套6

本《故事汇》讲述浦东新区最美退役

军人、优秀兵支书、军休干部的感人

故事及英烈事迹等，今年5月底完成

了新书首发。

推出退役军人 《故事汇》，其实

是希望把浦东退役军人的峥嵘岁月、

时代风采充分展示出来，让读者了解

这群“最可爱的人”，解锁退役军人

不忘来时路、探索创新路、奋进尊崇

路的“红色密码”，感悟他们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夺取新胜利、创造新奇迹

的“戎力量”。

这也是浦东区会持续发力，积极

营造社会双拥氛围热度的一大鲜活案

例。通过广泛的宣传引导，越来越多

浦东人正在积极参与，为双拥添彩。

事实上，以“长城家园”、“红色

泥城主题馆”、上钢新村“两弹一

星”等爱国主义教育与国防教育基地

为抓手，以志愿者服务总队为载体，

浦东区会已将国防双拥宣传教育融入

志愿服务活动之中。

深挖服务资源，推进队
伍建设力度

在公益服务方面，浦东区会深挖

服务资源，汇聚社会力量，推进崇敬

公益服务队伍建设的力度。

借助浦东街镇“东西南北中”五

大片区的包片机制和“1+43”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网络，浦东区会通过“三

个网络”（服务管理保障网、双拥尊

崇关爱网、烈士褒扬守护网） 的建

设，做优和拓展服务内容，促进公益

服务提质增效。

为了持续培育壮大志愿者力量，

浦东区会鼓励和发动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和社会志愿者参与建立“拥军

支前志愿者队伍”。在发挥“五支队

伍”（常态化联系队伍、思想工作指

导员队伍、退役军人志愿者队伍、街

镇思想政治顾问、法律志愿服务队

伍）作用的同时，推进五个片区志愿

者中队和36个街镇退役军人志愿者分

队的分类管理，细化完善组织架构、

人员信息和专业类别，进一步提高志

愿服务系统参与拥军优属社会优待活

动的质量，壮大系统行业志愿者专业

服务队伍，侧重发展活动型志愿者、

基层站点社区型志愿者。

此外，在自身建设方面，浦东区

会聚焦制度建设抓基础，提高业务工

作抓队伍。通过与业务部门密切协

作，做到广覆盖、不重复、无遗漏，

建设浦东社会化拥军优属事务的枢

纽；健全决策机制，规范决策程序及

报批手续，加强对资金项目的管理和

使用，尤其是对重大资金、重大项

目、重大事项的过程管控，提高机制

运作效率和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守正创新，做强浦东社会化拥军优属工作平台

“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我们

冲锋在前。”这是浦东新区三栖应急

救援保障服务队队员们时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2021年7月，河南部分地

区特大暴雨引发洪灾，队长邹志坚带

领专业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灾区，

不分昼夜救出被困灾民6000多人。

作为一支以退役军人为骨干的应

急救援志愿服务组织，他们经常奔赴

全国各地，先后参与了河南、山西特

大暴雨救灾，浙江临海、桐庐和江西

南昌抗洪等抢险救援行动百余次，用

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召必回”的

铮铮誓言。就在2022年，这支队伍获

得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也是

唯一入选的先进集体。

随时待命

2021年7月，河南郑州遭遇罕见

水灾。三栖救援队闻令而动，成为第

一批赶到灾区的民间专业救援力量。

7天时间，他们转战3个重灾区，成

功转移受困群众6000多人。

当时，现场通信几乎全部中断，

大部分队员从进入灾区后就与家人失

去了联系。看着汹涌的洪水夹杂着被

冲毁的物品，一浪高过一浪，街道变

成汪洋大海，城市变成雨中孤岛，雨

声、撞击声、哭喊声一片，大家心情

既震惊又沉重。

救援队通过随车运到郑州的7艘

救援艇，在现场不分昼夜、马不停蹄

地运送被困群众和物资，几天下来，

他们自己都数不清救了多少人，只看

到3艘救生艇已被水中的树枝和杂物

刮得面目全非了，队员们的腿和脚底

板被洪水浸泡烂了，身上更是被划得

伤痕累累。

“但没有一个人停下，大家想的是

再多坚持一会儿，也许就能多救一个

人。”邹志坚说，大家虽然已脱下军装，

但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优良传统。

副队长高航当时正在外地参加培

训，距离郑州比较近，因此，他先于

大部队抵达灾区。看到现场的情况

后，他顾不得等到与大部队会合，立

刻投入到救援工作中，直到第二天晚

上，才借了群众的手机与大部队取得

联系。

正是在这场救灾行动中，三栖救

援队在一线救援的照片与视频在朋友

圈里刷屏，这支成立于2018年的民间

救援队被越来越多人所认识。

而从郑州返沪没几天，队伍又接

到了山西省介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

祁县应急局的邀请函，立即组织起有

河南救灾经验的教官先遣队6人，配

备3辆越野车、2辆拖挂车、4艘冲

锋舟及水泵等赶赴灾区支援。

因为专业

在三栖救援队

的装备库里，你

会看到海陆空各种专业救援设备：可

以抵御-30℃的潜水救援服，能承受

两个成年人重量的专业救生衣，用于

不同救援场景的安全帽、冲锋艇、氧

气瓶以及各种基础医疗用品，还有

“随时待命”装满压缩饼干等物资的

应急箱……

“在上海的民间救援队里，我们

能应对的救灾场景比较多，也是少有

的具备跨省调动资源能力的队伍。”

邹志坚说，三栖救援队现有正式队员

60名，其中44名核心成员曾在海、

陆、空和武警部队特种作战部队服

役，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过硬的军

事技能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经验。加入

救援队后，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接受

全方位的专业训练，包括深潜、高空

救援等高难度训练。

作为一支扎根浦东的民间队伍，

三栖救援队不仅长期奋战在救灾第一

线，奔赴全国各地完成应急救援任

务，也坚持在申城开展各类志愿活

动。每年的消防日，他们都会走进街

道、社区、院校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向市民和学生教授灭火器使用方法和

火灾逃生技巧等。

三栖救援队：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冲锋在前

三栖救援队先后参与了河南、山西特大暴雨救灾，浙江临海、桐庐和江西南

昌抗洪等抢险救援行动。 （本版图片均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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