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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已连续六届荣膺全国双拥模
范城光荣称号。延续传统，创新亮点——
长宁区正全力探索符合区情、彰显特色、
突出优势的新路子。既要持续丰富拓展
长宁已有双拥特色项目，也要广泛调动全
社会参与创建的积极性，推动群众性双
拥活动的蓬勃开展，形成军地创建整体合
力——长宁区聚焦“家门口”工程、数字化
探索、加大宣传力度，推动双拥工作迈上
新台阶。

目前，全区  个部门和  个街镇与
长宁区政府已签订《长宁区全国双拥模范
城创建工作目标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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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6岁的王经文仍然精神矍铄。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推进“家门口”工程，深化区域特色

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长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从退役

军人服务站标准化建设、退役军人医疗优待、生活优待、文化优待方面

入手，全面提升退役军人优待体验度。

比如，推出覆盖全区的退役军人“签约家庭医生”“双拥食堂”“双拥

剧场”等一系列双拥特色项目，把双拥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社区对退役军人的优待和服务，感觉自己受

到了重视和关心，觉得心里暖暖的。”在全区各街镇社区，退役军人们看

到双拥食堂感到由衷欣喜。“可以免费在线上预约观看电影，以后有机

会可以和老战友一起来。”对于“双拥文化剧场”推出的免费观影等系列

拥军优属活动，参加过的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都表示满意和期待。

聚焦一线官兵、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需求，长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严格落实双拥、优抚政策。四年来，及时发放各类抚恤补助，确保不错、

不漏。不断健全立体化、多层级叠加的优抚保障体系，对家庭遭遇变故、

意外事件的官兵、优抚对象，开展针对性帮扶，及时发放帮扶资金，帮助

他们渡过难关。

做好军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完善全区“1+3”军休服务格局。在全

市率先开展军队老旧住房小区改造试点工作，改造面积占全市三分之

一，惠及居民约130户，满足军队老旧小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同

时，各部门、街道（镇）、社区开展文化拥军、科技拥军、法律拥军、健康拥

军等各类双拥共建活动达230多场次。

着力数字化探索，构建智慧优待场景

面对新形势、新特点、新挑战，如何进一步整合资源、畅通渠道、优

化路径、提高效能，是进一步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回应现阶段

退役军人合理关切、提升退役军人获得感的一项迫切任务。

依托数字长宁的积淀，长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鼓励街镇创新工作

理念、探索打造智慧拥军平台，着力推动传统双拥工作模式向新时代数

字化优待模式转变。

目前已有街道试点成型智慧优待综合平台，建构了不受居住地限

制、个性化选择、与贡献相匹配、鼓励志愿服务的4个优待场景。相较于

传统双拥工作模式，数字化优待模式实现了粗放化优待向精细化优待的

转变，为适应现阶段大流量服务保障人群、推进政府双拥服务资源高效

分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有街道利用AI社区平台，为退役军人提

供文化、生活、医疗、行政事务办理等综合优待服务，深受服务对象欢迎。

目前，长宁区双拥办正在推进的双拥宣传数字化模块开发已经完

成，上线后将为社会各界参与双拥宣传提供更便利的条件。

加大宣传引领，形成军地合力

全面提升长宁双拥工作的认识，需加大宣传力度。

对此，长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构建全覆盖、多层次、多角度，重

点突出、特色鲜明的双拥国防宣传体系。比如抓载体建设，在区域主要

商圈、人流密集场所设置大型双拥宣传标识标牌、增强双拥宣传显示

度。又比如精心打造双拥一条街、双拥主题公园、双拥教育特色学校、双

拥公交车站、双拥书苑等枢纽载体，定期更新全区72个学校、基层连

队、社区图书室的“国防教育书架”，增强双拥宣传辐射力。

还比如抓活动宣传，坚持定期创作双拥文化作品，每年举办大型军

民联欢会、退役军人书画交流展、军营一日等双拥活动，增强双拥宣传

影响力。此外，长宁区每年开展“最美退役军人”系列学习宣传活动，探

索退役军人的培养、遴选、表彰、奖励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富有长宁特色

的军人荣誉体系。推荐本区王经文、孙业忠成功当选上海市“最美退役

军人”，孙业忠荣获全国优秀军休干部，在全社会营造争先创优、比学赶

超的舆论氛围。

驻区部队官兵牢记使命责任，全力奉献地方。

27家基层连队与40多家社区单位持续开展“军徽照晨曦”“军徽映

夕阳”等活动，服务群众上万人次。深入云南、西藏等地，参与脱贫攻坚，

为边区、老区人民送上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定期参与联防联治，确保一

方平安。军地双方都能主动作为、各尽所能，形成双拥创建整体合力。

长宁：探索彰显特色、突出优势的双拥新路子

延续长宁区双拥工作光荣传统，

着眼创新。

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长宁区工

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长宁区会”）

聚焦营造浓厚双拥氛围，集聚社会力

量助力双拥，提升老年退役军人、优

抚对象养老服务质量，坚持需求导

向、干在实处。

文旅促双拥，浓厚氛围

聚焦优抚对象、退役军人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新要求，长宁区会创新工作

方法：以文旅促双拥——充分挖掘、盘

活区内优质红色资源，加强项目策划、

组织和实施培育浓厚的双拥氛围。

去年国庆节来临之际，“庆国庆 ·

万人看长宁”活动在“双拥主题公

园”水霞公园登场。首发推出“百年

网红小马路愚园路”“追寻邬达克建筑

可阅读”两条特色线路。

今年3月，“悠游苏河”系列崇军

慰问活动开启。活动中，虚拟导游

“悠悠”根据沿途景观变化，向退役军

人和优抚对象讲述上海近代以来的城

市发展，阐释苏州河的历史底蕴和人

文内涵。路过四行仓库码头时，外墙

上的炮孔和弹孔引起老兵们的共鸣。

当“悠悠”介绍到“在淞沪会战期

间，守卫四行仓库的官兵抵挡住了日

军一波又一波进攻，坚持抵抗四天四

夜才宣告撤退”时，现场不少老兵回

想起从戎经历，感慨万千。

“万人看长宁”“悠游苏河”崇军

慰问活动是“拥军优属、固我长城”

主题系列活动中的重要环节。长宁区

会以此为抓手，丰富双拥工作的内涵

和形式，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尊崇

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的浓厚双拥氛

围。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持续提升荣

誉感、获得感、幸福感。据统计，参

加活动的有区内优抚对象、军休干

部、退役军人抗疫志愿者和社区抗疫

志愿者800余名代表。

集聚社会力量，落实优惠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让退役军人获得感成色更足”——长

宁区会以此为工作重点，集聚多方资

源，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双拥工作

积极性。

比如助力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

双拥食堂、双拥剧场、愚园路红色文

化双拥一条街等双拥项目。长宁区双

拥食堂是为老兵办实事的一项暖心工

程，长宁区会通过对该项目扶持资

助，依托双拥食堂，为辖区内优抚对

象、退役军人、现役军人提供安全、

健康、满意的餐饮服务，享受就餐

“八一”折优惠待遇，今年已覆盖全区

10个街道（镇）。

去年9月，长宁区首个双拥文化

剧场——东虹桥艺术中心正式启动。

长宁区会每月组织一场免费的爱国主

题影片，持退役军人、重点优抚对象

相关证件，可通过上海天山电影院公

众号进入专场电影通道抢票观影。截

至今年6月底，双拥剧场为退役军人

和优抚对象免费放映红色电影十余

场，观看人数近1500人次。实实在在

的优惠政策，让老兵们和优抚对象感

受到了暖意。

精准对接需求，做优服务

增强退役军人荣誉感、获得感需

把握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长宁区老龄化程度较高、为老服

务需求大，其中60岁以上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近3000人。为了让

“戎马一生”的老年退役军人颐养天

年，长宁区会推出《长宁区退役军人

养老服务实施办法》，紧扣“养老＋N”

服务链，从“专”“养”“安”3个方面入

手，联合区内优质养老机构，打造退

役军人养老床位示范区。为老年退

役军人提供社区供养、居家照料、

健康咨询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养老

服务，着力提升退役军人养老服务

质量。

今年6月起，长宁区会对36名退

役军人办理床位补贴。随着入住对象

的增加，长宁区会将更精准地服务老

年退役军人，让他们感受到切切实实

的尊崇优待。

干实事，暖人心

退役军人王经文今年96岁了，但

说起话来仍中气十足。

他是全国优秀军休干部、上海市

首届“最美退役军人”，也曾是“南京

路上好八连”被命名后的第一任连指

导员。如今腿脚不便，他虽鲜少外出

走动，却以出人意料的活跃度在各个

微信群里出现。“他有几十个群，头等

大事就是转发他撰写或看到的，能够

传播‘好八连’精神的文章。”王经文

的女儿描述。

很难想象，王经文是从78岁开始

自学电脑，80岁开通博客。他自取网

名“劳仁”，笔耕不辍，一度做到日

更。8778篇博文注解着他对宣传“好

八连”精神的热情，“虽然不能出门做

主题讲演，但我可以用微信、博文宣

讲。”而在转战线上宣传之前，他几乎

走遍江苏路街道的每一所中小学。

1983年，王经文从上海警备区后

勤部副部长任上退休后“闲不住”，深

度参与长宁区“关爱青少年成长工作

委员会”工作。“‘八连’的故事，学

生、青年都愿意听。”他说，节约一分

钱、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两

煤的“五个一”的故事，还有连队的

理发箱、修理箱、木工箱这“三个

箱”的故事……500多场报告会，8.3

万多人次，“好八连”的故事经他传

播，历久弥新。

他至今仍和八连保持着联系。

94岁时，王经文到八连连部参加

活动，站在操场边。看着年轻的战

士，他说：“八连的任务在不

断变化，人员不断在更新。

但是有几条八连永远不

变：牢记、践行永远

不变；为民服务永

远不变；艰苦奋

斗永远不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变。”

他清晰记得接过“南京路上好八

连”大红旗时的情形，“命名大会上，时

任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

友将军，把一面绣有‘南京路上好八连’

的大红旗授予八连，连长和我两个人上

台，接受许世友手上这面大红旗。”

“许世友授旗时，把旗子一头交给

连长，另一头交给我，低声说了一句

话，‘不准抹黑’。这几个字，文字很

少，分量却很重……”

回到连队后，他把“不准抹黑”

几个字告诉了连队的每一个人。

好八连精神何以代代相传？王经

文这样回答记者，“好八连，天下传。

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

拒腐蚀，永不沾……”

铿锵有力。

王经文：“为人民，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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