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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推进新一轮双拥创建，持续擦亮双拥品牌

作为拥军大区，杨浦区连续九次荣
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双拥光荣传统绵
延在区域发展脉络里。当前，杨浦区正
有序扎实推进新一轮双拥创建工作，以
知识拥军、科技拥军、文化拥军、实事拥
军，持续擦亮杨浦双拥工作品牌，书写双
拥事业杨浦新篇章。

”

“

杨浦区驻区部队多，区域内有近5万名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双拥

资源丰富、基础深厚。一直以来，双拥工作在杨浦各项工作中占有重要

地位。今后，杨浦区双拥办将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强优

抚保障，凝聚合力，持续营造浓厚双拥氛围，推动杨浦区双拥工作迈上

新台阶。

拥军支前出实招、见实效、有力度

为了更好支持部队建设，杨浦区组建30人拥军支前队伍，开展拥

军支前点验，协调落实军供保障、战地慰问、抚恤善后3类7项任务。

汇聚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做好拥军工作，集结区属企业、高校、社会团

体等百余家单位成立“拥军大联盟”，推出百余个实事项目，受益5万

余人次。

为了给部队官兵普及应用心理学知识，开展“心理健康咨询进军

营”活动，帮助部队官兵提升自我行为管理、情绪管理水平，更好地适

应部队的生活和工作。为了丰富辖区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展“情暖

官兵心 文化进军营”文化双拥服务，组织发动老艺术家、专业演员和

民间高手，在相关节日期间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送入部队。

此外，作为社会化拥军的先驱，关爱功臣项目在杨浦已开展十余

年，致力于为4000余名杨浦区优抚对象提供优质、专业的服务，累计

已达10万人次。服务内容包括入户探访、生日慰问、社区联谊、出

游陪伴、知识咨询、个案服务等，被服务对象亲切地称为“温馨的

娘家”。

完善退役军人服务网络,建立精准服务机制

退役军人经历过部队训练和重大任务考验，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

富。为了给退役军人提供更好更精准的服务，杨浦区进一步优化区、街

道、居委会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三级服务体系，并在工商银行杨浦支

行、中国银行杨浦支行建立退役军人服务点，在上海理工大学设立杨浦区

首个高校退役军人服务站，在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揭牌成立杨浦区退役

军人法律援助工作站。

建立部门联动、军地会商的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工作协调机制。建

立全区退役军人常态化走访慰问制度，不断加大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

助力度。

持续开展示范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创建工作。依托“军人退役

一件事”网上办事平台，打通服务退役军人“最后一公里”，通过平台办理

报到接收各类人员。

集中力量解决军人“后路”问题。首次举办上海市区级退役军人创新

创业大赛；为同济科技园上海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授牌；促进区校联

手，发挥杨浦高校资源优势，开设军转干部杨浦高校专项培训班，在同济

大学开展退役大学生职业技能培训，在上海体育学院开展“运动健康师”

培训；建立企业联络信息库，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发挥“军创联合汇”作

用，开展政策宣讲会，助力就业创业。

深化拥政爱民，营造双拥氛围

驻区部队官兵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累计为群众修理家用电

器等1700台，提供医疗咨询和诊疗万余人次，无偿献血85万余毫升，

通过“特殊党费”“春蕾行动”等形式，向社会、贫困官兵捐款 （物）

累计20余万元。同时，驻区部队官兵100%与地方结对共建。支持保

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十一”、“五一”等重大活动、重要节点期间

安保任务。开展“军徽映夕阳”为老服务结对活动,其中，国防大学政

治学院学员队与杨浦区社会福利院结对开展的“九十九个儿女三个

妈”助老爱心活动，已延续20余年。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三支队六中队自2012年12月进驻杨浦区担负巡

逻勤务任务以来，先后参与杨浦区环境卫生整治、为民服务等活动400

余次，多次担负杨浦区中考高考考点维护秩序任务，长期与长海路街道

等开展共建活动，曾获上海市“拥政爱民模范单位”称号。

军爱民、民拥军。为了营造浓厚的双拥氛围，杨浦区双拥办打造

“军地文化圈”、校园双拥文化长廊、双拥一条街、环空军宣传带、海军

宣传一条路、永久性双拥公益宣传标识等；“八一”建军节等重要节

点，在五角场、紫荆广场等地标场所，全天插播双拥视频，并设置道旗

全方位宣传；开展杨浦区“最美退役军人”学习宣传活动，让退役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开展清明祭英烈、走访慰问烈属等活动，注

重保护区8处纪念设施，成立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杨浦

区队。

坚持“服务国防，服务部队，服务

优抚对象”的工作宗旨，着力营造尊崇

军人、心系国防的社会氛围——上海

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杨浦区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杨浦区会”）正按照上海市

拥军优属基金会的要求，强化攻坚克

难，突出规范运作，着力加强社会化、

“枢纽化”基金会建设。

杨浦区会聚焦重点任务，落实“固

我长城”系列活动，积极开展社会化拥

军工作。去年连续13次推进线上线

下书画进军营活动，协助推进24次团

体心理辅导，12次心理骨干培训进入

驻区武警、海警，并为广大官兵送上口

腔保健服务；依据《杨浦区立功现役军

人褒扬方案》，为22名荣立三等功的

现役军人发放奖励金。杨浦区会始终

将服务优抚对象摆在“拥军优属 固我

长城”系列活动突出位置，2022年春

节、“八一”、重阳节等重要节点，为全

区381名烈属发放“光明营养计划”牛

奶卡，并开展慰问；推动10户优抚对

象适老化厨卫改造，提升老年优抚对

象生活质量；主动了解随军随调家属

劳动就业情况，全年分两批为军属申

请了公益性劳动补贴。

今年以来，杨浦区会密切结合区

域实际，夯实服务根基、聚焦活动成

效、拓宽筹资渠道、优化项目落实，在

社会化拥军优属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

平台作用。

杨浦区会一如既往加强与杨浦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协同，在拥军

优属工作中更好发挥拾遗补缺、雪中

送炭的作用，做细做实“沪惠保”团体

参保、“年度体检”“崇敬慰问”“万人看

上海”等常规服务，稳步扩大重点优抚

对象适老化改造等服务覆盖面。

在强化社会资源汇聚方面，杨浦

区会以创新性服务项目为抓手，多平

台、多形式推动拥军优属工作和项目，

充实杨浦区社会化拥军平台，汇聚更

多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化拥军工作中

来。如，汇聚社会力量开展“拥军优属

系列主题活动”“空军节、海军节双拥

宣传氛围营造”“文艺演出”“年度盛

典”等宣传动员活动。杨浦区会还在

市会的统一部署下，充分发挥杨浦在

线新经济头部企业集聚优势，努力推

进网络募集工作，持续彰显社会化拥

军优属工作影响力。

同时，杨浦区会以项目管理办法

和财务管理办法为依托，优化资源配

置，在拥军优属上务求实效，在尊崇关

爱上下功夫。如，关注现役军人官兵

的“三前、三后”问题，持续开展“子女

暑托班”“心理健康进军营”“法律咨询

服务”“文化进军营”等专业服务项

目，有针对性地为基层一线官兵排忧

解难，丰富部队生活，解决后顾之忧；

通过专项基金重点资助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培训及其子女教育和家庭特

殊困难等，照顾烈士家属、因公牺牲

或病故牺牲军人遗属，为优抚对象搭建

爱心桥梁。

今年，围绕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增强

军休服务活力等特色亮点，杨浦区会又

主动探索了“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室”

“退役军人志愿者队伍建设”等新服务项

目，提升服务广度——一直以来，杨浦区

会认真加强服务创新，着力优化以需求

为导向、以项目为引领的运作机制，2023

年共计划实施项目28个，其中有以新需

求为导向，研发开发出的创新项目，有以

提高服务效能为要务，不断总结完善的

已有项目，还有与有志于助力拥军优属

事业发展的社会合作伙伴，共同精准开

发的拥军优属项目。

杨浦区会表示，将把目前和将来一

段时间工作统一到服务建军百年目标、

厚植崇军为军情怀上来，实现思想理念

上统合、组织体系上统筹、项目确定上统

揽，继续全面做好杨浦区社会化拥军优

属各项工作。

在社会化拥军优属工作中更好发挥平台作用

今年80岁的严杏娣，曾任五角场

镇个体协会会长，也是武警上海总队

执勤第三支队七中队所有官兵的“兵

妈妈”，中队所有官兵都喜欢亲切地称

她为“严阿姨”。从1993年开始，严阿

姨就一路陪伴中队官兵成长，至今已

走过30年。

一次偶然的契机让严阿姨和中队

结缘。当时，五角场乡妇女委员会委

员吴凤英在中队附近开商店，中队的

战士经常到店里来光顾，官兵们质朴

的性格让吴凤英印象深刻，于是和当

时还是五角场乡妇委会主任的严阿姨

提出和中队开展共建活动，严阿姨当

即愉快答应。在 1993年中秋节当

天，在当时五角场乡市政科长的牵头

下，组织乡里的人员进军营召开联欢

会，第二天签署共建协议。在以后的

30年时间里面，严阿姨一直与中队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每年严阿姨都会固定做几件事，

每逢中秋、春节等特殊节点，组织驻

地老百姓进军营，带来各类慰问品，

为战士们送上驻地人民的问候，给战

士们包饺子、做月饼，帮助战士感受

家的温暖。每年老兵退伍的时候，严

阿姨也会给退伍战士的父母各买一样

上海的特色礼品，对这一举动，很多

退伍多年的战士依然印象深刻。她关

心帮助困难战士，每次严阿姨听说有

困难的战士，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

手。1997年，严阿姨在慰问时，看到

一个新兵坐在班里默默掉眼泪，便主

动上前了解情况，原来新兵小王刚刚

入伍，就收到了家中来信，父亲身患

重病，但家庭贫困，无力治疗，焦急

之下，一人偷偷掉泪。严阿姨听了，

个人带头，马上组织个体协会委员现

场给战士捐款，最后募集了800块

钱，新战士被这份爱心和温暖感动得

泪流满面。2002年，战士小张因为骨

折住院，严阿姨听说后专门买了水

果、熬了骨头汤前去探望，小张激

动地哭了：“严阿姨，我一定要

好好锻炼、好好恢复。”她

帮助中队解决困难问题。

1993年，和中队建立

共建关系后，严阿

姨时常援助中队

各类物品，提

供各种帮助，比如组织捐赠电视机、照

相机、电风扇等官兵生活必需品，组织

理发、修鞋、日常维修等志愿者进军营

服务，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官兵生活。

在严阿姨的带动下，身边的家人、朋

友、个体协会同事，也纷纷加入到拥军

的队伍中来。

有官兵曾问严阿姨：是什么动力支

撑她一直不遗余力支持中队的建设发

展，把一个个素未谋面的官兵当成是自

己的孩子来看待？严阿姨回答：我没有

别的想法，我们的战士从家乡离开父母

亲人来到上海，心里一定是陌生的，我

作为驻地的老百姓，如果能让我们的战

士感受到驻地的温暖和关心，就能让大

家不那么想家，更好地服役。

2017年，严阿姨因年龄原因，不

再担任五角场镇个体协会会长一职，她

明确表示，虽然离开了岗位，但是和中

队的故事会一直继续下去。

拥军兵妈妈严杏娣：  年照护人民子弟兵

近年来，杨浦
区整合资源，搭
建平台，努力破
解“后路”“后代”
“后院”难题，用心用情解除军人
后顾之忧。

拓宽军人“后路”。建立组
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三方联动机制，
结合转业军官和士兵专业特长，
积极挖掘岗位，连续多年实现
100%安置到位。

不断拓宽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就业渠道，开展全员适应性培
训，首创性地与区内高校联手，推
出电子竞技职业经理人、运动健
康师 、消防安全员等培训项目。
激发退役军人创新创业活力，开
设创业孵化实训基地、举办创业
赛事 、建立军创园区，助力军人
创业。

针对军人子女入学需求大等情况，

建立军人子女入学协调机制，发挥区教
育联席会议平台作用，统一收集入学信
息、统一协调入学额度、统一分配需求
部队，优先满足二等功、飞行员、边海
防、双军人等优待需求。针对军人子女
暑期看护难等实际情况，打造军人子女
暑托班，连续7年开展“军营萌芽 雏鹰
助力”暑期军人子女暑托班，受益千余
人次。

不断完善军
属安置长效常态
机 制 ，保 障“ 后
院”无忧。制定

《杨浦区军人随军家属指令性安置
工作试行办法》，建立工作小组，对
口安置相应岗位，对随军前非编制
随军家属，统筹托底安置到街道社
工和国企职员岗位。针对非指令
性安置随军家属，举办就业服务进
军营、近十场军嫂专场招聘会、在
强军网公开招聘信息，推动军嫂多
方位、多渠道就业。

倾心解除“三后”忧，当好强军“保障部”

严杏娣与部队官兵在一起。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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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杨浦区工作委员会表示，将把目前和将

来一段时间工作统一到服务建军百年目标、厚植崇军为军情怀上来，

继续全面做好杨浦区社会化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均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