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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历来是国防门户、军事要塞，
拥有“百年军事”的历史积淀，也是全市
驻军部队、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数量最
多、帮扶力度最大的区之一。
多年来，宝山区坚持把双拥工作作

为“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直接谋划和
组织拥军工作，推动形成双拥工作新格
局，并成功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
冠”。接下来，将积极落实双拥工作“双
向清单”制度，加强军地协调对接，以更
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作风抓好双拥工
作，更好开创双拥工作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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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部队之所想，急部队之所急

为摸清部队诉求，宝山区创设了一系列机制做法，让军地合作更有抓

手。军地需求“双清单”就是重要探索之一。

每年，宝山区委、区政府利用开展座谈会、走访慰问和上门调研等机

会，建立军地需求“双清单”。通过查漏补缺，真正想部队之所想，急部队

之所急，让双拥工作更扎实细致。

某部队的办公楼更新项目，就是从军地需求“双清单”中排摸而来。

走访调研中，宝山区双拥办相关负责人发现，该部队的临时办公点设施陈

旧。为改善官兵的工作学习环境，其跨前一步筹措资金，帮助整修改造营

区办公楼。

两年多来，结合大走访、大调研，宝山区双拥办先后完成了19个实事

项目，包括军嫂灵活就业点、文体活动中心、阳光晾衣房等，驻区部队官兵

的训练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为了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效用，宝山区还积极链接各方力量探索

新模式。比如，吴淞街道与驻区部队合作实施“双拥小苑”系列项目建设，

探索“地方出资金，部队出场地，街镇运营管理，军地共用共享”的双拥共

建新模式。

宝山区委、区政府和驻区部队，更把双拥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

部队建设的总体规划。为健全制度机制，制定《宝山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

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文件，确保双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

化开展。

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

用心用情用力的实事项目，映照军民鱼水情深。驻区各部队也始终

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主动承担急难险重、扶贫帮困、国防教育等

工作任务，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世博会、樱花节……一次次重大活动执勤中，人们都能看到部队官兵

们值守一线的身影。作为城市应急、抢险救灾的尖刀力量，他们守护着人

民城市的安康。

各驻区部队先后派出官兵120余人赴上海大学、济光学院等高校协

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训1.3万余人次；积极参与文明创建、烈士纪念、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等活动，同时，“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积极为驻

地单位和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先后接待群众1.5万余人次。

从江西省兴国县到安徽省金寨县，这些需要帮扶的地区，也成为驻

区部队官兵们挥洒汗水之地。设施改建、特产助销、困难帮扶、助学兴

教……点滴的帮扶行动中，贫困乡村的面貌有了切实改善。

“一老一小”也成了驻区部队官兵们的关怀对象。在敬老院、社区，通

过共建联欢、精神慰藉，部队官兵们抚平老人的孤独感，也帮助他们克服

对新技术的排斥感。与部队官兵们结对助学的126名家庭困难学生，不

仅有定期赠送的慰问金，更有官兵们精心挑选的学习用品。

点滴帮扶中，彰显出人民军队爱民为民的拳拳之心。

发挥典型作用，弘扬革命精神

传承弘扬革命精神，要更好发挥典型作用。作为上海解放战役主

战场，宝山区留存了无数红色过往。鏖战月浦，激战刘行、杨行，钳击吴

淞……炮火洗礼下，部分红色点位灭失，仅余下遗址供人缅怀。

宝山区为此制定完善《宝山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

工作实施方案》，并投入专项资金升级改造宝山烈士陵园和上海解放纪念

馆。同时，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地也被批准为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遗址。

保护、利用好红色资源，正是为切实发挥其历史价值和教育作用，弘

扬先辈革命精神，激励更多后来人。

为讲好红色故事，宝山区也充分用足用好退役军人这支队伍延续红

色记忆。九旬高龄的退役军人沈政、赵树真，曾多次受到宝山区相关负责

人的亲切慰问。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一幕幕红色过往在长者的

讲述里有了血肉，也有了情感。走访中，相关部门表示将及时解决老人生

活中的困难，并鼓励他们将红色故事诉与更多年轻人。

宝山：珍惜“百年军事”历史积淀，开创双拥发展新局面

作为驻军大区，宝山区优抚对象

多，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能光靠政府

平台，更要充分凝聚社会力量。

为解决军人后顾之忧，做好“三

后”（后路、后院、后代） 工作，宝

山区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建设首家上

海市退役军人创新创业示范园，以创

业带动就业。同时，上海市拥军优属

基金会宝山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

“宝山区会”） 充分发挥拾遗补缺的

功能，增强双拥工作的活力，为新时

期双拥工作社会化走出一条新路。

营造尊崇军人军属良好风尚

解决保障“三后”问题，关键在

于搭平台、建机制、强措施。宝山区

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

向，持续健全完善配套措施，营造尊

崇军人军属良好风尚。

支持更多退役军人建功立业，宝

山区举办区级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

赛，鼓励以赛育才。赛事获胜者可择

优参加市级创业创新大赛，在更大舞

台上展现才华、比拼高下。目前，已

有2家企业获得上海市创业创新大赛

一等奖。

积极帮助军嫂实现就业需求，宝

山区每年举办专场招聘会。同时，充

分挖潜灵活就业岗位，更好满足军嫂

“上班带娃两不误”的就业需求。

2020年以来，共帮助281名军嫂实现

就业。

考虑到不少军人家庭的兵娃娃

“看护难”，宝山区还支持建立了“兵

娃娃爱心暑托班”，提供假期孩子托

班服务，并被宝山区精神文明建设委

员会、宝山区教育局等评为未成年人

暑期工作优秀活动项目。

凝聚社会力量拓宽保障范围

充分凝聚社会力量，宝山区会开

展“拥军优属 固我长城”系列活

动，也为广大拥军优抚对象雪中送

炭，帮扶慰问。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宝山区

会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关爱优抚对象

4211人次，通过灵活机动的社会化运

作模式和特色专项，实现精准帮扶，

增强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荣誉感、

幸福感。

为落实精准帮扶，宝山区会一方

面走访部队调研排摸需求，另一方面

创新帮扶项目形式，让帮扶资源用在

刀刃上。

比如，宝山区会去年为驻区部队

完成多项实事项目，包括食堂改建、

办公场所更新等项目。这些实事项目

的优先级，都是工作人员实地调研

后，按照轻重缓急序列逐步跟进，切

实改善了部队官兵的训练生活环境。

针对烈属、退役残疾军人等，宝

山区会还为827名符合“沪惠保”条

件的优抚对象完成投保，进一步减轻

重大疾病患者医疗负担。

面向高龄特困优抚对象，宝山区

会还坚持推动适老化改造项目。不少

优抚对象住房的房龄长，设施老旧、

空间狭小，风险隐患不少。为此，宝

山区会积极排摸需求，并引入专业第

三方定制改造方案，将实事办实，好

事做好。

为增强官兵荣誉感归属感，宝山

区会今年参与资助某部队一场集体婚

礼。20对新人父母和官兵家属乘坐游

船游览黄浦江，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

之变。

宝山区会还在积极传承红色文

化。为“南京路上好八连”所在部队

新建战旗广场、协办“淞护海娃”

军事夏令营、修缮白茅岭农场零散烈

士墓……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为更

好地传承红色文化和英烈精神。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各方力量千方百计地

留住红色记忆，是为激励更多年轻官兵

踔厉奋发启新程，凝心聚力开新局。

办实事解难题，把关怀送到心坎上

恰逢暑期，不少新手爸妈苦恼于

“小神兽”们该寄在何处。在宝山区吴

淞街道，焕新升级的双拥小苑，助力破

解兵娃娃们的“看护难”。

在双拥小苑内，孩子们易碰撞的长

条形学习桌升级为六边形创意桌，更适

合手工课和小组讨论。亲子活动区也

进行了软包处理，窗口装上了限位器，确

保安全。不久前，双拥小苑更积极回应

周边居民需求，主动调整服务时间，增加

了夜间和周末的服务时长。

吴淞街道，老工人新村的集聚

地。岁月磨砺下，大量老公房失去了

往日光彩，“一老一小”的公共活动空

间十分稀缺。街道虽千方百计挖潜，

但面对庞大的需求依旧不“解渴”。

如何集结各方力量破解“空间之

困”？在宝山区双拥办协调指导下，吴

淞街道和驻地部队联手，积极探索“地

方资金资源+部队闲置土地+街镇运营

管理+军地共用共享”共建新模式。

某部队贡献出一处闲置场地，街

道投入资金进行翻建。2017年6月，

由街镇与部队共建的“双拥小苑”正

式建成投用。周边居民有了新去处，

军人军属和优抚对象也改善了生活

环境。

千余平方米的空间，如何实现资

源最大化利用？经过一番需求调研

后，运营方决定，嵌入营房书屋、军嫂

俱乐部、双拥书画室、拥军厨房、健康

驿站、兵娃娃学堂、兵妈妈爱心屋等多

种功能。“既满足社区居民对食堂、暑

托班、健身房等服务需求，也凸显国防

教育等军地共建的特色。”相关负责人

解释。

事实上，军地共建，不仅体现于

双拥小苑建设环节，也生动融入运营

之中。比如，双拥小苑按照“三个

一”的运行模式来管理，即一支管理

团队，一批服务品牌，一批社区公益

服务。一方面，引入高质量的社会组

织，让双拥小苑运营管理更趋规范

化、制度化，提升服务质量；另一方

面，主动吸纳“携手海洋 · 拥抱阳

光”关爱子弟兵、“情暖夕阳 · 爱满

吴淞”等志愿者力量，拓宽服务

资源池，扩大受益面。

以“兵娃娃”等双拥活

动为例，以需求为导向，

因地制宜开展富有军

旅 色 彩 的 主 题 活

动，让社区成为

社会教育的“大课堂”和“实验室”。在

此契机下，“小先生”化身“消防小卫

士”，对社区楼道门厅、楼梯间、消防通

道、安全出口等重点区域开展检查，并

对发现的电动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

飞线充电、堵塞消防通道等违规行为

进行劝阻。

“不仅为孩子们从小树立起安全

意识，也种下责任心这颗最珍贵的种

子。”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双拥小苑

的独有优势，“兵娃娃”等双拥活动延

伸至社区，不仅带动了邻里关系的“破

冰”，也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新动能。

多方资源助力，更多丰富活动走

进双拥小苑。吴淞面塑非遗传承人冯

秋霞，定期来传授面塑技艺，丰富孩子

们的课程表。退役军人、新兵战士们，

来此共话军营故事，上演着一堂堂生

动的国防教育课。

截至目前，宝山区2个双拥小苑已

举办各类活动2100余场，服务对象达

到1.9万余人次，进一步提升了军人军

属和优抚对象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提升双拥服务能级。

双拥小苑：探索军地共用共享新模式

宝山区吴淞街道焕新升级的双拥小苑，助力破解兵娃娃们的“看护难”。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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