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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打造拥军支前新模式

松江区素来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
统，已连续四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连续
五次荣获“上海市双拥模范区”称号。
“发挥双拥工作联系军地军民的桥梁纽带作

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
全局。”今年，松江将继续积极探索新时代双拥工作
的新思路和新方式，进一步深化推进全国双拥模范
城创建工作，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和上海
市双拥模范区“六连冠”。

”

“

在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之际，松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的传承中稳步发展，立足“三后”问题解决，聚焦就业创业服务

能级提升，持续打造拥军支前新模式，促进军民团结，形成军地联动、军民

互动、共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局面。

巩固国防，聚力办好实事工程

松江区在国防改革、部队调防中勇挑重担。近年来，辖区增加了1个

军级单位和2个师级单位，数百个家庭从各地调入松江。巩固国防、建设

军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区委区政府全力支持部队改革，配合部队做好转

隶换防、人员分流安置、军事设施保护等工作，合力推进后勤社会化等跨

军地改革任务。

为关心关爱驻区官兵及其家属的心理健康，推出“心理拥军”项

目，提供心理咨询与问诊服务；开展“情系边海防官兵”拥军优属

活动，为戍边官兵们送上独具松江特色的新春慰问品、祝福卡片与文

创产品。

在政策允许和财力可达的范围之内，区双拥办聚力办好实事工程，热

心为部队官兵解决困难。比如，区建管委为武警机动二支队营区与家属

楼佘北路上连接路段安装38盏路灯，区交通委为上海警备区横山仓库门

前主路加装缓冲带，排除官兵及军属出行的安全隐患；区燃气公司为武警

机动二支队及91472部队家属楼制定燃气管道排管工程方案，优化供气

结构，为官兵家属解决多年没有燃气的困扰。

军民共建，双向奉献肩担使命

双拥工作巩固的是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双向奉

献、相互支持，共同扛起新时代的使命担当，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

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松江区致力于丰富共建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拓展共建资源渠道，在这

一过程中密切军民关系，使鱼水之情更加深厚。2020年疫情期间，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合作，共推出7期《军民携手抗疫情》

专栏。91472部队持续多年坚持开展“兵妈妈”“兵儿子”等志愿服务活

动，营造军地鱼水情的浓厚氛围。

利用丰富的党史和红色文化底蕴，松江区积极打造具有松江特色

的双拥文化品牌，开展一系列寓教于乐的国防教育活动，通过培育

“老兵宣讲团”等特色队伍传播红色基因、凝结军民共同的情感和价

值追求。

人民对军队的拥护与支持，换来的是部队对人民深厚的感情。困难

之际，人民子弟兵总是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防御台风“烟花”“灿都”

期间，武警机动二支队与区公安、交通、应急、水务等部门多方配合，制定

应急方案，共出动兵力1600人次排险抗灾，帮助受灾群众转移，保障人民

群众人身与财产安全。

暖心政策，打通“三后”困难堵点

一枝一叶总关情。松江区将打通“三后”问题作为双拥工作的特色亮

点。关心后代、服务后院、拓宽后路，松江区各级党委政府在双拥工作中

始终想官兵之所想，急官兵之所急，将提升驻松部队官兵及军属、退役军

人及优抚对象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作为重要任务，帮其克服困难、

解决问题。

做好退役安置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升

推岗就业质效，畅通常态化就业渠道。“春风行动”“百企千岗”专场线下招

聘会和“线上招聘月”等多策并举帮助军人军属就业创业。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也密切关注随军家属诉求，积极协调随调家属落实岗位，对其他随军

家属则采取发放一次性自谋职业费、推岗就业与技能培训相结合的模

式。松江作为全国首家试点，推出“军人随军家属在线经济灵活就业专项

培训”，打造新媒体（电商）行业“军嫂团长”“军嫂主播”特色品牌，帮助随

军家属实现在线灵活就业和创业。

松江区将保障军人军属及广大优抚对象的切身利益作为开展双拥工

作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落实《军人子女优待办法》，三年多来协

调解决383名军人子女入学入园，较好解决了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努力

提升尊崇优待，两年来，松江共发放义务兵优待金3000多万元，并为53名

荣获优秀士兵称号的松江籍义务兵发放奖励1.88万元，为356名驻松部

队官兵发放一次性奖励36.3万元；积极开拓优待项目，并扩大优抚对象游

园证的使用范围，免费为现役军人家属和重点优抚对象开放广富林文化

展示馆、月湖雕塑公园等景区景点。

在松江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

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区双拥办和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的指导下，上海市拥军

优属基金会松江区工作委员会（以下

简称“松江区会”）积极开展覆盖更广、

成效更好的帮扶工作，从区域特色出

发，积极开展社会化拥军活动，打造

独特文化品牌促进双拥建设，营造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固我国防、

强我军魂”的浓厚氛围。

纾难解困，积极拓展帮
扶渠道

松江区会积极拓宽资金渠道，利

用区财政资金和拥军优属基金会等社

会资金，对困难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

对象进行帮扶援助。在帮扶类型上，

分为生活帮扶和医疗帮扶；在帮扶时

限上，分为一次性帮扶和季度性帮

扶；在帮扶额度上，分为6000元以

内的定额帮扶和酌情考虑的不定额帮

扶。相关帮扶资金在春节、“八一”

等节日前后进行下拨，为困难退役军

人及其他优抚对象送去温暖。

拾遗补缺、雪中送炭，面对有

困难的战友，松江区会用心、用情

纾难解困。结合相关政策，区会为

136户因重大疾病或灾害导致家庭困

难的驻松部队官兵家庭累计发放补

助金49万元，每年设立不少于60万

的定向帮扶资金，为558名困难退役

军人及优抚对象累计发放补助金

167.36万元；同时，扩展资源渠道，

深化崇敬优待，联合区人力资源发展

协会发起“关爱功臣 情暖老兵”定

向捐赠活动，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等8家爱心企业积极响应，

共募得善款9.5万元，帮助困难老兵

渡过难关，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良好局面。

突出特色，打造红色文
化品牌

在具有“上海之根”美誉的松

江，松江区会根植红色文化和传统

文化基因，打造具有松江特色的双

拥品牌。

松江区会持续优化项目内容，促

进品牌升级，大力扶持“文艺轻骑

兵”“松江老兵讲故事宣讲团”“老兵

合唱团”“韶华女兵”等一批富有松

江特色的区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伍，点燃了人民群众爱国拥军的热情

和部队官兵拥政爱民的决心。

松江区会持续推进“双拥文化

进社区”项目，以77场非遗传统文

化展示与体验活动丰富服务对象精

神文化生活，超千名现役军人、随

军家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

参加活动。

松江区会还计划打造退役军人收

藏家郭乃兴专属展馆，与区烈士陵园

合作探索青少年志愿服务队“红色研

学”项目，培育“星星向茸”“红领

巾讲解员”等青少年志愿队伍，助力

《绘说云间英烈》系列连环画的出版

发行……一系列举措，凸显出地区特

色，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在创新性、

趣味性和红色教育的平衡中书写军民

鱼水情。

凝心聚气，培育社会化
拥军力量

“国资带头、社区支持、民企参与、多

元配合”。拥军优属不仅是政府的工作，

只有通过社会化拥军，才能更好地形成

社会共识。松江区会充分发挥作用，多

渠道募集资金，为更好培育社会化拥军

力量、购买社会化拥军服务、深化双拥工

作提供了强力支撑。

社会化组织亦参与到双拥工作中

来。松江区爱心助困志愿者协会等多家

组织长期活跃在“关爱功臣”等活动的一

线，为本土特色拥军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由数十位退役军人企业家联合成立

的“云间军创联盟”，不仅在引导和支持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方面发挥了引领作

用，而且在巩固国防、拥军优属活动中也

始终走在前列。抗疫期间，区会全力开

启社会化拥军模式，不仅在松江“云间军

创联盟”联络群中广发“英雄帖”，还助力

部队做好战备执勤和防疫抗疫工作，为

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贡献一份力量。

彰显松江特色，共建社会化拥军鱼水情

快乐奉献尽所能，服务社会颂

党恩。在松江有这样一个团体，成

员的平均年龄为 72岁，却已完成

570余场红色故事宣讲，听众超过了

7万人次——这就是组建于2015年

的“老兵讲故事”宣讲团。

现在，“老兵讲故事”宣讲团共有

12位成员。宣讲团先后被评为2020

年度松江区“最美退役军人”和2021

年度“感动松江”先进典型。可以说，

“老兵讲故事”已经成了松江区的一张

红色名片——讲故事的形式生动活

泼，更容易为听众所接受，让爱国主义

教育走进了更多人的日常生活。老兵

们高昂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更是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重，成为全社会

的表率。

建团之初，所有成员都来自铁道

兵部队。过去，铁道兵部队在松江招

录了大量新兵，他们能战斗、肯吃苦，

参与了13条铁路的建设，还有3名战

友牺牲在了铁路建设的工地上。但在

当时，社会上对这一已经远去的兵种

的了解并不多，家住岳阳街道的老铁

道兵朱渭民决定与战友王一杰、包俊

杰、薛仁桂一起，用讲故事的形式让公

众了解铁道兵群体，传承铁道兵精神。

宣讲团的筹建与运作并非一帆风

顺，最先遇到的困难便是家人的不理

解。为打开局面，朱渭民找来几位战

友，在松江铁道兵撰写的回忆录里挑

选素材，反复加工，整理出了几篇情节

完整的感人故事，然后在景德路居委

会和松江区环卫署两家单位试讲。几

次试讲后，朱渭民便有了把握，就拿着

试讲的视频和文稿四处寻找演讲机

会。努力之下，局面渐渐好起来，不少

社区和学校主动邀请他们演讲。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们将继续

讲述铁道兵故事，让红色精神代代传

承。”宣讲团成员们郑重承诺。

在保留“兵”味的基础上，宣讲团

在形式、内容和宣讲过程上进行了创

新，老兵们探索出了两种新的宣讲模

式：一是让演讲与演唱有机结合，战友

们在台上，穿军装、唱军歌、讲军事，突

出军旅特色；二是设立后援团，组织若

干战友穿着军装、戴纪念章坐在前排，

讲到谁的事迹，谁就站起来与听众见

面并做简单分享。

今年7月1日，老兵们受邀为松江

区消防救援支队进行宣讲。全程70

分钟内，老兵们身着军装、佩戴奖章，

全程站立脱稿，讲述了抗美援朝战

争的艰难与不易，以及志愿军

的英勇与热血，还与消防队

员们一同演唱了《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

歌曲。现场气氛振

奋、情绪高昂，在

互动中学习了抗美援朝的历史。

做好故事宣讲的同时，“老兵讲故

事”宣讲团也帮助社区、学校、党支部培

育宣讲团队，让红色故事开枝散叶。

宣讲团参与到高校“三全育人”的

过程中，主动和松江大学城对接，在青

年人中传播红色基因：与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机械与汽车学院的学生们排练了松

江三人行 《听歌学党史，苦难续辉

煌》，老青两代人同台讲党史，受到听

众欢迎和好评；与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合作，

面对面深入交流，回答大学生们的关切

与困惑，宣讲老兵的亲身经历，让学生

们备受激励。

除了青年，老兵们也走进小学校园，

精心指导方塔小学和岳阳小学分别成立

了“小红军宣讲团”与“红领巾宣讲团”，

并为孩子们量身打造“松江三人行”红色

故事。

“老兵讲故事”宣讲团为松江区争创

“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奉献老兵力

量，点燃了青少年爱国拥军的热情和部

队官兵拥政爱民的决心，让“荣军集结号”

更上一层楼、再谱新篇章。

“听老兵讲故事”追忆峥嵘岁月赓续红色基因

“老兵讲故事”宣讲团组建于2015年，是松江区的一张红色名片。（采访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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