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那一年
我18岁，成为一名铁道兵，负责
修铁路，保障战场急需物资源源
不断运送到前线……”6月16日，
厦门市“老兵宣讲团”正式成立，
并在大同小学开启了首场宣讲。
跟随89岁高龄的抗美援朝战士
龚泰章的讲述，近200名少先队
员穿越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感受老战士保家卫国的情怀。

“何奶奶，是什么信念支撑你
们战斗到最后？”儿童节前夕，英雄
小八路纪念馆迎来一批又一批参
观学习的市民游客。当年的“英雄
小八路”队员何佳汝在此义务讲
解，讲述着“8·23”炮战中她与其他

12位少年英勇支前的故事。
在厦门实验小学集美分校，

有一群“知心姐姐”，遇到不开心
的事，孩子们都喜欢找她们倾
诉。自1992年起，63758部队每
年组织女官兵走进原灌口小学，
担任少先队辅导员，为孩子们排
解烦恼、解开心结。30年过去了，
灌口小学已改名为厦门实验小学
集美分校，女官兵也换了一批又
一批，但“知心姐姐”仍持续为小
朋友带去温暖和欢乐……

做好双拥共建，国防教育是
重要基础。以上三个例子，正是
厦门市多层次、多元化开展国防
教育的缩影。

一处纪念设施就是一座教
育基地。军地携手共建共学，赓
续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思
明区利用英雄小八路纪念馆、中
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广场等阵地，
常年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爱国
主义和国防教育；湖里区投入
490万元与驻厦某旅共建“神山

红色教育基地”，创作大型红色
舞台剧《神山旗手》，拍摄、展播
纪录片《那年·那岛·那面旗》；海
沧区国防教育基地建成东孚国
防教育馆和“卫我海疆”等多个
国防教育基地；翔安区完善提升
特色教育基地，建设“英雄三岛
精神”主题馆。

厦门市发挥全市各类烈士纪
念设施教育功能作用，仅去年以
来，市、区投入约700万元修缮各
类烈士纪念设施，常年为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和驻厦
部队开展烈士祭扫、接受爱国主义
和国防教育等提供优质服务，
2021年便接待军地各级各单位前
来祭扫英烈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1800批次10万多人次；每年组织

开展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
清明节祭扫英烈活动，每月在厦门
烈士陵园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启航
明天·争当新时代好少年”活动；共
青团、少先队活动与祭扫纪念活动
深度融合，建立烈士纪念设施与周
边大中小学共建机制，传承弘扬英
烈精神，进一步夯实爱国拥军思想
根基，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国防、拥
军支前的浓厚氛围。

多层次多元化开展国防教育

军地携手共建共学

营造拥军支前浓厚氛围

福建省爱国拥军模范
●郭泽喆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四庭一级法官
●王建平 厦门市湖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三级调研员
●朱冬生 厦门市集美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
●黄志雄 厦门宝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海燕 蓝海旺（厦门）节能幕墙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团结 厦门戎旅拓展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

福建省双拥工作先进单位
（厦门市）

福建省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厦门市爱国拥军促进会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3225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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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厦某部队官兵慰问困难群众，并进行义诊。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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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里区设立湖里区设立““拥军驿站拥军驿站””。。

鹭岛军民情更深 双拥共建谱新篇

在素有“海上花园”之称的鼓浪屿，驻守着一支厦门人
引以为豪的英模连队，它组建于解放战争时期，成长于改
革开放年代，是拥政爱民的典型，是弘扬雷锋精神的标杆，
被誉为“特区精神文明仪仗队”，199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

“鼓浪屿好八连”荣誉称号。
在连队荣誉室的墙上，一直挂着一副斑驳老旧的书

法作品，上面写着“精神可嘉”四个大字。这是二十多年
前连队战士救助的一位中暑昏迷的浙江游客，请当地书
法家为连队题写的书法作品。官兵几十年如一日，为游
客和居民服务，留下了一个个爱民为民的故事。

节假日期间，鼓浪屿轮渡口附近的大榕树下常常会
出现这样的感人场景：“鼓浪屿好八连”的战士忙着疏导
人流，不时化身“活地图”为游客指路；便民服务车边围了
不少游客，战士们忙着给大家端茶倒水；每逢下雨天，战
士们还不忘撑起便民伞，为过往游客遮风挡雨……

“鼓浪屿好八连”免费送茶水的传统，已经坚持了近30
年。最早时用的是茶水桶，战士们只能肩挑背扛来搬运。
后来改用手推车，一次能运送的茶水更多了。现在的便民
服务车，不但能装茶水，还装载着便民伞、医疗急救用品，以
备不时之需。看似普通的便民服务车，承载着军地间“绿叶
对根的情意”。

“好八连的子弟兵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这句话，是
许多鼓浪屿居民的心声。除了免费提供茶水以外，照顾
岛上的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协助清理海滩等，也是“鼓
浪屿好八连”多年的传统。

30年前连队一个班风雨无阻用轮椅准时接送一名残
疾学生上下学，成为岛上的一段佳话。在连队官兵的爱心
接力中，如今这名学生自学成才，用网络家教等方式，为中
小学生进行英语辅导授课，用知识回馈社会。

最近，厦门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许明福很
忙碌：厦门市发布2022年退役军人教师职业能力专项培
养招生公告后，全市共接到了近400名退役军人的咨询
电话。回复咨询、了解需求……许明福高兴地告诉记者，
目前已有72名退役军人报名，其中研究生1人、本科生
71人，男性63名、女性9名，实施这项培养计划将助力优
秀退役军人实现“教师梦”。

今年6月，厦门市在全省率先出台《厦门市实施退役
军人教师培养计划工作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
案》）。从2022年起，每年安排退役军人教师职业能力培
养人数不少于100人。从2023年起，每年安排不少于50
个面向退役军人的岗位，并通过公费师范生就业、军转干
部（退役士兵）等方式来安置，通过公开招聘等渠道，实现
退役军人进入校园任教、任职。

根据《方案》，厦门将建立在校非公费师范生退役军
人转公费师范生制度。厦门生源通过高考进入教育部直
属或福建省内有培养公费师范生的师范类高校，属于非
公费本科师范生的，在就学期间参军并退役复学后，经本
人提出申请，经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教育局联合考核合
格的，由教育部门与其签订《公费师范生培养就业协议
书》，纳入厦门市公费师范生培养对象，享受公费师范生
同等权利。

同时，厦门还将建立退役军人教师职业能力培养制
度。对厦门市接收安置的33周岁及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
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复员干部，有意投身教育事业的，
经考试选拔、择优录取后，委托集美大学等高校进行为期
一年的免费专项定制培养，帮助其掌握教育教学能力，帮
助其参加教师资格证相关学科考试，以获取参加教师公开
招聘资格。

据介绍，随着越来越多大学生参军入伍，退役军人的文
化水平不断提升。近几年，厦门市退役士兵的大学生比例
已达到80%以上。我市通过公开招聘、军转安置等方式进
入校园任职任教的退役军人已经有数十位，“兵教师”们在
军营中淬炼了钢铁意志、培养了优秀品格，不论在行政后勤
岗位还是在教师岗位，都表现出色，深受校方与学生好评。

“部队培养了我们雷厉风行的作风，锻炼了吃苦耐劳
的精神，促进我在教师职业生涯的发展。”卢衍丁说。
2013年9月他从福建师范大学入伍，曾在特战部队服役5
年，现担任同安一中滨海校区高中部生管科负责人、高一
体育组备课组长。从“特战猛虎”到“育人园丁”，卢衍丁
的职业转换十分顺利，他感慨道：“咱们厦门出台《方案》，
势必会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建功军营，吸引更多优秀退役
军人加入教师队伍继续发光发热，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就
业和中小学、幼儿园教育质量提升。”

吸引优秀退役军人
加入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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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兵就像
我们的亲人一样

深化双拥宣传教育 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鼓浪屿好八连”免费送茶水。

89岁高龄的龚泰章讲述自己当年抗美援朝的故事。

打造“鹭岛军民情”新时代双拥工作品牌，
推动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

福建省拥政爱民模范
●李林专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军区

厦门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上校所长
●林明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59部队

政治工作部保卫处上校处长
●陈 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61169部队中校政治委员
●方 友 中国人民解放军32045部队管理科中校科长

福建省双拥工作先进个人
（厦门市）

近年来，厦门市组织开展“奋进新时代、聚力强军梦”国防教
育进校园、“英雄小八路”精神进校园巡回展、烈士纪念日向烈士
敬献花篮仪式、“最美退役军人”评选、建党百年退役军人主题征
文等活动，持续加强双拥宣传和爱国主义、国防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