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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水情深一家亲
同安区

一系列双拥共建举措，助力开创富美同安新格局

2
0
2
2

年8

月1

日

星
期
一

责
编
：
卢
燕

美
编
：
张
宁

T
08

点
击

本版文/见习记者 林健华
本报记者 卢漳华 通讯员 杨毅炜
本版图/ 同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提供（除署名外）

鹭岛军民情双拥特刊

银城遍开双拥花，军民同酿鱼水情。
一方热土，延续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

统；一腔热血，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
一家亲”温暖氛围。同安区大力倡导推行军民
双拥共建，发挥双拥工作在增进军政军民团结、
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平台作
用，今年再次荣膺省级双拥模范城（区），成功实

现“五连冠”。
告慰烈士英魂，千里寻亲、修缮墓地，传承红

色基因；面向英烈后人，用心用情、出招出力，营
造关爱氛围；守护军队官兵，军地协同、司法拥
军，增进军民团结；深入部队营区，垃圾分类、污
水处理，引领绿色生活……近年来，一系列双拥
共建举措，全方位助力开创富美银城发展格局。

2021 年以来，同
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区人武部广泛开
展送喜报活动，走访镇
（街）送达三等功喜报
28 份，送达优秀士兵
嘉奖42份。

“一人立功，全家
光荣”，通过宣读喜
报、佩戴绶带、送交喜
报等环节，营造“关心
国防、尊崇军人、热爱
部队、敬重英雄”的浓
厚氛围。

以“老兵”身份、视
角，讲好优秀退役军人
故事。7月15日，同安
区遴选首批8名优秀退
役人员组成区级老兵
宣讲团（退役军人国防
教育宣讲团），进一步加
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
引领，充分展示退役军
人先进典型风采。

同安区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老兵宣讲团
后续将不断扩充成员，
做好宣讲团成员培
训。下一步，将结合“最
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
军人物”学习宣传活动，
开展进校园、进军营、进
机关、进社区、进乡村、
进企业的“六进”活动。

垃圾分类有序，污水处
理到位，水质检测合格……
清洁优美的环境风貌，如
春风般吹入同安驻地部
队。同安区坚持把支持部
队建设纳入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体系，把为部队排忧
解难纳入为民办实事项
目，扎实做好双拥共建工
作。

为提升部队官兵生活
质量，丰富新时代双拥工
作新内涵，同安区投资
2700万元为驻地部队建
设污水处理站和生活污水
泵站，将部队生活污水直
接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投
入60万元创新开展部队
营区垃圾分类工作，大大
改善部队生活环境。

过去，部队营区收集
转运分类垃圾是个难题。
同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通
过实地走访调研发现，因
保密需要，安装GPS和无
死角全程视频功能的垃圾
车辆无法进入部分营区。
2019年以来，部队营区垃
圾分类工作组与区环卫处
多次对接，最终敲定解决
方案——垃圾转运车加装

覆盖盒,进入营区时覆盖
视屏监控器，并由部队官兵
跟车转运。

“环保绿”叠加“军营
绿”，营区生活愈加清新。
《厦门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办法》《厦门市垃圾
分类宣导手册》及垃圾分类
画报等宣传材料送入部队，
座谈交流、对策制定、激发
热情，逐步形成垃圾分类工
作共识。此外，通过面对面
授课，专业老师从垃圾分类
工作行业动态、工作实践、
分类指南、分类要求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讲解，让绿色理
念深入人心，培养一批垃圾
分类工作业务骨干。2020
年起，同安区在所有驻区部
队推广垃圾分类工作，提升
文明建设水平，军地联手打
造全区垃圾分类新典范。

同安区近年来持续加
大支持驻区部队全面建设
力度，在战备训练、生活设
施、信息化建设和环境整
治等方面提供支持，进一
步改善官兵生产生活条
件，打下坚实的部队备战
训练基础。

7月22日，同安区人
民法院揭牌成立军地协同
司法服务中心，为驻地部
队和广大官兵送上一份特
殊礼物——用司法服务，
守护最可爱的人。

作为全市首个军地协
同司法服务中心，下设涉
军维权合议庭、涉军维权
执行团队和军嫂法官调解
室，职责清晰，分工明确。
此外，同安区人民法院与
驻地军队签订《共建军地
协同司法服务保障机制合
作协议》，就具体深化机制
建设达成一致意见。

“诉内，做好维权工作，
切实解决军人后顾之忧；诉
外，主动做好服务工作，助
力提高官兵的法治意识和
水平。”同安区人民法院院
长陈穆峰表示，将用心更用
法解决涉及国防利益和军
人军属权益的纠纷案件。
目前，该院创新探索三级法
制辅导员制度，直接选派资
深法官和法官助理分别担
任部队的旅、营、连三级法
制辅导员，涉及部队建设、
重大涉军案件，部队可直接

联系对应旅、营两级的法制
辅导员，涉及官兵和家属的
法律纠纷，可由官兵直接联
系对应连级的法制辅导员。

早在2007年初，同安
区人民法院就设立“维护
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
权益协调指导小组”和涉
军案件合议庭，严格遵守
保密原则，妥善审理涉及
军人军属及部队案件，依
法维护军人、军属和部队
的合法权益。此外，推动

“送法进军营”常态化，积
极开展法律咨询进军营、
法律培训进军营等活动，
注重法治宣传，通过以案
释法，增强官兵依法办事
意识和解决涉法涉诉问题
的能力，努力实现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的统一。

“进一步完善涉军维
权工作机制，增进军政军
民团结，巩固同安区军政
军民团结大好局面。”同安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司法拥军工作将站上新起
点，迈向新高度，书写新篇
章。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以前牺牲的烈士们。”
英烈李大华的孙子李跃钦说，他们兄弟姐妹三
人都收到了“英烈后代关爱卡”，感到心里暖融
融的。

就医走绿色通道，乘坐公交可免费，旅游景
区免门票，教育就学有照顾倾斜……七大方面十
项举措的关心关爱，凝聚在一张小小的卡片上。

“红色同安历来就有崇敬英雄烈士、关爱英烈后
代的优良传统。”同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自2021年首创“英烈后代关爱卡”起，
已发放到76名英烈后代（直系家属）手中。

作为一个革命老区、一座英雄之城，同安感
念烈士英魂、呵护英烈后代。去年6月以来，同
安区持续开展“我为英烈后代办实事”实践活
动，协调相关单位形成合力，创新推出“特制爱
心包”并持续探索完善长效机制,用心、用情、用

力将实事办到英烈后代心坎上。
扩大关爱对象覆盖面，制定关心关爱英烈

后代（直系家属）方案，将关爱对象由烈属扩大
到烈士后代（第三代）；建立健全帮扶机制，按属
地管理和就近帮扶原则，建立村(居)干部和志愿
者联系帮扶关爱英烈后代制度，帮助解决实际
生活困难；规范抚恤补助资金发放，建立起“退
役军人事务局部门核定对象、标准，财政部门核
拨资金，金融机构代发到人”的规程……通过一
系列有力度、有温度、有广度的行动，在全区上
下营造真心真情帮助帮扶的良好氛围。

叙家常、问冷暖、忆先烈，同安区的关爱兼
顾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时时走访慰问，常常送
医上门，有效提高重点优抚对象和英烈后代的
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让红色精神传遍银城
大地。

“梦寻英魂六十载，烈士后代贴心人”——
同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墙上，挂着一面烈士亲
属送来的锦旗。

1956年，王启照烈士牺牲于同安石浔乡。
65年后，后辈们终于找到了他的安葬地，将遗骸
迁回祖籍地——浙江省天台县，并安葬于该县
烈士陵园中。

“叔叔魂归故里，全家人的心愿也了却了。”
王启照烈士侄女王爱珍说，半个多世纪的寻觅
画上了圆满句号。一直以来，同安区积极开展

“为烈士寻亲”工作，共核验10条重要烈士相关
信息，确认4名病故军人，为2座零散烈士墓和3
名在册烈士找到亲属。

同时，同安区陆续完成辖区烈士纪念设施的
摸排、修缮、迁移和提升、管养等工作。通过查找
资料、寻访老人、实地调研等方式，摸排全区17座

零散烈士墓，按照“一处一表、一村一档、一镇
（街）一册、一区一台账”的要求，形成《同安区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状况表》，并迅速整改落实。

“红色资源承载着一个个闪光的历史记忆，
是重温党的辉煌历程、传播革命文化、传承红色
基因、培育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同安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
续探索完善红色资源长效管理机制，收集好、整
理好、宣传好英烈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纪念英雄、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如今，以
烈士纪念设施为主要载体，加强史料的搜集、整
理和编撰、研究，葫芦山烈士陵园设立“同安革
命烈士事迹馆”。作为同安区首批区级党史学
习教育参观学习点和该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21年累计接待130个单位1万多人次参观学
习，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宣传教育作用。

创
新
服
务
建
军
地
协
同
司
法
服
务
中
心

军
地
联
手
打
造
垃
圾
分
类
新
典
范

▲同安区开展为重点优抚等对象免费体检活动。 ▲工作人员为王启照烈士送上花篮。（杨心亮 摄）

同安区老兵宣讲团同安区老兵宣讲团（（退役军人国防教育宣讲团退役军人国防教育宣讲团））成立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