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0日，东昌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道口铺街道办事处，为荣立三
等功的现役军人陈君亮、郭保瑞、李乐瑞家庭送喜报，祝贺并感谢他们对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功臣
家中。

喜报虽小但凝聚着党和政府的殷切希望，通过“送喜报”走访慰问活动
宣扬立功事迹，旨在加强军人荣誉体系建设，同时激发广大适龄青年参军入
伍报效祖国的热情，增强了军人、军属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切实把“让军人成
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落到实处。 ■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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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旭光

情系国防，赤心拥军。5 月 15 日
上午，聊城市东昌府区爱国拥军联盟
成立仪式在聊城万达广场举行。东昌
府区爱国拥军联盟的成立，创新了双
拥工作载体，丰富了双拥工作内容，拓
展了双拥工作领域。目前，东昌府区
爱国拥军联盟已有拥军企业39家、商
铺 496 家、社会组织 1 家，可为现役军
人、退役军人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

聊城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创新开展
“千企万店齐拥军”活动，形成参与范围
广、优惠力度大、工作措施新、监督机制
强、拥军效果好的社会化拥军新局面，
构建了党政主导、社会支持、全民参与
的“大双拥”工作格局，持续奏响爱国拥
军主旋律，营造“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的浓厚社会氛围。

3000家门店真诚拥军

中国移动聊城分公司在营业厅网
点专门设立拥军服务窗口，并推出“荣
军通”智慧创业服务优待项目，为退役
军人和优抚对象创办企业、拥军联盟
成员单位商户提供专属优惠资费套餐
及一站式智慧服务。

聊城爱尔眼科医院推出拥军服务
套餐，军人家属和退役军人可享受价
值300元的眼健康体检券，配眼镜享受
八折优惠，到院治疗使用医保后的自
费部分再减免10%。聊城市、东昌府区
两级积极打造万达拥军商圈，万达商
业广场106家门店悬挂拥军店牌，涉及
衣食住行等多个门类……

聊城始终把拥军优属作为政治任

务抓紧抓实，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拥军工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门印
发《关于梳理拥军企业和意向企业的
通知》，通过部门发动、行业引领、社会
参与，按照“优中选优、完全自愿”原
则，优先将信誉好的连锁店、各大商超
和企事业单位吸纳进来，统一建立社
会化拥军店企目录，统一签订拥军服
务承诺书，统一授予牌匾。

目前，全市11个县（市、区）全部启
动了千企万店齐拥军活动，近3000家
门店参与拥军活动，涉及百货、宾馆、
超市、医院、教育、餐饮、景区等10多个
门类，为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提供真
金白银的拥军优待服务。

盘活拥军服务资源

当代集团作为本地拥军房产企

业，在公司现有优惠价格的基础上，再
给予现役军人、退役军人 600－1800
元/平方米的专属折扣；位于临清市的

“兵知味”，是我市首家军旅主题餐厅，
布局、内饰、房间名等全都具有浓浓的
军旅色彩，深受退役军人们的喜爱。

针对拥军店点多、面广、地域分散
等实际情况，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进一
步创新拥军服务模式，盘活拥军服务
资源，拓展拥军服务外延，积极打造有
温度的社会化拥军新模式。

突出便捷、实用、高效，我市创新
推行线上版拥军店，开发“拥军店”微
信小程序，点击页面，企业门店地址、
联系电话、门店实景图片以及军人军
属和退役军人可享受的免费、打折等
优惠政策一目了然。

莘县、阳谷县、开发区、高新区将
拥军店和退役军人心连心志愿服务队

相结合，开展了到部队义诊、讲座，到
退役军人老党员、优抚对象家中走访
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其中，东昌府
区动员拥军店开展“点亮微心愿”活
动，目前为50个现役军人家庭实现了
微心愿。

完善店企拥军长效机制

“我们开发的‘易拥军’微信小
程 序 把 近 3000 家 拥 军 店 企 全 部 纳
入，全面展示了拥军店企的拥军措
施和服务内容，方便大家查询、选择
服务项目，提升各类拥军单位社会
影响力，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拥
军活动，扩大社会化拥军覆盖面。”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立新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创新
开展了易拥军“互联网+拥军店企”
线上版拥军服务新模式。

为推动拥军店企制度化、规范化，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统一规范明确拥军
店企授牌批准、挂牌监督、摘牌退出的
管理要求，确保监管不缺位、服务不打
烊。同时，将拥军店企纳入爱国拥军
模范单位和社会化拥军先进个人评比
范围，进一步引导拥军协会、拥军企
业、两新组织、基层服务站等社会力量
全面参与拥军优属工作，推动社会化
拥军多姿多彩、蓬勃发展。

高新区组织专门的志愿者队伍
对拥军店进行管理，每月汇总拥军优
待情况，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发布；开
发区积极与银行、市场监管、人社等部
门对接，为拥军效果好的店企优先提
供资金帮扶、诚信评价等政策支持，通
过推动双向服务，最大限度保护好、激
发好拥军店企的爱军拥军热情。

千企万店齐拥军
——我市打造社会化拥军新格局

本报讯（刘敏） 5 月 25 日，在冠
县金太阳学校举行“砥砺奋进守初心
青春献礼二十大”离队入团仪式之际，
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红色宣讲团”成员，开展
了“讲红色历史、迎复兴朝阳”主题志
愿服务活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红色宣
讲团”成员张泽玉声情并茂地讲述了
冠县六十二烈士英勇抗日、壮烈牺牲

的故事，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红
色宣讲团”成员沙茜为师生讲述了烈
士孙立民誓死不屈的英勇壮举，全场
师生无不被烈士的铮铮铁骨感动。

本次活动，让青少年接受理想信
念熏陶，增强了青少年的光荣感和使
命感，帮助他们迈好青春第一步、“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领广大青年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牢记初心使命
跟党走。

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讲述红色历史 传承红色精神

■ 夏旭光

“轮椅还是电动的好，用手指轻轻
一按就行了，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太棒
了！”5月26日，在临清市新华路街道国
棉街上，秦思亭一按按钮，电动轮椅就
在路上轻快地前行，他的脸上露出微
笑。

秦思亭曾是一名军人，因为在对
越自卫反击战中负了伤，导致整条右
腿被截断，后来安上了假肢。2021年6
月，新华路街道退役军服务站了解情

况后，专门为他配备了手动轮椅。
“当时上级为我配备了手动轮椅，

开始我很高兴，但是等坐在上面使用
的时候，却发现有些费力。因为我除
了下肢残废以外，右臂也有伤，发力困
难，在生活中还是很不方便。后来我
就想，如果有一辆电动轮椅就好了。”
秦思亭回忆说。

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张德勇
说：“当时只想到他下肢残疾，就给他
配备了手动轮椅。而他本人收到轮椅
也能使用，也很高兴，我们就没有考虑

别的。”
随着入户走访服务活动的深入，

新华路街道工作人员了解到秦思亭还
有一个坐上电动轮椅的愿望，于是迅
速把这个情况反应到服务站。服务站
及时向上级递交申请，说明了情况。
很快，工作人员就把一辆崭新的电动
轮椅送到秦思亭的家里。

“那天，我坐上了电动轮椅，非常
高兴。第一件事就是给服务站张站长
打电话表示感谢！”秦思亭回忆起刚刚
用上电动轮椅的情景，激动地说。

新华路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建立
了网格化服务三级制度，街道是大网
格、社区是中网格、居委会是小网格，
组建了183人的帮扶联系队伍，服务队
每季度对退役军人进行一次走访，了
解退役军人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

同时，该街道还设立了“退役军人
帮扶服务联系之窗”，通过窗口联系，
开展针对性的帮助和服务，得到了辖
区5992名退役军人的高度认可。

秦思亭的“特殊心愿”

■ 刘桐

“朱延飞同志在年度工作中成绩
突出，荣立三等功，特此报喜……”5月
19日，一支打着横幅送喜报的队伍缓
缓来到了现役军人朱延飞的老家高唐
县赵寨子镇，并为其父母披绶带、戴红
花，送去朱延飞立功的喜讯。

喜报虽小，但意义重大，它一头连
着部队军心士气，一头系着万千军属
的期盼。高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高度
重视为军人军属送喜报工作，充分发
挥高唐县“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的特色
优势，邀请著名书法家为立功受奖军
人书写“参军报国、全家光荣，立功受
奖、全县尊崇”的书法作品，将喜报与
书法作品装裱到一起，制作成喜报牌
匾。同时，建立了一支高规格的送喜
报队伍，每一张喜报都由县领导带领
县人武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镇街主
要负责人共同送到军属家中。截至目
前，高唐县已经为全县157名立功受奖
家庭送喜报、挂牌匾。

“有国才有家，参军是去保卫祖
国。在北街村，村民们把送亲人参军
当成了一种光荣和责任。”高唐县赵寨
子镇北街村党支部书记张宪贵介绍，
如今，报考军校、投笔从戎已经成为了
北街村的新时尚，受过部队表彰奖励
的入伍青年也有不少。

“参军人员在部队取得显著成绩
绝非偶然。”高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
局长范明珠说，近年来，高唐籍立功军

人数量逐渐增多，与他们的个人努力
有关，也离不开高唐县多年来对双拥
工作的推崇与支持。

在双拥创建过程中，高唐县按照
部队所需、官兵所盼、地方所能、民众
所长，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服务和保障
部队各项建设，惠军利民，用心用情做
好各项拥军优属实事好事，全力支持
国防和军队建设。

高唐县创新“绿色退役军人服务
站+红色教育基地”新模式，拓展延伸
退役军人服务站的服务功能和服务外
延，构建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死
角的双拥服务保障网；建设升级双拥
广场、革命历史展览馆，规划建设双拥
亭、双拥桥、双拥文化长廊、高唐县“传
承红色基因双拥馆”；举办传承红色基
因大讲堂，组建“红色基因传千古，铁
血丹心映山河”主题宣讲团，进军营、
进社区、进学校宣讲 30 余场次，受众
7000余人次；精准落实优抚待遇，精心
解决“三后”问题，突出安置政策支持、
配套资金倾斜、教育培训保障，实现军
转干部安置满意率、符合安排工作条
件的退役士兵安置率、随军未就业家
属生活补贴发放率、军人子女入学入
托率四个 100%，真正实现让军人“后
路”无忧、“后院”无绊、“后代”无虑。

高唐县不断延伸双拥触角，凸显
双拥特色。如今，全县上下尊军、崇
军、荣军的氛围日益浓厚，全县军政关
系持续巩固，军民团结鱼水情长，双拥
工作呈现蓬勃发展良好势头。

织牢保障网 厚植鱼水情
——高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扎实做好双拥工作

烈属葛明芝抚摸丈夫夏洪彦烈士的画像烈属葛明芝抚摸丈夫夏洪彦烈士的画像。。 ■■何娜何娜

55月月1515日日，，东昌府区爱国拥军联盟成立东昌府区爱国拥军联盟成立。。■ 刘朋利

本报讯（夏旭光 马学临）“今年
以来，临清市大辛庄街道组织退役军
人服务站和村居干部，走访退役军人
935 家，为 11 名困难退役军人解决难
题17个，发放救助金5万余元，提供相
关退役军人政策支持，个人创业贷款、
资金扶持，现已申请贷款60多万元。”5
月26日，临清市大辛庄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曲波告诉笔者，大辛庄街
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秉持“维护军人军
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的初心使命，坚持做到诚心接
待退役军人，真心服务退役军人，细心
帮扶退役军人，提升了退役军人的自
豪感和幸福感。

大辛庄街道建立了退役军人事务
工作领导小组，做好内设机构、人员、
组织机制的保障工作，实现专人专岗，
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该街道退
役军人服务站与各村“退役军人之家”
建立“绿色通道”，小事立即处理、大事

全力相助，通过电话、短信、微信、走访
等方式，建立就业创业咨询、远程维权
服务、司法援助服务等线上服务体系，
架起了与优抚对象联系的信息桥梁，
做到“服务前移”，让服务对象少跑路、
好办事。

该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从大处着
眼，从小处入手，打造“一站式”服务模
式，建立大辛庄街道辖区老复员军人、
伤残军人、两参人员、带病回乡等人员
的数据库，做实组织关系转接、走访慰
问、联系结对、教育培训、抚恤优待、权
益维护等基础工作，建立起“规范、热
心、有序、高效”的服务机制。

大辛庄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通过
组织培训、以老带新、微信交流，采取
送培训、送岗位上门形式，让退役军人
不仅实现全部就业，更实现了满意就
业。目前，该街道 38 个村居中，有 28
名年轻退役军人进入村“两委”班子，5
名退役军人担任村居党支部书记。

大辛庄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打造“一站式”服务模式

■ 夏旭光 何娜

“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夏洪彦烈
士的妻子，70多年了，您想不想他啊？”

“想！”“您看看，这个是不是您的丈
夫？”“是，就是他，真像！”“那您看看这
个结婚照。”“太好了，我们没照过结婚
照，有了这张照片，洪彦就会一直陪着
我！”5月13日，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来
到东阿县刘集镇孙郭村，当他在97岁
的烈属葛明芝面前打开夏洪彦烈士的

画像时，看着阔别70多年的丈夫再次
出现在眼前，葛明芝老人哽咽不已，把
脸紧紧地贴在画像上，眼泪夺眶而出。

“夏洪彦为国牺牲了，我要为他守
家！”1949年，丈夫牺牲的消息传来，24
岁的葛明芝心如刀绞，她下定决心，要
守护好这个家。

夏洪彦，生于1921年8月，东阿县
刘集镇孙郭村人，结婚不到半年就参
军入伍。1948 年，他在参加淮海战役
中失踪，1957年被追认为烈士。

73 年过去了，葛明芝一直坚守着
两人的家、践行着诺言。当年那个年
轻俊俏、风华正茂的女子，现在已经成
了满头白发、97岁的鲐背老人。

近年来，东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持续拓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建档立卡、精准服务”工作模式的深
度和广度，在开展常态化走访联系军
烈属的过程中发现，97 岁的烈属葛明
芝老人，一生没有子女，默默守候，默
默付出。而烈士夏洪彦生前也没有留

下任何照片。
多年来，山东省烈士事迹编纂和

宣传教育中心联合林宇辉画像工作室
开展为烈士画像活动。东阿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积极对接林宇辉工作室，用
这种特殊的方式，让英雄跨越时空与
亲人“团聚”。

夏洪彦没有影像资料存留下来，
如何复原烈士最真实的遗容，成为摆
在林宇辉面前的难题。“夏洪彦参军
时，新婚才不到半年。结合他哥哥和
弟弟的照片，我以这个为依据，画出夏
洪彦年轻时候的画像。”林宇辉结合夏
洪彦烈士直系亲属的影像资料，再结
合家人对夏洪彦烈士的回忆，最终几
易其稿定型，画出夏洪彦烈士年轻时
候的画像。

“这个画像是穿军装的，更加真
实。另外，把二人的照片合成在一起，
让老人感觉丈夫还在，这是一种精神
寄托。”在前期走访时，林宇辉得知不
仅夏洪彦烈士没有留下照片，葛明芝
老人年轻时也从未照过相，他便决定
为夫妻二人绘制一幅青年时期的“结
婚照”。

5月13日，林宇辉来到东阿县刘集
镇孙郭村，为97岁的烈属葛明芝送上
丈夫的画像，同时送上这张迟到70多
年的“结婚照”。

看到林宇辉带来的照片后，老人
一度泣不成声。“那时候光盼着他回家
来，光盼着有信。要不是听他战友说，
我还不知道他牺牲了。”葛明芝告诉记
者，丈夫牺牲后她从没想过回娘家，也
没想过改嫁。

烈士重现容颜，亲人也通过这样
特别的方式相见。一张烈士画像寄托
着思念与敬意，革命先烈用生命铸就
祖国的钢铁长城，他们的英雄事迹也
将永远被世人铭记。

迟到73年的“结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