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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
员 朱少峰）7月 27日，南航河南
航空有限公司飞行部党总支举
办以“庆八一、跟党走、飞行老兵
战旺季”为主题的“主题党日”活
动，25 名飞行老兵代表欢聚一
堂，共庆“八一”建军节的到来。

据介绍，南航河南公司现
有飞行员 291 名，其中有 46 名

飞行员为空军转业出身，占飞
行部党员比例的 34%，占全公
司飞行员比例的 15%。目前这
些飞行老兵多数都是党员和飞
行干部，成为公司飞行队伍的
骨干力量，为河南民航事业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

活动中，飞行老兵们重温入
党誓词，并一同分享多年来的飞

行经历。1979年 7月入伍、1993
年 4月转业到民航岗位的机长李
继奎在活动中发言表示，这些年
来，自己将“人民送我学飞行，我
学飞行为人民”的教诲谨记在
心，片刻不敢松懈，“我将牢固树
立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继续发
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安全飞好每一班”。

飞行老兵重温入党誓词

为庆祝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90周
年，昨日，郑东新区
体育公园便民服务
中心联合郑州市馨
家苑社区服务中心，
开展了以“强军筑
梦，党建为民”为主
题的文艺演出活动。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军爱民
全心为人民群众造福兴利

25 年的时间，可以让一个
中年人变成耄耋老人，时间会

改变很多，对于刘永芳一
家来说，“拥军”却是不变

的“家风”。
在 新 郑 市 新 建

路办事处东大街有
一户 17 口人的大家
庭——刘永芳一家，

他们致富不忘党恩，连
续 25年真情拥军，用实
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拥
军之歌。

1978 年以来，刘永芳全家
开始做生意，期间，他带动全家
积极纳税，还主动动员身边的
个体户依法纳税。

刘永芳常说：“致富不能
忘党恩，报恩先报解放军。”20
多年间，每逢“八一”建军节，
他都要到驻新郑市部队为战
士们放一场拥军电影；春节期
间，他到部队给战士们拜年，
一起吃年夜饭；新兵入伍，他
带领全家到部队欢迎；老兵退
伍，他为战士送行……20 多年

来，刘永芳投入的拥军资金有
十几万元。作为新郑个体私
营经济协会会长，在他的带动
下，周围有 30多名个体户纷纷
加入拥军行列，给战士送去书
籍、电脑等物品；给战士们拆
洗被褥、理发等。

2000 年“ 八 一 ”前 夕 ，刘
永芳由于身体原因，将拥军接
力 棒 交 到 他 儿 子 刘 洋 的 手
中。刘永芳说：“拥军是全家
的宝贵财富，拥军接力棒要代
代相传。”

刘永芳：把拥军变成“家风”

中原大地“双拥”之花并蒂开
本报记者 李 娜 通讯员 王军政 马昕

有一种情怀叫“拥军”
本报记者 李娜

在郑州市政府办公楼门口，一块金属牌子赫然在目——“全国双拥模范城”，而这块牌子，从1994年到现在，已经先后七次更新。
郑州，这座拥有着悠久“双拥”历史的城市，已经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

从巍巍嵩山到滔滔黄河，从历史深处到当下，“双拥”宛如一枝并蒂花，开满全城、绽放持久而灿烂。
俯仰之间，无论是郑州市委、市政府还是驻郑官兵，他们携手并进、亲密无间，在中原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曲“军爱民、民拥军，军民

团结一家亲”的“双拥”乐章。

1948年，解放郑州的战役打响，彼时的郑州硝烟战火，金戈铁马战场上，英勇无畏的郑
州人民投身战争，用一米一饭、一衣一力为解放军送去关怀和帮助，他们用鲜血和热忱，共同
谱写过也许可以被誉为最早的“双拥故事”。

时光流转，精神依然在传承。
而今的郑州，正大阔步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而努力，与此同时，“双拥”的故事依然在这

片厚沃的土地上演——军民情深，军民共建，成为动人的“城市表情”。
又逢“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90个华诞。铁马冰河的日子里，在这里，军民同

呼吸共命运；和平发展的岁月里，在这里，军民鱼水情深共创繁华。
特殊的日子里，记者再次走访那些在“双拥”故事中凸显出的人和事，感受他们的情怀，

重提他们的精神——

贴民心
实惠要送到群众手上

7 月 20 日上午，郑州市二七区政府办公楼
前热闹非凡，来自全区 500 余名义务兵家属齐
聚一堂，代表们身披“军属光荣”绶带，胸前佩
戴光荣花，一排排走上领奖台，领取 2017 年度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和子女在部队的立功受奖
喜报。

在发放仪式上，义务兵家长代表庄叶欣进行
发言。他既是军属代表，又是退伍军人，多年前，
经过部队 4年的培养，成就了今天的美好家庭和
出色的绘画事业。现如今，全家人支持正在上大
学的儿子庄艺携笔从戎。

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没有国家的安全稳定，
没有国家的安全稳定就没有人民群众幸福美好
生活。为了让参军入伍青年“政治有地位、经济
不吃亏、发展有保障”，从 2015年 7月起，郑州市
委、市政府、警备区联合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
强征兵工作的意见》《高校征兵工作实施办法》等
法规文件，按照“城乡一体、同役同酬”的原则，建
立了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制度，大幅提升优待金标
准，明确规定普通义务兵优待金标准不低于郑州
市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1.8倍，2017年达到
33167元，到艰苦边远地区和特殊要求专业岗位
服役的每人每年增加5000元，到西藏服役的每人
每年增加2万元。

而像这样的活动，郑州处处皆是；贴民心、体
军情的政策，郑州也有一大“箩筐”。

民拥军
多举措做好拥军优抚工作

在祖国东海舰队，郑州舰是情系郑州人民的另一方
“热土”。我市与海军“郑州舰”开展“舰城共建”，组织郑
州大学、郑州日报社、郑州慈善总会、郑州银行、“好想你”
枣业等单位与“郑州舰”开展共建，先后投资 500多万元帮
助舰艇进行文化建设，为“郑州舰”配备了摄像、编辑器
材；这里建立了“海浪花慈善基金”，用于救助优抚对象、
困难官兵、贫困学生……

这是郑州“双拥”工作的另一个剪影。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拥军优属的工作之路上，郑州不断探索创新，从机关

到基层，从学校到部队，从农村到城镇，一个又一个军爱民、
民拥军的感人故事被人们传颂，一股股“双拥”暖流在绿城大
地涌动。落实政策，采取措施，不断解决驻军战备训练、官兵
和优抚对象切身利益的问题。

加大优待力度，让义务兵和家庭从中受益。3年来，发放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6亿元，我市征集兵员数量和大学生兵员
数量等征兵质量指标位于全省前列。

看病上学，军人有优待。市财政每年拨款 2000万元作
为师职退休干部的医疗费用，每年拨款610多万元作为个人
账户补助资金。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军人子女就学给予优先
安排。中招对现役军人子女、烈士子女降分录取，3年来，共
有876名现役军人子女等在中招享受优惠。

热心帮扶，让困境中的军人得到帮助。郑州开展了“送
政策、送温暖、送帮扶”活动，共发放光荣牌13500块，对郑州
籍官兵进行了慰问。3年共发放优抚金 3.7亿元，医疗补助
资金2046万元。市政府每年拿出500万元用于复退军人专
项救助经费，3年来救助困难复退军人 1833人次、900余万
元，为83名“4050”退役人员提供了公益性岗位。

民拥军，解决军队的后顾之忧；军爱
民，为驻地发展做贡献。

在郑州当兵，郑州就是他们的第二
故乡。现如今，郑州正在如火如荼地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而投身于、建设于这座
城市的驻郑官兵，也用一腔热血奉献于
城市的发展。

脱贫攻坚战中，有他们的身影——
省军区、警备区按照《关于参与打赢扶贫
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的要求，积极协调组
织部队参与扶贫开发工程。警备区在
2016 年投入 260 余万元用于帮扶村脱
贫。防空兵学院开展了“情系驻地、助学
帮困”活动，帮助贫困学生 62名、困难残
疾人多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33 分部
投入80余万元对口帮扶18个贫困村，所
属 153医院投资 60万元开展了“乡村医
生健康行”活动。武警总队开展了结对
帮扶、巡医送药、捐资助学，与 30所学校
建立共建关系，帮扶乡（村）卫生院（室）8
个。预备役高炮师每年为帮扶村送文
化、送医疗下乡。

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里，他们也奉
献着自己的力量——郑州警备区发挥驻
军和地方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驻军和
民兵预备役人员 1200 余人次参加畅通
工程和南水北调护水巡逻，组织植树3万

余棵，黄河滩区的“双拥爱民林”已成规
模。武警总队在重大活动安保、平安建
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53医院圆满
完成了上合组织总理会议医保任务。空
军某部立足本职，积极协调航路规划、开
放低空空域，并提供指挥和技术保障，支
持地方通用航空发展和航空港区建设。
边防总队在黄帝拜祖大典、中国（河南）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郑州）国际
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等大型活动期间，提
供了高效优质的边检通关服务。

为了一方安全，他们永远冲锋在前
——主动承担地方急难险重任务，驻军
官兵扎实组织黄河防汛演练，做到行动
迅速，防护到位。消防官兵累计处警4万
余次，参与灭火和事故救援、市政工程抢
险。驻军单位先后出动兵力 500 人次，
参加山体滑坡等救援。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围绕这一“双
拥”工作永恒的主题，“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的郑州军民，在并肩战斗中结下
了鱼水深情。

悠悠拥军情，拳拳爱民心。如今，
在郑州，传承了几十年的双拥传统依然
在延续，我们坚信，由军民携手共同铸
就的“双拥”丰碑，将会放射出更加夺目
的光芒。

提起“拥军模范”薛让妮，
在惠济区古荥镇可谓是家喻户
晓。 33年来，她在拥军之路上
不断前行，每逢“八一”、春节等
节假日，都要为当地驻军子弟
兵送去慰问品，并同时义务开
展各类拥军服务。她被驻地部
队官兵亲切地称为“薛妈妈”。

“1982年冬天有一天，一辆
货车冲进了我家的小吃店，当场
致两人死亡、11人受伤，情况非
常危急，古荥的驻军很快就赶来
救援。那个时候我就下了决心，
咱老百姓不能忘了军人对咱们
的好。”薛让妮说，自那之后，她

就走上了拥军之路。每年元旦、
八一等重要节日，她都到军营慰
问子弟兵。在她的影响下，镇上
十多家个体商户先后加入到拥
军的队伍。在镇工商所的大力
支持下，还成立了“古荥志愿者
拥军小分队”“文艺宣传队”“义
务理发队”，深入军营为子弟兵
服务。

拥军路上，薛让妮特别关
心部队中的孤儿，33年来，她关
照过 45名孤儿战士。现在，其
中 8人入党，4人立功，12名获
得优秀战士的光荣称号。

“咱对军人付出了爱心，他

们也回报了我关心……”薛让
妮说到这里，眼睛红了，“2009
年我丈夫去世，家里生意倒闭，
孤儿战士李爱国、孙占民给我
寄钱，还有其他的战士给我打
电话、写信……”

薛让妮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走上拥军之路，一做就是32年。
她的事迹被辖区群众广为传颂，
她先后荣获郑州市“优秀兵妈妈”
和“拥军模范”称号，还荣获过郑
州市“劳动模范”“文明市民”“三
八红旗手”称号。2015年入选

“中国好人榜”并获“助人为乐好
人”称号。

薛让妮：45名孤儿战士的好妈妈

1988年出生的郭振依然一
脸的稚气，可他还有一串“头
衔”：“河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
者、“见义勇为好青年”“优秀士
兵 ”“ 执 勤 岗 位 练 兵 先 进 个
人”……

现 任 河 南 省 公 安 消 防 总
队郑州市支队火车站大队车
站中队中队长助理的郭振，入
伍已经 10 年。10 年间，他用
一腔热忱和责任感，守护着市
民的安全。

10 年来，郭振先后参加灭

火救援战斗 1330余次，营救被
困群众160余人，抢救财产价值
340 余万元，特别是在 2009 年

“2·18”万博商城火灾、2010年
“2·28”侯寨大桥客车坠河事
故、2011年“5·27”南曹乡甲醇
厂爆炸事故、2012年“9·16”远
达石油火灾等重大灾害事故处
置中，面对血与火、生与死的严
峻考验，挺身而出、冲锋在前，
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做出了突出贡献。

虽然过去很久，但郭振的

故事依然被很多郑州人记着：
2013年 10月 29日晚 8时许，郑
州市管城区城东路一市民电动
车被抢。此时，郭振正在站岗
执勤，面对受害人的求救，他闻
声冲向歹徒，猛追 300多米，一
把拦下骑电动车的歹徒，一边
保护受害人，一边与歹徒展开
生死搏斗。搏斗中身体多处受
伤，最终将歹徒制服。面对受
害者的礼谢，他婉拒后，说“只
是做了一件该做的事”，言毕，
他又回到哨亭继续站岗……

郭振：烈火雄心铸警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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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我们以往见的都是
天安门广场的阅兵，而这种沙场
的、尤其是训练基地上的阅兵是
比较少见的，它更贴近实战。”

张政法说，以往阅兵主要展
现军事力量、武器装备、三军雄
姿，而这次沙场点兵，非常贴近
实战，“我相信大家在看完这场
阅兵后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如
果有需要，阅兵之后，这些战士
是随时可以上战场的。”

“另外，与以往阅兵时间长、
人数多相比，今年的阅兵时间短、
效率高，虽然阅兵时间只有一个
小时，但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的最新成就、人民军队一往
无前的英雄气概都得到了充分而

生动的展现。”张政法说，这次阅
兵，受阅装备近一半为首次亮相，
如歼－20、歼－16和新型防空导
弹等民众以往通过专家评论、媒
体报道等各种渠道了解到的新装
备，在这次阅兵中得以展示，观众
不仅能看到它们的“真身”，而且
还对它们的协同作战能力等有了
更直观而全面的了解。

“这次沙场阅兵，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首次以庆祝建军节为
主题组织的一次阅兵，它打破了
原有阅兵单一兵种编组的限制，
体现出信息化联合作战。”张政
法说，“阅兵整体上对我国军事
装备进行了立体化的展现，从最
新型的导弹，到普通民众不太了

解的战车等，从战略武器到常规
武器，高低两端兼顾，都得到了
很好的展现。而且，这些展示的
武器基本上是被投入使用的，实
际上我们可能还有更多先进新
型武器正在研发或试用之中，这
点更是让我们普通民众热血沸
腾、深感自豪。”

他说，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
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
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通过
这次阅兵，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
我国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都实
现了质的飞跃，“我相信，我们的
英雄军队能打仗、能打胜仗，一定
能让我们党和国家放心！”

本报记者 秦华

沙场点兵气吞山河，让人热血沸腾

（上接一版）对观众来说，电
视画面中的解说，就是官方最权
威的解读，要经得起中国观众、
世界各地的观众的检验，经得起
专业和历史的检验，必须是精确
无误。

“对于方队和武器装备，我
一直比较外行，而这一次的阅
兵，出现很多新型的军事装备。”

海霞说，她找了许多军事专家，
请教并确定每一个方队、每一种
武器序列号的读法、断句……力
争做到零差错。

庄重而大气！这是许多电
视机前的观众对朱日和阅兵解
说的评价。

为了做到这一点，海霞做
了大量功课，熟练掌握相关历

史 ，用 史 实 调 动 内 心 最 真 挚、
最深沉的情感，准确把握解说
基调。

“我的家就在郑州，值此建
军节到来之际，祝家乡的子弟兵
们节日快乐。”在采访结束时，海
霞委托本报给所有的解放军战
士带去节日的祝福。

本报记者 王 治

阅兵气势恢宏，让我深深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