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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城市吹响“幸福兵站集结号”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北考察，对长江大保护、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和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等把脉定向。武汉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学深、悟透、践行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
讲话精神上全力以赴。

“我们志愿投身于守护长江的伟大事业，用行动诠释退
役军人的忠诚与担当。”2024年8月1日，湖北退役军人“长
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在汉成立。活动现场，一位退役军人
代表发出的倡议铿锵有力。

这是湖北首个以退役军人为主体、以长江大保护为主
题的全流域、联合性、非营利志愿服务组织。该志愿服务联
盟由武汉等6个市州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中国安能武汉
救援基地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共同倡议成立。

近年来，武汉市521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万余队
员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600多场次。作为全省“长江卫
士”联盟首任轮值主席，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协调各方
推动联盟工作，为长江大保护注入新活力，先后携手恩施
巴东等五地同步揭牌首批“长江哨位”，向全社会展现了退
役军人在保护长江生态过程中永葆本色、奋勇向前的精神
风貌。

如今，“长江卫士”与“首都老兵”“古田军号”并肩，已成
为全国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知名品牌。

排解纠纷，老班长打前阵。2023年3月，武汉市张富清
老兵法律志愿服务团成立，32名律师走进社区，引导他们
依法维护合法权益。退役军人杨某深陷债务纠纷，自主择
业军转干部乔仁强律师挺身而出，凭借专业知识与不懈努
力，帮他成功维权。

硚口区荣华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老兵调解员易长江在
调解一场邻里纠纷时，从法理与人情两方面，让矛盾双方达
成共识。像易长江这样的老兵调解员，在武汉有近百人。

头雁领飞，基层治理争先锋。
2024年4月16日，蔡甸区举办“赓续军魂强职责，振兴

乡村谋发展”培训。在教官铿锵有力的口令声下，近50名
“兵支书”精神抖擞。“队列训练的口号一响，立刻让我找回
了在部队时的感觉，以前在训练场的情景历历在目。”蔡甸
区永安街竹林村党支部书记高志圣说。

从2023年到2024年4月，高志圣推动完成了550亩的
土地流转，小田变大田，让村民得到实惠；在东湖高新区佛
祖岭街道和顺社区，社区党委书记李励凭借军人的坚毅与
果断，成功解决了长期困扰社区的信访问题……

近年来，聚焦让各领域都成为退役军人建功立业的宝
地，武汉市培育社区（村）“兵支书”“兵委员”1600余人，挂
牌一批“兵支书”工作室。“社区兵政委”“社区老军医”“老班
长调解员”等先锋涌现，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征程万里，初心如磐。如今，武汉退役军人工作的美丽
画卷，还在徐徐展开……

武汉，英雄之城。
大江大河的孕育下，这里英雄辈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作为驻军大市、兵员大市、安置大市，武汉市用心用情用力，与

驻军部队一起倾心共谱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协奏曲，铸就坚如磐石
的军政军民团结，连续7届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为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着眼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所需、退役军人所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完善组织管
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
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锚定目标，建设全国退役军人思想文
化的高地、建功立业的宝地、美好生活的福地、拥军支前服务保障

的重地、英烈精神传承弘扬的胜地。
近年来，在武汉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在湖北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悉心指导下，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认真落实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五有”“全覆盖”要求，积极打造“幸福兵站
集结号”工作品牌，推进服务保障体系从有到优转变，实现与退
役军人“五强之地”的双向奔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
章。

老兵宣讲、思政微课、见义勇为……
2024年11月6日，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军

休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
代表和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汇”全体同志的回
信，参会人员反响热烈。

“老兵宣讲团”成员、军休干部张莉5年来一直致力
于红色宣讲事业，她说：“第一时间学习总书记的亲切
回信，大家深受鼓舞，深感责任在肩、使命重大。”

在武汉，许多像张莉这样的军休干部主动参加老
兵宣讲活动。沙永金，武汉西藏中学“石榴籽大讲堂”
主讲人，参加全国退役军人思政微课展示比赛进入九
强；徐金保退休后在武昌首义学院从事教育青少年下
一代工作长达十余年……

除了军休系统，武汉市各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也
陆续组建老兵宣讲团，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
区、进军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

2024年“六一”前夕，一场“老兵心系红领巾 革命
旧址忆峥嵘”活动在武汉市第七十五中学开展，一等功
臣肖德兵向150余名少先队员讲述战斗故事。这是江
汉区“红色传承·老兵说”系列活动之一。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是革命烈士李汉清的故事
……”2023年9月，东西湖区发布《耀信仰之光 固英雄

丰碑》主题短视频。这背后，是历时近4年、总行程超过
3万公里的寻亲路，涉及15个省份，走访200多位烈士
亲属和知情人士，从70多个档案、文史部门带回3800
多条线索，完善了75位烈士的英雄事迹。

作为武汉市烈士纪念园“一园两区”，黄陂区投资
1.8亿元建设的烈士纪念园，将于2025年6月全面投入
使用，成为武汉市重要的烈士纪念、红色文化等功能于
一体的国防教育基地。

退役军人红的底色，展现了思想政治工作强大生
命力。老兵们身上的磅礴正能量，在党建引领下得到
持续释放。

“以后遇到这样的危急时刻，我一样会挺身而出”
“如果当时我不跳，一个鲜活的生命可能就没有了
……”2024年7月26日，“追寻身边的星”湖北省见义
勇为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在武汉举行。座谈会上，火
场救人的快递小哥张裕、跳江救人的辅警韩靖上台分
享了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义举的故事。

近年来，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坚持党建引领，擦
亮红的底色、营造军之特色，建设退役军人思想文化的
高地、英烈精神传承弘扬的胜地。以“幸福兵站集结号”
为主品牌，打造“老兵宣讲团”“行走的老兵思政课”等子
品牌，形成市退役军人工作党建品牌矩阵。

在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
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宽敞明亮、功能齐全，这里开设了专
门服务窗口，配建了老兵之家、接待室、议事厅、阅览室、
俱乐部等功能室，还设置了荣誉墙、展示厅等。

这，是武汉市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体系阵地建设的缩
影。

近年来，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聚焦基层服务站
“怎么建”“干什么”“怎么干”，通过规范化建设，378家
退役军人服务站达到全国示范标准，7家退役军人服务
站入选全国、全省百家红色“退役军人之家”，创建市级
精品服务站20余家。

目前，该市共组建3463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辖区退役军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信息登记、就业创业
指导、优抚帮扶、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

阵地建好了，如何最大限度激发服务保障活力？
2024年6月，武汉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工作人员

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开班，这是连
续第三年在“双一流”高校培训，785名市、区、街道（乡
镇）退役军人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参加。

2024年湖北省首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工作人员
职业技能竞赛，武汉市获得团体一等奖，个人一、二等奖。

在高校成立退役军人服务站，是武汉市退役军人服
务保障体系建设的创新举措。2024年6月、10月，洪山
区、江夏区先后为13所高校退役军人服务站揭牌，充满
活力的校园“国防绿”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3000多名
退役大学生士兵参与管理、互助服务，成为退役军人服
务新质力量。

近年来，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标准化、规范
化、专业化建设，持续深化“五有”“全覆盖”要求，不断巩
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启动职业能力提升计
划，探索拓展服务保障阵地，为“五强”之地建设打下坚
实基础。

老兵过得怎么样？工作安排如意不如意？各级党委和
政府有没有嘘寒问暖？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24年11月15日，武汉人力资
源市场人头攒动，来自医疗、物业服务、汽车服务等各行业
73家招聘企业设置咨询台，不少退役军人和军属来到现
场，与企业面对面沟通，投简历、约面试、咨询招聘事宜。

这是武汉市退役军人和军属秋季招聘会现场的一幕。
当天，1300余人到场求职，企业共收集简历800余份。

近年来，武汉市先后有6000多名退役军人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组织专场招聘会13场，帮助3万多名就业困难人员
再起航。近日，30台互联网“1号求职机”正陆续进驻市、区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高校退役军人服务站，以科技赋能为
退役军人高效就业助力。

就业有着落，创业有支持。助力退役军人中小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发展壮大，武汉市相继建立3家退
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硚口区三新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
地已培育军创企业42家，“退役军人创新创业生态圈”持
续扩大，湖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海慧特装就是成功孵化
企业代表。2024年，武汉市有2家新质生产力军创企业在
全国大赛获奖。

情系老兵，温馨暖心。在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统一
组织下，武汉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持续开展“五个一”
关爱活动。春节前后，武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对辖区退役
老兵进行暖心慰问，为他们送去一批军大衣、军棉鞋。武
汉经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得知77岁的张仁轩长期卧病在
床，生活十分不便，服务专干上门为他送去一台轮椅和护
理床，耐心教家属调节舒适方便的坡度。老人家激动不
已，“每次老伴扶我起来都很费劲，有了这个床真的方便多
了！”

提升退役军人工作法治化水平，是全面推进退役军
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2021年9月，武汉市法
律援助中心驻武汉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站挂牌成
立，15个区级退役军人法律服务工作站集中授牌。目前，
全市退役军人法律服务工作站已为退役军人办理各类法
律事项432项。

围绕建设美好生活的福地，用“匠心”扑下身子，察民
情、解民忧、暖民心。近年来，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
紧紧围绕就业创业扶持、帮扶解困、法律援助等方面，办
成一批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为退役军人提供有力度、有
温度、有持久度的服务，让“最可爱的人”感受到最温暖的
关怀。

统筹：钱燕滟
撰文：曹宽 景乾辉 柯莉 隗达旻

红 色 兵 站唱响主旋律

活 力 兵 站队伍显担当

匠 心 兵 站服务暖人心

先 锋 兵 站助老兵作为

2024年8月1日，湖北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在武汉成立。

军地联合为荣立二等功的现役军人送喜报。

湖北省第五届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武汉都市圈会场。

迎接返乡退役军人场景搬上2024年武汉市退役军人
服务技能竞赛赛场。

驻汉部队一级军士长苏勇进校园开展国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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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 军 兵 站谱时代赞歌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精心安排的迎接仪式，让我感
受到了光荣、鼓舞和鞭策。”

2024年9月3日，武汉火车站前人潮涌动。当3名
身着军装的退役军人走出站台，在此等候的退役军人工
作者热情上前迎接，为他们戴红花、披绶带、献鲜花。看
到这些，一位返乡士兵发出这样的感叹。

当月，武汉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武汉警备区政治工作处联合各
级退役军人服务机构，在汉口火车站、武昌火车站、武汉
火车站和天河机场等“三站一场”设点，迎接2024年度
秋季退役军人返乡。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

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丈夫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党和军队的培养，

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骄傲。”2024年5月，在江岸区举行
的2024年现役军人立功喜报集中送达仪式现场，现役
军人陈立武的妻子手捧二等功喜报，激动之情溢于言
表。

部队官兵的难事，就是地方“天大的事”。
在江岸区劳动街道国信院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现

役军人子女托管班得到了军属一致好评，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托管班课程，不仅解决了看护难问题，更让孩
子们收获颇丰。

“战友们，你们知道在训练场上如何正确处置训
练伤吗？”“你们知道热射病的初期症状和急救措施
吗？”

2024年7月，武汉市荣军优抚医院和江夏区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开展“军民鱼水一家亲 健康义诊进军营”医
疗巡诊活动。李翠平医生向武警某部官兵系统传授了
预防和急救措施，引导官兵不断提高自我防护、自我护
理、自我恢复能力。

2024年“八一”前夕，在武汉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
和江夏区、东西湖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协调下，武警湖
北省总队训练基地装上电子显示屏、训练交互式白板等
新型教学电子设备，95174部队基地完成路面硬化400
米，停车场整修近400平米，联勤保障某部门前荒地进
行绿化美化，打造“军地共建双拥园”。

近年来，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围绕“建设拥军支
前的重地”，慰问驻军部队、立功受奖官兵和边海防部队
官兵，完成拥军支前、双拥共建需求，推动军队文职人员
游览政府定价景区享受现役军人同等优待……一项项
饱含温度的双拥举措，让深情暖意流淌在广大军人军
属、退役军人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