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力实现新发展和新跨越
———闸北区双拥工作谱写军地融合深度发展新篇章

! ! ! ! ! !"#$年，闸北区首获“全国
双拥模范城”荣誉称号。全区军
民在备感欢欣鼓舞的同时，思
考最多的是不能消极地保持荣
誉，而是要积极创造新成绩，研
究提出了“在巩固中提高，在创
新中突破，谱写闸北区军地融
合深度发展新篇章”的新一轮
创建工作思路。% 年来，全区双
拥工作全面把握新常态，立足
新起点，努力实现新发展和新
跨越。

凝聚思想共识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一项国家战略，

对其理解和把握，是一个不断学习提高的
过程。闸北区举办处以上领导干部国防形
势教育课，邀请专家学者授课。召开“双拥
工作智囊团”会议，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在
总结表彰会上，总结提炼出上一轮双拥创
建精神，即“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齐心协
力的团队精神，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不
断提升双拥工作的思想理念和认识水平。

每年组织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军营一
日活动，专门就双拥工作的融合发展问题，
与武警政治学院等驻区师以上部队党委常
委集体分别进行交流研讨，凝聚军地双方领
导的思想共识，更新思想观念。

把国防教育列为区委党校教育课程，全
面系统地进行教育培训。每年新招聘的公务
员集训，安排国防教育讲座和队列训练，区领
导到场督导。每年对安置在本区的军转干部
集训，进行国情、市情、区情教育，引导大家发
扬部队优良传统作风，适应角色转化。定期开
办了全区分管双拥工作领导干部、联络员、信
息员参加的双拥工作专题讲座，明确重大意
义、主要任务、工作流程，为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开展双拥工作，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建设三项机制
要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必须站在高位搞好
顶层设计，从优化工作机制入手，建立“统
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
体系。为此，闸北区下功夫建设三项机制。
建立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坚持做到“四

个纳入”，即纳入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驻区
部队建设规划、纳入年度工作计划、纳入财政
预算、纳入党政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召开
军政座谈会、议军会、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会，
实行集体领导；成立家属就业子女就学工作
领导小组、涉军维权小组等专门组织，重点解
决关系部队建设和官兵切身利益问题。拿出
编制员额增设双拥工作专职副主任，以加强
日常双拥工作的领导。

健全配套的制度规范机制，研究制定
了《区双拥单位工作职责》、《区双拥工作实
施细则》、《区双拥工作考评办法》等。制定
出台《军嫂就业安置工作实施细则》、《社会
优抚安置服务规范》、《部队子女入学实施
办法》。每年定期召开工作部署会，组织对
医疗机构、旅游景点和公共服务场所落实
双拥优抚政策情况开展大检查，确保政策
制度落到实处。

完善刚性的运作管理机制，区委常委
会和区政府常务会每年两次听取专题汇
报；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负责，率领由区
双拥办、纪委、组织部、公务员局等部门领
导组成的检查小组，定期督导检查职责任

务落实情况，做到考核结果公开公正；将双
拥工作纳入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年度述职报
告内容，尽责履职情况与其晋升奖惩挂钩，
强化责任担当意识，形成了“变要我做为我
要做”的良性循环，营造了“主管部门管全
部、各街道（镇）管一片、成员单位管一条、
各居委会管一点”的双拥工作网络格局。

拓展创新途径
让文化创新出彩，唱响军民融合主旋

律。许多单位组织送节目、送书刊、送器材、
送讲座进军营，充实部队文化资源。!&$%年
'月，军地多家单位共同举办“携手追梦行”
艺术联展，征集闸北区民间及部队的摄影、
书画作品 (&&余件，选展 !&&余件，在海上
文化中心面向社会免费参观。
让领域创新出效，双拥工作向新领域延

伸。区委与驻区 )个师以上部队党委开展党
建交流活动，同学党建理论，研讨党建课题，
交流党建经验。临汾路街道与武警政治学院
开展“党建促共建”活动，创建了“一校、二
站、三基地”等六个载体，实现了社区党建经
验与学院理论优势的强强联合。

让科技创新出力，实现军民科技力量
融合。驻区某部长期与上海航天局、气象
局、天文台等开展技术合作，大幅提升了部
队的装备手段建设。他们为区人社局建立
和完善《行政审批和综合管理系统》、《失业
人员信息管理系统》，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管
理和就业信息发布的智能化程度；区双拥
办利用上海市行健职业学院的教育资源，
设立现（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为
部队现役士兵开设汽车维修和电工等专业

培训班，考试合格的均发结业证书，入伍即
入学，退伍即结业。

让平台创新出众，承载更多更新的内
容。延伸国防教育平台，全区建立的 #&个
国防教育基地、'个讲师团、#*个“军营一
日”活动点、!个少年军校、$个民兵训练基
地，承担全民国防教育训练任务；驻区部队
每年选派军政素质过硬的年轻官兵，为区
域内学校高中新生开展军训工作，四年来
军训学生达 $$+!)人次，许多参训同学立
志报考军校，有些已成为出色的军官，达到
了“军训一星期，影响一辈子”的效果。还将
优抚项目纳入闸北区社区公益招投标平
台，为吸纳社会力量投入优抚工作提供了
技术和资金支撑。

追求双赢效果
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的统领下，

双拥工作日益呈现出由政府双拥向社会双
拥、由领导双拥向群众双拥、由单项双拥向
全面双拥、由节日双拥向平日双拥转化的
趋势，并逐步成为一种新的常态，推动双拥
工作向纵深发展，同时也为特大城市社区
管理积累经验。

下沉重心，创造新模式。每年春节、
“八一”期间，区委区政府领导带队，专门
组织慰问驻区基层部队，把温暖送到基层
官兵；区民政局协调农业银行，在驻区某
部营区门口建立“爱军自助银行”，极大地
方便了广大官兵。

追求双赢，吸纳新力量。借助多方力量
开展双拥工作，集中财力物力办大事。区内
+" 多家企业和组织参与双拥活动。!"$%

年，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闸北区分会正
式成立，( 家区属企业和 , 街 $ 镇参加募
捐，很快筹措资金 $"""万元。在驻区部队
闲置房屋整治期间，区政府统一协调，街道
出资改造或修缮沿街房产 !+间。对部队所
属海鹰小区的综合治理投入 +"" 余万元，
使之面貌焕然一新，解决了汛期严重积水、
房屋渗漏等问题。区房管局、区建交委、区
绿化市容局等部门为部队营区的房屋修
缮、管道整治、道路修复、营院绿化等建设
项目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财力支撑。
!"$$年至今，区房管局积极统筹协调，克服
了机制程序制约和全区修缮工程资金紧张
等困难，共组织实施涉及部队产权的各类
住宅修缮工程达 '%',' 平方米，总投资
%%"-(万元。

发挥品牌优势
发动群众，推出新品牌。临汾路街道的

“红帆船”优抚项目，为优抚对象提供生活照
料和心理抚慰的“菜单式”个性化服务。在
其辐射带动下，又先后产生了彭浦镇的“金
号角”、大宁路街道的“鱼水亲情”和芷江西
路街道的“欢乐集结号”等优抚项目，走出了
一条“政府主导、专业运作、社会参与”的优
抚工作新路子。共和新路街道“兵妈妈驿站”
建立 #&周年，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
大宁路街道粤秀小区 #'号楼的 !%位“兵妈
妈”联手拥军，定期准备家宴请附近部队士
兵小聚，帮助军人家属联系租房，长年为出
差或加班的军人做家务带孩子，被誉为“拥
军五星楼”。军休所三站与陆丰社区结对共
建，成立了“老益壮”退休军医志愿者义诊服
务队，使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了专家们的医
疗保健服务。
延伸触角，打造新亮点。对于在长期双

拥工作中形成的一些传统项目和做法，注重
扩展其内涵外延，使之产生新的活力和亮
点，凸显时代精神。每逢春节、元宵节、端午
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各街道（镇）普遍组
织居民进军营、官兵进社区，增强活动的互
动性，既有包元宵、包饺子、包粽子，又有演
节目、做游戏、拉家常，浓厚了军民亲如一家
的氛围。每年 *月 +日，上海火车站地区组
织军地数十家单位开展“雷锋就在我身边”
志愿者活动，不仅为过往路人提供多项便民
服务，近年来还专门制作国防宣传板和学雷
锋主题黑板报，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在国
防双拥宣传上，不仅在重要路段和繁华场所
设置宣传版、宣传栏、电子屏，而且组织大批
的社区居民和中小学生上门入户，为 !+&&

多户军属和优抚对象张贴“光荣人家”条幅。
每年老兵回沪返乡，精心组织召开欢迎会、
就业指导会和企业招聘会，为退伍军人就业
提供全程服务；对应征入伍新兵，除了保证
兵员质量外，还开好欢送会。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王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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