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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时，缅怀英烈寄哀思。对多年没
有找到烈士安葬地的亲属来说，他们心里有说不出
的伤痛和遗憾。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对烈士的思
念也会越来越浓。

铜梁区想烈士亲属所想，急烈士亲人所急，积极
开展了“为烈士找亲人，为亲人找烈士”烈士寻亲活
动，以满足烈士亲人到墓前再看一眼长眠烈士和每
年祭日能为烈士墓添一抔新土的迫切愿望，努力实
现“让烈士不再孤单，让亲人不再牵挂”。

由于时间久远和历史原因信息不够完整、准确，
不了解部分烈士牺牲的详细信息和安葬地址，寻找
烈士墓地是一项细致、复杂、艰辛的工作。铜梁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在积极履行职责，认真做好烈士亲属
关爱抚慰的同时，积极开展烈士寻亲工作，根据烈士
亲属提供的有限材料，通过网络、大数据、翻阅史料、
与烈士牺牲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联系等方式，认真查
找比对烈士信息。目前，已为宋文成、叶兆海、刘文
明、苟长海、卓利彬、张明生6名烈士亲属找到烈士
安葬地。

青山埋忠骨，史册著英名。为方便烈士亲属祭
奠，铜梁区委、区政府将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越自卫反击战、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牺牲的412名铜梁籍烈士修建烈士英名
墙，镌刻烈士名录，铭记烈士事迹，永远纪念缅怀。

铜梁：务实创新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
铜梁，龙舞闻名海内外，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之乡，也是抗美援朝特等功臣、一级英雄
邱少云的故乡，素有军爱民、民拥军的传统，
军民鱼水情深。巍巍巴岳山、幽幽玄天湖与
原乡小村落、安居古镇，形成了一幅天然的大
自然美景；这里民风淳朴、物产丰饶、文化底
蕴厚重，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好地方。

近年来，铜梁区始终把双拥工作作为
事关全局的政治任务，将其纳入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总体布局，始终聚焦新时代双拥
工作的新任务、新特点，积极探索科技拥
军、教育拥军、智力拥军等新方法、新路子，
在组织领导、安置就业、拥军优属、权益维
护等方面统筹谋划，扎实推进双拥工作不
断迈上新台阶。2020年先后荣获“重庆市
第七届双拥模范城”和“全国双拥模范城”
称号，成为铜梁区展现良好人文风貌的一
张亮丽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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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政治责
任，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铜
梁区把学习党史同解决退役军人实际问题相
结合，加强双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深入探索研究各项政策举措，确保双拥工作取
得实效。

铜梁区及时调整双拥工作领导和工作机构，
实行军地合署办公以及优化成员单位组成等筑牢
双拥工作基础，并在专门编制、专职人员、专项经
费等方面加以保障，确保双拥工作可持续创新发
展。注重加强双拥工作骨干队伍建设，通过集中
培训、以会代训、现场参观、经验交流等方式，全力
提高双拥工作队伍的能力素质。

坚持把双拥工作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部
队建设规划，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
纳入政府年度综合目标考核。认真修订《铜梁区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规则》《铜梁区双拥领导小组办
公室工作规则和职责制度》及《铜梁区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等，建立健全党委议军
会议、军政座谈会议、双拥领导小组会议等工作机
制，不断完善工作运行长效机制，促进双拥工作规
范、顺畅、高效运行。

如今，铜梁区的双拥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
依，党委议军有位置、工作任务有高度、各级组织
有人抓。形成了“军地互动、上下联动、整体推动”
良好格局，走上了务实高效发展的快车道。

加强组织领导 让双拥工作有保障A

铜梁区把国防教育和双拥宣传作为工作的重
中之重，不断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载体，广泛
开展双拥宣传教育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双拥氛围。

积极组织开展双拥、国防、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进社区、进学校、进乡村等活动，并将国防教育和
双拥教育作为全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课
堂教学、组织军事训练、邀请部队官兵进行国防知
识和爱国主义教育讲座等方式，从小培养学生爱
国情怀，增强拥军意识。2020年，累计培训教育
学生10万余人次。

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广
泛宣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先进典型事迹以及《国

防法》《兵役法》《退役军人保障法》《优抚安置政策
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作双拥工作宣传短视频，
在广场、公园和城区主干道LED屏幕上播放，着力
营造浓厚双拥氛围。

冠英雄之名，铸英雄之魂，塑英雄之形。充
分发挥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作用，
大力宣传邱少云烈士先进事迹，让英雄活在当
下。拨付专款对烈士设施、纪念场馆、故居等进
行修缮，积极筹建国防教育公园、双拥主题公园
和双拥大道等，用可知可感的方式擦亮英雄的
记忆，宣传双拥文化，切实让军民感受到双拥工
作就在身边。

深化双拥宣传 培训教育学生10万余人次B

拥军优属，细节见成效。铜梁区坚持以人为
本，把落细落实优抚安置政策作为维护军人军属
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切实解决好军人军属的后
顾之忧，党和政府的政策落地落实。

认真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创业工作。积
极探索新时期安置工作方式方法，以职业技能培
训学历教育为着力点，探索建立多元化服务保障
体系，助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通过举办区域协作
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加强与周边区域合作，
拓展就业渠道。落实退役军人创业担保贷款、专
属税收优惠、发放学历教育补助等政策；全面实行

“阳光安置”，采取“自愿自主就业相结合”的原则，
圆满完成2020年转业干部、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
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任务，安置率达到100%。

全面落实抚恤优待政策，建立优抚补助自然

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临时补助标准，及时足额发
放重点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积极探索建立优抚
基金，通过社会合力，共同解决优抚对象困难。
2020年，共计发放6604名优抚对象各类抚恤补
助金8000余万元，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和立功
受奖人员奖励金近650万元，解决1400名优抚对
象医疗、住房、生活困难专项资金210余万元。

大力推进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全国示范型退役
军人服务站创建，全面落实“五有”要求，其中342
名退役军人在村支两委中任职，打通服务保障退
役军人“最后一公里”，切实增强退役军人归属感、
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推动了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工作提质增效。

制作了3万余个大礼包，内含精美不锈钢保
温杯、《退役军人保障法》口袋书、年画等，“全员”
走访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家庭。在车站、医院、银
行等公共场所，设置军人优先标志、专用窗口或专
用通道，让细节体现党和政府的温暖无处不在。

严格落实政策 退役军人安置率达到100%

让烈士不再孤单
让亲人不再牵挂

4月1日，区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区级各部门和
单位及军烈属代表、学生代表共计470余人到邱少
云烈士纪念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守护·2021清明
祭英烈”活动，把双拥活动的开展推向了高潮。

近年来，铜梁区积极搭建平台，以开展“双拥共
建”活动为载体，不断创新、深化和丰富双拥工作内
涵，谱写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民鱼水情，
有效促进了国防、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融合发展。

铜梁区以军民文化活动为载体，不断丰富活动
形式，先后开展了庆“八一”送文化进军营、走进部队
举办“救护员”培训班、退役军人安置政策培训班及

“五进军营”等系列双拥活动，每逢元旦、春节、八一
建军节等重大节日，区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带队对驻
铜部队进行走访慰问，组织军民参观纪念场馆、主题
展览、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基地，加强军民互动交流
学习，不断融洽军民感情。

精心开展优抚褒扬纪念活动，按《退役军人事
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
于印发〈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办法〉的通
知》规定，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慰问金，为
新兵家庭悬挂光荣牌，切实增强军人的荣誉感和
市民的认同感。通过开展讴歌新时代军人军属、
退役军人良好风采和模范双拥人物、双拥先进单
位等文艺活动，引导人们树立尊崇军人的良好风
尚。全区先后涌现出“重庆市模范退役军人”王成
龙、施志荣，“重庆市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王廷
生，“重庆市双拥模范个人”姜艳、王丽、安远清等
模范个人先进代表。

从慰问驻地解放军，到抢险救灾官兵逆行的
背影，再到旧县街道长河村村民对帮扶军人的感
谢……谱写了新时代军民同心的动人华章。

今年，铜梁区将全面落实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
要求不断创新举措开创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以更
加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通讯员 石天红 记者 胡进云

积极搭建平台
巩固军民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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