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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新闻

滋滋烤鱼康定姑咱店
★滋滋烤鱼川湘香

辣味
★滋滋川派豆鼓味

烤鱼
★干锅系列有干锅

排骨、香锅兔
★小吃 ： 滋滋培根

薯条
★特色梅子酒

尝鲜地址：
四川民族学院第六

教学楼对面 530 台二楼
订座电话：2857333

康定劲浪体育
提倡运动健康

生活态度
主营 ： 阿迪达

斯、探路者、耐克
地址：康定溜溜

城 1—4 号铺

愉馨公寓
温馨舒适
地址：情歌广场

旁西巷子内
单间、 标间、家

庭房
24 小时热水，免

费上网
电话：
0836-7777886
18990481156
周围有网吧、茶

坊、 酒吧、 餐馆、小
吃、超市

康定人家主题酒店
位于跑马山脚下索

道旁
三星级标准设计
经营情景客房、茶餐厅
交通停车便利
订房热线：
0836———7777977

葩姆名卡百姓藏餐
地址：康定水井公寓二楼
订餐电话：0836-6999999

甘孜商讯
《甘孜日报 》

“甘孜商讯” 本着
“方便百姓， 服务
社会” 的宗旨，发
布酒店、 餐饮、招
聘 、租赁 、美容美
发、转让、快递、票
务、维修、搬家、家
教、家政服务等方
面的信息。 随着本
报微信客户端的
推出，现隆重推出
“康巴食尚”栏目，
向广大消费者推
介吃喝玩乐攻略，
敬请关注。

栏 目 热 线 ：
0836-2835718

关注微信平
台 ： 康巴传媒网
“康巴食尚”

■ 县委宣传部 县双拥办 文/图

拥军优属篇
家住泸桥镇大坝村的史国秀老人，从

小受红军精神熏陶，对军队、军营、战士有
着特殊的关爱之情。 她坚持常年拥军，至今
已有 22 个年头。 2012 年 4 月 2 日，泸桥镇
太阳沟突发山火， 年过六旬的史国秀老人
闻讯赶来，徒步走遍火场，将自己连夜千针
万线纳的 70 双鞋垫以及干粮、水果交到参
战官兵手中；“4·20”地震发生后，听说泸定
县民兵应急分队远赴重灾区芦山抗震救
灾，她动员 10 余名老姐妹，连夜为官兵纳
鞋垫，并搭车赶赴芦山，把 120 双手工鞋垫
一一送到官兵手中……史国秀老人的举动
续写了新时期民拥军的时代凯歌。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在泸定这
个每一条街道及小巷都以红军长征走过、
具有重大纪念意义地方命名的县城， 有多
个驻军单位。 一直以来，泸定县委、县政府
坚持做到“四个到位”，倾情拥军优属。

组织领导到位。历届党、政、军领导对双
拥工作高度重视，将其列入党委、政府和驻
军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部队建设
的总体规划，纳入干部政绩考核、目标管理
范围，实行“一票否决”。 本届县委、县政府成
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县长和县委、县政
府分管领导及县人武部部长、 政委为副组
长，50 个相关部门和驻泸部队负责人为成
员的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基层单位也建立健
全双拥工作机构，实行军地合署办公，在全
县形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全方位覆盖
的双拥工作组织领导体系。

要素保障到位。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坚持定期深入驻军单位、现场办公，现场解
决部队建设中的困难。 县委常委会、县政府
常务会，定期不定期听取或专题研究双拥工
作，制定了《泸定县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县实
施方案》、《泸定县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若干
规定》等政策法规；每年定期召开县委人民
武装委员会暨县国防动员委员会、武装工作
和党委议军等会议，全县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科学、高效、稳步推进。先后征用 300 余亩土
地无条件提供给驻军使用，并为驻泸部队建
立了军队肉食品、生态蔬菜专供基地。 2011
年， 协调解决了县人武部营院建设工程欠
款，安排经费 200 万元，高标准完成了县人
武部和部分乡镇武装部正规化建设，成为了
全州的“样板工程”。 2013 年的议军会上，县
人武部整体搬迁泸定新城等部队重大建设
事项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2014 年“八一”
建军节期间，县委、县政府又召开双拥创建
工作推进会和党委议军会， 专题研究驻泸
部队有关工作。 同时，把双拥工作经费列入
了县财政预算， 近年来， 县财政累计投入
1937.44 万元经费支持军队建设。

政策法规落实到位。 认真贯彻执行党
和国家有关国防建设和军政军民团结的法
律法规政策， 全面落实 《军人抚恤优待条
例》、《四川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泸定县
拥军优属若干规定》、《泸定县拥政爱民若
干规定 》、 《泸定县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
法》、《泸定县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
办法》、《泸定县优抚对象子女入学入托优
惠办法》、《泸定县支持部队推进后勤保障
社会化的实施办法》。 2009 年以来，泸定县
接收并安置符合城镇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
44 人； 落实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政策， 举办职业技能培训 6 期， 惠及 108

人；接收安置随军家属 4 人；优抚对象“三
难”综合治理效果明显，帮助 133 户优抚对
象进行危房改造， 发放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94.4 万元； 帮助解决优抚对象临时生活补
助 196 户，补助资金 33 万元；为全县优抚
对象家庭制作“光荣之家”牌匾，为部分重
点优抚对象进行体检， 并建立起长期健康
档案。每年重要节日节点，县级领导、县级机
关以及各乡镇、广大群众坚持到驻泸部队走
访慰问，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近年
来，共计慰问优抚对象 1290 户(次) ，发放慰
问品折资 35.8 万元； 完善并执行优待金增
长机制，优待金标准达人年均 6890 元，共发
放优待金 97.35 万元。 同时，在泸定桥旅游
景点、服务窗口挂设了“军人免费”、“军人优
先”、“军人购票”等窗口，使优抚政策得到全
面落实。

双拥宣传到位。 环视今天的泸定，“双
拥”创建意识深入民心、军心。 县委、县政府
坚持开展以“六个一、五结合、四突出”为主
要内容的全民国防动员和双拥常态宣传教
育，为创建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
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近年来，在系列宣教活
动中，共印发宣传资料 6 万余份，制作了大
型户外双拥创建广告， 在国道 318 线和省
道 211 沿线设置永久性宣传牌 11 块，在街
道灯杆和出租车、公交车上悬挂、张贴了双
拥宣传标语；在电视台、手机报开设双拥专
栏，广泛宣传双拥工作和国防知识，做到了
电视里有双拥图像、报刊上有双拥文章，使
双拥知识受教育面达 90%以上。 同时，把双
拥和国防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计划， 全面
普及国防教育。 每年召开国防形势报告会，
使干部职工、群众、学生充分了解国家安全
形势、国防动态，学习、掌握国防知识；2013
年成功创建泸定桥小学、 田坝八一爱民小
学两所少年军校，为青少年普及双拥知识、
陶冶爱国情操创造了条件。

拥政爱民篇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共和国最可爱的

人， 也以满腔的爱国热情、 执著的爱民深
情，视泸定为故乡，爱人民如父母。 驻泸部
队把持续培育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 融入
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 积极参与和支持泸
定经济建设，坚持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在人民群众需要
的时候、在急难险重的关头，总是可以看见
他们在泸定城乡大地拼搏的身影。

急难险重敢为人先。 驻泸部队坚持从
维护国防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大局出发，
在重要时期和敏感节点， 主动参与对党、
政、军、金融机构、桥梁、隧道等重要目标的
守卫，确保了全县政治稳定、社会和谐。 汶
川“5·12”特大地震发生后，县民兵应急连
冒着余震危险，32 小时昼夜急行军 500 余
公里，紧急驰援重灾区阿坝州理县蒲溪乡，
历时 6 个昼夜， 出动兵力 2000 余人次，抢
修塌方路段 60 余处， 打通了该乡 1800 余
名村民的对外生命通道。 “4·20”芦山地震
发生后，驻泸部队在保障县内救援的同时，
派出官兵和民兵共 400 余人， 第一时间驰
援重灾区芦山县，出色完成了救灾任务，创
造了 10 分钟卸载 20 吨物资等功绩 。 自
2009 年以来，驻泸部队官兵参与应急救灾、
突发事件处置 60 余次，圆满完成了武装押
解、维稳执勤、高考试卷守卫等一系列重大
活动的安全保卫任务。

支持地方积极主动。 驻泸的州武警支

队四中队积极支持该县重点工程泸定水电
站建设， 搬迁了营房驻地；2011 年以来，在
电站建设进入攻坚决战时期，驻泸部队、民
兵出动 2 万余人次、 车辆 1000 余台次，参
与移民搬迁“60 天攻坚”行动，如期完成了
工作任务， 目前， 泸定电站已实现发电投
产、移民群众开始入住安置新房。 驻泸部队
积极支持、参与全县重点工程建设的事迹，
受到了省军区、甘孜军分区高度评价，并被
中央电视台宣传报道。

帮助群众义不容辞。 每到稻谷成熟时，
县人武部全体官兵都会顶着烈日、 冒着酷
暑，帮助拥军大妈史国秀老人收割稻谷；武
警水电第九支队为支持泸桥村四湾组通村
公路建设， 耗资 45 万元援建了长 500 米、
宽 6 米、厚 40 厘米的爱民路。 今年夏天，受
恶劣天气影响，县水厂设备受损，导致县城
部分地区老百姓短期无生活用水， 泸定公
安消防大队、消防中队官兵闻讯即动，第一
时间出动水罐消防车， 为群众送去清洁的
饮用水。

结对认亲情真意切。 根据全州群众工
作全覆盖的工作安排， 驻泸部队官兵与全
县 138 户农户“结对认亲”，成为“军民一家
人”；广大官兵积极参与“爱心帮扶”、“文明
创建”、“军警民共建”和“爱国守法感恩团
结文明”宣讲等活动，广泛开展扶贫帮困，
积极传播先进思想文化， 引导全社会讲文
明、树新风。

英雄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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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县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县纪实

忆往昔 ，长征精神励后人 ，双拥
传统世代承 ，泸定军民同呼吸 、共命
运，血浓于水、情重于山，谱写了军地
发展、和谐共融的壮美诗篇；看今朝，
鱼水欢歌唱盛世， 双拥花开别样红，
泸定军民情相牵 、心相连 ，正同心同
德、同力同行，共建红色宜居、美丽幸
福新泸定！

2009 年泸定县被评为“全省双拥
先进县 ”；2010 年泸定县人武部被成
都军区授予 “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
2011 年县人武部被四川省军区表彰
为“全面建设先进人武部”；2012 年县
人武部被四川省军区授予 “抗震救灾
先进单位 ”；2013 年县人武部被甘孜
州国防教育委员会表彰为 “国防动员
建设先进单位”。泸定县委书记陈廷全
拥军优属、 拥军兴武事迹被 《西南民
兵》、《甘孜日报》等媒体、杂志宣传，被
评为“甘孜州国防教育先进个人”、“四
川省国防动员建设 2013 年度人物”；
泸桥镇大坝村村民史国秀获评 “四川
省拥军先进个人”；泸桥镇原镇长陈亮
被评为“全国民兵先进个人”。

荣誉录

补记

红 色 泸 定
泸定县委宣传部主办

一座桥，托起了团结自强的国家脊梁。
一座城，见证了历久弥新的军民缱绻。
因飞夺泸定桥战役蜚声中外的泸定

县， 地处中国人的景观大道北纬 30°旅
游黄金带上，位于甘孜州东南部，境内山
高坡陡， 河谷幽深， 属典型的高山峡谷
区，是古代通往藏区的“唐蕃古道”、今天
进藏出川的咽喉之地， 素有 “康巴东大
门”之称。 翻开近现代历史，1935 年，中
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 打开了红军北
上抗日、救亡图存的道路；同时，在岚安
建立了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带领泸
定人民开展对敌斗争， 用鲜血和生命书
写了革命历史的光辉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 ， 在泸定这片红色
热土上 ，双拥精神得到传承 、弘扬 ，军
地共建和谐社会 、共促经济发展 、共捍
泸定未来 ，为新时期 、新形势下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的定义 ，深深烙上了鲜明
的时代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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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县动员大会。

▲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双拥工作。 ▲县委书记陈廷全带队慰问驻泸部队。 ▲县委副书记、县长蒲永峰慰问驻泸部队。

▲为困难军属送上慰问金。 ▲驻泸部队参加抢险救灾。

▲群众自发慰问驻泸部队。 ▲军地人员缅怀革命先烈。

▲部队慰问驻地困难群众。 ▲举办军民联欢晚会。

▲民兵参加地方经济建设。 ▲开展国防教育。

▲省双拥先进县牌匾。 ▲博物馆藏品进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