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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画蓝图，党对退役军人工作的
领导全面加强

2018 年 4 月 16 日，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
牌成立，一个专门为退役军人服务的全新部委
从此登上时代舞台。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习
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一系
列重要论述，为推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青岛是我国重要的海防重镇、驻军大市、
安置大市，驻青部队数量和军人军属人数均为
全省第一，退役军人数量位居五个计划单列市
首位。新时代新征程，如何肩负起退役军人工
作的新使命、新任务，切实解决退役军人急难
愁 盼 问 题 ，破 解 制 约 退 役 军 人 工 作 的 瓶 颈
难题？

2018 年 11 月 23 日，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正式成立。青岛将党的领导贯穿退役军人
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市委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牵
头抓总作用，形成了“四级书记”抓退役军人
工作的良好局面。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改革梯次接续、前后衔接、压茬推进，全
市 10 个区（市）、137 个镇（街道）、1981 个村

（社区）全部组建了退役军人服务机构，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员的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网络全面建成。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青岛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聚焦改革急需、工作急用、退役军人急盼，
各项政策制度相继落地、渐次开花。从顶层设
计到末端落实，一张张书写退役军人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精彩答卷，让老兵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不断变为现实。

双拥共建，“爱军之岛、拥军
之城”成为城市名片

青岛拥有光荣悠久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传统。从 1993 年首次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
称号，到 2020 年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
冠”，再到如今，全市人民乘势而上，向着双拥
模范城“十连冠”的梦想冲刺，三十年风雨兼
程，“爱军之岛、拥军之城”的城市名片愈发
鲜明。

全力以赴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多年来，
青岛建立起军地联席会议制度，在全国率先
出台《青岛市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
军地双方通过双清单制度实现无缝对接、急
事急办、特事特办、难事专办。2020 年，投入
近 2 亿元完成长门岩驻岛部队供电项目，结束
了岛上长达 58 年不通电的历史；为朝连岛驻
岛官兵配备海水淡化设备，该岛 70 年“靠天吃
水”成为历史。近年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等重大会
议和活动在青岛举办。今年 4 月 23 日是人民
海军成立 74 周年纪念日，海军以青岛为主要
场地组织开展海军成立纪念日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军地双方一体联动，圆满完成各项重
大活动保障任务。

营造全社会崇尚英烈、尊崇军人浓厚氛
围。今年 9 月，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 14 个
部门举办“为烈士寻亲·让忠魂归根”活动专题
展览暨“讲述先烈故事·赓续红色血脉”活动。

“为烈士寻亲，让忠魂归根”专项行动启动两年
来，我市共为191位烈士寻亲成功，“绘忆英烈”
公益团队为 108 位烈士绘制画像。近年来，全
市烈士纪念设施建设水平和纪念教育功能显
著增强，烈士纪念日、八一建军节、青岛解放日
等重大纪念活动常态化开展，年度参与人数达
300 余万人次。五年来，全市优秀青年参军入
伍热情持续高涨，平均每年立功受奖的青岛籍
官兵达 2000人以上，参军报名人数超过征兵名
额 的 3 倍 ，入 伍 新 兵 中 ，大 学 生 比 例 达 90%
以上。

重整行装，安置就业水平不断
提升

“作为军人家属，能顺利选到心仪的岗位，
让我感受到青岛对安置工作的重视和对军人
军属的关心。”随军家属李慧原本在山西工作，

丈夫在青岛当兵，得益于青岛市对行政事业编
制随军家属“随来随安置”的政策便利，夫妻二
人结束了长期两地分居，得以团聚。

“我在线上平台登记了自己的求职意愿，
不久后，西海岸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
员就通过电话联系我，推荐了西海岸高级职
业学校驻校教官的工作。”退役士兵殷传强通
过青岛市退役军人就业监测平台的高质高效
匹 配 对 接 ，短 时 间 内 就 顺 利 找 到 了 适 合 的
工作。

一句句心声，是对安置就业工作的认可。
五年来，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给出了一

串串“硬核”数据——
青岛坚持“四公开一监督”的“阳光安置”

办法，克服长年全国同类城市安置人数最多压
力，五年累计安置转业军官和政府安排工作退
役士兵近 6000 人。符合条件的行政事业编制

随军家属“随来随安置”，五年累计安置 360
余人。

“一站式”集中接收更高效，坚持“只要部
队交得出、地方就能接得下”的原则，青岛高
质、高效、超额完成军休干部移交任务，超计划
完成率达 151%、占全省接收人数的 44%，顺利
实现“即来即审、即交即接、准确高效”。部队
对军休干部移交工作高度赞扬，共收到各级部
队赠送锦旗40余面。

就业扶持更精准，五年来累计实现政策性
扶持就业 1.98万人，帮助退役军人创业 4900余
人。在全国率先建立退役军人就业动态监测
平台，将“人”与“岗”精准匹配，“一对一”精准
扶持实现就业4500余人。

创业服务更全面，充分发挥山东省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青岛中心的辐射带动作
用，搭建退役军人信息共享平台，全面落实退

役军人税收优惠、创业贷款政策，6100 余名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享受税收扣减优惠 6500 万余
元，为 3100 余名退役军人发放创业贷款 7.2 亿
元，贴息3000余万元。

幸福成色，荣军优待服务
政策暖心舒心

今年 4 月，退伍军人郭振手机上收到一条
微信推送——“全国优待证持证人在青岛可免
费乘坐公共交通，免门票游览景区！”“开心之
余，也十分感叹青岛的优待政策，让我们退伍
老兵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拥戴。”郭振
深有感触地说。

一 张 小 小 的 卡 片 ，彰 显 出 暖 融 融 的 温
度。自 2022 年 6 月开展优待证申领发放工作
以来，青岛已为 31 万余名服务对象办理优待
证。2021 年 3 月 1 日，青岛市在全国率先发放
并启动“荣军卡”，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市累计
办卡数量突破 32 万张，持“荣军卡”免费乘坐
公共汽电车和轨道交通 9900 余万人次，为退
役 军 人 及 其 他 优 抚 对 象 节 省 交 通 费 超 1.8
亿元。

从“荣军卡”“荣军通”，到“荣军保”“荣军
联盟”，青岛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先后推出
包含16个子品牌的“荣军矩阵”。其中，近万家
企业、商家积极加入“荣军联盟”，为退役军人
提供专属优惠 3000 余万元；“荣军通”为 4.3 万
名退役军人节约通信费用 9000余万元；全国首
创“荣军康养”工程，与30余家优质医疗康养单
位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形成医、养、康、药、保五
位一体的服务体系。

“自从退伍以来，我的身体一直不好，经
常需要住院治疗，医疗费用开支大，经济负
担重。这次住院，我本人只花了 5000 块钱，
一出院就拿到了赔付款。”77 岁的回乡退伍
军人孙先生说。今年 7 月，青岛市部分优抚
对 象 商 业 补 充 医 疗 保 险 项 目 启 动 ，为 全 市
1.8 万名重点优抚对象购买商业补充医疗保
险 ，有 效 解 决 了 重 点 优 抚 对 象 看 病 贵 的
问题。

连续两年制定发布《优待目录清单》，优待
项目数量、优待力度居于全国、全省前列；连
续 19 年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
补助标准，及时足额发放抚恤定补资金近 20
亿元……青岛持续推动优待举措逐步向“全生
命周期、全生活领域”拓展，让广大优抚对象得
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尊崇和荣光。

奋发有为，凝聚退役军人建功
立业磅礴伟力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在部队，他们
是保家卫国的忠诚卫士，回到地方建设祖国，
退役军人依然是排头兵、生力军。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面对这场
突如其来的灾难，我市广大退役军人投身志愿
服务，纷纷向党组织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交

“请战书”，主动请缨投身防疫一线，忙救治、帮
执勤、运物资、筹捐助，成为疫情防控工作中的

“硬核力量”。
乡村振兴，是另一个无声的“战场”。为了

带领全村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平度市徐福村
“兵支书”冷志俊审时度势带领全村完成旧村
改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率先实行农村集体
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徐福村从一个偏远的小乡
村，摇身一变成了富裕村、文明村。

在青岛市“最美退役军人”管吉平看来，退
役军人做志愿服务是职责使然。作为胶州市
爱之心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队长，管吉平将一
腔热血投身公益事业，应急救援队成立一年
时间就发展退役军人志愿者 500 余人，协助搜
寻走失老人、儿童 40 余人，被誉为新时代的

“活雷锋”。
青岛在全国率先建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

总部基地，吸纳志愿服务队伍 518支，现有志愿
者 5000余人。如今，“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成为
金色招牌，培养广大退役军人成为思想引领的

“宣传员”、矛盾化解的“调解员”、应急处突的
“战斗员”、帮扶援助的“勤务员”，退役军人在
奉献社会中践行“退役不褪色”的誓言，也在服
务人民中赢得全社会尊重。

东风浩荡满眼春，再启华章草木新。新征
程上，青岛退役军人事业必将绽放出新的光
彩，赢得更大的荣光，向党和人民交出不负时
代、不负人民的精彩答卷。

“荣军”五载奋进路，勇立潮头再出发
——写在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五周年之际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佳旎

五年，是一把标尺，丈量着奋进的脚步。
五年，是一次跨越，见证着发展的速度。
2018年11月23日，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成立。自此，青岛市退役军人工作站上了一个新的起点。
五年创新路，五年奋进史。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紧紧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这一目标，政策制度由顶层设计向法治引领、落实落地推进，安置就业从政

府主导到政府与市场并举，服务体系从机构搭建到高效运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退役军人工作奋楫扬帆，勇立潮头；广大退役军人退
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的重要力量。

评论

书写“荣军”新华章

每一朵奔涌的浪花，都见证着大海
的澎湃。从 0 到 5，在时间的轴线上，五
年只是历史的长河中的短暂一瞬，却见
证了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从夯基垒
台到立柱架梁，再到塑成优势、全面走
在前列的辉煌历程。

青岛是驻军大市、兵员大市、安置大
市，全市共有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超 30 万人。如何做好军人军属和退役
军人的服务保障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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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以“荣军”作答！

“荣军”一词最早形成于解放战争
时期，原意指荣誉军人，是对伤病残军
人的尊称。而在青岛，“荣军”一词被赋
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从特指某一群体，
到不断扩大内涵和外延，如今转变为一
项项拥军优属的“荣军”举措，一整套服
务保障退役军人的“荣军”体系，让军人
军属切身感受到“从里到外的温暖、从
头到脚的光荣”，让拥军优属成为全市
上下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荣军”是服务 退 役 军 人 的 新 平
台。在青岛，“荣军”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随处可见，融入了退役军人工作
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可以是一张免费
乘车和游览景区的“荣军卡”，也可以
是“荣军联盟”商户里的一次就餐、购
物优惠；可以是医院就诊、机场值机
时的“军人优先”，也可以是“荣军康
养”工程为优抚对象提供的专家健康
义诊……青岛在全国率先打造服务保
障退役军人的“荣军”品牌，先后推出
荣军卡、荣军联盟、荣军街、荣军通、荣
军情、荣军微心愿、荣军商城等 16 个子
平台，形成了退役军人服务的“荣军矩
阵”，真正把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优待细
化落实到日常点滴，既有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惠，更有切身感受到的尊崇和
荣光。

“荣军”是青岛拥军优属的靓丽名
片。双拥传统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
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如果说

“拥军”是拥护爱戴人民子弟兵，那么
“荣军”就是给予退役军人全方位的尊
崇和优待。近年来，青岛以改革创新引
领事业发展，在全国首创“荣军”品牌，
打造了青岛拥军优属的新名片，开创了
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新格局，赢得了全社
会广泛赞誉和好评。“荣军”成为不断擦
亮的金字招牌，“青岛样板”也被复制推
广到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全民荣军”
的浪潮。

“荣军”是退役军人工作社会化服
务的有益探索。尊重、关爱退役军人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广泛凝聚社
会力量参与退役军人工作，青岛打破
传统路径依赖，探索社会化服务模式，
运用平台思维、众筹思维、市场思维、
品 牌 思 维 ，在“ 全 社 会 尊 崇 ”上 下 功
夫、做文章。“荣军康养”工程整合优
质医疗养老机构，为退役军人和优抚
对象提供健康医疗养老服务；“荣军联
盟”招募近万家企业、商家加盟，为退
役军人提供优惠、打折等服务；“荣军
情”公益募捐发动社会力量帮扶救助退
役军人和优抚对象……青岛高效发挥
党领导下的政府部门、服务机构、社会
力量的作用，激发市场活力、盘活社会
资源，为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办好事、
办实事，让“最可爱的人”成为“最幸福
的人”。

时间，开启新的书写；发展，翻开新
的华章。踏上新征程，青岛将强化思想
政治引领，深化改革创新举措，推进政
策落实落地，擦亮“荣军”招牌，推动退
役军人事业绽放出新的光彩，赢得更大
荣光。

■今年9月，青岛市开展2023年秋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荣归”返乡欢迎活动。

■今年9月，青岛市市内三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公开选岗会举行，
近130名退役士兵顺利选岗。

■青岛市2023年春季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