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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资讯

□ 郭小勇 周 研

叶惠平 周伟涵

悬挂光荣牌数量居全区首

位，首创“两平台两通道”服务模

式，募捐善款火速驰援国家抗疫，

“互联网+”沙画上的先进典型，

兜实四条民生保障底线……

近年来，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时代做好双拥工作的重要

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

市委的决策部署，在区委区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在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的悉心指导下，坚持党建引

领，实施“一把手”工程，立足实际

情况，发力四项创新，全面提高双

拥工作水平。

通过寻找“最美退役军人”，

让典型事例代代相传；通过组织

志愿抗疫，老兵们披挂上阵风采

依旧；通过站点建设，让红色基

因历久弥新；通过军民共建，全

力打造民生幸福标杆城区……

这便是龙城，它正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基层工作改革的意义。

挂牌流程创新：光荣牌
数量位居全区榜首

“63年前，我参加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县人民委员会授予我家

‘革命军人家属’光荣牌匾；如今，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又为我家

挂上了‘光荣之家’牌匾。”悬挂光

荣牌对81岁的王方（化名）老人来

说，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

另一名老兵李华（化名）如

今随子女前往其他区，在接到社

区电话得知工作人员要上门悬

挂光荣牌后，马上打电话给在女

儿家照顾外孙的妻子，让他们第

二天务必赶回家，一起见证光荣

时刻。

这是龙城街道为退役军人家

庭悬挂光荣牌的生动事例，也是

做好服务工作的缩影。“上门服务

时，我们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

身穿红马甲。”龙城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负责人介绍，他们还会随

身携带双面胶及电钻，根据退役

军人或军属的要求固定光荣牌。

基层改革体现在细微之处。

2019开年后，龙城街道成立了悬

挂光荣牌工作责任小组，充分利

用周末、下班后等时间上门服务，

制定了“龙城街道光荣牌悬挂进

度一览表”，采取“一天一报、一天

一排名”的方式，形成你追我赶、

不甘落后的工作氛围。

据了解，龙城街道各社区都

组建了由社区第一书记带队的光

荣牌悬挂队伍，带着感情上门悬

挂光荣牌，努力做到“不漏一户，

不缺一人”。据统计，龙城街道共

为辖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

家庭悬挂光荣牌3035户，数量居

全区各街道之首。

服务模式创新：全区首创
“两平台两通道”

“龙城街道将积极探索新方

法，对有特殊困难的优抚对象实

行精准帮扶。”龙城街道主要负责

人多次强调，要关心关爱退役军

人及烈属，对重点优抚对象的生

活保障以及公共服务场所优先优

待军人等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梳理

和检查，把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

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抓好抓

实。龙城街道公共服务办通过

“自己提、战友帮、社区排”，及时

摸排掌握优抚对象的生活情况及

存在困难，抓住根子、以点带面，

重点解决呼声比较普遍的教育、

医疗等问题。

今年以来，龙城街道创新服

务举措，在11个社区推行全区首

创“两平台两通道”服务模式，即

文化展示平台、老兵议事平台、绿

色服务通道、困难帮扶通道，提供

政策咨询、诉求反映、就业安置、

待遇保障、抚恤优待、荣誉激励等

一站式服务。

统计显示，新模式推行以来，

街道累计办理各类服务1890人

次，接待处理各类来信来访累计

28宗；解决产品滞销、子女入学、

就医等问题累计19例，发动爱心

企业慰问困难退役军人 100 人

次，捐赠物资价值3万余元；发放

各类补助金、慰问金合计2936.54

万元，惠及现役军人、退役军人、

重 点 优 抚 对 象 等 服 务 对 象

913人。

每逢“八一”建军节、9·30烈

士纪念日、抗美援朝纪念日，街

道党工委、办事处主要负责人都

会率队开展双拥共建活动，向部

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

的敬意，向他们在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

作出的突出贡献和付出的艰辛

努力表示诚挚的谢意；街道相关

负责人也多次与退役军人代表畅

聊军旅生涯。

“进一步落实好优抚对象的

各项优惠政策，使退役老兵、现役

军人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龙城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龙城街道仍

将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拥军优属的新机制和新办

法，对有特殊困难的优抚对象实

施精准帮扶，不断改善他们的生

产生活条件，不断巩固和发展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新型军政

军民关系。“街道将采取多种有效

形式，大力推进军民共建活动，从

大局出发，从改革入手，及时妥善

解决军民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不断开创龙城‘双拥’工

作新局面。”

青年教育创新：开展“最美
退役军人进校园”活动

2018年，中宣部、退役军人事

务部印发《关于开展“最美退役军

人”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在全

社会开展“最美退役军人”学习宣

传活动。

龙城街道迅速贯彻落实通知

精神，联合辖区大学师生志愿者，

率先在全区开展“寻找最美退役

军人”活动，引领新生代青年学习

英雄、致敬英雄、关爱英雄、捍卫

英雄。

退役军人们言传身教，用自

己的经历启发着每一位同学，让

大家深受感动。大学生张玲在

听了“最美退役军人”的演讲后

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的演讲让

我明白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

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最美好

的年纪里，我们更应该多一份拼

搏、多一份努力，这才是青春该

有的模样。”

“我们不仅是要寻找，还要记

录好、拍摄好、宣传好、演讲好，让

‘最美退役军人’的故事震撼每一

个人的心灵。”龙城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负责人如是说。

龙城街道联合辖区高校，多

批次出动工作人员、大学生志愿

者，走访各个社区。截至目前，共

深入对话46名有故事、有情怀的

“最美退役军人”，形成总字数超

过10万字的“心灵对话实录”，全

方位多角度展现退役军人的“最

美”；组建“老兵讲故事”宣讲团，

开展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宣讲

活动，累计开展活动50余场，参加

人数达2000余人。

在“最美退役军人进校园”活

动中，龙城街道搭台，接连打造的

“最美退役军人”与大学生互动座

谈、与大学生共进晚餐等项目，让

退役军人深刻感受到龙岗区国际

大学园高端大气的同时，又让大

学生切身感受到一代军魂的坚毅

魅力。

阵地建设创新：扫描二
维码阅读典型人物故事

新的龙城街道退役军人服

务站于近期正式启动，服务站面

积约180平方米，实现了休闲、展

示、互联网+、体验、服务等多个

功能区域交叉互动，并将机构设

置、安置流程、信访流程、工作职

责等多项制度统一上墙，聘请专

职人员负责日常服务，切实打通

服务退役军人“最后一公里”。

服务站努力营造出以习近平

总书记对退役军人关心关爱为主

题的文化氛围，将总书记语录、检

阅视察部队、看望退役军人以及

红军长征等细节，以艺术化、立体

化、灯光化的表达方式，融入设计

理念中，让来访者体验到重回军

营的温馨。

在展示展览方面，服务站主

要打造红色勋章、红色典藏、红

色书籍、红色记忆四个区域。红

色勋章区域展示不同时期的勋

章，从侧面反映我党我军的发展

历程。红色典藏、红色书籍、红

色记忆三个区域则分门别类地

展示迫击炮、地雷、手榴弹、书

籍、介绍信、军区加油卡等军事

复制品及民间收藏品，使来访者

充分感受到我党我军创建初期

的朴素与艰辛。同时，服务站的

3D 体验设备实现了互动体验、

休闲娱乐的高度融合，来访者可

从视觉与触觉方面体验到战争

的场景。

今年以来，服务站多次邀请

艺术家、媒体人士及各领域专家

开展“头脑风暴”，打造了全市首

个“十大英模”“寻找最美退役军

人”沙画视频，并将视频转化为二

维码，以立体画的方式展示在服

务站走廊上，来访者只需用手机

扫一扫，就能深入阅读沙画上的

典型人物故事。

退伍不褪色：退役军人
成为抗疫大军亮丽风景线

2020 年春节过后天气依然

寒冷，但在龙城，暖流却从城区

的各个末梢向中心汇聚。6位退

役军人代表来到街道办，专程送

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爱心

捐款。

疫情发生后，龙城街道向全

体退役军人发出倡议，通过各退

役军人微信群呼吁战友们奉献爱

心，短短数日就募集到5万余元，

火速支援抗疫工作。

今年2月份，龙城街道率先成

立全区首个退役军人红星志愿服

务队，奔赴抗疫最前沿。“我是从

武警特警部队转业的，在深圳当

过教练员、警员、大型企业高管负

责人”“我身体状况良好，可以接

受各种工作任务，随时可以参加

行动，服从安排”“报名首战，战疫

不停，我们不退”……龙城街道广

大退役军人纷纷请缨加入志愿

队，主动要求到疫情防控最艰苦

的岗位。在此过程中，涌现出“好

军嫂”“夫妻档”“父子兵”“包岗抢

岗”“带病请战”等感人事迹，成为

龙城抗疫队伍中一道道亮丽的风

景线。

“当一个穿着退役军人志愿

者红马甲的人给我测体温的时

候，我看到这是个女孩子，她的腿

在发抖，我知道那是被寒风冻的，

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嶂背社区居

民张先生回忆起当时驱车经过卡

点看到的感人一幕时仍然抑制不

住激动。

龙城街道多次组织辖区媒体

记者等专业人士，挖掘退役军人

抗疫先进典型，并编撰名为《闪闪

红星》的龙城街道退役军人抗疫

纪实画册，被省、市退役军人事务

主管单位官微头条推荐，其中典

型人物被多家主流媒体广泛

报道。

“疫情期间，龙城街道退役军

人的支援行动成为一种常态，发

挥了战斗员、宣传员和为民服务

员的作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

责人说，他们用真实行动诠释着

“退伍不褪色，退役不退志”的军

人品质，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

的风采。

数读民生：全年申报“社区
民生大盆菜”项目247个

今年以来，街道机构改革后

新组建的龙城街道公共服务办公

室，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坚强

领导下，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民生服务，守牢新冠肺炎疫情防

线，兜实民政、残联、计生等三条

民生保障底线，不断优化公共文

化体育服务。

据统计，龙城街道公共服务

办公室今年申报“社区民生大盆

菜”项目247个，金额2530.09万

元；建成社区“夕阳红”养老服务

中心8个，推动“四级养老服务网

络”试点项目建设3个；推动愉园

社区0岁~3岁托育机构“全市首

批、全区首家”示范项目；提前完

成幼儿园“民转公”14所，新增公

办幼儿园学位5350个，完成补偿

工作涉及金额 7533.36 万元；发

放高龄老人、低保户、低收入人

群、退役军人、残疾人等各类服务

对象补贴、救助金等 3933.69 万

元，救助物资1667件；在全省首

推“行政服务进高校”，积极助力

大学生创新创业，助推25家自主

创业团队共 156 人成功创办企

业，并协助申请创业补贴金额

78.85万元；提供优质公共文化产

品，街道图书馆升级改造，新增面

积700平方米，新增图书4万册，

新增全民健身路径7个、儿童乐

园5个。

2020年，龙城街道公共服务

办公室荣获省市区级荣誉 19

项，包括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颁发的2020年深圳市科学育儿

知识技能市级竞赛三等奖，深圳

市鹏城金秋市民文化节美术书

法摄影大赛区级奖3金 4银，广

场舞区级金奖、市级银奖，陈瑞

美荣获广东省残联举办的“第八

届广东省残疾人美术作品大赛”

三等奖等。

（本文配图由龙岗区龙城街道

办事处提供）

激发“双拥”创新活力 共建美丽幸福龙城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基层工作改革纪实

龙城街道退役军人红星志愿服务队出征疫情防控一线

本报讯 记者袁小峰报道 记者日前从黑龙江省

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十三五”以来，黑龙江积极推进

黑土耕地保护，共完成三北工程造林25.29万公顷，累

计三北防护林造林保存面积达308.84万公顷，治理水

土流失地145.95万公顷，有效庇护了大部分农田。

“十三五”期间，黑龙江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重点国有林区林地面积、森林蓄积量等指标实现

较大增长，国有林地面积增加39.34万公顷，森林蓄积

量增加2.45亿立方米。全省424个国有林场定位完

全明确，生态功能显著提升，森林面积增加3.32万公

顷，森林蓄积量增加3349.57万立方米。

全省林草产业经济快速发展，林菌、道地植物药

材、林果、山野菜等林草产业发展形势喜人。据统计，

2019年全省黑木耳、香菇等各类食用菌产量420万吨，

产值近300亿元。道地植物中药材种植基地面积达

8.67万公顷，已成为全省道地植物中药材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经济林总面积达14.87万公顷，苹果、梨、葡萄

等水果产量达到25万吨，红松子、榛子、核桃等坚果产

量达到 5.4 万吨，蓝莓、沙棘等浆果产量达到 7500

吨。林区山野菜天然蕴藏量达400万吨以上，居全国

第一，目前已开发利用的有蕨菜、桔梗、猴腿菜、黄瓜

香、薇菜、龙牙楤木（刺嫩芽）、黄花菜、刺五加、老山芹、

柳蒿芽等10余种，人工栽培突破1.33万公顷，并呈现逐

步增长势头。

“十三五”三北工程造林25万多公顷
林草产业经济快速发展

本报讯 记者袁小峰报道 在黑龙江省日前举

行的2020年第三季度县域经济发展交流擂台赛上，

嫩江市以优异成绩再次脱颖而出，拔得全省前三季度

县域经济考评头筹，其他市（县）也亮点频现，全省县

域经济发展交出优秀答卷。

县域经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基础工程”。据统计，前三季度，黑龙江省县域地

区生产总值实现2985亿元，同比下降0.4%，增速高于

全省1.5个百分点；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162亿

元，同比下降1.2%，增速高于全省13.1个百分点；地方

税收收入实现89亿元，同比下降9.9%，增速高于全省

8.4个百分点。

为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发展，黑龙江出台《关于推

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以打造“一县一

业”为重点，发展壮大特色经济、拳头经济和民营经

济。目前，全省各地规划推进立县主导产业144个。

嫩江市发挥全国非转基因大豆和全省强筋小麦种

植面积最大的优势，全域内987.7万亩耕地全部实现绿

色种植，“嫩江大豆”被评为全省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正积极推进大豆产业园、大豆博物馆建设。克山

县依托“中国马铃薯种薯之乡”优势，把马铃薯作为拉

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主导产业强力推进，形成了从

种薯繁育、商品薯种植到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发

展格局。这些立县主导产业的综合实力和吸纳就业能

力都很强，财政贡献大，既强了县也富了民。

黑龙江省各县域坚持把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作为

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谋划生成“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省级重点产业项目241个，培育生成49家十

亿级骨干企业，在拉动县域工业增长上发挥出重要作

用。同时，提升园区平台集聚效应，全省63个县（市）

有75个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经开区2个、国家级

边境经济合作区1个、省级经开区72个，每个县至少

有一个省级以上开发区。

规划推进立县主导产业 144 个
县域经济发展交出优秀答卷

产业链“支点”撬动玉米“大变身”
玉米经过深加工实现“吃干榨净”

本报讯 正值东北售粮季，在产粮大省黑龙江，小

小的玉米通过多种形式深加工，“变身”不同形态，全产

业链“吃干榨净”，带动种植者加快转型，促进增收。

在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

黑龙江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辆辆运粮车在卸粮

区排成长队，自动化卸粮设备辅助卸下玉米。在成品

车间，流水线上运送着一袋袋苏氨酸成品，它们将被销

售到全国各地。

在杜尔伯特县，投资40亿元建设的圣泉生物质精

炼一体化项目可加工玉米秸秆，“变废为宝”生产纤维

素、糠醛等一系列产品。

“这一项目建成后，我们县的玉米除了根部，全部

可用于深加工，实现了‘吃干榨净’。”杜尔伯特县工业

信息科技局副局长贾坤说。

通过发展玉米全产业链，杜尔伯特县玉米深加工

龙头企业发展到5家，资产规模超过47亿元，玉米深

加工能力超过100万吨，形成了氨基酸、饲料加工、乙

醇类、制药4个产业支链。

据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工作人员介绍，黑龙江正

在以产业理念为引领，推动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其

中，玉米产业链“链长”负责组织调查研究、制定产业发

展规划、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开展精准招商引资，推动

玉米产业做大做强。 （杨 喆 杨思琪）龙城街道开展“您好，老兵”老兵进校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