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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太行山下，清漳河畔，一幅军民同心的时代
画卷正在左权县徐徐展开。这座以抗日名将左
权命名的县城，用“全国双拥模范县”七连冠、

“全省双拥模范县”十连冠的亮眼成绩，诠释着
“军爱民、民拥军”的红色传承。自“十四五”以
来，左权县以创新机制为纽带、以精准服务为抓
手、以社会参与为支撑，将双拥工作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肌理，让尊崇军人的风尚成为红土圣地
最鲜明的底色。

顶层设计筑根基：“一把手”工程构
建双拥工作新格局

高站位谋划，让双拥成为城市发展“必答
题”。左权县委、县政府将双拥工作视为“一把
手”工程，成立县党政主要领导担任“双组长”，
40余个职能部门协同联动的领导组，形成“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军地互动”的工作格
局。“六纳入”机制如同六根支柱——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让双拥与产业升级同部署；纳
入党政重要议事日程，确保每月专题研究拥军议
题；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将拥军成效作为干
部评优硬指标；纳入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管武
装报告，以公开承诺倒逼责任落实；纳入全民国
防教育，让拥军理念融入校园课堂；纳入财政预
算，2024年专项经费同比增长12%——这套组合
拳让双拥工作从“软任务”变成“硬指标”。

高标准推进，政策矩阵破解军地共建难
题。翻开左权县双拥政策汇编，《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工作规则》《军人军属优待实施意见》等12
项政策性文件构建起全链条保障体系。党委议
军会每季度召开，军政座谈会聚焦驻左部队“吃
水难、用电难、训练场地扩建难”等6类问题，形
成“部队提需求—政府列清单—部门抓落实”的
闭环机制。2024年，左权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
驻训部队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协调财政资金用

于训练场扩建，同步解决官兵家属随军落户、子
女入学等12项具体诉求。

高效率运转，三级网络打通服务“最后一公
里”。在左权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大厅，“双拥
工作联络站”的标牌格外醒目。全县各个乡镇、
行政村全部设立双拥服务窗口，配备专兼职工
作人员 320 名，形成“县级中心—乡镇站—村
（社区）点”三级联动体系。麻田镇退役军人服
务站创新“网格化”管理，将全镇 217名退役军
人纳入 12个网格，网格员每月上门收集需求，
去年累计解决优抚对象医疗报销、宅基地纠纷
等问题43件。这种“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
织网络，让双拥政策直达每个军民家庭。

暖心服务解民忧：从“三后”保障到
精准帮扶的温度实践

安置就业，为退役军人铺就转型之路。左
权县将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国企作为安置主渠
道，“十四五”以来累计安置符合条件退役士兵
26人，全部实现“人岗相适”。针对自主就业士
兵，左权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人社局推出“培
训+就业”套餐：2024年开展电工、家政等技能
培训 68人次，联合晋能控股等企业举办 6场招
聘会，提供机械操作、安保等岗位1000余个，达
成就业意向 237人。与县零工市场共建的“退

役军人就业专区”，已累计发布岗位信息 4800
条，帮助132名退役军人实现灵活就业。

困难帮扶，编织兜底保障安全网。左权县
出台《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实施细则》，建立

“个人申请—村级初审—乡镇复核—县级审批”
快速通道，2024 年累计帮扶 58 人，发放资金
10.3万元。在节日慰问中，47.61万元慰问金精
准送达1320名优抚对象手中；符合条件的28名
60岁农村退役老兵全部纳入定期补助，月人均
补助标准提升至800元。4320名退役军人领取
的《优待证》，关联着教育、医疗、旅游等 194条
优待措施，其中20家A级景区对持证人员免门
票，县医院开设“军人优先窗口”，年均为优抚对
象减免检查费超10万元。

权益维护，法治护航退役军人尊严。“感谢
法律援助站帮我讨回了拖欠的工资！”退役军人
李某通过左权县法律援助中心追回欠薪 3.2万
元。左权县在县乡两级设立退役军人法律援助
工作站，配备专职律师12名，提供法律咨询、文
书代拟等“一站式”服务。2024年创新开展“法
润老兵”专项行动，领导干部包案化解历史遗留
问题7件，其中历时3年的某退役士兵社保补缴
案成功办结。左权县信访局建立退役军人诉求

“绿色通道”，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期办结制”，
信访事项平均办理时限缩短至15个工作日，办
结率达100%。

创新载体聚合力：社会化拥军激活
红土圣地新动能

千行百业齐参与，170 家拥军门店织密优
待网络。走进左权县部分超市，“军人购物享9
折”的标识悬挂在收银台上方。全县像这样的
拥军门店、军人驿站已达 170余家，涵盖餐饮、
零售、住宿等12个行业。左权县文化和旅游局
推出“双拥旅游专线”，串联麻田八路军总部旧
址等红色景点，对军人军属实行“门票全免+讲
解免费”；左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台政策，
退役军人购买首套房可享受公积金贷款额度上
浮 20%的优惠；左权县教育系统将军人子女入
学纳入“绿色通道”，近三年帮助27名随军子女
入读优质学校。这些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拥
军“微细胞”，汇聚成温暖军心的强大暖流。

退役老兵当先锋，从“左权好兵”到“基层带
头人”。在左权县寒王乡上丰堠村，“兵支书”王
德飞带领村民发展香菇产业，村集体年收入突
破 50万元。这是左权县培育退役军人典型的
缩影——通过“送走一名优质兵，回来一个带头
人”活动，该县既严把兵源质量关，2024年大学
毕业生征集比例达 65%，较“十三五”末提升 23
个百分点；又注重返乡退役军人培养，打造“最
美退役军人”选树工程，涌现出“全国最美法官”

杨春光、全省“爱国拥军模范”王海文等标杆人
物。目前，全县 140余名“兵支书”“兵委员”扎
根基层，20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活跃在防汛
救灾、疫情防控一线，去年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320场次，服务群众1.2万人次。

专业力量强支撑，50人拥军支前队打造应急
尖兵。“报告！拥军支前保障队已完成物资装载，
随时待命！”在2024年左权县军民联合应急演练
现场，由退役军人组成的两支50人专业保障队展
现出过硬素质。该县从红十字博爱医院、森林防
火应急大队选拔骨干，建立拥军支前应急应战响
应机制，配备医疗救护、物资运输等专业设备20
台套。常态化开展的跨部门演练，已模拟完成野
外医疗救护、战时物资配送等12个课目训练，确
保在抗震救灾、国防动员等任务中“拉得出、用
得上”。这支专业化力量与基层双拥服务网络
形成互补，构建起平战结合的双拥工作新格局。

红色基因的传承，是从历史荣光到时代新
篇的精神接力。左权县的双拥传统，深深植根
于革命历史沃土。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左权在此牺牲，当地群众冒死掩埋烈士遗体，拥
军支前的故事代代相传。如今，这种精神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活力——左权县人武部联合教育
局开展“双拥进校园”活动，30所中小学将左权
将军事迹纳入校本课程；左权县融媒体中心开
设“双拥左权”专栏，全年播出拥军专题片 12
部；每年烈士纪念日，党政军领导与群众代表共
同祭奠英烈，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从政策保障到情
感共鸣，左权县用 2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书写
着双拥工作的“左权答卷”。当清晨的阳光洒在

“全国双拥模范县”的牌匾上，这座红土圣地正
以更饱满的热情，续写着军民鱼水情的时代新
篇——因为在这里，“退役不褪色”不仅是军人
的誓言，更是全县人民共同守护的精神图腾。

（皇甫慧卿）

红土地上的双拥传承

麻田八路军前方总部旧址位于左权县麻田镇上麻田村
南，建筑面积1368平方米，保存较好，分为3个院落，由总部
机关旧址、左权旧居、邓小平旧居组成，共有房屋 36 间。
199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
年，被列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005年，被中
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9年，被国
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家三级博物馆”。2012年 8月，被国家
国防教育办公室确定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2012
年 12 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2015年 9月，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
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1941年 7月 1日，八路军前方总部从上南会迁驻麻田
镇，部分机构人员仍在上南会村。8月 1日，八路军前方总
部直属队在麻田召开盛会，纪念“八一”建军节。1942年 3

月4日，潞城之敌进攻黎城东阳关奔袭我八路军总部，总部
特务团在麻田战斗中击毙敌人百余人。1942年 5月，敌三
万余人“铁壁合围”麻田八路军总部，24日总部开始转移，
25日被日军围困在辽县麻田镇十字岭一带，突围中八路军
总部副参谋长左权阵亡。“扫荡”结束后，上南会总部留守人
员和部分机构迁至麻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 8月底
八路军前方总部离开麻田。

一代抗日精英汇聚太行，在麻田运筹帷幄。麻田小镇
成为华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中心，被誉为太行山上
的“小延安”。八路军总部指挥华北敌后抗日，抗日根据地
军民与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中华民族抵
抗外来侵略的胜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上写下了光
辉的篇章。

（文/冯耀武 图/邢兰富）

春 播 一 粒
粟 ，秋 收 万 颗
实。在左权县
芹泉镇小南庄
村的温室大棚
内，一场充满希
望 的“ 育 苗 之
约”，正书写着
党建引领产业
发 展 的 生 动 故
事 。 各 村 党 组
织 书 记 与 种 植
大 户 们 望 着 蓬
勃 生 长 的 蔬 菜
种苗频频点赞，
当日便签下近 2
万株种苗订单，
这一火热场景，
正 是 设 施 蔬 菜
联 合 党 支 部 引
领下，党建与产
业 深 度 融 合 的
鲜活缩影。

支部牵头，
破 局 产 业 痛
点。去年以来，
小 南 庄 村 党 支
部 聚 焦 全 镇 设
施 蔬 菜 产 业 链
短板，瞄准群众

“用苗贵、购苗
难 ”的 现 实 难
题 ，以 党 建 为

“指挥棒”，启动
标 准 化 育 苗 大

棚建设。村集体盘活15亩空闲机动地，投
入 150 余万元建成 3 栋育苗棚，配套水
电、冬季增温、自动喷灌、全自动苗床等
现代化设施，还特邀太谷有十年育苗经
验的专家驻点指导，构建起“支部统筹
+ 技术赋能”的育苗新体系，为产业发展
筑牢根基。

数据说话，激活集体动能。“订单育
苗”模式释放强大活力。该项目预计年育
苗 2 至 3茬，可供应优质种苗 100万株，按
每株 0.8 元市场价计算，年产值达 80 万
元，能为村集体增收近 20 万元 。这一模
式不仅从源头实现降本增效，更将产业链

“第一环”牢牢攥在党组织手中，为乡村振
兴注入澎湃“红色动能”，让村集体经济发
展底气更足。

锚定多元，绘就品牌蓝图。“从单一西
红柿种苗到多品种研发，从种植户到家庭
终端……”小南庄村党支部书记魏永斌介
绍，依托设施蔬菜联合党支部，育苗中心正
谋划“品牌化 + 多元化”升级路径。计划
拓展蔬菜品类、探索自主研发、打通终端销
售，推动“小种苗”成长为“大产业”，以党
建引领的“红色引擎”，驱动产业链延伸、群
众增收“双提升”，助力产业迈向高质量发
展新台阶。

乡村振兴，“头雁”先行。小南庄村以
支部为引领，把党旗插在产业链上，精准聚
焦问题、灵活调整发展“身形”、主动顺应市
场需求，持续提升发展“振翅”频率。用干
部的“满头大汗”，换来群众的“洋洋喜
气”，让村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走
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产业、产业带动振兴的
特色之路。

（李昕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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