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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玉林舰自2000年命名为“玉林舰”，至
今与玉林市共建已有23年，玉林市领导每年带
队慰问“玉林舰”，“玉林舰”出访海外国家或是
执行护航任务时，都精心地在舰上布置玉林的
宣传展廊，积极向华侨和当地市民赠送宣传画

册宣传推介玉林的经济文化和自然风貌，让玉
林这张响亮的名片远播海外。退役军人事务部
官网于2023年6月报道了《广西玉林：城舰共建
双拥情深》。玉林市与某边防连队结对,“城连
共建”互促互帮，玉林市帮助部队改善战备执勤

条件，部队帮助地方开展“一对一”“一帮一”等
形式的助学济困活动，以及国防教育和精神文
明建设活动。

新时代双拥工作奋楫前行的号角已经吹
响，玉林军民团结一心破浪前行的意志坚定有
力，不断凝聚起高效推进双拥创建工作的强大
合力，努力谱写新时代双拥工作精彩篇章。

城舰共建、城连共建，共谱玉林双拥美好新篇章

我市先后遴选1300多名退役军人进入“村
两委”，其中375人担任村支书，成为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领头雁”。容县浪水镇下辖8个行政
村中，5 个行政村村支书由退役军人担任，“兵
支书”比例高达 62.5%。博白县凤山镇峨眉村

“兵支书”李春燕，致力改变乡村落后局面，被评
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我市及时发掘、总结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先
后组织记者团和双拥采风团深入乡村进行玉林
市“兵支书”群体专题采访，通过新闻媒体、微信
公众号等大力宣传，并邀请他们参加“八一”军
政座谈会、“八一”文艺晚会等活动，赋予优秀的
退役军人无上的荣誉感，引领更多的退役军人
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发展。

人民网、《中国双拥》等媒体先后推出《看，
这群破浪击水的“兵支书”》《玉林市逾千退役
军人勇当乡村振兴“主力军”》的玉林经验专题
报道。

类似的先进典型，还有“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田振华、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龙海盛等，
玉林还评选出10名玉林市“最美退役军人”“十
佳自主创业退役军人”和“最美军嫂”，发挥双拥
先进人物的榜样力量，在全社会产生无穷的爱
国拥军正能量。

擦亮“兵支书”名片，引领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

我市在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双
拥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
体政策措施，以创新理念为主导，打造
基层爱国拥军阵地，其中的“石窝经验”
走出新时代乡镇爱国拥军新路子,弘扬
了全社会尊崇军人好风尚，入选全国退
役军人工作创新发展100例。

北流市石窝镇地处桂粤两省（区）
三县（市）交界，是解放战争时期桂东南
地下工作的革命老区。全镇人口近 8
万人，有现役军人 77 人，退役军人 728
人（参战退役军人 92 人）、烈属 1 户、因
公牺牲遗属 2 户。党的十九大以来，石
窝镇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让军人成
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的号召，紧贴时
代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积极引导企业乡
贤爱国拥军，努力营造崇军尚武浓厚氛
围，让激励子弟兵建功军营成为社会责
任，帮扶退役军人成为乡贤义务，青年
参军报国成为社会新潮，形成了“当兵
一段，光荣一生”“一人当兵，体面一家、
荣耀一村”“军人受尊崇，青年想当兵，
老兵善创业，和谐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玉林军分区牵头并指导玉林和北
流两级军地相关部门在北流市石窝镇
探索“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在基层落实的路子，初步形成了“党委
政府主导+社会组织补充”的优抚优待
模式、“政府引领+行业融入+社会参与”
的国防教育模式、“排忧解难正向激励+
凝聚力量推动发展”的互促共赢模式。
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军
委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戚建国上将
率团到玉林考察时，对石窝镇爱国拥军
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石
窝经验’路子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创
新性，广西军地先行组织力量在自治区
层面总结宣传推广，打造成基层爱国拥
军的‘枫桥经验’”。广西军区印发“石
窝经验”在全区国防动员系统学习，玉
林市正在全面推广。

《广西双拥简报》2021 年第 1 期专
题报道了玉林市北流市石窝镇基层爱
国拥军“石窝经验”，2022 年第 5 期再次
报道玉林市的经验交流发言《玉林市多
举措丰富拓展爱国拥军“石窝经验”创
新推进新时代双拥工作》；中国国防报
2022 年 9 月 20 日报道《北流市石窝镇：
一座红色小镇的国防情怀》。

善
于
创
新
，打
造
基
层
爱
国
拥
军
﹃
石
窝
经
验
﹄

玉林始终把全民国防教育、双拥宣传教育
作为重点，把营造双拥社会氛围当作推进双拥
创建工作的思想基础常抓不懈，广泛凝聚融合
力量，社会化拥军蔚然成风。

在“党政主导、军地互动”的基础上，玉林广
泛汇聚社会爱国拥军力量，形成“社会支持、全
民参与”良好局面。玉林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玉
林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研究院、广西大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等社会组织和拥军企业，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常态化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参战老
兵、烈军属和其他重点优抚对象，社会化拥军蔚
然成风。

玉林市修编了《玉林市国防教育读本》，把
国防教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组建
了国防教育讲师团，积极开展国防教育“七进”
活动。推进国防教育设施建设，扩建了玉林市
烈士纪念广场，建成了玉林市国防教育园。在
八一建军节、烈士纪念日和全民国防教育日等
重要节点，扎实开展国防教育系列活动。

我市在公园、广场及重要交通路段建设大
型双拥标识和双拥宣传标语牌，突出彰显双拥
元素。投入 170 万元在江南公园、龟山公园、狮
山公园设立固定双拥标识；投入100万元在全区
率先建成“双拥”主题公园，投入 1100 多万元建
成首个国防教育园，利用背街小巷打造国防巷
和拥军巷。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同时开展
双拥宣传，广泛宣传报道送立功喜报、悬挂光荣
牌、走访慰问、优抚优待等活动。

在“党政主导、军地互动”的基础上，广泛汇
聚社会爱国拥军力量，社会组织和拥军企业走
访慰问部队官兵、参战老兵、烈军属和其他重点
优抚对象成为常态。2023 年开展玉林“拥军联
盟”活动，发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给予现役
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消防救援人员
优先优惠。

玉林市积极探索创新富有时代特色和地域
特点的群众性双拥活动载体，近年来组织开展

了“最美退役军人”学习宣传活动、“最美退役军
人”和“十佳自主创业退役军人”评选活动、“双
拥谱新篇喜迎二十大”双拥文化采风采访活动；
2023 年印发了《玉林市开展纪念延安双拥运动
80周年系列活动》的通知，举办了“左手牵你 右
手敬礼”军地联谊活动，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退役军人事务部官网在今年以《广西玉林：
举办“左手牵你 右手敬礼”军地联谊活动》《广
西玉林：启动关爱功臣“戎耀一生·最美留念”活
动》为题报道了玉林的社会化拥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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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最
美拥军人物”龙海
盛捐建玉林市国
防教育园。

▲“兵支书”李春燕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玉林的老兵们在“关爱功臣‘戎耀一

生·最美留念’活动”启动仪式上开心留影。

石窝镇奖励入伍新兵。

▲石窝镇奖励入伍新兵。

▲玉林市与玉林舰开展“城舰共建”活动。

1

玉林是一方红色热
土，巍巍大容山，见证拥军本色，

滔滔南流水，高唱爱民赞歌。近年来，
玉林市始终坚持“三个一”理念，把双拥工作

作为一项事业来推进、作为一个品牌来打造、
作为一种文化来培育。全市一盘棋、上下一条
心、军民一起干、共创一座城，军地同心协力，积极
探索实践，不断巩固双拥创建成果，不断创造双拥
文化特色亮点，全面提升双拥工作水平，努力打造
全国一流的双拥工作品牌。玉林市先后三次获
“全国双拥模范城”，一次被评为“全国爱国拥

军模范单位”，八次获得“自治区双拥模范
城”称号，驻地各部队也先后多次被

授予全国、全区“拥政爱民先
进单位”。

玉林市注重双拥文
化引领，坚持以双拥文化
推 动 双 拥 工 作 落 地 见
效。2012 年以来，我市连
续 12 年组织文艺工作者、
记者走进驻地部队、玉林
舰及军民共建、双拥模范
单位开展双拥文化采风
活动，在《玉林日报》开设
双拥专栏，依托金田杂志
社 ，将 优 秀 作 品 汇 集 成

《玉林双拥》特刊面向全
国发行。2023 年开展“纪
念延安双拥运动 80 周年”
双拥文化系列活动，持续
深耕双拥文化宣传。

玉林市有自治区级
国防和双拥教育阵地（教
育基地）8 个，市级国防
和双拥教育阵地（教育基
地）8 个，除每年国防教
育日和烈士纪念日等重
大节日组织开展教育活
动外，中小学也经常利用
基地开展红色教育拓展
活动。

玉林市坚持“不漏一
人、不落一户”的原则，常
态化做好悬挂光荣牌工
作 和 送 立 功 喜 报 工 作 。
近年来，全市累计为 1 名
一等功，14 名二等功，470
名三等功送立功喜报和
牌匾；共发放光荣牌 11.77
万 块 ，并 通 过《玉 林 日
报》、玉林广播电视台、玉
林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公众号等新闻媒体，对送
立功喜报、悬挂光荣牌进
行宣传报道。

以主题活动持续深
耕双拥文化宣传，让玉林
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
潮从不退潮。中国军网
于 2022 年 6 月推出玉林
市的典型报道《三份传家
宝记录了这个家族的荣
光：一家三代 20 人从军报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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