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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拥军模范”薛让妮，
在惠济区古荥镇可谓是家喻
户晓。30多年来，她在拥军之
路上不断前行，被驻地部队官
兵亲切地称为“薛妈妈”。

薛让妮家住古荥镇，是古
荥镇信得过饭店老板、古荥孵
化场经理、古荥镇个体劳协党
支部书记。

“1982年冬天的一天，一
辆货车冲进了我家的小吃店，
当场两人死亡、11个人受伤，
情况非常危急，咱们古荥的驻
军很快就赶来救援。那个时

候我就下了决心，咱老百姓不
能忘了军人对咱们的好。”薛
让妮说，自那之后，她就走上
了拥军之路。

每年元旦、春节、八一等
重要节日，薛让妮都到军营
慰问子弟兵。在她的影响
下，镇上 10多个个体商户先
后加入到拥军的队伍中。在
镇工商所的大力支持下，还成
立了“古荥志愿者拥军小分
队”“文艺宣传队”“义务理发
队”，走进军营，为子弟兵服
务。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区

的个体商户几十人也参加了
薛让妮的拥军队伍，组成了
“五姐妹”“六姐妹”“八姐妹”
拥军小分队。

薛让妮还特意照顾部队
中的孤儿。多年来，她照顾
了 45 名孤儿战士，现在，其
中 8人入党，4人立功，12名
获得优秀战士的光荣称号。

30多年中，薛让妮先后
荣获郑州市“优秀兵妈妈”和
“拥军模范”称号，2015年入
选“中国好人榜”并获“助人
为乐好人”称号。

薛让妮：45名孤儿战士的好妈妈

在祖国东海舰队，郑州舰是
情系郑州人民的另一方“热
土”。我市与海军“郑州舰”开展
“舰城共建”，组织郑州大学、郑
州日报社、郑州慈善总会、郑州
银行、“好想你”枣业等单位与
“郑州舰”开展共建，先后投资
500多万元帮助舰艇进行文化建
设，为“郑州舰”配备了摄像、编
辑器材；建立“海浪花慈善基
金”，用于救助优抚对象、困难官
兵、贫困学生……

看病上学，军人有优待。市
财政每年拨款 2000万元作为师
职退休干部的医疗费用，每年拨

款610多万元作为个人账户补助
资金。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军人
子女就学给予优先安排，三年
来，共有 876名现役军人子女等
对象中招享受优惠。

郑州开展了“送政策、送温
暖、送帮扶”活动，共发放光荣牌
13500元，对郑州籍官兵进行了
慰问。三年共发放优抚金 3.7亿
元，医疗补助资金2046万元。市
政府每年拿出500万元用于复退
军人专项救助经费，三年来救助
困难复退军人 1833人次、900余
万元，为83名“4050”退役人员提
供了公益性岗位。

民爱军 多措并举做好拥军优抚

“双拥模范城”七连冠
郑州已成“兵哥哥”的第二故乡

郑州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七连冠，“双拥”宛如一枝
并蒂花开满全城，在中原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曲“军爱民、民
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双拥乐章。
郑报融媒记者 李娜 通讯员 王军政 马昕

为了让参军入伍青年“政治
有地位、经济不吃亏、发展有保
障”，从 2015年 7月起，郑州市
委、市政府，郑州警备区联合相
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兵
工作的意见》《高校征兵工作实
施办法》等法规文件，大幅提升
优待金标准，明确规定普通义务
兵优待金标准不低于郑州市上

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1.8倍，
2017年达到 33167元，到艰苦边
远地区和特殊要求专业岗位服
役的每人每年增加5000元，到西
藏服役的每人每年增加 20000
元。三年来，我市发放义务兵家
庭优待金 6亿元，征集兵员数量
和大学生兵员数量等征兵质量
指标位于全省前列。

贴民心 实惠给到群众手中

在郑州当兵，郑州成为他们
的第二故乡。

脱贫攻坚战中，有他们的身
影——省军区、警备区积极协调
组织部队参与扶贫开发工程。
警备区在 2016年投入 260余万
元用于帮扶村脱贫。信息工程
大学开展了“军民连心帮扶计
划”、“爱心书屋捐赠”活动。防空
兵学院开展了“情系驻地、助学帮
困”活动，帮助贫困学生62名、困
难残疾人多名。郑州联勤保障中
心 33分部投入 80余万元对口帮
扶18个贫困村。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他们
奉献着自己的力量——郑州警备
区发挥驻军和地方的桥梁纽带作
用，组织驻军和民兵预备役人员

1200余人次参加畅通工程和南
水北调护水巡逻，组织植树
31000余棵，黄河滩区的“双拥爱
民林”已成规模。信息工程大学
发挥科研优势，在北斗卫星天地
对接、信息安全等方面与地方开
展了广泛合作。武警总队在重大
活动安保、平安建设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为了一方安全，他们永远冲
锋在前——主动承担地方急难
险重任务，驻军官兵扎实组织黄
河防汛演练，做到行动迅速，防
护到位。消防官兵累计处警 4
万余次，参与灭火和事故救援、
市政工程抢险。驻军单位先后
出动兵力 500人次，参加山体滑
坡等救援。

军爱民 全心全意为民造福兴利

双拥之城

1948年，解放郑州的战役打响，彼时的郑州硝烟战火，金戈铁马战场上，英勇无
畏的郑州人民投身战争，用一米一饭、一衣一力为解放军送去关怀和帮助，他们用鲜
血和热忱，共同谱写过可歌可泣的也许可以被誉为最早的“双拥故事”。

时光流转，精神依然在传承。
而今的郑州，正大阔步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而努力，与此同时，“双拥”的故事依

然在这片厚沃的土地上演——军民情深，军民共建，成为动人的“城市表情”，温暖着
千万郑州人民。

又逢八一，我们的军队已经走过九十个华诞。铁马冰河的日子里，在这里，军民
同呼吸共命运；和平发展的岁月里，在这里，军民鱼水情深共创繁华。

特殊的日子里，记者再次走访那些在“双拥”故事中凸显出的人和事，感受他们
的心情，重提他们的精神—— 郑报融媒记者 李娜

1988年出生的郭振依然
有一脸的稚气，可他的荣誉已
经有一长溜：“河南青年五四
奖章”获得者、“见义勇为好青
年”、“优秀士兵”、“执勤岗位
练兵先进个人”……

现任郑州市公安消防支
队车站中队中队长助理的郭
振，入伍已经 10年了。10年
来，郭振先后参加灭火救援战
斗 1330余次，营救被困群众

160余人，抢救财产价值 340
余万元，面对血与火、生与死
的严峻考验，始终牢记职责使
命，敢于挺身而出、冲锋在前，
不惧艰难困苦、不辱光荣使
命，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3年 10月 29日晚 8时
许，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一市
民电动车被抢，受害人十分焦
急。此时，郭振正在站岗执

勤，面对受害人的求救，他闻
声冲向歹徒。凭借过硬的身
体素质，他拼命追了 300 多
米，一把拦下骑电动车的歹
徒，一边保护受害人，一边与
歹徒展开生死搏斗。面对歹
徒的一再威胁，他毫不退却，
搏斗中身体多处受伤，最终将
歹徒制伏。面对受害者的礼
谢，他婉拒后，说“只是做了一
件该做的事”。

郭振：烈火雄心铸警魂

时间改变了很多，对于刘
永芳一家来说，“双拥”却是不
变的“家风”。

在新郑市新建路办事处
东大街有一户 17 口人的家
庭——刘永芳家庭，他们致富
不忘党恩，连续 25年真情拥
军，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
拥军之歌。

刘永芳全家很早就开始
做生意，其间，他带动全家积
极纳税，还主动动员身边的个

体户依法纳税。
刘永芳常说：“致富不能

忘党恩，报恩先报解放军。”20
多年来，每逢八一建军节，他
都要到驻新郑市部队为战士
们放一场拥军电影；春节期
间，他到部队给战士们拜年；
一起吃年夜饭；新兵入伍，他
带领全家到部队欢迎，老兵退
伍，他同部队首长一起为战士
送行……20多年来，刘永芳投
入的拥军资金有十几万元。

作为新郑个体私营经济协会
会长，在他的带动下，周围有
30多名个体户纷纷加入拥军
行列，给战士送去书籍、电脑
等物品；给战士们拆洗被褥、
理发等。

2000 年八一前夕，刘永
芳由于身体原因，将拥军接
力棒交到了儿子刘洋手中。
刘永芳说：“拥军是全家的宝
贵财富，拥军接力棒要代代
相传。”

刘永芳：把拥军变成“家风”

30多年照顾45名孤儿战士
古荥有位“中国好人”兵妈妈

■双拥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