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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一座有着拥军爱军
光荣传统的城市。在军地合作
中，一串串动人的故事，连续7
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
号，隽永流传、历久弥新，有力
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部队
战斗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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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汝阳县实验小学开展书法教育周系列活动
之“墨香雅韵”千人书法大赛。在学校操场，同学们
聚精会神，认真书写。该校通过开展此项活动，使
学生感受到书法作为我国特有传统艺术的独特魅
力。 康红军 摄

改革开放

军地合作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王岸
鸿 马玉军）“能在异国他乡站上舞台，向世
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我很自豪！”昨
日，想起前几天刚刚参与的一场特殊的文
艺演出，正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驻洛
某部女兵刘俊仍兴奋不已。

当地时间4月10日，在万里之外的中国
赴南苏丹维和部队营区进行了一场特殊的

“天下一家 共筑和平”文艺演出。
演员，是由驻洛某部为主抽组建立的

中国第4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的官兵；
观众，是到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调研的联
合国总部第五委员会的20余名官员等。

当晚，文艺演出在阵阵清风中上演。在
露天舞台上，集装箱背景墙上中英双语写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标语引人注目。
伴随着欢快热烈的音乐声，文艺演出

在精彩的舞龙舞狮表演中拉开序幕。紧接
着，刘俊和战友们身着汉服，演绎的古典舞
蹈《礼仪之邦》，将中国女性古典柔和之美
和中国礼仪之邦的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精彩节目令人目不暇接：古筝演奏，旋
律令人思绪宁静，回味绵长；书法表演，用
跌宕有致的线条粗细变化，勾勒出汉字的
独特魅力；武术表演，刚柔并济的武打动
作，展示着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

“我们始终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一理念，弘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声
音，使大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维和步兵
营教导员潘高峰说。

演出结束后，联合国调研人员纷纷表
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并盛赞我国维
和官兵为地区和平进程作出积极贡献。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全国拥军模范乔文娟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姜明明 通讯员 孙雪芹）记者昨日
从市总工会获悉，到2020年年底，全市计划创建劳模

（工匠、技能人才、青年职工）创新工作室400个。
劳模创新工作室是指以劳模、工匠、技能人才、青

年职工名字命名，集中本单位（企业）技术精英力量而
组成创新团队，为单位（企业或行业）攻坚克难，为职工
释疑解惑、传授技艺的工作场所。其创建条件要达到

“七有”，即有活动场地、有工作经费、有攻关项目、有创
新成果、有完善工作制度和管理办法、有必要的设施设
备、有固定的专家团队。

劳模创新工作室以企业自建为主，市总工会每年
帮助创建 10 至 20 个，各补助专项资金 3 万元。市总
工会每年表彰20个洛阳市示范劳模创新工作室，各奖
励工作经费3万元。

我市将建400个
劳模创新工作室

盘根错节的藤蔓爬满车顶，一束束白色的小花点
缀其间；“扼虎救父”等二十四孝故事被制作成牌匾，悬
挂于车厢两侧……昨日，记者登上一辆21路公交车，
绿色的气息扑面而来，心情顿时随着整洁的车厢“明
亮”起来。

“仿佛走进了植物园，你看，连拉环上印的都是牡
丹花，真漂亮！”乘客陈女士说。

司机王须波称，车内的装饰都是他自费备置的，
除假花、牌匾、牡丹图片外，还有不少小饰品和挂在
扶手上的彩色垃圾筐。车辆行驶过程中，乘客不用
起身就能扔垃圾，十分方便。“这些东西是我在下班
后利用空闲时间装好的，前几天晚上一直忙到了夜
里1点。”他说。

市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4月初，市公交集团
开展“一车一景”创意主题车厢活动，号召标兵、能手驾
驶员及线路班长等，围绕“党建知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优秀传统文化”等主题，设计布置主题车厢，宣
传党建知识、雷锋精神、洛阳美食美景，建立流动的党
员园地、道德讲堂。目前，共有17条线路的29台公交
车参与了此次活动，包括 8 路、16 路、18 路、19 路、21
路、26 路、29 路、42 路、45 路、49 路、53 路、59 路、61
路、65路、93路、96路及万安山专线。

记者在一辆53路公交车上看到，车厢内悬挂了不
少国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标语，司机驾驶
位后方挂有一个装满杂志的多功能口袋。“这是新装的
便民袋，里面有杂志和雨伞，有需要的乘客可以自助取
用。”司机说，此外，车厢内还有一个急救药箱，里面有
藿香正气水、速效救心丸等。

据了解，未来这种主题车厢将向其他公交线路推
广，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享受便利。

本报记者 张宁 通讯员 王明广 文/图

“一车一景”活动在多条公交线路
上开展

创意车厢，
让流动窗口更美丽

近日，高新区农村和社会事务局联合洛阳东方医
院到丰李镇东军屯村开展“扶贫送健康，义诊暖人心”
义诊活动，共为当地村民义诊200多人次，免费测量血
压、检测血糖117人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300多份，还
为前来义诊的村民发放了毛巾、茶杯等小礼品，切实
把健康送到群众身边。

记者 李梦龙 通讯员 户旭辉 许梦珂 摄

联合国官员盛赞其“为地区和平进程作出积极贡献”

万里之外传播中国文化驻洛某部
维和官兵

“巨龙”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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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车厢

学英雄见行动
拥军爱军有传统

据《洛阳市志》记载，1979 年 5 月，
我市召开了有 15 万人参加的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33700部队参加对越自卫还击
战胜利归来庆功祝捷大会。此前，在当
年4月，市委作出《关于向对越自卫还击
战英雄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市人民
立即行动起来，开展群众性“学英雄，见
行动，大干四化”的活动。

1988 年 7 月 7 日，浙江省舟山市举
行“洛阳营”命名40周年纪念大会。纪
念大会当天，市领导任普恩代表洛阳人
民向“洛阳营”赠送了锦旗和纪念品，热情
慰问了全体官兵。近年，每年“八一”前
夕，都要对千里之外的“洛阳营”和“洛阳
连”进行慰问。

今年是纪念洛阳解放 70 周年。近
日，我市组成慰问团，分两路前往浙江、
云南，向“洛阳营”和“洛阳连”表达洛阳
人民的深情厚谊。

此外，每当部队执行重大任务时，我
市也坚决搞好慰问。2013年，北海舰队

“洛阳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我市前
往慰问，赠送慰问金50万元，并赠送了
1000本《闻知洛阳》、5000份宣传图册，

“洛阳舰”官兵深受鼓舞，开展了“行万里
海疆 展洛阳风采”活动。

驻洛部队心系群众
挺进灾区抗洪抗震

1998年入汛后，我国遭遇前所未有
的洪涝灾害。8月17日9时，长江第六次
洪峰通过沙市，长江大堤面临严峻考验。

17日，驻洛铁军官兵奉命开赴抗洪
抢险第一线。经昼夜不停急行军710多
公里，铁军官兵抢在第六次洪峰前，于
19 日到达洪湖市抗洪第一线。仅在乌
林抢险过程中，铁军官兵在连续奋战的
34个小时中，平均每人运土约13.5吨。

抗洪抢险期间，铁军官兵毫无保留、
不计代价与洪水作斗争，为最终胜利作
出了巨大贡献。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
氏8.0级特大地震。13 日，驻洛“铁军”
万名官兵以摩托化开进、铁路运送、空

中运送三路挺进的方式，火速赶赴四川
汶川灾区。据介绍，接到中央军委命令
后，该部仅用5个小时，就完成万余官兵
集结和救灾车辆、后勤保障物资装载任
务，以最快速度赶赴灾区。

5月25日至27日，铁军官兵徒步穿
越被称为“死亡谷”的汶川县映秀镇至银
杏乡近20公里大面积滑坡塌方路段，为

“震中孤岛”银杏乡被困群众送去药品和
食品。

在自然灾害面前，驻洛官兵时刻将
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英勇无畏和面对危
险毫不退缩的忘我精神，谱写了一曲曲
军民一心、催人泪下的铁军故事。

军地一家双拥共建
七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长期以来，驻洛部队广大官兵时刻
关心、关注洛阳城市建设，充分发挥部队
的优势，积极参与，有所作为。

仅 2013 年到 2015 年，驻洛部队在
洛阳军分区的协调组织下，先后参加全
市68项重点工程建设。在新区开发、旧
城改造、重要道路施工、文物保护和生态
建设中，累计出动兵力数万人次、车辆1
万多台次，运送土石30多万立方米，植
树8万余株，建起了一片片“国防林”“爱
民林”。此外，驻洛部队还为我市多个贫
困村援建卫生室、建设希望小学、救助失
学儿童等，受到人民群众广泛称赞。

2011年，驻洛部队和兰州给水部队
分别成立 1000 多支抗旱小分队，深入
田间地头，为群众打井51眼，修建蓄水
池122座，解决了10万余名群众的吃水
难、灌溉难问题。2014 年夏季，我市出
现严重旱情，驻洛部队先后出动官兵 1
万多人次，为老百姓送水5万余吨。

军爱民，民拥军。连续7次荣获“全
国双拥模范城”称号，是我们的荣耀，更
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1976年，乔文娟遭遇交通事故生命
垂危，两位不知姓名的解放军战士及时
把她送到医院并为她献血，从此，她义无
反顾地走上了拥军道路。多年来，她照
顾陈永龙等身患绝症的“兵儿子”，和家
人一起把10多万元捐给了子弟兵，还积
极创新拥军方式，创办中国拥军网、中国
拥军网心连心艺术团，在军地之间搭建
起桥梁，用真情大爱书写鱼水深情。

长期以来，我市高度重视拥军工作，
先后涌现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乔文
娟、“拥军八姐妹”“拥军的姐”黄学花、
数十年义务守护无名烈士墓裴麦闹父
子等一大批闻名全国、全军、全省的拥
军模范人物。2017 年，中宣部、民政部
发布10名全国“最美拥军人物”，乔文娟
名列其中。 本报记者 申利超

洛阳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