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好擁軍支前。將優質資源和新生力量送往前線，將武士軍屬的事列為急事前辦，將
關系官兵切身利益的事列為大事必辦，和諧處理某旅跨區駐訓需要運用營房的相關事項。
編製全區國民經濟和社會展開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時，在駐區某機場周邊限製地貌地
物高度，劃出機場凈空區。推動城市建造過程中，布局考慮軍事運輸用處，保證足夠的人
防空間。通信、水電氣等領域的展開，優先保證國防和軍事需求。區發改、規劃等部門全
力支持駐區部隊國防和軍事工程建造，在項目批閱、規劃批閱、土地方針和費用減免等方
面給予優先優惠方針。 　

　　造訪慰勞常態化。駐區部隊領導與區雙擁領導小組成員單位聯絡緊密，軍地結成共建
對子 25 個，每逢新年、「八一」建軍節，區主要領導帶頭造訪慰勞駐區部隊和重點優撫
對象，征求意見、處理困難，送去節日祝福。梳排邊海防官兵家庭信息，展開「走邊防，
看親人」「情系邊海防」等活動。全區退役武士服務保證組織分級施行「六必訪」活動
（退伍返鄉、立功受獎、英模典型、重要節日、遇到困難、嚴重變故），累計造訪 530 人
次。 　　 　　軍地互動社會化。構建社會化擁軍平臺，動員全區 50 余家企事業單位、社
會組織為駐區部隊現役武士、優撫優待對象及其他退役武士提供優質服務。打造特征明顯
活動載體，連續17年舉行國防常識競賽活動，展開「一等功臣講黨史」「戰鬥英豪講軍
史」等愛國主義教育活動，累計舉行各類活動 400 余場次、受眾10萬人次。展開「六進
兵營」活動，區、街鎮兩級設立 10 個法律服務作業站，累計承受涉軍法律咨詢16人次。
組織全區中小學展開軍訓、少年軍校等活動，累計組織軍訓 15000 人次。 　　 　　六合
區經過各種前言建立多種平臺，不斷豐富雙擁內容方式，軍民常態化聯動，深入展開以愛
國主義教育、國防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為主要內容的雙擁宣揚教育活動，構成新的雙擁熱
潮。 　　

滁河沿线继续开展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专项行动



　　挖掘赤色資源提升宣揚內涵。擬定了《六合區赤色文明資源維護傳承和弘揚行動計劃



（2020-2021）》，建造六合抗日鬥爭展覽、渡江勝利公園，編輯出版《六合赤色回憶》
《六合赤色珍聞》《竹鎮市抗日民主政府》等一批赤色文明書本。經過采訪區百歲老兵和
榮立一等功勛退役武士，製作了「六合英豪兒女」「一等功臣講黨史」「戰鬥英豪講軍
史」系列視頻。 　　 　　分層分類推動拓寬宣揚深度。構建兒童教育、民眾教育、黨員
幹部教育「三位一體」的國防教育和雙擁宣揚教育體系，深化全區各級中小學校國防教育
和雙擁宣揚教育，全區累計展開國防教育主題講座103 場次。組建宣講隊伍，結合普法作
業要求，廣泛宣揚《兵役法》《退役武士保證法》等雙擁方針。 　　 　　2022 年初，六
合區在全市各區第一批建立區級慈悲擁軍基金，將駐地在六合區和戶籍在六合區的生活困
難現役武士本人及其爸爸媽媽、愛人和未成年子女悉數納入基金救助人群，最大化表現同
享原則。在幫扶條件、規範的設定上與南京擁軍慈悲基金相關設定進行合理區分，對市級
基金既是有序聯接、也是有利彌補。 　

 　

慈悲擁軍基金由區雙擁辦、人武部、慈悲協會一起擔任基金的日常辦理運轉，在救助審核
階段由街鎮和駐區部隊一起參與。與區慈悲協會達成協議，對家庭遭受嚴重變故、深陷嚴
重困難的現役武士家庭，由區慈悲協會進行專項救助。基金建立後，經過各種作業渠道進
行社會宣揚，目前已有至少6家區內企業初步構成捐助善款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