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7月31日 星期二 责编：赵娅琼特别报道04

红色军魂永传承
——我市军转干部自主择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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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实 习 生 万天宇

我市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在结束了军旅生涯后，依靠
着红色军魂的基因传承，默默
无闻地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
广大群众无私奉献着，以另外
一种方式续写着精彩人生，他
们就是我市 138 名自主择业的
军转干部。

2001年，我国开始实施军
转干部计划分配和自主择业相
结合的安置方式。18年来，我
市已有 138 名军转干部放弃政
府计划安置，选择以自主择业
方式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然
而，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一
个个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感
人故事，让我们再次领略到军
人的风采。

创办全省首个专业孵化
基地

会展中心企业总部大厦 32
楼内，“精彩军转路 创业第一
步”“弘扬战斗精神 彰显军人
风采”……一个个醒目的红色
标语牌让人看得热血沸腾。一
间桌明几净的办公室里，曹中
汉正忙着给刚来公司报到的自
主择业军转干部刘晓斌介绍公
司的业务。2013年，时任召陵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的曹
中汉，根据组织安排，正式告
别了 26年的军营生涯。结束军
旅生涯后本可以选择在市直单
位计划安置的他，毅然选择了
自主择业。

“只要军人的意志不变，
相信新的精彩肯定会来临。”曹
中汉坚毅的目光中流露出无可
置疑的自信。2017年 9月，漯
河市城通公司总经理曹中汉和
同为我市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
师宝安、陈卫东、程建华、刘
群才等人一起，注册成立了漯河
市军创实业有限公司。目前，该
公司在市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
理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正在
利用我市创业优惠政策，全力申

报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军创实业有限公司是全

省首个专门由自主择业军转干
部创建的创业孵化基地，也是
我市扶持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实
现创业就业的一个政策洼地。”
市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服务
中心主任赵耀华告诉记者。

今年 5 月份，孵化基地正
式启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13 家公司先后来这里安营扎
寨。曹中汉告诉记者，基地 13
家企业涵盖了食品加工、房地
产开发与经营、通信工程、消
防工程、园林工程、生物科技
等多个行业。“目前这个基地已
经吸收了 15名自主择业军转干
部和 20多名退役士兵及一大批
普通劳动者创业、就业，引进
的高科技企业中科云库 （北
京）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会为
我市涵养重要税源。”曹中汉自
豪地告诉记者。

孵化基地大楼内，两行蓝
色的大字十分醒目：运用平台
力量，服务退役军人；成就万
家企业，实现强国梦想。“这是
包括我们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在
内的所有退役军人共同的心
声，也是对孵化基地的目标定
位。”曹中汉表示。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军龄
在 18年以上，离开军营后，投
身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会不
会有点不适应？赵耀华主任告
诉记者，作为全市自主择业军
转干部的“娘家”，市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准确把
握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诉求，
在做好退役金发放各项管理工
作的同时，全力做好心理关
爱、心理疏导等各项服务工
作，让他们离开部队后失落的
心 灵 找 到 了 归 属 ， 体 验 到

“家”的温暖，并采取多种方式
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提供帮
扶，真正做到让他们安居乐
业。一是就业方面，不定期组
织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到多个企
业实地考察，提供就业信息，
推荐就业岗位；二是创业方
面，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市创业

优惠政策，扶持创办创业孵化
基地，协调小额贷款和一般创
业贷款 300 多万元，开办税法
知识等讲座；三是培训方面，
组织好全国统一的网络培训和
全省统一的适应性培训，创造
性开展个性化培训，在清华大
学成功组织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创新创业培训班，邀请包括中
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知名专家
学者给他们讲解专业知识，并
进行面对面交流，极大地提高
了他们的创业就业意愿和能
力。“我市大部分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在企业里担任中层以上管
理职务，成为企业的精英。”赵
耀华说，目前我市 85%以上的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实现了创
业、再就业，比全省平均水平
高出3个百分点。

忠孝两全的社区“网格长”

军装虽然脱下，为人民服务
的本色仍在。7月28日下午，55
岁的军转干部崔德根正在海河
社区里忙着给放假的孩子们填
写注册志愿者信息。“这里填写
你的学校名字。”指着一个方格，
崔德根耐心地提醒着学生。

每天早上 7点 40分，自主
择业军转干部崔德根就从位于
汉江路的家里骑着电动车来到
海河社区居委会，开始新一天
的忙碌。入户登记人口信息、
调解邻里纠纷、办理各种业务
登记……每样工作他都做得一
丝不苟。2004年转业以后，崔
德根在河北沧州一家生产企业
担任中层领导，一直做了 12
年。2016 年，崔德根辞去工
作，回到了漯河家中。“老家是
临颍县三家店的，家里老人这
两年身体不太好，就回来了。”
崔 德 根 的 眼 里 只 有 两 个 字

“忠”和“孝”。在部队，对党
和军队忠诚，退役后，担当起
孝敬老人的责任。

“现在家里的老人只剩下
老岳母还健在。”崔德根告诉
记者，他刚从外地回来时，一
直忙着照顾家里的几位老人，

给老人们洗澡、晒被子、洗衣
服……有时候，忙得连出门散
步的时间都没有，没有心思也
没有时间出来工作。如今，家
里的事情不多了，他才开始工
作，成为海河社区社居委的一
名工作人员。

“老崔每天早上很准时。
军人的作风和我们就是不一
样，他从来没有迟到过。”海河
路社区居委会的同事郝军燕等
人提起崔德根，个个竖起大拇
指。现在，崔德根在社居委同
事们中的年龄是最大的，大家
伙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崔”。海
河社区总共分了四个网格，崔
德根是四个“网格长”之一。
他主要负责建行等几个家属院
的环境卫生、小区里的日常事
务和协调解决一些邻里纠纷
等。“有时候我们经常忙到晚
上 十 来 点 。” 郝 军 燕 告 诉 记
者，有段时间为了登记社区居
民的人口信息，专门趁着晚上
家里有人的时候上门服务，55
岁的崔德根经常楼上楼下地来
回跑。

“其实，我还有一个身
份。”记者采访临结束时，崔德
根指着“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海
河社区服务站”的牌子告诉记
者，他是海河社区自主择业军
转干部管理服务站的负责人，
主要负责海河社区及周围居住
的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志愿者
活动及联谊等，不定期组织自
主择业军转干部志愿者参加植
树、“保护沙澧母亲河义务清洁
行动”等活动。

脱下军装穿上环卫装的
“马路使者”

闷热的天气、封闭的驾驶
室，单调枯燥地来回作业……
这一切，在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左富增的眼里显得十分平淡。

2013年，曾经是对越自卫
反击战参战老兵的左富增从部
队正式退役，选择自主择业。
2016年，他自愿到源汇区环卫
处做了一名普通的清洁工司

机，利用在部队所学习的汽车
管理这一特长，为城市环境整
洁出力流汗，成了一名勤劳的

“马路使者”。
“一名军转干部不干个体

面的工作，天天扫大街，干这
又脏又累的活儿图个啥？”刚开
始，左富增的家人极力反对。

“环卫工人又咋了？我是靠本事
吃饭，管别人说啥哩。”左富增
轻描淡写地说。在部队，左富
增学会了开大车这个技术，退
伍后，他曾尝试过汽车服务
站、园林绿化等工作，最后还
是放不下部队学习的这项本领。

记者看到，左富增负责的
白云山大道路段人多车多，路
面很干净。“要干就必须一心一
意把活干好。职业只有分工不
同，没有贵贱之分。”左富增不
断地走走停停，有时看到废弃
的塑料袋，就专门放慢车速，
确保被扫进车里。

“一到夏天，难闻的垃圾味
很重，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执着的
敬业精神是干不好这个职业
的。”左富增的一名同事告诉记
者。

每天5点起床，6点开始干
活，直到上午 11点半，下午 1
点多出发，从2点干到6点……
这是左富增每天的作息安排。
在城区南环和白云山大道路段
来回作业，左富增总结出了一
套工作经验。因这两个路段平
时人流车流较多，飘浮物多，
常造成清扫车气道堵塞，滤芯
损坏，他总是像爱护自己的眼
睛一样，精心爱护保养车辆。
经他保养的车辆实现了四不
漏：不漏水、不漏油、不漏
电、不漏气，车辆技术状况达
到了四个一：一人能推动、一
脚有效能、一手能打动。

红色军魂永传承，精彩人
生续辉煌。我市广大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
与全市人民一道，为推进漯河

“四城同建”，为奋力谱写新时
代漯河更加出彩新篇章展现出
了新担当、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