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3年6月20日，《盐阜报》刊
登的《各县拥参运动 已成燎原之
势》，生动讲述了各地群众以实际行
动拥军爱军。

1943年5月25日《盐阜报》社论
刊发《响应军事当局号召 紧急动员
保卫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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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真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这两个年纪
大的简直就像我们自己的娘老子一样！”1943年
12月19日，《盐阜大众》报上刊登了新四军战士
“周老三”署名的《战士日记》。

这篇文章描绘了老百姓为新四军腾房子、
新四军帮老百姓搬东西的场景，同时还写到了
支部书记与战士们夜间促膝谈心，分享拥政爱
民运动的感想。在这篇日记里，军队爱民如父

母，人民把新四军当作自己的子弟兵，血肉相连、
鱼水相依的军民团结画面跃然纸上。

拥政爱民运动加深了军队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和
爱护，同时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军队的信赖与支
持。武装保卫夏收、秋收；帮助群众收割麦子、车水
插秧；帮助群众贴春联、扫地、挑水……这样的佳话
在盐阜革命老区口耳相传，也能在报纸上寻到印迹。

1943年5月25日《盐阜报》社论刊发《响应军事
当局号召 紧急动员保卫夏收》。“夏收季节即将来
临，为保卫苏北坚持苏北抗战、保证军粮民食，新四
军三师与苏北军区特布告人民，号召全民紧急总动

员保卫夏收……”该篇社论呼吁军民齐心协力保卫
夏收，避免粮食遭受敌人掠夺。新四军战士一边帮
群众收割庄稼，一边与敌人激烈斗争。

新四军与盐阜革命老区人民一起，凝聚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诠释了人民军队绝对忠诚
的不变军魂。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
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

人民的力量一旦被激发，有着星火燎原之势。
在战争岁月，人民群众对新四军拥政爱民的感恩之
情，如泉涌般投向人民军队。各地群众“送子参军”

“送夫参军”、士绅掀起“捐田”“献枪”热潮的故事频
频发生。

1943年6月20日，《盐阜报》刊登的《各县拥参
运动 已成燎原之势》，生动讲述了在一场会议中，各
地现场比拼各自拥军爱军的程度，大家把对新四军
的热爱引以为荣，并以实际行动坚定不移地支持。
文章中这样写道：“新战士向全场群众宣誓：‘我们绝
对抗日到底，不开小差，誓报各位对我们之热望。’台
下群众纷纷以慰送物品和钱向台上抛掷。”

1943 年 12
月19日《盐阜报》
刊发了《新四军
政治部 关于拥
政爱民的指示》

记者 祁佳 姚梦

拥政爱民拥政爱民：：同唱一家亲同唱一家亲 共绘同心圆共绘同心圆

新四军纪念
馆里展出的描绘
新四军重建军部
成立大会场景
的油画。
记者 周晨阳 摄

1941年，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从此，这支铁军队伍与盐阜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写下了
一段段团结抗战、拥政爱民的动人故事。80多年来，新四军的革命历史激励着这座英雄的城市砥砺
前行，新四军的光辉事迹铭刻在一方百姓和一座城市的记忆中。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新四军拥政爱民事迹中蕴含着历史长河奔涌、绵延不绝的精神力量，也蕴
藏着人民军队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胜利密码。“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歌声，从根据地
唱到祖国各地，从战争年代唱到和平时期，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牢记 爱我人民爱我军嘱托嘱托
12月 3日，初冬暖阳、和煦明媚，盐阜革命老

区——盐城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新四军纪念馆
考察之行。在新四军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认真观
看了有关《新四军军歌》的展陈。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地驰骋。深
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为了社会幸
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新四
军军歌》歌词写出了新四军部队的历史渊源和铁血
荣光。新四军军部特命令全军指战员，最短期内，唱
诵纯熟，以军歌之精神为全军之精神，并贯此精神于
战斗、工作、日常生活中去，付之于保家卫国、拥政爱
民的实际行动。

拨开历史烟云，新四军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依
然震撼人心；回望初心征程，一幕幕拥政爱民的历史
场景，让人热泪盈眶。这支铁军队伍在烽火岁月里为
我党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镌刻下温暖而生动的注脚。

“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知之深、行之笃。1943
年12月19日《盐阜报》刊发了新四军政治部《关于拥
政爱民的指示》，从认识拥政爱民的意义、保护政府
爱护人民、严整部队纪律、保护党政机关、拥政爱民
十大公约等五个方面，进行拥政爱民教育，密切军政

军民关系，促进了军政军民团结。
仔细阅读新四军拥政爱民十大公约，字里行间饱

含着人民军队的深情——“一、彻底执行政府法令。
二、保护政府，帮助政府，尊重政府。三、爱护根据
地，不浪费一粒公粮一根公草。四、借物送还，失物赔
偿，态度要和睦。五、帮助群众团体，保护群众团体。
六、帮助人民耕作和收割。七、帮助人民进行清洁卫
生和文化教育运动。八、帮助民兵自卫队。九、尊重
民情风俗。十、进行宣传调查，倾听人民意见。”

光阴交替、四季变换，不变的是人民军队一以贯
之的对党忠诚、心系人民。

1991年1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双拥
工作会议在福建福州召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
习近平赋诗《军民情·七律》相贺，其中，“难得举城作
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广为流传。今年3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指出，要弘扬拥政爱民、拥
军优属光荣传统，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

“爱我人民爱我军”，真挚的诗句表达了人民军队
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的鱼水深情。如今，军民共
绘同心圆、共唱一家亲的赞歌传唱依旧、悠长动听。

奋进奋进感恩 一片丹心献国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拥军优属、拥政
爱民是我党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坚如磐
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
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人民”二字重千钧，人民军队护人
民。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岁月，人
民子弟兵始终以坚如磐石的初心忠心向
党、情牵家国、心系群众——有抛头颅、洒
热血的奋不顾身，有冲在前、迎难上的挺
身而出，有挑重担、负重行的默默守护。

在盐城这片浸润红色基因的土地
上，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延续
至今。人民子弟兵积极参加地方建设，
盐阜青年踊跃参军报国，书写新时代军
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我市持续深化双拥工作和军民共
建，进一步巩固拓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
好局面，盐阜大地处处涌动着“爱我人民
爱我军”的双拥热潮。驻盐部队官兵“视
人民为亲人、把驻地当故乡”，积极参加
和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以爱民助民
实际行动画好强国强军“同心圆”。全市
落实军地互办实事项目431个。近年
来，我市建立市、区、镇（街）、村（社区）四
级双拥服务平台，拥有两千多个服务中
心（站），打造数百家军人荣誉室，四级

“五有”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实
现双拥、优抚、安置工作全覆盖。“军旅荣
归”信息系统在“我的盐城”App上线，
为返乡退役军人提供线上线下一站式服
务，走在全省前列。我市荣膺全国双拥
模范城“六连冠”。

一身戎装踏征程，一片丹心献国
防。近年来，我市扎实稳妥抓好征兵工
作，为部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今年，全
市高标准完成1500余人征集任务，其中
大学生占比超87%，大学毕业生占比超
60%。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奋进，越
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争做铁军传人、投
身绿色军营，用青春热血和智慧汗水奉
献国防建设，为强军目标贡献力量。

回望来时路，砥砺新征程。在盐城
这片红色热土上，新四军精神仍有穿越
时空阻隔的强大生命力，闪烁耀眼夺目
的光芒。全市党员干部正以习近平总书
记在盐城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强大
动力，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铸牢绝对忠
诚的政治品格，锤炼干事创业的过硬本
领，发扬迎难而上的优良作风，以埋头苦
干、勇毅前行的奋斗姿态和实干争先、再
谱新篇的实际行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盐城新实践。

近年来近年来，，我我
市建立市市建立市、、区区、、
镇镇（（街街）、）、村村（（社社
区区））四级双拥服四级双拥服
务平台务平台，，拥有两拥有两
千多个服务中千多个服务中
心心（（站站），），打造数打造数
百家军人荣誉百家军人荣誉
室室。。图为位于图为位于
亭湖区南洋镇亭湖区南洋镇
兴隆村的军人兴隆村的军人
荣誉室荣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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