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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关于深入推进退役军人
“思政落在站上”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

精神，着力发挥退役军人服务站（以下简称“服务站”）的

功能作用，让服务深入到广大退役军人之中，推动福田退役

军人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

感、荣誉感，制定如下措施。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省委、市委、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

作领导小组有关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新时代退役军人思想政

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落实服务站

做好退役军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责任，切实把退役军

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

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珍惜荣誉、永葆本色，为福田

“二次创业”新征程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二、工作措施

（一）突出思政引领，建强退役军人的“思想阵地”

1.完善党员阵地建设。服务站要发挥好联络站、歇脚点、

汇集地功能，创新融合老班长工作室建设，建立退役军人党

员动态管理台账。建立服务站与基层党组织对接联络、信息

共享机制，配合基层党组织做好退役军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每月组织退役军人党员开展 1 次主题党日活动。对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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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党员要建档立卡，协助其就近找到组织、就地参加组织

生活、就便转移组织关系。

2.开设趣味思政课堂。依托“老班长工作室”“红星堡垒

户”等，采取座谈会、读书会、观影会、文艺汇演、互动讲

座、参观教育基地等方式，开展党史学习、理论政策学习、

普法宣传、身心健康等新型思政课，每月组织退役军人开展

活动至少 1 次。鼓励有条件的服务站设立老兵思政小屋，设

置荣誉墙展示本辖区和全国优秀退役军人的先进事迹，征集、

展陈军旅特色老物件，协同退役军人红星志愿服务队示范岗

建设，传播红色精神。引导退役军人关注鹏城老兵 APP、各

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官网官微等，积极依托新媒体制作发布

辖区退役军人弘扬正能量的视频，为退役军人提供线下和线

上全方位、多层次学习资源。

3.举办老兵返乡首课。返乡报到季，服务站要举办兼顾

亲身体验和本领提升两个方面的返乡第一课，采取现场教学、

政策宣讲、大咖对话、山海健行等形式，走访参观“思政教

育实践基地”“红星堡垒户”，以及城市网红地标、山海观光

名胜等研学点，让返乡退役军人体验深圳独特魅力和退役军

人工作成果，激发退役军人投身福田“二次创业”新征程的

热情。

（二）发挥独特优势，开拓退役军人的“用武之地”

4.加强“兵支书”培养。探索建立“兵支书”“选、育、

用、留”全链条工作机制，服务站向党组织推荐优秀退役军

人依法依规担任社区党组织书记和“两委”成员。服务站要

积极组织“兵支书”参加退役军人各类活动，发挥“兵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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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更多退役军人成为巩

固党长期执政的可靠力量。

5.完善志愿服务队建设。服务站要将退役军人志愿服务

嵌入基层治理网络，策划组织政策宣传、创文创卫、治安巡

防、助老助残、慰问帮扶、矛盾排查化解等志愿服务，每月

开展活动，定期开展培训，引导退役军人在服务人民、奉献

社会中化身助力平安建设排头兵，成为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

骨干力量。服务站应将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建设发展所需

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为人员培训、后勤保障、宣传激励等提

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6.搭建红色宣讲舞台。服务站要积极邀请战斗功臣英雄、

“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以及深圳退役军人“百

人讲师团”、军休干部“红星宣讲团”和辖区退役军人先进

典型等，开展“菜单式”形式多样的宣讲授课活动，示范带

动更多退役军人担任爱党爱国传播员、红色故事宣讲员、国

防教育辅导员、征兵工作宣传员，讲好退役军人故事。

7.打造专业应急力量。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使命感、纪律

性强的优势，有条件的服务站结合退役军人特长，发挥各街

道退役军人应急救援力量作用，强化应急救援技能培训，完

善装备配备和实战演训，在应急救援、拥军支前等任务中发

挥退役军人作用，努力把退役军人打造成为支持应急应战的

重要辅助力量。

（三）加强关爱帮扶，打造退役军人的“暖心之地”

8.扎实做好走访调查。服务站要完善重点与普遍联系、

平常与定期联系、线上与线下联系相结合的常态化联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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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服务站站长+专干+老班长”多层级对接联系，站长重

点联系先进典型及诉求对象，专干走访联系困难退役军人，

并选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老班长”普遍联系退役

军人。对功臣模范、先进典型、烈属、伤残及有诉求的退役

军人，每月至少联系 1 次、每半年至少上门走访 1 次。对辖

区全体退役军人每半年至少联系 1 次。

9.聚焦老兵困难帮扶。服务站要在常态走访基础上建立

困难退役军人台账，对因重大疾病、家庭变故、自然灾害等

原因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解困，做到

物质帮扶和精神关爱双管齐下，缓解其思想和生活压力。对

遭遇困难的退役军人先进典型、功臣模范，要以属地街道为

主体，主动联系上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共同整合力量、挖掘

资源，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改善生活状况。

10.开设关爱老兵市集。服务站要结合党员市集活动，以

老兵需求为导向，广泛收集整理老兵反映的共性需求及问题，

在党员市集活动中通过服务站“搭台”、社会力量“摆摊”、

退役军人“赶集”的形式，发动爱心组织和个人各类关爱资

源，面对面提供政策咨询、就业创业、法律援助、健康养生、

义诊、公益电影等个性化、特色化的关爱项目，把获得感、

幸福感零距离送到老兵心坎里。

（四）做好矛盾化解，建成退役军人的“舒心之地”

11.建立诉求协办队伍。服务站要选取群众基础好、工作

作风实的退役军人担任“老兵信息员”“老兵调解员”，在左

邻右舍闲聊中，动态精准掌握有信访诉求老兵的思想、工作、

生活情况，并按照“一人一册”建立台账；协助走访有信访



— 5 —

诉求的老兵，通过“兵说兵话”推动矛盾化解。

12.链接法律援助服务。服务站依托辖区公共法律服务平

台，以专业律师团队和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志愿者为力量支撑，

设立老兵法律援助室，围绕合法权益全面保护的工作目标，

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为退役军人、军人军属提供专业、

便捷、优质的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等多元化的法律服务。

（五）强化组织领导，建成基层服务的“坚实堡垒”

13.加强组织领导。发挥街道党工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

导小组作用，协调各方力量，分解压实任务，形成工作合力。

充分调动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的主观能动性，在工作中关心

老兵所需，汇集老兵智慧，结合老兵特长，挖掘辖区优势资

源，开发本地特色思政教育方式。

14.加强后勤保障。通过购买服务、志愿服务等方式增加

服务力量，确保有人干事、能干成事。各服务站将退役军人

思想政治工作经费纳入单位年度预算予以保障。要用好民生

微实事项目、党建活动经费等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思想政治教

育和主题党日活动。

15.加强学习宣传。及时总结经验做法，积极向市区两级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送。主动了解学习各地工作推进经验，

宣传推广辖区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全面营造比学赶帮超的

浓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