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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战舰遇见一座城市，为何备受
关注？烟台九次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
市，内核是啥？

这两个问题，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
案，需要从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中求解。

走进莱州市程郭镇王门村，有一
处普通的农家小院，院内有一口普通
的水井。80 多年前，这口下面有纵
横相间地道的井，连通着一个个救治
伤员的医疗区。这些在敌人脚下的
地下医疗区打通了生与死的通道，西
海地下医院就是军民情深同御外敌
的历史见证。

这是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病房隐
藏在30多个村庄的地下。在医护人员
精心救治下，在人民群众无私保护下，西
海地下医院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治愈
近两千名伤病员重返抗日战场，成为胶
东地区波澜壮阔抗战史上的伟大创举，
体现了胶东军民因地制宜的创新精神、

顽强不屈的斗争意志和团结一心的鱼水
深情。

蓬莱区“八路军挺进东北渡海出发
地纪念碑”，面朝大海、巍然耸立，讲述着
军民一心同舟共济、渡海北上决胜东北
的壮丽史诗。

1945年8月，抗战告捷，八路军奉
命挺进东北。烟台军民在完成海上运
兵这一重大战略任务中，作出了历史
性贡献。

这些不能忘记——
党领导下的胶东军民铸就了抗日根

据地最稳固的地区，雷神庙战斗打响了
胶东抗战第一枪，地雷战创造了人民战
争史上的传奇。胶东西海地下医院堪称
战地医疗奇迹。马石山十勇士为掩护群
众突围全部壮烈牺牲，与“狼牙山五壮
士”一起入选民政部五大抗战英雄群体
名录。

这些不能忘记——

党领导下的胶东军民铸就了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坚强后盾，圆满
完成党中央渡海北上、运兵东北的
战略部署。不惧外敌武力逼迫，阻
止美军在烟台登陆。秘密运金延
安，胶东上缴黄金达 43 万两。华东
支前英雄唐和恩行程 4000 多公里，
随身携带的小竹竿刻满了走过的 88
个村镇的名字。

这些不能忘记——
革命战争时期，50万胶东儿女参

军报国，280 万人次踊跃支前，涌现
出唐和恩、孙纯秀等一大批拥军支前
模范。烟台在册烈士 3.96 万人，是全
省烈士人数最多的市，全省 16 个烈
士人数超过 3000 人的区县，烟台就
有7个。

一段段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革命
史、拥军史，见证着烟台军民心心相印、
甘苦相依、生死相助的鱼水深情。

时代变迁，变不了拳拳拥军爱民之
心；岁月更迭，掩不住浓浓鱼水深情。

在烟台这片朝气蓬勃的红色热土上，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故
事层出不穷。

崆峒岛位于胶东半岛北部的黄海湾
畔，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面积仅0.84平
方公里，20世纪50年代开始驻军。

为解决驻岛官兵和军属出行难题，芝
罘区崆峒岛村自发印制“崆峒岛驻军专用
船票”，驻岛官兵不论哪个年代终生可以
随时免费登上崆峒岛的客船，拥军传统至
今延续60余年。

从第一代只能乘坐20多人的手摇橹
帆船，到现在能乘坐120人的第六代拥军
船，60年了，掌舵人换了一茬又一茬，驻岛
官兵也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小岛人的拥军
情谊没有变：一张旧船票，随时能免费登
上崆峒岛的客船。

“你看，在养马岛上，我们背依青山、
面朝大海，在这里生活、训练，我们心情特
别愉悦，感谢烟台市委、市政府把最美海
景楼给我们作营房，这么好的海湾给我们
作军港！”驻烟某部官兵高兴地说。

从门对门、窗对窗、一根绳上晾衣裳，
到最好资源优先给部队、最美海湾优先建
营房。烟台紧贴部队改革发展建设需要，
在东起牟平养马岛、西至莱州三山岛的黄
金海岸线上，改建12座拥军楼盘，一座座

“拥军楼”、一代代拥军情绵延千里。
一份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的工作

“双清单”，让问题清单变满意清单，服务
军人暖军心，用心用情助力官兵全心服
役。烟台全面开展“暖心、政策、实事、文
化、科技、金融”六大拥军活动，创新实施
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累计解决部队急
难愁盼问题2700余件。

“部队有需求，地方有所应。部队的
“双清单”事项，我们坚持第一时间收集、
第一时间办理。难度大、涉及面广的，我
们第一时间汇报研究。事项的进展我们
第一时间反馈给部队，确保事事有着落、
件件有回音。”烟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陶可令说。

如何传承红色基因，让双拥工作绽放
时代光芒？烟台创新践行“四好四优先”
拥军理念，精心打造“山海同行 军民同
心”双拥品牌，全力为军人解忧、为部队服
务、为党旗添彩。

把最可爱的人挂在心上，动真情、办
实事。以社会化拥军为例，烟台聚焦拥军
门店服务质量提升，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
《拥军门店服务规范》《拥军门店等级划分
与评定》地方标准，明确7个大类5个量级
评定指标,建立动态评价和准入退出机
制，实现社会拥军制度化、精准化。目前，
全市已高标准打造拥军门店2000余家，
打造拥军街、拥军商圈、双拥综合体20
处，面向全国退役军人实行免费乘坐城市
公交、游览国有景区，同步择优推出10大
类553项社会化优待项目，在餐饮住宿、
教育培训、就业服务、医疗保健、商超购物
等方面为军人军属提供多元化优惠服务，
让社会深情暖意流淌在军人军属、退役军
人心间。

爱我家乡爱我舰，爱我人民爱我军。
城市与战舰将朝着共同的目标奋进：向海
图强，逐梦深蓝。

YMG全媒体记者 慕溯 秦菲
摄影报道

4月23日，迎来了人民海军
的第75个生日。

烟台舰入列13年来，第二
次回到命名地，与家乡人民共同
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

因为拥有同一个名字，一
艘战舰和一座城市精神交融。
在一次次充满暖意的互动中，
军爱民、民拥军的氛围愈发浓
厚，为烟台新时代双拥工作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内涵、澎湃
着新动力。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人民海军，
生日快乐!

4月23日上午，烟台港码头，海风习
习，人潮如织。

如同穿着节日盛装的烟台舰，通信
彩旗从舰艏一直悬挂到舰尾，这是海军
特有的满旗仪式。舰上官兵集结，码头
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观礼者抬头仰望，共
同等待庄严时刻。

“538 舰，隆重升国旗仪式，现在
开始！”

8时整，国歌响起，烟台舰庆祝人民
海军成立75周年隆重升国旗仪式正式
开始。乐曲铿锵、慷慨激昂，军民共同唱
国歌，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75年间，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
程。能在现场参加烟台舰升国旗仪式，
我无比激动和自豪，对自己也是一次深
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祝福我们的海军生
日快乐，祝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市民牟洪清深有感慨。

随后，市民纷纷登上烟台舰，领略军
舰风姿。进舱室、登甲板，他们不仅可以
与战斗力爆表的军舰零距离接触，还可
以观摩或体验绳结演示、旗语快闪、航海

装备展示等海军特色活动。
“我的哥哥就在烟台舰服役，今天

和他一起看着我们的五星红旗从舰上
升起，内心无比骄傲。又登舰亲眼看
到哥哥日常的生活环境，了解他的工
作起居，确实感受到了人民海军的不
易和艰辛，向他们致敬。”从威海赶来
的殷子健说。

134名来自芝罘区军民小学的师生
也登上军舰。“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也
要当一名海军战士，报效祖国。”四年级
三班学生宋思彤说。

“我拿到了海军叔叔给我的明信
片，我要好好收藏，以后也成为一名海
军战士。”芝罘区养正小学二年级二班
学生林纯西说。

中国红、海军蓝，烟台洋溢着喜庆气
氛，一批批市民登上烟台舰参观，通过近
距离接触舰艇，面对面与官兵交流，感受
到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磅礴力量。

今年85岁的于伯仁老人，60多年
前曾服役于北海舰队。“1959年我在威
海当兵，任雷达班班长。我是一名海军
战士，当兵七载，这是我一辈子光荣的

记忆！”于伯仁老人说，“今天看到舰容
整洁、装备现代化的军舰，感到特别高
兴。海军节到了，在此，我向人民海军
致敬！”

夜晚，华灯初上，滨海广场、渔人码
头、文化广场、黄海明珠等地标建筑流光
溢彩、光影变幻，以“奋进万亿新征程、共
筑强国强军梦”为主题的城市灯光秀精
彩上演，璀璨灯光点亮城市，向英雄的人
民海军致敬。

烟台这座以海著称的城市，与人民
海军有着深厚感情。

春日的芝罘区金沟寨，东眺碧海
澎湃，南看群山巍峨，烟台海军学堂旧
址坐落在这里。烟台海军学堂，是清
政府创办的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因培
养出众多的海军知名人物和爱国将
领，在中国近代海军教育史上占有重
要位置。

风云隐入历史，时代隆隆向前。在
离烟台海军学堂旧址不远的烟台东山脚
下，海军航空大学那嘹亮的口号、齐整的
队伍，正是人民海军学子继承先烈光荣
传统的最好风景。

传承——
山海同行，军民同心

遇见——海军与烟台的不解情缘

铭记——红色基因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