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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津南区双拥办 2024 年 8 月 30 日

彰显地域特色 弘扬双拥文化
——天津市津南区多措并举不断丰富双拥文化内涵

天津市津南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提出的“在推动文化

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在打好用好“三张好牌”，精

心建设“四区四谷”的同时，结合当地深厚的特色历史文化和人

文文化，不断丰富双拥文化内涵，为开展新时代双拥工作积淀文

化力量。

一、从“兵”文化中，弘扬服务强军的双拥文化

津南区是中国近代军制史转折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

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在服务强军的伟大事

业中，津南区深挖屯兵历史，把悠久“兵”文化转变为支持国防

和军队建设的强大合力。一是用好近代历史资源，开展强军教育。



— 2 —

深挖“小站练兵”近代史，建设“小站练兵园”强军教育基地，

向驻区部队免费开放。从中华民族百年强军对比中深刻体会“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教育部队官兵自觉听党话、跟党走，汲取

强军力量。三年来，驻区部队先后组织 4000 余人次参观，开展

各类强军教育活动 50 余场，部队官兵矢志强军的意志更加坚定。

二是用好习武尚武精神，开展国防教育。结合津南区民间习武传

统，先后组织千余名青年武术爱好者进军营开展国防教育，与武

警官兵切磋学习。把民间悠久习武传统和崇军尚武精神相结合，

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青年的思想共

识。三是用好兵营地名文化，开展志愿服务。通过讲地名历史，

提升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情感认同，传字营、盛字营、黄营、前营、

操场河等社区（村）分别建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3 年来，全

区共成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34 支，提供日间照料、疏浚维修

等志愿服务近千次,先后服务重点优抚对象和现役军人家属2000

余人次。

二、从楹联文化中，弘扬关心国防的双拥文化

津南区是红学大家周汝昌故里，《红楼梦》中对联影响着津

南人民群众。津南区尝试把国防教育、双拥宣传融入楹联文化，

在走访慰问、社区提升改造、生态建设中赋予更多双拥楹联色彩。

一是用好传统文化，进军营写拥军春联。会同区书法协会 4 次进

部队，50 余名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为部队官兵写春联，丰富军

营文化生活，密切军民关系。二是用好人文宝地，建设双拥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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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结合红学大师故里咸水沽镇浓厚的人文文化，在益华里社

区建设双拥赋石碑 1 处，双拥楹联长廊 1 处、双拥楹联八角亭 1

处，邀请天津市楹联协会、书法协会书写“拥军优属 固我国防”

主题双拥楹联 60 幅，累计投入资金 48.93 万元打造了天津市首

家以双拥楹联为主题的文化社区。三是用好生态文化，安装双拥

永久石碑。在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期间，同步规划双拥永久石碑建

设，先后投入 80 余万元在绿屏核心节点、绿地公园、地铁出入

口等景点和人流密集处，建永久性双拥石碑 18 个，实现区属行

政街镇全覆盖。邀请书法家在石碑上书写“难得举城作一庆 爱

我人民爱我军”等双拥宣传内容，使双拥文化与绿色生态文化相

得益彰。

三、从稻作文化中，弘扬拥军支前的双拥文化

津南区色香俱佳的小站稻原产地。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海南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考察期间，曾关切地询问津南

小站稻的情况。同年，天津开启小站稻振兴计划。津南人民在振

兴小站稻的同时，不忘小站稻作为军粮的历史，传承着种粮支前

的优良传统。一是种好优质稻米，开展送军粮活动。挖掘小站稻

的军粮属性，把 3 家种植企业（合作社）纳入拥军队伍，常态开

展“种好小站稻，送去当军粮”拥军活动。先后为驻区部队送去

优质小站稻近 5 万斤，赓续拥军优良传统。二是用好非遗文化，

创作文化作品。根据津南非遗文化“插秧号子”，邀请乐曲家重

新谱曲《拥军花鼓》，创作津南双拥记录片《绿屏盛开双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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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市区两级主流媒体播放，宣传津南双拥工作，持续营造拥军

优属浓厚氛围。三是用好地域美食，开展基层双拥。在浓浓的地

域文化特色中，巡回开展 7 次“非遗美食进军营”活动，非遗技

艺传承人教部队官兵制作大商包子、小站米粉肉、有稻儿米糕等

区级非遗美食，向部队官兵展示津南非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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