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至1953年

东北人民政府三次制发《战勤动员办法》
辽宁两省五市制定相应贯彻实施办法

1950年11月6日

辽西省人民政府发布《辽西省人民战时勤务暂
行办法》

1950年10月20日

辽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战勤民工暂行供给
标准及支拨手续的几项暂行规定的令》

1950年11月13日

辽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动员民工担架等各
种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建立担架候客站及实行
通行证的令》

辽东、辽西两省和沈阳、旅大、鞍山、抚顺、

本溪等市民政厅（局）设立战勤处

各县民政科设战勤股

区政府设战勤助理员

村设战勤委员

战勤保障

沈阳3872名青年参军

旅大57135人参军

辽东省2.1万名青年参加志愿军

父母送子参军624起

妻子送丈夫参军562起

兄弟争相入伍342起

到1951年初

辽西省2.3万名青年报名参军

本溪10036人报名参军

抚顺1185人参军

鞍山1660人参军

报名参军

1950年11月16日

1951年1950年12月

增设战勤机构

辽 宁 共 组 织 担 架 队 员 5 万 余 名 、民 工

4210 名 ，赴 朝 担 负 战 争 勤 务 ，直 接 支 援
前线。

组织 1000副基干担架、6703名担架
队员赴朝执行战勤任务。

1950年11月

组织7支志愿担架团，共2160副担架、

1万多人赴朝执行战勤任务。

1951年1月

参加战勤任务的长期民工4.5 万

人，短期民工达231 万人

全省共动员242295名民兵和民工随军
出国作战。

占当时辽宁总人口

11.7%

辽宁参加各种战勤人员达

2462297人次

辽宁输送各类技术人员
（其中有翻译、厨师、木工、船工、石匠及医

务工作者等）

3
达 万多人

参加战勤任务的汽车司

机 3796 人，汽车

18万多辆。

在沈阳、旅大、鞍山
等市开办汽车学校

9301
名工人、学生、勤杂人员训练后到
前线服勤

1950年战争初期

1950年11月

2005年以来，辽宁连续15次提高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
准。与此同时，从2008年开始，辽宁首开在乡老复员军人叠加享受优
抚待遇的先河：对生活困难的在乡老复员军人中的残疾军人，在享受残
疾抚恤金后，仍然享受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

叠加享受优抚待遇

辽宁
连续15次

2005年以来

2007年，制定《辽宁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在乡老复员军人
医疗保障在参保参合的基础上，实行补助加优惠，并实现了“一站式”服
务。对困难的在乡老复员军人，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资助缴纳医疗保
险，住院的实行一站式结算，并在基础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后实施医疗
补助。

“一站式”服务
2007年 2007年实行“一站式”结算

礼敬老战士，辽宁多项做法开全国先河

辽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在对志愿军老战士的待遇保障方面，辽宁多项做法在全国领先。

全省投资3亿元为老残疾军人、老烈属和在乡老复员军人解决和改善住房，
共新建和改扩建12480套。自2008年开始，复员军人建房及维修工作统一纳入
了困难群众住房保障体系。

扩建12480套
2007年优先解决和改善住房 2001年至2002年

2007年对遗属增发丧葬补助费

2008年，辽宁明确：在乡老复员军人去世，对其遗属增发6个月的生活补
助金，作为丧葬补助费。

2007年遗属作为特有的优抚对象

考虑到在乡老复员军人去世后按规定停发生活补助金，部分遗属生活出现
困难的实际情况，1998年，辽宁规定：在乡老复员军人去世后，其遗属生活特别

困难的，可按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的50%给予补助。这在全

国是独有的优待政策。

词条

提示

246.2万人次参加战勤工作、74374人参军……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辽宁优秀儿女挺
身而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与全国人民一道，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在战勤与保障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两
百
万
人
织
就
战
勤
﹃
网
络
﹄

辽
宁
地
区
各
级
政
府
增
设
机
构

T02
2020年9月27日 星期日

本报记者 张晓丽

视觉设计 隋文锋

记者前往沈阳、大连、鞍山、本溪、
丹东等地，采访辽宁人民的抗美援朝
支前事迹。民工队员、担架队员、汽车
团成员、医护员、译电员、机要员……
这些已是耄耋之年的抗美援朝亲历
者，激动地讲述着当年战斗的情形。
在老人们的回忆中，在档案的记载中，
在遗址遗迹的斑驳中，深深印记着辽
宁人民的牺牲与奉献。我们感动于他
们舍生忘死的付出，感动于他们一直
以来的忠诚和担当。

参加人数

246.2
万人次

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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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勤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