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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段有关冯登贵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
里，他骑着三轮车，车顶喇叭循环播放着今年的征兵
政策，他还不时大声说：“大人小孩都来听一听，今年
的征兵报名开始了……”冯登贵是安徽省亳州市谯城
区古城镇油河村一名伤残退伍军人，十几年如一日，
他一直义务宣传征兵政策。

“我自己费点油钱和力气，说两句话
不费啥事，既是帮国家的忙，也是帮年轻
人的忙”

笔者是在油河村村部见到冯登贵的。老人 1973
年2月退伍返乡务农，今年67岁。他的指关节因类风
湿病而严重变形，双腿丧失行走能力，靠双拐支撑。
冯登贵的生活不便，但这些不如意没有压垮他，相反
老人很开朗、健谈。

冯登贵义务宣传征兵政策已有十几年。他的想
法很朴素，保家卫国年年都需要年轻人入伍服役，不
能断档、缺人。另外，作为老兵，冯登贵认为部队是所
大学校，年轻人到部队能受到很好的锻炼。冯登贵
说：“当兵是件好事。这几年政策越来越好，许多人对
此却不了解，也不知道怎么报名、啥时报名。我自己
费点油钱和力气，说两句话不费啥事，既是帮国家的
忙，也是帮年轻人的忙。”

哪儿人多，冯登贵的宣传车就往哪儿开。村庄路
口、集镇闹市、乡亲家里，到处都是他宣讲国防知识和
征兵政策的“阵地”。60多公里外的亳州市区冯登贵
也经常去，他对那里的街道名称都格外熟悉。为了征
兵宣传，冯登贵还开着三轮车去过更远的地方——毗
邻亳州的徐州、商丘、阜阳等地。

除了广泛宣传，冯登贵也会一对一做工作。听
说同村一名叫张跃洋的高中生参军意愿强烈，就马
上带着笔者赶往张跃洋家。张跃洋今年 17岁，正在
读高二。冯登贵对照征兵政策宣传单，建议张跃洋
高中毕业后再报名参军，这样既更加符合征兵政策，
还有利于他在部队的发展。最终，张跃洋一家接受
冯登贵的建议，并感激地把冯登贵送到门口。见路
面坑洼，三轮车动不了，张跃洋的母亲上前帮冯登贵
使劲推了一把。

冯登贵常年还义务宣传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政策法规，如扶贫政策、交通法规、秸秆禁烧规定等。
冯登贵边学习边宣传，把自己消化理解后的政策内容
告诉乡亲。

古城镇党委书记陈永强告诉笔者：“这位老同志
不仅是义务宣传员，还是严格的监督员。”冯登贵手机
里存着不少区领导、镇领导的电话号码，见到党的政
策在基层落实走样或不到位，他就打电话、发微信告
诉有关负责人，直至整改到位。一次，冯登贵发现村
头冷冻厂违规焚烧，就打电话告诉陈永强，陈永强让
城管等部门去处理。几天后，冯登贵杀个回马枪，发
现冷冻厂还在违规焚烧，便继续向陈永强反映情况。
一来二去，冷冻厂再也没有这样做了。

冯登贵宣传车喇叭的内存卡里，储存着各类音频
宣传资料。“这个内存卡容易坏，我每年都要到市里批
发，坏了就及时换，这样大家能听得清楚点。”冯登贵
告诉笔者，以前为国家作贡献少，现在身子不灵便，人
也老了，但嘴还能动，能多做一点是一点。

“我有手有脚，虽然重活干不了，但
田里丢下种子就能长庄稼，我一定能养
活自己”

1971年，冯登贵应征入伍，成为炮兵装填手。说
起自己操作过的某型榴弹炮，冯登贵至今都准确
记得型号、口径、初速、射程等射击诸元。年轻
的冯登贵准备在训练场上大展拳脚，一场意
外却不期而至。当年冬，部队组织演习，冯
登贵所在团的阵地夜间遭“敌”袭击，被
迫携带轻武器转移，刚到坑道休息，又
遭小股“敌人”袭扰。不得已，官兵只

能分散隐蔽。
“当天天气很不好，一开始是雨夹雪，后来下起小

冰雹，山上很滑。”冯登贵回忆，他扛着轻机枪，不小心
滑倒，滚下陡峭的山坡，腰椎第三骨节和腿部都受了
重伤，在医院辗转治疗一年多。

经过治疗，冯登贵可以下地走路，就力所能及地
帮医院修理门窗桌椅，打扫病区卫生。有一次，他还
冒险爬上梯子，把篮球架重新漆了一遍。医院以“闲
不住的人”为题，在黑板报上表扬了他。冯登贵却悄
悄擦掉有关自己的内容：“我不用表扬，该表扬的是我
在训练场上的战友。”

上不了训练场，对军人来说是残酷的，冯登贵不
得不离开心爱的军营。当时，团卫生队军医依据伤
情，认为冯登贵至少能评为“三等甲”伤残，但冯登贵
却放弃评残申请。“当时觉得，自己当了两年多兵，本
来是要保家卫国的，大部分时间却在医院养伤，贡献
不多，因此绝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冯登贵说。

临退伍前，副团长因为担心冯登贵将来的生
活，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不要放弃评残。冯登贵
却说：“首长放心，我有手有脚，虽然重活干不了，但
田里丢下种子就能长庄稼，我一定能养活自己。”就
这样，冯登贵带着 60元退伍费、100元医疗补助费
（当时医疗补助的最高等级）和一张带病返乡证明
回到家乡。

因为腿吃不了劲，走路不方便，生产队安排冯登
贵负责五、六亩水稻田的灌溉、锄草，拉水车的小毛驴
成了他的新伙伴。“我管理水稻田，没误过一次事，生
产队领导和乡亲也很肯定我，我挣工分养活自己，没
给部队丢脸。”冯登贵一脸自豪。更令他自豪的是，当
时在公社工作的岳父独具慧眼，相中冯登贵，把女儿
许配给他。冯登贵1978年结婚，育有二子。

土地承包到户后，冯登贵分了4亩地，他用2亩种
粮食，另外 2亩种菜，虽然没有太多余钱，但一家 4口
也其乐融融。现在，靠两个儿子外出打工挣钱，一家
人住进刚刚建起的二层小楼。

“就是遇到这么多难事，我也没倒
下，因为组织上没有忘记我，帮我脱贫过
上好日子”

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坎坷，冯登贵的坎坷似乎多
一些。1987年，他患上类风湿病。“当时完全不能走
路，手也不灵活了，赚钱困难，两个娃还在上学。”冯登
贵撇了一下嘴，仿佛还能回味出当时的苦。

4年前，冯登贵突发脑梗，好在救治及时，但左手
彻底不能动了。3年前，在家中不慎摔了一跤，肋骨折
了5根。再后来，他还出过一次车祸，右侧额头破了一
道长长的口子，缝了十多针。

“就是遇到这么多难事，我也没倒下，因为组织
上没有忘记我，国家有这样的好政策、好干部，帮我
脱贫过上好日子。”在冯登贵患类风湿病最艰难的日
子里，村里的老支书韩景明拨出集资款，发动村民捐
款，同时向民政部门申请救济金，多方筹资，帮冯登
贵看病。韩景明还经常把自己家里的米面油送到冯
登贵家。

“不敢忘啊，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一家肯定挺不
过难关。”韩景明病故已有十多年，冯登贵至今难忘他
和乡亲的恩情。

党和政府对冯登贵的关心与帮扶一直没停。冯
登贵带病返乡的补助从一开始每月8元、10元、40元、
100元，现在已经提高到每年5500元，当地政府还为
他申请了残疾人补助，每年 1500元。这两笔补
助，现在是冯登贵老两口的主要经济来源。此

外，冯登贵还享受当地健康脱贫政策，大病治疗在区
里、乡镇医院最多付 3000元，在市里医院最多付 5000
元，到省里医院最多付1万元，慢性病治疗兑现医保后
还能再报80%。

2014年初，村里把冯登贵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并在 2016年摘帽脱贫。冯登贵从来不向政府主动伸
手提要求。“他们管一个镇、一个村，要考虑全局，肯定
是有比我更困难的群众。”冯登贵说，“我一直相信政
府，相信干部，他们一定会一碗水端平。”

这种信任，来自冯登贵多年的亲身体验。十多年
前一个夏天，油河水位暴涨，汛情告急，冯登贵和十多
户乡亲的家就在油河边。他主动请缨担任“水文站站
长”，一有情况就给当时的镇党委书记朱井奎打电
话。“不管白天晚上，只要我给朱书记打电话，他都会
赶到河边，带着干部群众一起干。”冯登贵说，“我被他
们感动了，也想多干点实事。”

这些年，冯登贵也是这样做的。去年和前年，他
自掏腰包，给村里 10名环卫工人添置了新大衣、新工
作服和扫帚、夹子等工具。冯登贵说，对老百姓这么
好的组织，这么好的国家，这么好的干部，应当去好好
爱护、拥护。老百姓要自觉为社会承担点什么，每个
人都多做一点，这个社会就会更好。

年华虽逝，军人本色不改
—探寻伤残老兵冯登贵的精神世界

■潘正军 董 伟 孙 碧

他当兵第一年便在演练中受伤，辗转治疗一年有余后无奈离开部队。在他看来，自己虽吃了两年多军粮，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养伤，没有为部队作
过什么贡献，退伍了就更不能给组织添麻烦。离开部队前，他拉着领导的手说：“首长放心，我有手有脚，虽然重活干不了，但田里丢下种子就能长庄
稼，我一定能养活自己。”这位退伍老兵名叫冯登贵，返乡后在家务农，没向组织伸过一次手、提过一次要求。十几年前，冯登贵置办一辆三轮车，开始
一件想了多年的“大事”——征兵宣传。自此，一辆挂着“征兵宣传车”横幅、车顶架着小喇叭、播放着征兵政策的三轮车，在小城一转就是十几年。“退
伍回乡后，我遇到很多难事，不想麻烦组织，但组织没有忘记我。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摘掉贫困帽，过上好日子，我也要尽自己所能，干些事情，回报党
和政府。”聆听冯登贵的肺腑之言，让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感悟一个老兵的精神高度。 ——编 者

是什么样的品质和力量，支撑和充盈着一个
普通伤残退伍军人精神世界？与冯登贵深入接
触后，笔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这位平凡而高
尚的老人身上，笔者看到军人本色迸发的光辉，
触摸到军人本色释放的力量，感受到军人本色坚
守的意义。

军人本色是什么，也许冯登贵不能讲得那么
深刻完整，但他用实际行动作出最好诠释。他训
练意外致伤，本可评残，享受应有保障，却不愿增
加国家负担主动放弃；他自立自强，生活的困难
接踵而至，却从不主动伸手向党和政府要待遇；
他位卑未敢忘忧国，身体虽不好，奉献社会、服务
群众的志向却十分坚定；他一直感恩知足，虽长
期生活贫苦，却时刻不忘党和国家关怀，积极传
递正能量。

不管机遇怎样、境况如何，在冯登贵身上，
军人敢拼才能赢的品质没有丢，迎着困难冲锋
的气概没有丢，愈挫愈勇直至夺取胜利的韧劲没
有丢。正是这样的军人本色让冯登贵的生命绽
放光彩。冯登贵也有强烈的牺牲奉献精神，他说
的最多的就是“做得不够”“贡献不多”，总惦记着
为国家再尽绵薄之力。尽管当兵只有两年多，但
军人的风骨已深深融进冯登贵的精神气质之中，
在他看来，一日为兵，终生是兵。这就是军人的
本色。

保持本色不褪
■潘正军

安徽省亳州市古城镇退伍军人冯
登贵身残志坚，永葆军人本色的事迹
令人感动。全国像冯登贵一样的退伍
军人有很多，他们矢志国防、无私奉
献、服务社会，成为人民军队散落在社
会中一张张流动的“名片”。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绝大多数
军人都要面临退役这一角色转变。
军装离身，责任不变，兵味仍在，这是
每一名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退
伍军的选择。两年前，《解放军报》刊
登过一幅新闻照片，参加过边境作
战、受伤退役的战斗英雄刘发奎虽年
近六十，但仍然坚持宣传国防知识。
在给学生军训时，他踢出的正步有板
有眼，完全看不出是一名退役残疾军
人。刘老为什么能够保持如此高标
准的军人姿势，无疑是军人独有的兵
味使然。对于退役军人来说，离开军
营越久，就越是怀念当兵的日子。生
活中，他们努力保持兵味，用军人的
姿态做好每一件事，以此向当初的军
旅岁月致敬。

退役军人的大局意识、国防意识、
奉献意识像一股清流，给人们带来满
满的正能量。今年以来，媒体公开报
道过的退役军人救人救火等事迹就有
十余件。其中，四川航空公司3U8633
航班机长刘传健在飞机突遇险情的紧
急时刻，果断处置，成功备降，在航空
史上留下了一段史诗般的传奇。退役
军人不仅有胆气血性，而且有强烈的
社会担当。四川省布拖县阿布洛哈村
曾经是有名的“麻风村”。军转干部林

强在调研中了解到阿布洛哈村的情况
后，立志摘掉“麻风村”的帽子。林强
选择到最危险的地方服务百姓，没有
军人的担当，怎能克服一个又一个摆
在面前的困难？

军人退役融入社会，会面临不小的
挑战与困难。人际关系需重新建立，各
行各业需从头学起，无论在部队是多么
出色的训练标兵、业务能手，回到地方
都要从零开始。新环境、新岗位，对于
退役军人来说就是新战场。一朝当兵，
终生是兵。在这种信念激励下，广大退
役军人讲大局、做奉献，在工作和生活
中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退役军人已
步入老年。有的老兵身体患病，有的
居住条件简陋，有的经济收入不稳，
尽管他们内心不愿给国家、社会增添
负担，但党和政府没有忘了他们。在
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社会各界的帮
助下，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自己生
活好了，他们时刻不忘回报社会，回
报国家。

军人为了国防，或奉献了青春，
或奉献了一生，当他们退役进入社
会，仍然以兵的身份要求自己。就像
冯登贵一样，充分利用自己懂政策的
优势，担任政策宣讲员。十几年来不
忘初心，服务群众，开着三轮车进行义
务征兵宣传，换一种方式为国防事业
作出自己的贡献。像冯登贵这样的老
兵还有很多，他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一心为社会作更多贡献，让军人本色
永不褪色。

一朝当兵，终生是兵
■张凤坡

图①：冯登贵腿不
好，行走只能靠双拐。

图②：没留下一张
军装照是冯登贵的遗
憾，所以他格外珍惜这
张登记表。

图③：冯登贵给适
龄青年讲征兵政策，身
后便是他那辆“征兵宣
传车”。

图④：冯登贵来到
乡亲家，进行一对一征
兵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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