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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和时间赛跑

深秋时节，西安街头树枝上的黄叶

被一夜秋风吹尽，遍地都是，好像铺了

一条黄色的地毯。冬，马上就要到了。

按原计划，蒲元和几名志愿者正为

革命老兵申请过冬关爱物资，却意外得

知一个噩耗：八路军老战士、原志愿军

总医院军医邓永顺，已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 10 时 30 分“归队”。

在关爱老兵志愿者的口中，老兵离

世叫“归队”。而就在 20 天前，新四军

老战士、志愿军工兵第十团老兵杨大鹏

“归队”。寻访老兵 9 年来，蒲元明显感

到，亲历战争的革命老兵逝去的速度正

逐渐加快。当晚 ，他在微信朋友圈发

帖，表达对邓永顺、杨大鹏的悼念。

和老兵结缘，还要从 2013 年的冬天

说起。那时，从事军事历史教学的蒲元

在撰写一篇有关抗战史的文章。为了

搞清一些模糊的史实，他托战友联系上

数十名健在的抗战老兵。

这是蒲元第一次与抗战亲历者面

对面交流。老兵们保家卫国、奋勇杀敌

的经历让同为军人的蒲元深受震撼，同

时，老兵对后辈的殷殷嘱托也让他陷入

沉思：“当亲历者芳华不再，谁来留住他

们的故事？”寻访和关爱老兵的念头，在

他心中悄然萌生，从此扎下根。

之后，他加入当地关爱老兵志愿者

队伍，开启漫漫寻访路，并与百名老兵

结下不解之缘。

寻访抗战老兵赵宗信是蒲元的一

段艰辛经历。老人家住咸阳市旬邑县

张洪镇，档案里没有记录确切的村名。

张洪镇地形复杂 ，连导航也在这里失

灵，蒲元几次把车开到水渠边或无法通

行的乡道。经过多方打听，他们才在百

子村找到赵宗信。

走进赵宗信家，志愿者一眼便看见

堂屋桌子上的一张军装照，那是赵宗信

服役时的留影。照片上，19 岁的赵宗信

一脸威武。

年近九旬的赵宗信见一队人提着大

包小包热情来访，半天才搞明白，是有人

特地从西安赶来看望他。在向志愿者介

绍老照片和老物件时，赵宗信的思绪回

到多年前的抗日战场。讲到兴致处，只

见他随手抄起一根木棍开始演示刺杀动

作，一招一式仿佛还是当年的模样。

不同于赵宗信，结识老兵樊心孝其

实是个“意外收获”。2018 年，国务院印

发《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

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蒲元到社区

为岳父登记退役军人信息。他突然想

到：“已经登记的人中会不会有抗战老

兵呢？”于是，他请求工作人员查询 90

岁以上的登记者，在键盘的敲击声中，

“樊心孝，1926 年生”的字样映入眼帘。

在与樊心孝的儿子电话交流后，老

人抗战老兵的身份得到确认。1944 年

春夏之交 ，樊心孝从家乡山西临县参

军，被编入八路军第 120 师，跟着贺龙的

部队上了前线。得知这一消息，蒲元激

动不已，毕竟像樊心孝这样的抗战老英

雄已经不多了。

然而，更大的意外还在后面，樊心

孝的家，竟然就在蒲元岳父家楼下。蒲

元不禁感慨：“相见不相识，真没想到，

老兵近在咫尺，抗战历史就在身边。”

关爱·老兵不孤单

“我们不是快递员。”这是蒲元常常

对年轻志愿者说的话。关爱老兵行动，

不仅仅是日常送生活物资 ，春节送年

货，寿辰送蛋糕鲜花，他们还专门设计

了一套致敬流程，庄严的仪式让每名接

受致敬的老兵及志愿者都终生难忘。

“今天，请接受我们全体志愿者最

崇高的敬意。当年，日寇入侵，山河变

色，是您响应号召，挥泪告别家人，为民

族自由而战……历史不容忘记，民族英

雄不容忘记！”每次举行致敬仪式，蒲元

等志愿者都会饱含深情地诵读这段为

抗战老兵量身定制的致敬词。在激昂

的乐曲声中，致敬仪式开始，蒲元为老

兵佩戴绶带，宣读致敬词，敬赠“抗战英

雄”牌匾和印有老兵照片的纪念挂历，

并将一枚特别定制的纪念章别在老兵

胸前。整个仪式简洁、庄重。

电话询问、初访、致敬仪式、日常探

访 …… 蒲 元 和 志 愿 者 们 远 赴 新 疆 、湖

南、四川、山东、河南等地，足迹遍布 100

多处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 ，关爱老兵

200 余人次，在送去慰问品的同时，更给

老兵以精神上的慰藉。

2015 年，蒲元前往武警新疆某部代

职，工作之余心心念念的还是老兵。在

与当地志愿者交流中，老兵马宪庭进入

他的视线。

马宪庭，河南邺县人，1940 年入伍，

作战英勇，多次负伤。老兵家住在古尔

班通古特沙漠边上的一个小镇上，地处

偏僻。“再远也得去一次。”蒲元特别申请

了一块由陕西抗战老兵关爱团定制的

“抗战英雄”牌匾，与来自新疆的志愿者

聂雁等人，一起赶往马宪庭家。

志愿者的到来，让 93 岁的马宪庭

有些激动。他向大家展示他的抗战“勋

章 ”—— 身 上 留 下 的 多 处 枪 伤 、刺 刀

伤。聂雁给老兵穿上新衣服和鞋子，戴

上印有“抗战英雄”字样的大红绶带，并

进行致敬仪式。在场的人情难自禁，马

宪庭更像个孩子一样泪流满面。仪式

结束后，志愿者把牌匾挂在客厅墙上，

马宪庭则端着半碗藕粉开心地吃着。

马宪庭的女儿阿香悄悄告诉蒲元：

“爸爸得了食道癌，家里人一直没有告

诉他。他只感觉嗓子疼得厉害，一天根

本吃不了几口饭 ，今天你们来了他高

兴，竟一下子吃了这么多。”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那块牌匾第

二天就被换了地方。原来，阿香把它挂

在了家门口。这瞬间成为小镇的爆炸

性新闻，大家从未想过自己身边竟然有

一位抗战英雄。打那以后，身患重病的

马宪庭时常坐在门廊“抗战英雄”牌匾

下，享受着邻里的注目，这成为他最后

的荣光。两个月后，老兵安然“归队”。

今年国庆期间，蒲元再次前往西安

市长安区，看望一位与人民军队同岁的

老兵。

栾绍本，1927 年生人，1943 年从山

东平度入伍，多次参加反“扫荡”作战，

后 因 伤 返 乡 。 1946 年 ，栾 绍 本 再 次 入

伍，曾参加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

战役、渡江战役等。在孟良崮战役中，

栾 绍 本 3 处 负 伤 倒 在 血 泊 中 。 直 到

1982 年，一枚距离脊椎较近的弹头才从

栾绍本身体里取出。

2019 年，蒲元和志愿者向栾绍本赠

送了“抗战英雄”牌匾。如今，这块牌匾

悬挂在栾绍本家里客厅的醒目处。多

次探望后，蒲元早已和栾绍本成为忘年

交，在一个月前他便计划着，向这位老

友送上一份别样的国庆礼。“英雄不怕

牺牲 ，就怕被人遗忘。步入暮年的他

们，最刻骨铭心的还是昔日的战场。”于

是，蒲元有了主意。

国庆当天，蒲元和志愿者相约来到

栾绍本家。从踏入家门那一刻起，老兵

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志愿者的手，那是

一支他曾经使用过的步枪模型。接过

这把“枪”，栾绍本凝视良久，爱不释手。

传承·同行者渐多

有人曾问蒲元：“做志愿者，花费这

么多时间精力，到底图什么？”

在蒲元心目中，关爱老兵是一种自

觉行动。除了向老兵送去慰藉和尊重

外，他希望收集更多史料，把课上好，把

学员教好，这是他的“私心”。

“对老兵的铭记，不仅仅是记下一

个个名字 ，更是借此点亮更多人的心

灯。”蒲元所在的教研室承担军事历史

课程教学任务，与中国近现代战争史密

切相关。他认为，在宏大的历史叙述和

细致的理论讲解外，加入老兵的战斗故

事和关爱老兵的心路历程 ，不仅可以

提升授课的代入感，还能让青年学员沉

浸在英雄的事迹里 ，感受军人的血性

胆气。

为更好地弘扬革命传统，蒲元精心

打造“英雄·从战场走来”专题讲座，多

次应邀到政府部门、部队、学校宣讲，让

更多人触摸有温度的战斗历史。

令蒲元难忘的是一次与中学生的

交流。2019 年 10 月，他应邀为西安市

高新一中沣东中学新生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此前，蒲元从未走进中学校园开

展宣讲。他担心的是，孩子们能不能接

受战争的残酷，能不能真正感悟到抗战

的精神力量。

他试图调整课件和教案，但这种尝

试很快失败了。因为“英雄”两个字的

背后，必然与坚韧、奉献乃至牺牲紧密

相连 ，任何人为的割裂和掩饰都会失

真。这样的讲座，又怎能打动人心？

带着忐忑的心情，他开始授课。然

而，现场 900 多名中学生的反应完全出

乎蒲元的预料。学生们倾听的神态、专

注的眼神，很快让蒲元打消了顾虑。随

着故事的深入，全场师生仿佛和英雄前

辈们同呼吸共命运。感伤时，全场静谧

无声，不少学生眼角噙满泪水；感动时，

掌声像雷鸣般响起。

把课堂延伸到社会，把教育贯穿到

课外，引导学员亲身参与关爱老兵公益

活动，是蒲元近年来努力的方向。

在百岁八路军老兵赵魁华家里，学

员们和老人共度难忘的八一建军节；在

八路军老兵曹传芳居所，学员们向老人

演唱了专门排练的电视剧《亮剑》主题

曲《中国军魂》；在 90 岁老兵张茂山家

中，听到他 12 岁就协助八路军开展侦

察工作时，大家对他的勇敢和沉着钦佩

不已……

在蒲元的带动下，毕业学员在走上

一线带兵岗位的同时，关爱老兵的脚步

从未停歇：毕业学员张琪在老家河南商

丘寻访抗战老兵徐永振，为老兵送去节

日问候；学员殷婧璇毕业后被分配到武

警山东总队，她与战友一同看望八路军

老兵梁金发，两代军人面对镜头敬礼，

留下一张特殊的合影；学员卢旦晨毕业

后被分配到武警江西总队，她把一位新

四军老兵请到总队，为新入伍的战士作

报告……

一路走来，同行者渐多，让蒲元备

受鼓舞。更令他感动的是家人的支持，

多年来，妻子耿小乔坚持和他一起参与

关爱老兵公益活动，两个孩子也常常跟

着他们一起看望革命老兵。

“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蒲元说，

“虽然每次的致敬仪式都很短，但崇尚

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故事才刚

刚开始。”

最 念 是 老 兵最 念 是 老 兵
——一名军校教员和百名老兵的故事一名军校教员和百名老兵的故事

■董浩田 李 智 赵樱丽

须发皆白、目光明亮，脸上总挂着慈祥的微笑——他们，似乎与别的老人没什么不同。然而，当你真正走近他们，就

会发现他们身上的伤痕如勋章般荣光耀眼。

循光而行。9年时间里，武警工程大学军事基础教育学院教员蒲元，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寻

访革命老兵，守护国家记忆。在他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军人加入其中，在触摸历史中感受力量、传承精神。

“从 2013 年到 2022 年，关爱老兵这

些年，成为我军旅生涯最宝贵的时光，

也是最值得回忆的经历。”这是前不久

在关爱老兵志愿者聚会上我的一段话，

虽是即兴发言，确是肺腑之言。

这些年的关爱之路，回首望去，满

是感动、感恩和感悟。

感动的是，老兵为御侮救亡而壮士

一去不复返的拳拳之心和不屈斗志。

正如我们给八路军老战士赵魁华写的

致敬词那般：“您在华北敌后游击、黄土

岭等战役战斗中，历枪林弹雨，经九死

一生，是中华民族的铁血脊梁。您直面

强敌、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英勇表现，

永远镌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

丰碑上！”聆听老兵的故事，感动久久充

盈激荡于心间。

感恩的是，志愿服务的道路上汇

聚到更多同行者。实地寻访老兵，挖

掘战斗故事，举行致敬仪式，筹集善款

物资……几个小时的致敬活动，往往需

要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去准备。在关爱

老兵这条路上，我不是孤勇者，越来越多

的青年军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有

的逢年过节慰问，有的为老兵捐款，有的

接老兵回军营“探亲”……他们用实际行

动，守护着我们宝贵的国家记忆。

感悟的是，传承老兵精神、关爱英

雄前辈永远在路上。通过一批又一批

志愿者的努力，老兵和家属感受到来自

全社会的关心关爱。四季终不停，老兵

渐凋零。然而，英雄远去，精神长存。

这些年，我把老兵的奕奕风采带进课

堂，把老兵的传奇故事书写成文，把老

兵的战斗精神广为传扬。让我感到欣

慰的是，越来越多的毕业学员带着对历

史的铭记和对英雄的敬仰，如满天星辰

般奔向各自战位，用不同方式传承着老

兵的精神，继续着老兵的事业。

下一个十年，我还在这里。

关
爱
老
兵
永
远
在
路
上

■
蒲

元

图①：老兵张茂山向蒲元（右）介绍纪念章。

图②：蒲元看望卧床的老兵胡凯。

图③：蒲元和学员向老兵乔书臣赠送“抗战英雄”牌匾。

图④：学员听老兵赵魁华讲战斗故事。

图⑤：蒲元和战友看望老兵邓永顺、肖邦秀夫妇。

图⑥：蒲元带领学员向老兵栾绍本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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