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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人物出镜

走向高原去当兵

2015年，闻健正在武汉科技大学临
床医学专业读大一。5月的一天，班长
参加了学校的征兵宣讲会，带回一沓征
兵宣传单。

闻健心里一直有个军旅梦，征兵宣传
单让他动了心。没有过多的犹豫，闻健决
定报名参军。得知有去西藏的名额后，他
主动提交了一份入藏申请书。
“当兵，就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当最

能吃苦的兵。”从小跟着父母干农活长
大、高中时就利用寒暑假打工补贴家用
的闻健，对“吃苦”与“成长”的关系有切
身的感悟。

告知父母自己“被分到了西藏”后，
闻健如愿来到西藏，成为西藏军区某边
防团的一名新兵。3 个月的新训结束
后，训练成绩优异的闻健又主动申请去
最艰苦的连队，成为一名侦察兵。

伴着边境线的日出日落，“爱国”对闻
健和战友来说变得具体——那可能是边
境线上的一块界碑，可能是班长讲述的牺
牲战友的故事，可能是一次前往烈士陵园
的祭扫，也可能是一封遗书背后年轻军人
对祖国的告白……

2017年 6月，闻健所在连队接到命令
赴边境执行任务。时间紧迫，闻健给哥哥
发去一条短信，为自己可能无法参加他的
婚礼致歉，并给家人留下一封遗书，遗书中
这样写道：“爸、妈，我从未后悔穿上军装。
穿上这身军装，就得扛起这份责任……”

在边境线上，闻健和战友守护国
旗。旗杆靠着底部堆积的几块大石头支
撑，风雨中，为了让旗杆牢牢屹立，让国
旗猎猎飘扬，闻健和战友围成一圈，每人
伸出一只手握住旗杆。两个小时一班
岗，他们的手常常冻僵。但第二天，他们
却把旗杆握得更紧。

这年9月，闻健退役，回到了大学。

把迷彩梦带回校园

时隔两年，又黑又壮的闻健调整
了专业，以计算机学院大一新生的身
份再次出现在校园。在西藏当过兵的
经历，让他很快成了学校的“征兵代言
人”，许多向往军营的同学向他咨询，
吴琴琴就是其中之一。高考时她因几
分之差和理想的军校失之交臂，她找
到闻健想了解一下真实的军营，特别
是士兵考学的政策。

吴琴琴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继

续在学校读书还是去当兵，我一时很
难选择。即使我心底埋着一个火种，如
果没有人帮我点燃它，慢慢地可能就熄
灭了。”在闻健的鼓励下，吴琴琴在应征
时选择了“艰苦偏远地区”。次年夏天，
她入伍到新疆，成了一名戍守边疆的通
信兵。

那一年班里还有另一名同学陈亮亮
和吴琴琴同时入伍。这让闻健意识到，
作为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他可以把迷
彩梦带回校园。

2018年，闻健和同是退役大学生的
肖云江等几名同学共同成立了军事类社
团“迷彩社”，在校内开展征兵宣讲和爱
国主义教育等活动。

在一堂堂讲座上，闻健和战友与同
学们分享在军营的故事以及对“爱国”
的感悟，“当兵很苦，当兵又很光荣。大
家可以坐在教室学习，拥有幸福的生
活，正是因为有军人在替我们守护家国
安宁……”

两年的军营生活，闻健最大的遗憾是
没能入党。“在部队里我发现，什么事都是
党员冲在最前面，党员带头干。”退役返校
后，闻健很快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老兵的身上热血难凉

从西藏回到学校后，只要有时间，每

隔两周，闻健都会专程去一趟武汉血液
中心。

武汉血液中心的护士付聪，还记得
她第一次见到闻健时的情景。“他留着
平头，黑黑壮壮的，看起来和普通大学
生不太一样。”付聪猜测，这个小伙子可
能当过兵。一聊天，闻健果然是刚退役
回来。

2017 年 10 月，闻健退役回校不久，
就赶往武汉血液中心捐献成分血，这是
他在入伍前就“养成”的习惯，由于在高
原不适宜献血，才不得不中断。

机采成分血是指将健康人捐献的
血液通过血液分离机分离出某一种成
分（如血小板、粒细胞等）储存起来，再
将分离后的血液回输到捐献者体内的
过程。机采血小板的时间间隔最短为 2
周。付聪介绍，成分血临床需求量很
大，但是成分血捐献在群众中了解度
低、参与人数较少，导致临床供应长期
紧张。

刚上大学时，闻健参加过学校组
织的义务献血活动，留下了联系方
式。不久后，闻健接到血液中心的电
话，说有患者急需和他同一血型的血
小板，问他能否来献血。这是闻健第
一次了解到成分献血，当时他正和同
学在外游玩，了解情况后立刻赶往血
液中心。

此后，武汉血液中心成了闻健两周
去“打卡”一次的地方。学校离血液中心
距离较远，献血所需的时间也较长，每次

献血都要耗费大半天时间，闻健却乐此
不疲，并努力带动身边的同学朋友同
行。“迷彩社”成立后，义务献血也成为社
团例行的团建活动。
“参加无偿献血，需要我们付出的只

是一点儿勇气和爱心。”3年多来，闻健
定期献血 54次，共计 2万余毫升，并加入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入选武
汉高校无偿献血形象大使，被评为武汉
科技大学“最美献血者”。

热心公益事业的闻健，还活跃在不
同的舞台。2019年，闻健成为中国 2019
世界集邮展览、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等多个大型活动的志愿者，被评为“标
兵青年志愿者”和“优秀志愿者”。他还
跟随老师前往湖北咸宁通山县和武汉
市新洲区参加暑期支教活动。看着孩
子们灿烂的笑脸，闻健似乎找到了“为
何奉献”的又一个答案。
“军队教会我担当，也教会我奉献。

趁着年轻，我们应该有一些更纯粹的追
求，不计得失，不畏付出。”在闻健看来，
以青春之热血，去拼搏奉献，追逐梦想，
就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图①：闻健在武汉血液中心献血。
图②：闻健作为志愿者在第七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留影。

图③：闻健在部队时留影。
图④：闻健退役复学后仍然保持着

在军营时的锻炼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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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青春 不负戎装
■本报记者 杨明月 通讯员 洪培舒

闽南初春的清晨乍暖还寒，86
岁的陆玉仁凌晨 5点就起床，先为瘫
痪在床的妻子做好饭，然后匆匆出
门前往车站，坐 1个多小时的长途车
从县城赶到市区后，再跟随前来接
站的部队同志奔赴熟悉的营区。

去年年底，为了庆祝建党 100周
年，第 73 集团军某旅侦察营开始整
理营史工作，但由于时间跨度大，且
部队历经多次改革转隶，保留下来的
史料十分有限。正当教导员林锌港
心急之时，常来老部队看望官兵的陆
玉仁得知此事，主动要求承担起编撰
营史的任务。

陆玉仁是一名退休快 30年的老
兵，但时间从未冲淡他对老部队的感
情，和官兵交流时他总喜欢称自己是
个“兵老头”。在他看来，老部队就是
他的“娘家”，宣扬英模人物，讲好红
色故事，传承战斗精神，是一名老兵
该做的事。

1962年 7月，陆玉仁作为一名新
排长来到“济南第二团”侦察连。在
这里，陆玉仁度过了 6 年的军旅时
光。当年的老侦察连经历数次改编、
扩建，成为现在的侦察营，一代代侦
察兵的“根”就在这里。

怀着对老部队真挚的情感，编撰
营史的陆玉仁拜访了 10 余位老战
友，向多位侦察连老前辈、老领导征
求意见、增补资料，编修整理了跨度
31年的营史。

虽然精力不济、常年腰疼，但陆
玉仁戴着老花镜在电脑前一坐就是
五六个小时，一个按键一个按键敲出
一篇篇热血激荡的营史故事。经过
反复校对、修订，他终于完成定稿，付
梓成书。

这天清晨，在驶往营区的车上，
陆玉仁凝视着身旁的行李箱，里面装
着他亲手编撰的营史书册。他在心
里如数家珍般将营史又细细回忆了
一遍：先后参加过济南战役、漳厦战
役、东山岛保卫战等 30 余次战役战
斗，涌现出“华东二级侦察英雄”纪瑞
瑄和一等功臣孙秀福等一大批英模
典型……

进入营区后，陆玉仁不顾一路颠
簸劳累，径直走上讲台，迫不及待地
与官兵们展开交流。他把随身携带
的箱子打开，里面一摞摞码得整整齐
齐的营史书册，是他给官兵们准备的
特殊礼物。
“1948 年 3 月，我连奉命参加潍

县战役，担负淄河阻击任务。面对
敌人两个加强营的进攻，全连官兵
浴血拼杀，死战不退，最后仅剩 12
人……”
“虽然时代在变、技术在变、战

争形态在变，但我每次来，都能发
现和我那个年代相似的东西。”陆
玉仁与官兵分享着他眼中的“变”

与“不变”——
“赵春晖参加动力三角翼集训，

当时因天气原因导致三角翼主杆扭
断，他从高空坠入一处水塘后不顾个
人安危，爬出水塘去抢救另一名战
友，最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他年
迈的老母亲强忍悲痛在儿子的日记
本上写下‘我儿是英雄，他的母亲也
是英雄的母亲’。”
“1998 年 6 月，在参加福建省建

宁地区抗洪抢险救灾时，原侦察连指
导员沈守胜 3次跳入湍急的洪水救
出4个人，自己却险些力竭溺水。”
“咱们营，像这样的英雄人物和

事迹还有很多很多，这么多年从未间
断。我补充的历史让你们受教育，你
们创造的新历史也让我自豪！”

英雄的营队孕育英雄的传人。
荣誉室内，陆玉仁在官兵们的簇拥下
缓缓走过挂满奖牌和锦旗的荣誉
墙。他不时停下脚步凝望着照片上
那些曾并肩战斗过的战友，眼神愈发
坚定和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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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949年入党，参加过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也守过边关，40年军旅生涯
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共和国
将军，是党培养了我。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更没有我的一切。”内蒙古军
区第二干休所老干部杨炳余面对镜头，

深情诉说着党的恩情。
回望光辉历史，感悟初心使命。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内蒙
古军区休干系统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筹
划组织“百句寄语感党恩”“百个故事
忆峥嵘”“百张笑脸迎成就”等系列活

动。通过老干部的深情讲述，100多个
整理汇编出来的红色故事在内蒙古电
视台国防教育栏目《国防大北疆》等
媒体平台广泛宣扬，让红色历史生动
起来。

在“百张笑脸迎成就”活动中，老干
部、老阿姨一张张灿烂的笑脸绽放在笑
脸墙上，配以他们发自肺腑的感言，反
映出他们身处美好时代的幸福。干休
所刚刚为许毅老阿姨过完 90岁生日，她
在笑脸墙上这样写道：“我今年 90岁啦，
比咱们伟大的党小了 10岁。感谢党让
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祝福我们的党永远
年轻！”

内蒙古军区休干系统组织系列活动庆祝建党百年

让红色历史生动起来
■崔正强 贺志国

“老干部身上有着太多的红色故事
和红色记忆，用好这些生动的红色教
材，既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需要，也是为
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近日，江苏
省军区南京第二十一离职干部休养所
党委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发动

老干部讲战斗故事、讲光荣传统，把这
些红色教材拍摄成短片，撰写成故事
集，铭记党的光辉历史，赓续党的精神
血脉。随着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学英
雄事迹、讲英雄故事、唱英雄赞歌在该
所蔚然成风。

“只有离休的干部，没有离休的党
员……”93岁高龄的老干部韩风结合自
己的入党经历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课，“学习党史是每个党员的必修课，要
在学习党史中回望初心，把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传承下去。”

身边典型做榜样，见贤思齐谋保
障。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看着老
干部们不仅自己带头捐款，还动员家人
为国分忧，该所文职人员夏静雯深受感
召，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成为该所的抗疫
标兵。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她把学党史
与倾情为老干部服务结合起来，努力提
高亲情化、精细化、多元化服务标准。

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十一离职干部休养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用红色教材激励斗志
■李弘非 张 军

今年年初，一则“退役老兵捐 6万
斤蔬菜驰援石家庄”的新闻被众多网
友点赞。这名退役老兵是江苏省淮安
市的企业家郁韩。得知石家庄因疫情
防控新鲜蔬菜供应紧张后,郁韩主动联
系本地菜农，选购菜品、对接运送车
辆，自掏腰包筹集了 6万斤蔬菜运抵石
家庄。
“石家庄疫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

作为一名退役老兵，我想为疫情防控
尽点绵薄之力。”经过军营大熔炉的淬
炼，作为部队培养出来的一名共产党
员，郁韩退役后敢于拼搏、自主创业，
致富后甘于奉献、热心公益。2015年，

他在家乡承包了 200 亩土地种植进口
果木，带动乡邻共同致富，之后又创办
了一家企业。创业有成后他不忘回报
社会，多次向社会福利机构捐赠粮油、
蔬果等物资，仅向淮安市洪泽区多家
乡镇敬老院捐赠的生活物资就逾 20
万元。

去年，郁韩创办了一家退役军人科
创园，吸引多家企业提供工作岗位，与
高校、企业、社会机构等共同搭建平台，
致力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打造科技中
心、教育中心和孵化中心，提供“一站
式”服务，助力更多退役军人实现高质
量就业创业。

老兵热心公益获点赞
■刘 然 杨 信

新兵入伍，老兵送行。日前，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武部联合江苏省军区扬州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组织了一场以

“战斗英雄讲党史、革命功臣送新兵”为主题的送兵仪式。5名耄耋老兵来到扬州市国防园，为即将奔赴军营的50余名新

兵讲述战斗故事，赠送写有赠言的红色书籍，勉励他们入伍后苦练本领、建功军营。 田亚威摄

闻健经常会想起自己在西藏当
兵的日子。

他想起自己和战友在边境线上
守护国旗：8个人围成一圈，正中是
他们要用生命捍卫的五星红旗。天
气不好时，风大雨大，战友们伸出一
只手握住旗杆，保证国旗屹立不
倒。换岗下来时，大家“手都冻僵

了，拿不住筷子……”
他想起那些挂在帐篷上的条

幅：“祖国寸土不可丢，军人使命不
可辱”……每一个字他都铭刻在心，
此生不忘。

收回思绪，闻健又回归到如今的
身份，武汉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一
名大四学生。准备毕业设计和研究生

考试复试，参加志愿活动……2017年
退役复学后，他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

今年 1月，闻健被中宣部、教育
部评为 2020年“最美大学生”，颁奖
词这样写道：“戍边卫国投身强军
梦，灼灼热血汇聚青春志。”在大学
校园里，当过边防战士的闻健是同
学们眼中一名值得敬佩的“老兵”，

他和其他退役复学的同学共同创办
了军事类社团“迷彩社”，在学校开
展征兵宣讲，带动数十名学弟学妹
参军入伍。他还担任了世界军人运
动会、世界集邮展览等大型活动的
志愿者，两次前往山区支教，义务献
血2万余毫升……

青春正好，青年应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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