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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首长，您的身体状况良好，但还

有一些注意事项……”8 月下旬，广东

省军区广州第三退休干部休养所工作

人员致电多位老干部，告知他们最新的

健康情况。依托该所搭建的智慧养老

平台，老干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便利

的医疗服务。

据介绍，该所积极引入军地优质资

源，借助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

段打造智慧养老平台，促进需求与服务

对接、家庭与社区融合、线上与线下联

通，推动服务保障向集约高效、方便快

捷转型。

该所在智慧养老平台专设老干部教

育板块，将时事新闻、政策法规等内容纳

入其中，精选微视频、微党课、微广播不

间断推送。今年，该所联合兄弟单位，拍

摄制作的 30 名老干部口述历史视频在

该平台展播，引发良好反响。

“智慧生活”也是该平台的服务板

块之一，通过研发相关微信小程序，将

老干部需求与食堂精准对接，实现个

性制作、及时配送。同时，把周边生鲜

实体店纳入线上“超市群”，开辟出行

专车预约通道，为老干部提供专属优

质服务。

针对一线医护力量不足、日常养

护和急救手段相对单一等问题，该所

为每名老干部配备智能手环、家庭红

外 监 测 、一 键 呼 叫 等 智 能 设 备 ，还 利

用 智 慧 养 老 平 台 统 筹 协 调 军 地 优 质

医 疗 保 健 资 源 ，通 过 加 强 远 程 医 疗 、

网 络 预 约 、智 能 检 测 等 新 技 术 运 用 ，

提 供 线 上 预 约 挂 号 、专 家 问 诊 等 服

务 ，并 建 立 老 干 部 电 子 健 康 档 案 ，加

强数据动态管理。

该平台还设置了服务保障评价功

能，开设“来信弹窗”，及时收集老干部对

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让老干部对每次

服务及时反馈，作出评价。

广东省军区广州第三退休干部休养所

“智慧养老”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刘洪涛 本报记者 陈典宏

得知记者要视频采访，老红军熊

玉坤一大早就开始准备。除了换上那

身挂满奖章、纪念章的老式军装，他还

翻出一个黑色帆布包。包里装着一大

摞笔记本，很多封皮已经脱落，纸页也

已泛黄。

这些都是他的“宝贝”。

几十年来，熊玉坤把自己的所思

所 想 ，一 笔 一 画 记 录 在 这 些 本 子 上 。

回忆起战争年代的人和事，他记下来；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他抄录下来。年

岁渐老，他生怕思想跟不上新形势，因

为“那就掉队了”。

2 次爬雪山，3 次过草地，熊玉坤最

怕的就是掉队。烽火岁月，他从两万五

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冲杀

出来，先后 3次负重伤，没有一次掉队。

近些年，熊玉坤的身体不太好，可

他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每天清晨

都要读书看报。

“一生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这是

老红军熊玉坤一辈子的追求。

不愿掉队

“父亲不在了，我要
继续向前走”

长征时期，10 万余名巴蜀儿女走

出“天府之国”，参加了红军。羌族少

年熊玉坤，是其中的一员。

1919 年出生于四川省北川县的熊

玉坤，自幼家庭贫苦，一家人靠卖菜、

卖柴勉强维生。看不到一点希望的日

子，什么时候是个头？黑暗中，熊玉坤

的父亲尝试寻找出路。

一天，父亲突然对家人说，要去四

川 江 油“ 找 红 军 ”，不 久 便 没 了 踪 迹 。

后来父亲托战友给家中送信，熊玉坤

才知道，父亲真的参加了红军。

听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打土豪、

分田地，专为穷人做主，16 岁的熊玉坤

心中充满向往：“我也要参加红军，追

上父亲的脚步！”

话说起来容易，追赶的“路”却艰

险万重。

参军不久，熊玉坤跟随红四方面

军挺进茫茫毛儿盖草原。“你们见过长

老了的黄瓜没有？”熊玉坤这样形容战

友们赤脚蹚过沼泽的腿，“都瘪了，裂

开了。”

为了让新兵熊玉坤跟上队伍，大家

对他格外照顾，有吃的穿的，总是第一

个想到他。靠着战友们相互扶持，凭借

追赶父亲的信念，紧跟队伍前面高高飘

扬的红旗，熊玉坤第一次走出草地。

一 山 放 过 一 山 拦 。 更 艰 险 的 挑

战，横亘在红军队伍面前。

“过雪山是最惨痛的经历。山上空

气稀薄，又没有食物，不少战友走着走

着就倒下了。”翻越夹金山的艰苦历程，

熊玉坤至今想起来仍痛心不已，“山上

风雪特别大，一停下来休息，整个人就

会被雪盖住。再次出发时，看到口鼻冒

出热气的战友，就叫醒他们继续出发。

其他人，永远留在了雪山上……”

“艰难险阻是对我们的考验，千山

万水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熊玉坤

坚信为人民而战的红军必胜。为了见

证 这 一 天 ，他 咬 紧 牙 关 紧 紧 跟 着 队

伍。第三次过草地时，熊玉坤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

肃会宁会师，“三军过后尽开颜”。可

就在此时，熊玉坤辗转得知，父亲在过

草地的途中牺牲了。那时距离三军会

师仅有不到 2 个月。

“父亲不在了，我要继续向前走。”

把伤痛埋入心底，熊玉坤心中的信念

更加坚定——他要跟随这支队伍，为

理想继续战斗。

不能掉队

“作为指挥员，大家
没撤，我不能先走”

长途行军险象环生。好几次，熊

玉坤差点“掉队”。

刚参军时，因为个子小，熊玉坤行

军过河时被冲到河里。幸亏他一把拉

住身旁的马尾巴，才好不容易过了河，

跟上队伍。

长征时期，熊玉坤所在部队遭遇

敌机轰炸。他的头部被弹片打中，血

流如注。当时情况紧急，将伤口简单

包扎后，熊玉坤又跟着部队踏上征途。

“这个是比较轻的，轻伤。”熊玉坤

不以为意地说。

他受过更重的伤。

1945 年 7 月，时任八路军总部特务

团 2 营副营长的熊玉坤，率部参加山西

沁县攻城战斗。“这一仗，我没打好。”

回 忆 这 次 战 斗 ，熊 玉 坤 至 今 有 些 懊

恼。当时他已带领战友们冲上城墙，

但由于敌众我寡、久攻不下，上级下达

撤退命令。

“作为指挥员，大家没撤，我不能先

走！”这场战斗中，熊玉坤殿后掩护战友

撤退时，遭受“最严重的一次负伤”。子

弹打进他的腹部，打穿了肠子。

“卫生员开刀清理淤血，但连续几

天，腹部浮肿都不见好转。”熊玉坤回

忆，“当时条件有限，我的呼吸又极其

微弱，大家都以为我活不成了。”

部队转移后，重伤的熊玉坤被当

地村民用门板抬回家。“老乡们对我特

别好，东家给一碗鸡汤，西家给一块馍

馍，总觉得能救活我。”熊玉坤说，担心

他长期躺卧身体生疮，乡亲们还用棉

花做了一个垫子，帮他垫在腰后。在

乡亲们的悉心照料下，1 个多月后，熊

玉坤的伤奇迹般好转了。

没等身体完全康复，一心追赶大

部队的熊玉坤再次踏上行军路。归队

后，上级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本想安

排他到后方工作。“战斗还没结束，怎

么能在这个时候掉队”，熊玉坤坚决要

求回到一线参加战斗。

1946 年 9 月，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

第 3 纵队 7 旅 21 团 1 营副营长的熊玉

坤，率部参加巨野战役。激战中，熊玉

坤和战友们投光最后一颗手榴弹后，

冒着炮火向敌人发起冲锋。他又一次

身负重伤。此后，由于身体原因，熊玉

坤再也没能回到战斗部队。

在熊玉坤看来，这次他“没能赶上

队伍”。可当记者将他长征时期从四

川北上甘肃、抗战时期战斗在太行山

区、后随部队挺进大别山的军旅足迹

连点成线时，意外发现一个“马蹄”形。

当年的羌族少年，在最美好的青

春年华里，靠着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

将忠诚镌刻在祖国的版图上。

不许掉队

“坚持学习，把祖国
建设得更强大”

因幼时家贫，熊玉坤没有上过学，

父亲在家教他背诵《三字经》，他只勉

强 认 识 一 些 常 用 字 。 走 上 革 命 道 路

后 ，为 了 在 思 想 上 、文 化 上 也 跟 上 队

伍，熊玉坤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

“虽然我负伤了，但组织没有忘记

我，给我提供了很多学习机会，我才能一

直不‘掉队’。”熊玉坤充满感激地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多次选送他到军事

院校学习。如今，这位年逾百岁的老人

依然爱读书看报。一看新书，二看军史

书籍。他说，看新书使人思想不落伍，看

军史能让人不忘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安徽省军区合肥第一离职干部休

养所里，熊玉坤家中客厅的显眼处，挂

着一张大幅全家福。照片中，熊玉坤

和老伴端坐在最中间，6 位子女以及子

女的配偶，全都穿着绿色军装。

“我算是家中从军的第二代。我

弟弟后来参加解放军，也是第二代。”

望向照片，熊玉坤喃喃自语，“我父亲

是第一代。”

“坚持学习，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

不许掉队。”谨遵父亲的叮嘱，熊玉坤的

子女先后参军，在各自战位上奋勇争先。

干休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张

全家福的背景，是熊玉坤的家乡四川

省北川县。老人特意嘱托女婿找来北

川县城的航拍照片，合成为全家福的

背景图。

为国出征数千里，难忘故乡哺育

情。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熊玉坤第一

时间为家乡捐款。后来北川县城重建，

因年事已高难回故土，熊玉坤将家乡新

貌作为全家福的背景，视作“回家”。

2019 年国庆节前夕，干休所组织

60 余名老干部赴驻皖某部参观，与青

年官兵共话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发展变

化。训练场上，100 岁的熊玉坤，仍能

熟练地操作轻机枪。

他那专注的“战斗”姿态，仿佛还是

当年那个咬紧牙关不掉队的小战士。

图①：熊 玉 坤 上 世 纪 50 年 代 留

影。 受访者供图

图②：2019 年，100 岁的熊玉坤稳

稳端起轻机枪。 周 阳摄

制图：扈 硕

103岁老红军熊玉坤——

“一生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本报记者 王 钰 通讯员 周 阳

6 年前，得知尹健退役后打算回村

养 土 鸡 ，全 家 人 都 不 同 意 。 家 里 人 都

说“ 斗 米 喂 金 鸡 ”，可“ 金 鸡 却 换 不 来

斗米”。

如 今 ，在 湖 南 岳 阳 钱 粮 湖 镇 文 家

湾 村 ，尹 健 牵 头 成 立 的 土 鸡 合 作 社 ，

带 动 当 地 农 户 实 现 33 个 基 地 、面 积

达 几 千 亩 的 规 模 化 养 殖 ，年 创 收 近 百

万 元 。

从退役大学生士兵到养鸡新农人，支

撑尹健坚持下来的，是参军前老村长紧握

他双手说的那句话：“你在外面好好干，出

息后别忘了家里。”“我一定会回来的！”尹

健对老村长许下承诺。

2010 年，尹健在大学期间入伍来到

原武警四川森林总队。救人民所急，护

人民幸福，军旅经历厚植了他为民奉献

的炽热情怀。2013 年，尹健和战友参加

雅安地震抢险救灾。救灾现场，他们挖

破了手、磨坏了鞋，当地百姓为他们缝补

浆洗、送药送饭，鱼水情深的一幕幕拨动

着尹健的心弦。

2015 年退役后，大专毕业的尹健选

择回乡创业。父亲曾想靠养鸡致富，因

为缺技术、少资金、没渠道，忙活了好些

年，事业也没有起色。尹健想，自己能不

能替父亲圆了这个梦想呢？

尹健的想法遭到全家人一致反对：

“你上过大学、当过兵，怎么又想着回来

当农民养鸡？”

尹健有自己的想法：“建设新农村，

在田间奋斗也能有作为。”

说干就干。尹健拿出退役金作为

启 动 资 金 。 经 过 初 步 调 研 ，他 舍 弃 以

往个头大、长得快的“洋鸡”，转而选择

更契合现代健康理念的传统土鸡。建

鸡 舍 、购 设 备 、选 鸡 苗 、买 饲 料 …… 那

段日子，尹健天天住在鸡舍里，照料十

分 用 心 。 每 晚 休 息 前 ，他 总 要 在 鸡 舍

里 再 转 几 圈 ，听 到 异 常 的 鸡 咳 声 就 挑

出来送诊。

然 而 ，意 外 还 是 不 期 而 至 。 鸡 舍

布 局 不 合 理 影 响 鸡 苗 存 活 ，饲 料 配 比

不科学导致土鸡发育缓慢……几番折

腾 下 来 ，最 初 的 1000 只 鸡 苗 只 存 活 了

400 多 只 ，鸡 蛋 也 因 销 路 没 有 打 开 ，堆

积 起 来 变 了 质 。 第 一 年 下 来 ，尹 健 亏

损近 4 万元。

面 对 更 加“ 猛 烈 ”的 质 疑 声 ，尹 健

并 不 气 馁 。“ 当 过 兵 ，就 没 有 什 么 困 难

不 敢 面 对 ，决 不 会 半 途 而 废 ！”军 营 的

淬 炼 ，让 尹 健 深 知“ 团 结 就 是 力 量 ”。

他发现附近的 5 家土鸡养殖户，在培育

鸡 苗 、制 作 饲 料 、日 常 护 理 、对 外 销 售

等 方 面 各 有 所 长 ，便 提 议 共 同 成 立 养

殖 合 作 社 ，发 挥 各 自 优 势 形 成 完 整 产

业 链 ，规 范 养 殖 管 理 ，打 造 成 熟 品 牌 ，

继而打开市场。

土鸡合作社应运而生。合作社设备

齐全、技术过硬，承担鸡苗培育、防虫防

疫、拓展销路等门槛高、专业性强的工

作。同时，一只土鸡 8 成利润在农户，2

成利润在合作社，这样的好福利吸引周

边的其他养殖户纷纷加入，当地的土鸡

养殖逐渐以较大规模、优良品质形成特

色品牌。

看到土鸡合作社闯出了“共富路”，

尹健的家人放下心来，村里人则满是钦

佩。今年 7 月，尹健被推选为文家湾村

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的劲

头更足了。

发 展 土 鸡 合 作 社 的 同 时 ，尹 健 还

将目光投向其他特色农产品。针对当

地 龙 虾 特 色 养 殖 的 空 档 期 ，他 提 出 土

鸡 与 龙 虾 养 殖 的“ 时 差 经 济 ”；他 开 通

“90 后 土 鸡 村 长 ”短 视 频 账 号 ，通 过 直

播 带 货 等 方 式 将 村 里 金 灿 灿 的 黄 豆 、

香喷喷的稻米和沉甸甸的小南瓜销往

全国各地……

如 今 ，文 家 湾 村 村 民 的 日 子 越 过

越 红 火 ，返 乡 务 农 的 年 轻 人 越 来 越

多 。“ 广 阔 田 野 大 有 可 为 ，新 路 子 需 要

新 农 人 蹚 。”尹 健 表 示 ，未 来 将 以 培 育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为 目 标 ，“ 爱 农 业 、懂 技

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越来越多，

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前景就会更

加美好。”

退役大学生士兵尹健扎根家乡投身乡村振兴——

逐梦沃野新农人
■牛伟萌 郭雨昕

头戴安全帽、脚穿防蛇靴、手拿砍

刀和木棒。近日，张能瑜再一次“披挂

上阵”，带领青年员工来到自己曾工作

多年的重庆武隆巡线站，对输电线路进

行巡视和维护。

1996 年从武警青海总队退役后，

张能瑜成为国家电网重庆长寿供电公

司一名线路检修工人。尽管每天和水

泥杆、输电塔、导线打交道，工作艰苦枯

燥，张能瑜依然严格要求自己：“这些杆

杆桩桩连着千家万户，我虽然只是一名

普通巡线工，也要争当守护万家灯火的

排头兵。”

2001 年，国家电网首次向渝东南

地区延伸，成立武隆巡线站。27 岁的

张能瑜主动请缨，成为武隆巡线站站

长，负责武陵山区 8 个区县的输电线路

巡检工作。

名为“巡线站”，却没有“站点”。张

能瑜的眼前，是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

为尽快掌握电路巡查的第一手资料，张

能瑜身负 40 余斤重的工具包，以砍刀

开路，用木棒防身，徒步向大山深处进

发。45 天里，他走完 290 公里山路，巡

查 587 座输电塔，磨破 3 双胶鞋，顺利摸

清线路情况。

在人迹罕至、崎岖难行的山中巡

线，除了艰苦的工作环境，张能瑜还常

常面临难以想象的危险。一次雨中巡

检，他驱车颠簸在泥泞山路上。突然，

前方山体出现塌方，一块巨石滚落下

来。危急时刻，张能瑜迅速打开车门，

一个箭步跃了出去，扑向山体一侧。巨

石砸中工程车，滚入深不见底的峡谷。

“如果没有在部队的磨炼和训练，我

当时不可能反应那么快。”忆及往事，张

能瑜感慨，“当兵的经历救了我的命！”

攀着树藤爬山、密林深处迷路……

在武隆巡线站工作的 11 年间，张能瑜

带领团队成员巡线里程超过 500 万公

里，排查各类隐患 7000 余起。“我当过

兵，武陵山就是我的战场。哪怕有危

险，也要打胜仗！”张能瑜说。

“有时，工作中更难应对的是‘人

情’。”2011 年，张能瑜验收一段 220 千

伏高压线路时，发现多处导线的对地距

离不足 5 米，达不到规定要求。“缺尺少

米意味着安全隐患。把不住这道关，怎

么对得起山里的百姓？”面对施工方的

软磨硬泡，张能瑜坚守原则，坚决不予

通过。

作为“巡线能手”，张能瑜不忘做

好“传帮带”。走上管理岗位后，他经

常带领青年员工开展野外作业，面对

面传授经验，带出来的“徒弟”个个都

是 巡 线 好 手 。 2012 年 ，在 公 司 支 持

下 ，张 能 瑜 成 立 自 己 的 创 新 工 作 室 。

他 将 多 年 巡 线 排 障 经 验 运 用 到 工 作

中 ，与 青 年 员 工 一 起 钻 研 ，获 得 10 项

国家发明专利，把工作室打造成创新

的“加油站”。

“ 电 力 巡 线 的 目 的 是 守 护 光 明 。

作 为 一 名 党 员 、一 名 退 伍 老 兵 ，我 希

望能传递更多的‘光明’。”近年来，张

能瑜多次参加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组织的“工匠精

神 ”宣 讲 活 动 ，走 乡 村 、进 企 业 ，讲 述

自 己 的 成 长 经 历 ，激 励 大 家 爱 岗 敬

业、实干创新。

那天，48 岁的张能瑜再次攀上高

高的输电塔。从几十米的高空俯瞰连

绵起伏的大山，他感慨万千。

“当兵时，保卫国家是我的职责；

退役了，守护国家财产、传播正能量是

我的责任。”从输电塔下来，张能瑜收

拾好工具，带领队伍继续向武陵山深

处走去。

上图：张能瑜（上）开展电力业务技

能培训。 刘科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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