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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的灯笼、吉祥的对联、喜庆的

锣鼓……元宵佳节将至，广袤的神州大

地，依然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再远的距离阻隔不了思念。团圆，

是新春佳节最浓的年味。然而，身在军

旅，却不能“常回家看看”。回想起来，

最令我回味无穷的年味，是 1976 年参

军后在云南边疆的军营里度过的一个

个春节。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军营里的文化

生活还比较单调，没有电视节目，没有

“火树银花”。然而，温馨祥和、喜庆热

闹的氛围，依然让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

海的战士倍感温暖。

记得每年农历小年刚过，大家就为

即将到来的春节忙碌起来。营区大院

的板报、墙报上，五颜六色的花朵图案

簇拥着大红的灯笼，硕大的、勾着彩色

花边的“欢度春节”4 个字，看得人心里

喜洋洋的。

炊事班也开始杀猪了。每到那时，

他们总要在连队喂养的几头猪里，挑选

最大最肥的一头。被选中的猪“极不情

愿”地从猪圈里跑出来，炊事班长带着

几名战士又追又拦，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才将猪的四蹄捆起来……

军营里的年味，就这样一天一天地

浓郁起来。此时，尽管思乡之情慢慢涌

上心头，但想着日益临近的春节，大伙

的脸上还是挂着灿烂的笑容。

终于盼到大年三十。这一天，除了

每个班派一名战士帮厨外，大家该训练

的 训 练 ，该 值 班 的 值 班 ，该 站 岗 的 站

岗。工作训练之余，指导员还组织我们

仔细检查各类装备，把武器擦得锃亮。

他说：“越是这样的重要节日，战备工作

越要抓得紧、抓得严，确保随时能够投

入战斗。”

开饭号响起，年夜饭就要开席。我

们的“饭前一歌”唱得震山响，连干部也

没了往日的训话，只简短说了两个字：

“会餐！”声调急促而有力，透着兴奋，透

着喜庆。

日常开饭时，我们以班为单位就

餐，期间不准串班、不能说话，时间不

超过 15 分钟。年夜饭可不一样，班与

班之间没有了界限，战友们互相敬酒、

打趣，欢呼声不绝于耳，拜年声此起彼

伏，好不热闹。平日里战友之间有些

小隔阂，也在欢声笑语中不知不觉化

解了。

那些年，在部队过年，写对联也是

不可缺少的节目。与往年不同，1985

年，我所在连队在阵地上过春节。作

为连队副指导员，除夕一大早，我兴致

勃 勃 地 观 赏 各 排 、班 贴 在 炮 位 的 对

联。对联内容，大多是当时流行的战

地对子，如“你也苦，我也苦，咱不吃苦

谁吃苦；你有家，我有家，没有国家哪

有家”。有的对联上写着：“守边关，苦

中有乐，乐中有苦，一人吃苦万人乐；

保国防，缺中有圆，圆中有缺，一家不

圆万家圆”。

一天夜里，我带着通信员在指挥所

外巡逻。只见群山静卧于夜色之中，起

伏的轮廓，仿佛勾勒出一头闭目养神的

猛兽，只待一声令下，就会随时跃起。

“想家吗？”我扭身问通信员。他眼

眶湿湿的，使劲点了点头。

望着远处的群山，我仿佛看到祖

国的万家灯火，感受到每一个温暖小

家里溢满的幸福。

“但使边关勇士在，不叫敌寇度此

山。”我不禁脱口吟道。

难 忘 边 关 过 大 年
■姚启超

今年的除夕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 67 岁老兵

沈建佳的家里，有 15 个孩子陪他一起过

年。

其中，4 个沈建佳正在资助的孩子，

平日里就住在他家中。另外 11 个孩子，

专程远道赶来。他们大多家在牧区，来

这里一趟，要坐三四个小时的客车。

这些孩子多是少数民族。因为沈

建 佳 是 汉 族 ，孩 子 们 也 跟 着 他 一 起 过

汉 族 的 春 节 。 大 家 包 饺 子 、贴 对 联 。

孩 子 们 还 各 展 本 领 ，有 的 拉 起 手 风

琴 ，有 的 跳 起 民 族 舞 ，屋 里 一 片 欢 声

笑语。

沈建佳说，春节假期，每天都有孩

子 来 家 中 拜 年 。 他 们 中 ，有 还 在 上 小

学 的 孩 童 ，有 早 已 成 年 、工 作 的“ 孩

子”。有人唤他“爷爷”，有人叫他“阿

塔”（哈萨克语，意为爸爸）。就像长辈

盼 着 孩 子 回 家 一 样 ，每 当 招 呼 孩 子 们

进屋，沈建佳就转身走进厨房，忙着准

备各色可口的民族小吃——他的厨艺

很 好 ，是 他 在 部 队 当 炊 事 班 班 长 时 练

就的手艺。

1986 年至今，沈建佳共抚养资助了

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蒙古

族 、汉 族 等 13 个 民 族 的 176 名 困 难 学

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雷锋”缘何学雷锋

沈建佳的微信头像，是一张他年轻

时的军装照。照片上，他目光炯炯，意

气风发。

用沈建佳的话说，上世纪 70 年代的

年轻人，“人人都想当解放军”。怀着满

腔热忱，1976 年，沈建佳第一次报名参

军。由于名额限制，他没登上运兵的列

车。接下来的 3 年里，他每年都去人武

部应征。1979 年，沈建佳终于如愿走进

梦寐以求的军营。

老战友向守智回忆，在原乌鲁木齐

军区某炮兵连，年龄偏大的沈建佳在许

多方面表现得“不寻常”。战友的衣服、

鞋子破了，沈建佳总是主动帮着缝补。

他不仅性格好、手艺佳，而且非常有耐

心，对求助的战友“来者不拒”。每天早

晨天未大亮，沈建佳已早早起床打扫营

院卫生。战友们看在眼里，也纷纷向他

学习。有时没等起床哨吹响，大家就自

发到营院打扫，“连队风气被他带得更

好了”。

好事做得多了，沈建佳渐渐成为战

友口中的“雷锋”。了解他的成长经历

后，大家才理解，这个“雷锋”为什么一

直在学雷锋。

沈建佳 2 岁时，随家人迁到特克斯

县 生 活 。 由 于 家 里 兄 弟 姐 妹 众 多 ，日

子过得艰难，“邻居你端一碗饭，我送

一袋粮，支撑我们一家渡过难关”。长

大后，在电影《雷锋》中看到和自己一

样吃“百家饭”长大的雷锋当兵后努力

回 报 社 会 ，沈 建 佳 下 定 决 心 —— 以 雷

锋 为 榜 样 ，做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好兵。

碰到别人有困难时，雷锋把自己攒

了几年的津贴全捐出去，捐献人署名“解

放军”。得知一位战友家庭困难，沈建佳

也偷偷把津贴寄给他的家人。后来，那

位战友的家人写信到部队询问，沈建佳

做好事不留名的事才被大家知晓。

“那个时候，我家里条件好些了，生

活过得去，就想着能帮大家一点就帮一

点。”沈建佳说。

利用休息时间主动帮战友们洗衣、

修鞋；到驻地敬老院照顾孤寡老人……

沈建佳关心战友、热心公益的行为，官

兵看在眼里。入伍第二年，他当上炊事

班班长，荣立三等功。入伍第三年，他

光荣入党。

令 沈 建 佳 深 感 遗 憾 的 是 ，1982

年 ，为 照 顾 身 体 欠 佳 的 父 亲 ，他 告 别

了军营。

然而，“雷锋”脱下了军装，却不改

雷锋本色。

“小家”如何变“大家”

退役后，沈建佳来到特克斯县林业

局工作。从一位朋友那里，他了解到有

6 名家在牧区的哈萨克族学生，因家庭

贫困拿不出租房的钱，在县城上学成了

问题。

“要不先让孩子们住在咱们家，慢

慢再帮他们想办法。”沈建佳和妻子商

量。家里的日子本就不太宽裕，一下要

添 6 张嘴，家里空间也不大，妻子有些

犹豫。

“ 其 实 ，我 知 道 他 是 什 么 样 的 人 。

帮 助 孩 子 们 的 决 心 下 定 了 ，八 匹 马 也

拉不回来。”禁不住沈建佳软磨硬泡，

妻子还是“松了口”，把孩子们接到家

里吃住。这一松口不打紧，一晃 30 多

年过去，沈建佳陆续资助了 176 名困难

学生。

沈建佳告诉记者，最初资助的 6 个

孩子，一个个长大、考学、工作，离开了

他的小家。后来，越来越多的困难学生

向沈建佳寻求帮助，他都没有拒绝，竭

尽所能提供帮助。

曾借住在沈建佳家里的学生巴合

提亚尔·吐尔汗别克告诉记者，有一年

春节前，他和沈建佳一起去市场赶集，

发现沈建佳一直在赊账，“老板们都认

识他，知道他发完工资就还……”提起

往事，巴合提亚尔忘不了，他在“阿塔”

家 里 吃 住 两 年 ，沈 建 佳 没 有 收 过 他 一

分钱。

“孩子们都很有出息，有好多在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上大学。”说起这些年

资助过的孩子，沈建佳如数家珍。一到

寒 暑 假 ，他 的 家 就 成 为 孩 子 们 的 聚 会

点。这个温馨的“小家”，也成了民族团

结的“大家”。

“ 我 不 求 你 们 回 报 什 么 。 你 们 到

了 社 会 上 ，能 尽 自 己 所 能 做 点 好 事 ，

帮 助 比 你 们 更 小 的 孩 子 ，我 就 心 满 意

足了。”铭记沈建佳的教诲，几名受资

助 的 孩 子 自 发 组 成“ 爱 心 哥 哥 团 ”。

利用节假日义务帮助困难学生补习功

课 ，给 偏 远 牧 区 的 学 生 捐 赠 学 习 用

品 ，到 牧 民 家 帮 忙 干 活 …… 他 们 把 从

沈 建 佳 那 里 得 到 的 爱 与 温 暖 ，传 递 给

更多的人。

如今，沈建佳资助过的孩子中，已

有 30 余人加入这个爱心团队。

老战友为啥“就服他”

从 2015 年起，家住甘肃庆阳的向守

智受炮兵连老连长的委托，寻找分散在

全国各地的 100 多位老战友。那一天，

向守智辗转联系上沈建佳。他没想到

的是，电话接通后还没寒暄几句，沈建

佳就向他提出一个“不情之请”：“我这

里有个家庭困难的大学生，你能不能帮

帮忙？”

知道沈建佳当兵时就是大家口中

的“雷锋”，向守智答应下来，“当时的想

法很简单，就是帮老战友分忧”。

向守智资助那位大学生 4 年，直到

他 顺 利 完 成 学 业 。 后 来 ，沈 建 佳 组 织

当年的老战友成立“退役军人志愿者”

爱心公益团队，向守智积极参与，又资

助了两名家庭困难的高中生。

2017 年，向守智从庆阳出发，经过

几天奔波，来到特克斯县，与几十年未

见的老战友会面。

站在沈建佳家门口，他左看右看，

怎 么 也 不 敢 相 信 ，眼 前 这 座 简 陋 的 平

房，就是老战友的家。

向守智说，如果不是了解沈建佳这

些年资助贫困学子的经历，他一定会问

问老战友：“退役回乡，工作也不错，怎

么过成了这样？”沉思片刻，他对记者

说：“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连的老战友，

还是就服他！”

前 些 天 ，向 守 智 资 助 过 的 学 生 们

纷纷给他打来拜年电话。最初资助的

那 位 大 学 生 ，如 今 已 成 为 一 名 人 民 警

察 。 看 到 孩 子 们 成 长 成 才 ，向 守 智 愈

发 深 切 地 体 会 到 ，为 什 么 沈 建 佳 日 子

过得那么难，还是竭尽所能奉献爱心，

“我的初衷是为他分忧，后来才发现在

这 个 过 程 中 ，自 己 收 获 的 远 比 付 出 的

多……”

“如今，我们的爱心公益团队汇聚

了 20 多位老战友。大家争着学雷锋、做

雷锋。”沈建佳说。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

党 。 爱 憎 分 明 不 忘 本 ，立 场 坚 定 斗 志

强……”简朴而温暖的小屋里，手风琴

的 声 音 再 次 响 起 ，花 甲 之 年 的 沈 建 佳

带 着 孩 子 们 唱 起 脍 炙 人 口 的《学 习 雷

锋好榜样》。

这 首 他 年 轻 时 就 爱 唱 的 歌 ，回 响

在 他 的 军 旅 生 涯 ，嘹 亮 了 他 的 整 个 人

生。

“ 我 是 名 老 兵 ，雷 锋 是 我 的 榜 样 ，

是 我 心 中 最 好 的 兵 。”沈 建 佳 吐 露 心

声。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老兵沈建佳 37 年倾情资助 176 名困难学生——

一颗助学心 一生向阳行
■本报记者 杨明月 通讯员 梁文博 张 琨

新春佳节之际，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五离职干部休养所组织烹饪技能比

赛，提高生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专业技能水平，为老干部提供更加优质的餐饮

服务。图为老干部现场品尝点评。 张晓玥摄

室外天寒地冻，山东省邹城市峄

山镇大庄二村村委会办公室里，却温

暖如春。

“来来来，大伙快坐！”村党支部

书记姜豪热情招呼村“两委”班子成

员、党员和村民代表进屋，一边捧上

花生、瓜子，一边打开话匣子，“今天

的新春茶话会，咱们谈一谈‘发展’这

个主题。2023 年，咱们村集体产业怎

么发展？乡村振兴怎么干？还能给

乡亲们带来哪些实惠？大伙都提提

意见。”

“去年生态旅游发展得不错，今年

还得继续保持”“要多关注孤寡老人，

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听着大家热

火朝天的讨论，姜豪不由得兴奋起来：

“大伙的意见都很好。过去，咱们村是

出了名的穷，如今可大不同了。只要

大家团结一心、群策群力，今年一定还

是个好年景！”

55 岁的姜豪，担任大庄二村党支

部 书 记 已 经 整 整 30 年 。 从“ 小 姜 书

记”变成“老姜书记”，姜豪干得怎么

样，村民心中都有杆秤。“姜书记当兵

出身，干事创业总有那么一股劲儿。

俺们村大变样，他功不可没。”68 岁的

老党员罗顺平由衷感慨。

1989 年，在驻京某部当了 5 年兵

的姜豪退役返乡，在峄山镇派出所从

事治安联防工作。工作干得顺风顺

水，姜豪心里却放不下大庄二村的乡

亲们，“每次回老家，看到附近村子产

业蓬勃发展，俺们村还是靠天吃饭，心

里就不是滋味。”1993 年 10 月，姜豪参

加大庄二村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他没

想到，自己当兵第二年入党的经历，让

乡亲们对他十分信任。最终，他成功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不久，姜豪就把目光瞄准村

西头那一大片荒滩，“那里靠近河流，

地理位置优越，不少村民自发小规模

养鱼。要是开发出来，养殖鲤鱼、草

鱼，一定能为村集体增收”。时值冬

闲时节，姜豪第一时间把“动员村民

以义务工形式开挖养鱼池”纳入村委

会议题。

“义务工谁愿意干”“把个人鱼池

收归集体，人家准不答应”……不少人

提出异议。

“村集体产业要想发展，瞻前顾

后不行，总要迈出第一步。”为说服乡

亲们挖池养鱼，姜豪带领村里的党员

走遍全村 180 余户人家，挨家挨户做

工作。一次做不通，他们就跑两次、

三次……终于有一天，姜豪带领村民

扛着镢头挺进荒滩。

直到今天，乡亲们推着独轮车、地

排车义务出工的场景，依然令姜豪记

忆犹新：“人心齐，泰山移。靠着人力

推、牲口拉，仅仅两个月，乡亲们就挖

出占地面积 30 亩的鱼池。”第二年春

天，他们撒下第一批鱼苗。当鱼苗长

成扑腾的大鱼，拿到市场销售后，为村

集体带来“不小的惊喜”。

乡亲们喜上眉梢：“小姜书记还真

行，以后就跟着他干，准没错！”

村民的信任，增加了姜豪为村民

办实事、办好事的底气。大庄二村原

有的几口浅水井水质碱性大，长期饮

用不利于健康。在姜豪提议下，村集

体拿出部分养鱼收入，打了口 200 米

深的水井。安装自来水配套设施后，

家家户户喝上甘甜的深井水。

村集体产业壮大了，姜豪一心琢

磨着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大庄二

村紧邻的峄山风景区是国家 4A 级景

区，每年有数十万名游客慕名前来。

如何“借梯登高”？姜豪一直在思考。

2013 年以来，姜豪带领大庄二村

党员干部和村民治理河滩、平整土地，

打造了 1000 余亩生态林。村里组建

了 6 家专业合作社，樱桃、苹果、蟠桃

等水果种植园区渐成规模。“俺村的水

果个大鲜甜价格实惠，欢迎到俺村观

赏采摘……”每到瓜果飘香的季节，峄

山风景区总能看到姜豪和村“两委”班

子成员的身影。他们变身“导游”，广

邀游客前往大庄二村休闲观光、采摘

鲜果、体验民俗。村里的游人越来越

多，村子环境进一步改善，乡亲们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

“鼓了‘口袋’更要富‘脑袋’，生活

富了精神不能‘滑坡’。”为了让乡风更

和谐，姜豪不仅在村里成立了“和事

堂”，每年元旦后的第一周，还倡议开

展“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十佳孝

星”“和谐家庭”等评选表彰活动。“评

选活动坚持多年，是村民每年必争的

‘最高荣誉’。”姜豪说。

兔年新春，最令姜豪高兴的是，不

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大庄二村。

看到村道整洁、乡风文明，村中心还成

立了集互助养老、生活娱乐于一体的

惠民综合服务中心，配套建设了绿地、

超市、幼儿园、文化广场，好几名年轻

人决定留在村里，当好新时代的“新农

人”。

“生活在咱大庄二村，不比城里人

矮三分。”展望大庄二村的未来，先后

被评为“山东省担当作为好书记”、济

宁市“最美退役军人”的姜豪信心满

满，“当兵时，俺在首都为人民站岗；现

在，俺要为乡亲们站好每一班‘岗’。

让大伙过上好日子是俺最大的幸福，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支持下，俺们村

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上图：姜豪（左）入户走访，与大庄

二村村民唠家常。 吕卫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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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受资助学

生拉起手风琴，与“阿

塔”一起唱歌。

资 攀摄

左图：新春佳节，

沈建佳招呼孩子们一

起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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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沈建佳与

这些年资助的部分学

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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