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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平心而论

1983 年 11 月，我们团在辽宁省锦

县（今辽宁省凌海市）一个叫前三角山

的村庄执行施工任务。这个小村庄紧

邻渤海湾，冬日里，从东边吹来的海风

寒冷刺骨。

那时候，官兵们白天施工，晚上借

住在村民家。有个班借住的一户人家，

家中是夫妻二人和 3个孩子。利用早晨

出操后、外出施工前的时间，班长王伟

经常带领大家帮房东家干活，挑水、劈

柴、扫院子。

当时，房东大叔经常出海打鱼。有一

天见战士们外出施工回来得很晚，他从锅

里盛出热腾腾的鱼说：“这么晚了，炊事班

的饭菜都凉了，你们吃点鱼吧……”战士

们都瞅着王伟班长。王伟班长跟大叔

说：“这鱼看着是真香啊，但我们有纪律，

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大叔又好

几次端出了猪肉炖粉条，都被大家婉言

谢绝。

一天半夜，房东的小儿子突然发高

烧。听到动静的王伟班长马上起床了解

情况，立刻叫醒两名战士，一起轮流背着

孩子往乡卫生院赶，房东夫妻气喘吁吁

地跟在后面。等孩子退了烧、一行人回

到村里，乡亲们的院子里已飘出炊烟。

房东大婶熬好大米粥，给每名战士

一人盛出一碗，摆在桌子上。她含着眼

泪说：“你们为我儿子跑了一晚上，求你

们一人喝一碗粥，暖暖身子。”王伟班长

不忍拒绝大婶的好意，思考再三说：“我

们是人民子弟兵，为你们做事是应该

的。这样吧，我们全班喝一碗。”

从房东大婶手中端过一碗热乎乎

的大米粥，王伟班长下命令：“3 名新兵

先喝，一人一大口。”新兵喝完了老兵

喝，老兵喝完了副班长喝。最后剩下一

个碗底，王伟班长“一饮而尽”。

又过了一段日子，过年了。炊事班

把面和馅准备好，分给各班自己包饺

子。王伟班长煮好第一锅饺子，盛到盘

里让房东一家先吃。

房东大叔说：“我们给你们啥你们

都不吃，这饺子我们怎么吃得下？”王伟

班长说：“我们住在您家，添了不少麻

烦。这饺子您要是不吃，大伙心里过意

不去……”说着，他冲班里的战士喊：

“同志们，是不是？”“是！”在全班的齐声

响应下，房东大叔笑着接过饺子。

春暖花开。海风不再凛冽，前三角

山村附近的山上，樱花漫山遍野。房东

家开始起粪施肥种地，战士们早上出操

回来，就拿起铁锹帮忙把粪拍散，装上

手推车运到地里。

一次干完活已过饭点，房东大婶把

战士们拦住：“今天你们不在家吃，我就不

放你们走。”王伟班长哭笑不得：“大婶，战

争年代部队打仗，来不及吃饭也照样上战

场。我们年轻不要紧，吃了您的饭，就违

反纪律了。”“现在不是打仗……”面对大

婶的一再邀请，新兵柏自忠脱口而出：

“平时就得为战时做准备！”大家纷纷称

是，大婶只好作罢。

那一年，在房东家后院小菜地旁的

一个瘸腿桌子上，王伟班长填写入党志

愿书。同年年底，在全团召开的庆功大

会上，王伟班长因带领全班在执行施工

任务中表现优异、与群众关系好，荣立

三等功。

一年的施工任务结束，部队就要返

回营区。收拾好行李、打完背包，王伟

班长又带着战士们把房东家的水缸挑

满，把院子打扫干净。那天，房东大婶

煮了 20 多个鸡蛋，让战士们带上，他们

还是婉言谢绝。看着战士们登上返程

的卡车，房东一家不舍地站在车边，仰

着头对他们说：“别忘了咱前三角山村，

有时间回来看看我们……”

前不久，花甲之年的王伟班长在战

友微信群里说：“退休了，有时间了。等

到春天，我要穿上当年那身老军装，到

前三角山村去找找房东一家，告诉他

们，当年在你们家住了一年的老兵王

伟，回来看你们了……”

小村里的鱼水情
■闫克非

3 月 9 日，清晨。江苏省无锡市北大

街街道南尖社区健身广场中央，8 张长

桌一字排开。

这 一 天 ，是 南 尖 社 区 每 月 一 次 的

“便民服务日”。十几名志愿者紧锣密

鼓布置工作台，准备为居民提供理发、

配钥匙、义诊等服务。

一张长桌前，几名志愿者围着南尖

社区党委书记、退役军人周燕，等待分

配任务。买菜、拿药、打扫……得知需

要上门为几位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的老

人提供帮助，志愿者们分头行动。

周燕整理的这些服务事项，都源于

她平时的走访调研。作为一名基层社

区干部，她时刻留意群众所需所盼，大

伙遇到什么烦心事，也爱找她反映。

扎 根 基 层 14 年 ，周 燕 始 终 不 改 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正如她曾许下的承

诺——

“把岗位当‘哨位’，做群众身边的

‘雷锋’。”

“ 把 所 有 工 作 做
到居民心坎上，就是
学雷锋”

3 月 5 日，第九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名单公布，周燕榜上有名。谈起立足

岗 位 学 雷 锋 的 初 衷 ，周 燕 说 ：“ 雷 锋 精

神，照亮我的从军路。”

2005 年 12 月，周燕应征入伍，成为

江苏省军区某部一名文艺战士。在部

队，她和战友们以“弘扬雷锋精神”为主

题，多次为官兵演出小品、合唱等节目。

一次次倾情演绎，让雷锋精神在周燕心

中扎下了根。抱着“要想在舞台上演好

雷锋，先要在生活中做好雷锋”的想法，

她积极参加部队组织的各类学雷锋活

动，主动申请到偏远的海防部队参加慰

问演出。

2010 年 退 役 后 ，周 燕 回 到 家 乡 无

锡，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那时，这名

有着 5 年军旅经历的老兵，在社区工作

领域，是一名毫无经验的“新兵”。

为尽快熟悉工作，周燕向有着 10 余

年社区工作经验的退役军人荣国华请

教。“坐在办公室里不成，干好这一行，

先要迈开步子。”荣国华带着周燕一起

入户走访，还为她绘制了一张标有军烈

属、高龄老人等重点服务对象信息的社

区地图。

一 次 ，两 人 走 访 一 位 高 龄 独 居 老

人。见老人头发有些凌乱，荣国华从挎

包中掏出剪刀、梳子，边帮老人理发边

陪他聊家常。不久后，老人去世，临终

前交代家人向荣国华致谢，感谢他多年

来的陪伴和照顾。

这件事让周燕深受触动。“如果你是

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回想

《雷锋日记》中的句子，周燕第一次意识

到，社区是一片学雷锋、做雷锋的热土，

“把所有工作做到居民心坎上，就是学雷

锋”。

从那以后，每天一下班，周燕就带

着荣国华手绘的地图，挨家挨户走访。

两个月后，她不仅对重点服务对象的情

况了然于心，谁家有急事难事，也被她

记在心上。

翻 开 周 燕 随 身 携 带 的 一 个 笔 记

本，清秀的字迹铺满纸面。“每次走访，

我 都 把 居 民 反 映 的 情 况 记 在 本 子 上 。

比如有的老人因不会使用网约车软件

犯 愁 ，有 的 家 长 工 作 忙 没 时 间 照 顾 孩

子 …… 这 些 事 虽 然 琐 碎 ，却 都 是 居 民

当 下 的 困 难 ，总 得 有 人 帮 着 解 决 。”周

燕 说 ，好 记 性 不 如 烂 笔 头 ，回 到 办 公

室，她对照笔记本将问题一一整理，对

接有关部门，盯着问题解决。

工 作 十 几 年 ，这 样 的“ 民 情 记 事

本”，周燕积累了厚厚一摞。从当年跟

着老兵荣国华迈出开展社区工作的第

一 步 ，到 如 今 练 就 为 民 服 务 的“ 铁 脚

板”，周燕一直秉持这样的信念——“铆

在 岗 位 上 ，做 一 颗 不 可 或 缺 的‘ 螺 丝

钉’”。

“ 把 居 民 反 映 的
每件小事解决好，就
是了不起的大事”

“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尖社区‘云’上

接待室……”熟悉的“开场白”响起，周燕

化身“网络主播”，坐在镜头前与居民互

动。居民纷纷进入直播间畅所欲言，周

燕耐心倾听、参与讨论、认真记录。

“社区工作‘千针万线’，为更好了

解居民诉求，我们搭乘网络直播的‘快

车’。”周燕说，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利用传统的线

下方式走访，有时难以及时了解居民需

求。“网络直播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居

民进入直播间，只需动动手指就能表达

诉求，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邻里之间相

互讨论，也有利于增进感情。”周燕说。

停车难、供水故障、楼道噪音……对

于从直播间中了解到的问题，周燕分门

别类整理汇总，针对性上门走访，积极向

有关部门反映。随着一项项难题妥善解

决，周燕精心打造的直播间，成为颇受南

尖社区居民认可的“云端家园”。

位 于 社 区 居 委 会 的“ 锋 小 巢 ”驿

站 ，是 周 燕 为 居 民 构 筑 的 另 一 处“ 港

湾 ”。 走 进“ 锋 小 巢 ”驿 站 ，备 有 矿 泉

水、充电宝的柜子上方，有两行醒目的

标 语 ——“ 小 阵 地 撬 动 大 和 谐 ”“ 微 治

理推动大文明”。

“学习雷锋，处处可为。我们以雷

锋之名打造‘锋小巢’，就是希望积小善

为大善，当居民需要帮助时，能够搭把

手、出份力。”说起“锋小巢”驿站提供的

“微服务”，周燕举例介绍，“有老人到居

委会办理业务，无需爬楼前往位于三楼

的工作台，一楼的‘锋小巢’志愿者会主

动提供代办服务。”

采 访 中 ，居 住 在 南 尖 社 区 的 外 卖

女骑手小杨讲起一件暖心事。半个多

月前，因天气寒冷，正处在生理期的小

杨 工 作 时 感 到 身 体 不 适 ，前 往“ 锋 小

巢”驿站休息。见小杨面露难色，周燕

主动上前询问情况。“我跟周书记说我

没事，休息一会儿就能返岗，可她坚持

帮 我 煮 了 一 锅 红 糖 姜 茶 ，看 着 我 喝 下

去。”小杨说。

让小杨和许多女骑手更感温暖的，

是 今 年“ 三 八 ”国 际 劳 动 妇 女 节 当 天 ，

“ 锋 小 巢 ”驿 站 新 增 了 一 个“ 巾 帼 服 务

角”，配有姜茶、红糖、暖宝宝等，供女性

户外工作者免费取用。大家纷纷称赞：

“真没想到，周书记把不起眼的小事记

在心里，变成了驿站的服务项目。”

“基层社区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大

事，却事关家家户户的幸福。”在周燕看

来，“群众无小事，拥有一双能发现问题

的 眼 睛 ，把 居 民 反 映 的 每 件 小 事 解 决

好，就是了不起的大事。”

“把社区当家积极
参与共建共治，就能成
为雷锋那样的人”

南尖社区活跃着 1000 多名志愿者，

其中 200 多名是老兵。

“为了将社区里的老兵组织起来，

我们推出了‘老兵 123’工作法。‘1’是为

每位老兵建立专属档案，‘2’是建立社

区为老兵服务、老兵为社区服务双向服

务机制，‘3’是实施亮身份、亮承诺、亮

行动‘三亮计划’。”周燕介绍，“为民服

务是老兵的本色，只要把社区当家积极

参 与 共 建 共 治 ，就 能 成 为 雷 锋 那 样 的

人。”

提起去年夏天游览常熟市沙家浜

芦苇荡风景区的经历，85 岁老兵陆中奎

满脸笑容。陆中奎儿女平时不在身边，

周燕组织社区老兵志愿者与陆中奎这

样的高龄老兵结成“帮扶对子”，开展上

门探望、外出游览等活动。

“老兵帮老兵，更容易拉近距离，帮

扶效果明显。”周燕说。

“把孩子交给老兵，我放心！”下午

放学时间，租住在南尖社区的个体经营

者杨贵燕将女儿从学校接回，送到社区

里的“家庭学校”，便匆匆返回店中。

南尖社区地处繁华地段，子女放学

后的安全和教育问题，成为不少经营者

的心头事。周燕将社区里时间宽裕的

老兵志愿者组织起来，利用居委会的闲

置房间打造“家庭学校”。孩子们每天

放学后聚在一起，除了完成作业外，还

常常听老兵们讲红色故事。节假日，他

们还与老兵志愿者一起开展敬老爱老、

关 爱 军 烈 属 、垃 圾 分 类 等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看，站起来，你一个雷锋。我们跟

上去，十个雷锋，百个雷锋……”正如著

名诗人贺敬之写下的《雷锋之歌》那样，

19 年前周燕步入绿色军营时，在心里播

下 一 颗 学 雷 锋 的“ 种 子 ”。 如 今 ，那 颗

“种子”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

图①：周燕（左）在“云”上接待室与

群众互动。

图②：周燕（左一）走访社区老人。

图③：周燕在“家庭学校”给孩子们

讲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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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退役军人周燕—

让社区飞扬“雷锋之歌”
■相 柯 本报特约记者 李弘非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退役军

人王国梁，有了一个新“身份”——南沙

区征兵办聘请他担任征兵宣传形象大

使，为“准新兵”上役前教育课。

王国梁是一名货车司机，家住南沙

区万顷沙镇民兴村。2 月 22 日清晨 5

点半左右，王国梁驾车准备通过沥心沙

大桥时，获悉大桥桥墩被一艘空载集装

箱船触碰后致桥面断裂。危急时刻，他

用自己的货车挡住路口，劝阻准备上桥

的行人、车辆，避免了更多伤亡，被当地

市民誉为“拦车英雄”。

“ 事 发 时 ，我 驾 车 行 至 断 桥 前 50

米，一位折返的村民告诉我大桥被撞断

了。我立刻下车核实情况，第一时间拨

打 110 报警。”就在王国梁通过电话与

警方沟通时，他发现一辆车即将过桥，

急忙把车拦住。

时 针 走 过 6 点 ，外 出 上 班 的 人 渐

渐 多 起 来 。 相 关 部 门 工 作 人 员 陆 续

来到现场处置，为了尽快劝阻行人和

车 辆 ，王 国 梁 跑 回 车 上 ，倒 车 行 至 大

桥 外 ，用 15 米 长 的 货 车 挡 住 桥 头 路

口。

“我的车车体比较长，可以拦住上

桥车辆。那里路面宽，掉头方便，也不

会造成拥堵。”停好车后，王国梁打开双

闪，继续上前劝导准备过桥的车辆和行

人。在工作人员和救援人员都到场后，

他才把车驶离。

经媒体报道后，拦车救人的王国

梁广受赞誉，他却说：“每个人遇到这

种情况都会这么做。作为一名党员、

退役军人，我理应尽力去救助更多的

人。这次，我只是把车横停在路口进

行劝导，没出多大力，举手之劳。”

这并不是王国梁第一次以“举手之

劳”行善举。前几年，王国梁兼职做网

约车司机，曾在深夜看到有位老阿姨在

路边徘徊，便停车上前询问。“我担心她

年纪大忘记家住哪里，看到她身上的小

吊牌写有电话号码，很快联系上她的家

人。”王国梁一直等到老阿姨的儿子来

接她回家后才离开。

王国梁家中保存着两张照片，一张

是他年轻时的军装照，另一张是他和战

友的合影。2006 年，王国梁入伍来到

原广州军区某舟桥部队。服役期间，他

表现出色，被评为优秀士兵。2008 年，

王国梁退役返乡，主动申请加入当地民

兵组织，继续为国防事业作贡献。“是部

队培养了我，即便退役多年，我依然是

个兵。”王国梁说。

“我的儿子是一名普通的货车司

机，但因为当过兵，关键时候能站出来，

有危险的时候能冲得上去。我们一家

人都为他骄傲。”说起儿子，王国梁的父

亲一脸欣慰。

“王国梁用行动践行了新时代民兵

的初心使命。”南沙区人武部领导说，

“希望他的榜样作用，能激励更多的适

龄青年建功军营。”

“拦车英雄”是老兵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曾庆宁

如果生命是一本书，有一本书刚

刚合上，主人公的名字，浓墨重彩地

印在封面——张连印。

如果人生是一首歌，他的歌将永

远传唱，传唱那白云绕山峦，传唱那

风吹绿松涛……

植树节前夕，“绿化将军”、河北

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张连印，没能再给

家乡的大地披上新绿。

人们对这位老兵有多不舍？他

又以怎样的力量感动了人们？

3 月 12 日，张连印同志遗体送别

仪式举行。现场内外、网上网下，那

些无言的送别、深情的留言，那些写

满崇敬和哀伤的神情，给出了答案。

这一刻，这名退休后几乎把全部

精力用在绿染山丘的“时代楷模”，以

他静静的离开，再次勾起人们对他灿

烂晚霞的深情追忆，唤起无数老兵对

退 役 后 如 何 建 功 新 战 场 的 凝 重 思

考。这一刻，他的品格、他的精神、他

的贡献，写入永恒。

出 生 于 战 火 纷 飞 的 战 争 年 代 ，

成长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在本

该安享天伦的退休后默默奉献。红

色初心，绿色情怀，银色年华，张连

印的一生，浓缩了一名共产党员感

恩上进的征程，体现了一个革命军

人“镜里流年两鬓残，寸心自许尚如

丹”的赤诚，彰显了一位退休干部传

播生态文明的执着。他退休后的生

活，外表“水墨”，内心“繁花”。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树，是大

自然赐予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让人类

得以诗意地栖居，一直有坚韧、奉献、

希望和荫泽后人的隐喻。植树，则需

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前人

栽树后人乘凉”的胸襟和“起于垒土”

“积木成林”的坚持。

与张连印一样，还有很多党员干

部退休后选择了植树。“改革先锋”杨

善洲退休后在大亮山连年植树，为家

乡献出一片绿洲；“草鞋书记”周永开

离休后上花萼山植树，使花萼山成为

“金山银山”；“牧民省长”尕布龙退居

二线后，在“种一棵树比养个儿子都

难”的南北山坚持植树，把光秃秃的

荒山变成绿油油的青山……杨善洲、

周永开、尕布龙余热再生辉，以种树

为改变恶劣环境的抓手，也从树木扎

根成长的精神中汲取战胜困难的力

量。他们种下一棵棵树，也在群众心

里活成了一棵树——一棵象征着共

产党人崇高品格和高尚精神的常青

树。

退休后的张连印，在种树，也在

树德。他的植树行动何尝不是一种

无声的教育？教育人们像树那样，

“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

教育人们“把自己也活成一棵树”，

常置身于群众的“林子”中，坚忍不

拔、向阳生长，投大地以绿荫，留后

人以福祉；教育人们将树视为生机、

幸福、价值，涵养绿色文化，崇尚生

态文明。

有这样一句谚语：“文明就是老

人明知道自己无法享受它的阴凉，

却 依 然 去 植 树 。”退 休 后 为 啥 不 休

息，非要去植树？“我是一名党员、一

个军人，退休后身体还行，做点社会

需要、家乡需要的事，是我的本分”

“为党和人民做事不觉得辛苦，反而

很 快 乐 ”，正 是 有 这 样 的 信 念 和 美

德，张连印用余晖映山林，用万顷苍

翠 谱 写 出“ 绿 我 涓 滴 ，会 它 千 顷 澄

碧”的为民情怀。

这启示我们，人生的价值并不会

因退役而褪色，生命的意义却会因站

上新起点而得以升华。对广大老兵

来说，戎装虽脱，军魂犹在；一日从

军，一生是兵。只要兵心永恒，必将

永远冲锋。

老 兵 不 老 ，青 山 常 青 。 张 连 印

走 了 ，他 的 脚 步 ，无 论 多 少 鲜 花 和

泪 水 ，都 无 法 挽 留 。 祖 国 的 大 地

上 ，留 下 了 他 挥 锹 铲 土 、扶 苗 浇 水

的身影。植树的接力棒，已交到后

人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凉者，

但 更 要 做 种 树 者 ”，这 或 许 是 对 他

最好的纪念。

“绿化将军”，让漫山吐绿的草

木，日夜为你放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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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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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鹏

老兵新貌

曾在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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