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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流 湍 急 、光 线 昏 暗 、天 寒 地

冻……路遇严重车祸，马世圣挺身而

出，冷静处置，把 3 个年轻生命从死亡

线上拉了回来……”

直 到 梁 山 县 公 安 局 打 来 电 话 ，

第 81 集 团 军 某 旅“00 后 ”战 士 马 世

圣休假期间见义勇为的事迹才被部

队 知 晓 ，而 这 时 距 离 他 救 人 已 经 过

去了 6 天。

“做了好事咋不跟部队报告？听

说有的军人救人还立了二等功。”事故

发生后，当地派出所查阅路段监控了

解详情，并在伤者及其家属的强烈要

求下，最终找到了马世圣本人。得知

眼前的小伙子是一名现役军人，他们

表示要向其所在单位发一封感谢信，

却被马世圣婉言谢绝。

事故发生时正值车流高峰，救人

晚一秒，危险就多一分。看着眼前的

马世圣，伤者家属的眼眶发红，提出要

为他的见义勇为作证：“现场的视频照

片都有，还有公安局和当地双拥办的

证明材料，这些够不够？”

“我救人不是为了立功，救人也不

一定都能立功……”面对好意，性格有

些腼腆的马世圣不知所措。

“这期间我们和马世圣通过几次

电话，但他从来没提救人的事。”记者

后来从马世圣所在连队进一步了解情

况，指导员张策一边在手机里翻看当

地派出所发来的事故现场视频，一边

感慨，“现在军人见义勇为的确很常

见，说不定其他战士也做过类似的好

事，只是没和单位说。”

指导员的这番话让记者不由得想

起该旅另一名曾在车祸中救人的“00

后”战士程连升——

去年 8 月中旬，程连升在外执行

任务期间偶遇一辆私家车发生侧翻，

伤者陷入昏迷，头部血流不止，他对其

进 行 了 紧 急 施 救 ，并 在 第 一 时 间 报

警。程连升救人后回到连队，同样只

字未提，直到一周后机关让上报好人

好事时，他才轻描淡写 30 多个字报了

上去。

谁承想，被救伤者出院后竟找到

了部队。直到这时连队才明白，程连

升那 30 多个字的“好人好事”，竟是挽

救了一个家庭顶梁柱的感人故事。

是啊，做了好事为啥都不主动向

部队报告？记者带着好奇，同时对两

人进行采访，想听听他们到底咋想的。

“这没什么啊！”采访刚一开始，程

连升先开了口，“救人是军人本就应该

做的，没必要声张吧。”

“是军人都会这么做。”马世圣紧

跟着附和。

“可你们遇到的都是比较严重的

车祸，救援难度大，还面临一定危险，

这不是一件小事，应该向连队报告一

下……”记者继续追问。

“救人还分情况吗？只要人民群

众有危险，我们就该挺身而出。”程连

升抢着回答。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

队的宗旨”“这都是军人应尽的职责和

义务”“部队就是这么教的”“如果见死

不救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军人”……

一个小时快过去了，本打算能挖

出让人眼前一亮的线索，可没承想，

这俩人“车轱辘话”翻来覆去说了半

天，几乎回答了记者精心设计的所有

问题。

采访在略显尴尬的气氛中结束，

程连升起身憨笑道：“军人救人还算新

闻吗？如果算，那报纸版面上岂不是

装不下了？”

望着二人的青春面庞，记者还是

决定把这篇报道写出来。虽然他们觉

得军人见义勇为早已不算新闻，但他

们的事迹和满满的正能量，应该传递

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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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岭南，葱茏草木间，火红的

木棉花正恣意怒放，成为蓬勃春色里最

美的风景。

3 月 的 一 个 下 午 ，记 者 走 进 第 74

集 团 军 某 红 军 旅 ，不 期 然 间 经 历 了 一

场 比 火 红 木 棉 花 更 令 人 血 脉 偾 张 的

“邂逅”：在热烈掌声和钦敬目光里，该

旅 10 多名官兵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营

区山坡上的“荣誉林”亲手种下 9 棵木

棉树。

这 支 英 雄 部 队 诞 生 于 秋 收 起 义 ，

在 战 火 中 建 立 了 赫 赫 战 功 。“ 近 年

来 ，我 们 在 充 分 挖 掘 、用 好 宝 贵 红 色

教 育 资 源 的 同 时 ，为 营 造 崇 尚 荣 誉 、

赓 续 血 脉 浓 厚 氛 围 ，针 对 青 年 官 兵

的 时 代 特 点 ，不 断 创 新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平 台 与 机 制 ，激 励 官 兵 担 当 作 为 ，

勇 创 佳 绩 、争 创 荣 誉 ，春 天 种 英 雄 树

就 是 其 中 一 项 。”该 旅 领 导 告 诉 记

者 ，从 2017 年 开 始 ，每 年 春 天 旅 里 都

会 集 中 组 织 前 一 年 立 功 受 奖 的 单 位

和 个 人 代 表 ，在“ 荣 誉 林 ”里 郑 重 种

下 一 棵 木 棉 树 。

为何“荣誉林”只种木棉树？该旅

领导解释说，木棉坚硬挺拔，被誉为英

雄树，花朵繁密、蓬勃，红得纯正、热烈，

正如官兵火红的青春。

每 逢 新 兵 下 连 、执 行 重 大 任 务 出

征，这里都是最直观的教育动员课堂。

一棵棵挺拔的木棉树，高低错落，如亲

兄弟在山坡上挽手并肩。每棵树上缀

着一块金色牌子，上面标注着栽种者的

名字和事迹。虽然有的种树官兵已退

役，但这些英雄树会一直在他们栽种的

土地上生长，在一茬茬官兵心底扎根，

绽放朵朵红花。

“我很喜欢木棉花！”去年荣立二等

功，在“荣誉林”里种下一棵木棉树的

“狼牙山五壮士连”班长吴文俊春风满

面，“我渴望通过不断拼搏，再给自己种

的英雄树上多挂几块牌子。”

入伍 15 年的吴文俊，跟着连队在调

整改革中走进这个旅。第一次参加种

树仪式，他就暗自定下了目标。从那以

后，他苦练打赢本领，两次被南部战区

陆军评为“百名好班长”，两次荣立三等

功，更在一次大项任务中表现出色，荣

立二等功。奋斗路上，吴文俊的梦想正

一步步变成现实。

该旅“大渡河连”一级上士何双武，

因为错过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无法选晋

三级军士长，2021 年底面对走留时，家

人和朋友都劝他转业。何双武在“荣誉

林”的木棉树下静坐了一个小时，毅然

选择在一级上士岗位上延期服役。短

短 3 年，他以全面过硬的素质“站排头”，

不仅自己军功加身，还带出了 20 余名训

练骨干。他笑呵呵地说：“若以小利计，

何必披征衣，部队有需要，我就安心干

到底。”

春天种下“英雄树”
■冯 伟 本报记者 王雁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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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集团军某旅两名“00后”战士先后挺身而出，勇救
遇险群众。然而，见义勇为后，他们却没有主动告知部队。
记者为此采访了他们——

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心理行为训练，帮助新兵度过第二适应期。

韩 明摄

近期，两张彰显荣誉和亲情的照片，分别

在武警南阳支队和第 72集团军医院官兵中引

发热议，都是有关军人与父亲的故事。

上图：武警南阳支队邀请官兵家属来队见

证军官授衔仪式。排长乔英建为父亲乔殿林

送上鲜花，父子两人深情相拥。

左图：3 月初，第 72 集团军医院医生于凤

宾家里迎来一批特殊客人，军地领导前来送于

凤宾的立功喜报，为他的父母披绶带、戴红

花。那一刻，母亲喜笑颜开，父亲感动落泪。

特约摄影：中士何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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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因为男人特有的倔强和腼腆，父子相

拥的照片并不多见。因为儿子立功，父亲默默

流泪、母亲笑逐颜开的画面更难看到。这不寻

常的定格瞬间，让人会心一笑，转而心头一热。

犹记得，理解父亲的起点，是多年前穿上

军装那天。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无端觉得“军

人”和“父亲”这两个词长得很像。至于原因，

倒也简单——

军人和父亲都是守护者。父亲守护的是

一个家，军人守护的是我们的国。

（张 良）

我们连的照片墙

急性腰扭伤怎么办？如果向新疆

军区某合成团官兵抛出这个问题，得到

的 答 案 会 很 一 致 ：找 卫 生 连 中 士 李 东

府！

李东府是何许人也？

“他出生在中医世家，入伍前就考

取了针灸师高级资格证和中医专长医

师资格证，义务兵时便独立‘坐镇’卫生

连中医室，一手针灸技术让战友们很惊

喜……”该团训练尖子、下士高新是李

东府的忠实“粉丝”，谈起被其“圈粉”经

历，他表现得异常兴奋。

一个月前，高新在筹备上级比武竞

赛时腰部突然剧烈疼痛，被战友送至卫

生连。李东府一番“望闻问切”后，立即

对其手臂穴位扎入毫针。短短 20 分钟，

高新眉头便已舒展，恢复了正常行走。

“本以为要卧床一周，没想到一针

下去，当场就好了大半……”高新激动

地说，他在那次比武中取得一个课目第

一、两个课目第二的好成绩。

“头痛医脚，腰痛医手。”在大家眼

里，李东府的看病方式有点“神”，却很

有效。

近年来，该团屡次赴海拔 5000 多米

的高原驻训，由于远离体系医院，医疗

条件有限。一次，宣传保卫股何干事痔

疮复发，考虑到手头工作较多，没有及

时 就 医 ，结 果 病 情 更 加 严 重 。 拖 着 病

痛，何干事夜访卫生队，打算向军医申

请下山做手术，正遇上李东府值班。

一根银针，两味中药。很快，何干

事的病情明显好转。

“中医博大精深，唯有努力学习才

能不断进步。”面对战友赞扬，李东府总

会谦虚回应，因为他心底有一个解不开

的结——2019 年，还是义务兵的他，在

卫生连首次开门接诊，一名常年腰疼的

防 空 连 战 士 慕 名 前 来 就 医 。 针 灸 、热

敷、推拿……由于找不到病因，李东府

尝试多种理疗方案，但只能暂时缓解疼

痛 症 状 ，直 至 这 名 战 士 复 员 也 未 能 根

治，这也成了李东府最大的遗憾。

“必须提升自身能力，不让战友寒

心！”从那以后，李东府更加努力学习

钻研，在抓好军事训练的同时，借助团

里“人才培育计划”外出培训，积累临

床 经 验 。 一 个 月 内 ，光 是 笔 记 就 记 了

10 余本。

去年，该团再赴高原驻训，李东府

根据自然环境特点，梳理出几个有效缓

解头疼、胸闷的经络穴位，并协调机关

喷绘成图下发至营连，帮助官兵快速适

应高原环境。此外，针对大家反映的气

血不通、食欲减退等问题，他借鉴太极

拳的招法研究改良出一套广播体操并

推广至全团，深受官兵欢迎。

一句话颁奖辞：妙手银针，解除战

友病痛；保障打赢，不断精进业务。你

把“针功夫”练成了真功夫。

一名战士的“针功夫”
■程大庆 张志江 本报特约通讯员 梁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