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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老兵出镜

从挥别军旅的那一刻开始，万千老兵迎
来新的出发。转战人生新战场，老兵们精气
神里不改“兵”的本色，前行路上彰显“兵”的
追求。

在乡村振兴的田间地头，他们撸起袖子，
挥洒汗水；在创新创业的梦想舞台，他们锐意
进取，匠心筑梦；在基层治理的大街小巷，他们

扎根一线，不辞辛苦……不同的战场，一样的
冲锋；不同的阵地，一样的奋斗。即日起，本版
开设“奋斗新时代·建功新战场”专栏，聚焦奋
斗在不同领域不同战线的退役军人，讲述他们
在平凡岗位奋勇争先、甘于奉献的不平凡故
事，展现他们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服务的
不渝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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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对得起这六个字！”5月 3日上

午，记者视频连线远在千里之外福建泉州

的退役军人王向楠。他指着身后货车车

厢左上角张贴的一个标识，向记者讲述 2

天前横车拦险的经历。臂章模样的标识

正中央，写有“中国退役军人”的字样。

“当时横停货车，没想那么多。我

的脑子里就一个念头，不能再让更多的

人和车掉下去！”5月 1日 2时 10分许，广

东省梅州市梅大高速茶阳路段发生塌

方灾害。危急时刻，王向楠及时将自己

的货车横停在高速路中央，挡住了后方

来车，避免更多人遇险。

“横车示警，是他作为一名老兵的本

能反应。”王向楠曾服役的连队指导员赵

新普，第一时间关注到媒体关于王向楠

的报道，对他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

15 年前，王向楠入伍到海军航空兵

某部服役。在连队，王向楠担负某型飞

机通信维修保障任务。入伍前，王向楠

就读的是体育专业，对维修专业并无接

触。为了迅速提高业务能力，他一边向

身边的技师、班长请教，一边找来专业

书籍自学。1 年后，王向楠成为连队通

信维护骨干，多次排除故障，受到嘉奖。

退役后，“一二一”的口令声并没有

从王向楠的生活中消失。回到家乡河

南省濮阳市后，濮阳市华龙区人武部了

解到王向楠军事素质过硬，特意将他编

进民兵队伍。时任濮阳市华龙区人武

部副部长曹国然回忆，应急连点验时，

王向楠总是早到半个小时，积极参加演

练，还主动请缨参与防汛和部队过境保

障等任务。

近几年，从事物流货运工作的王向

楠，辗转奔波在一条条高速公路上。很

多次，因为突降大雨、突生团雾导致行

车危险时，王向楠都会主动采取各种措

施，提醒过路司机紧急避险。他还特意

在货车上张贴了写有“中国退役军人”

字样的标识：“我是跑物流的，看到这个

标 识 ，能 让 顾 客 和 沿 途 司 机 对 我 更 信

任。而且，跑车比较辛苦，贴上这个标

识，也是时刻提醒自己，要像当兵时那

样不怕吃苦，努力工作。”

“王向楠好样的”“河南棒小伙，中

国英雄！”横车拦险的事迹传开后，王向

楠获得多个单位颁发的奖励。“我打算

把这些奖金捐给梅大高速塌方中的遇

难者家属，他们比我更需要这些钱。无

论 是 当 时 横 停 车 辆 ，还 是 现 在 捐 出 奖

金，都是我应该做的事。”面对大家的赞

誉，王向楠很冷静，“有了这份激励，以

后我会做更多正能量的事”。

5月 5日中午，王向楠驾驶货车和妻

子靳亚峰从福建泉州回到云南昆明。刚

把货车停进昆明市一处停车场，他们就

被跨越千里专程赶来慰问的几位河南老

乡“温暖”了。远道而来的河南省濮阳市

见义勇为协会工作人员，为王向楠戴上

大红花，并送上鲜花和慰问金。

“当胸前戴上大红花的那一刻，我

忽然想起入伍时的情景，无比自豪。”王

向楠说，他戴过三次大红花，第一次是

入伍时，第二次是退役时，这是第三次，

“每一次都让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车上贴着“中国退役军人”标识，退伍老兵王向楠横车拦险获赞誉—

“我要对得起这六个字”
■本报特约记者 李光辉 通讯员 戴丹华

3 月下旬，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

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的一场交流活动中，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邢青松，

再次为大家分享自己 30 多年创业路上

“最深的体会”——

“我是一个农民，只是做好了应该

做的事。要说有什么与众不同，我想是

当过兵、上过战场的经历，让我有胆量

在市场大潮中搏击风浪……”

邢 青 松 曾 是 一 名 木 工 ，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 ，这 是 一 门 足 以 养 家 糊 口

的 手 艺 。 然 而 ，1983 年 ，当 征 兵 的 消

息传来，邢青松毫不犹豫放弃木工行

当，报名应征。他说服父母的理由很

简单：“木工活以后可以再干，当兵一

辈子只有一次。”

邢青松服役的原兰州军区某团，

是一支红色底蕴深厚的部队，革命战

争年代曾被授予“钢铁团”称号。1985

年底，随部队奔赴边境作战一线前，邢

青松和战友们一起剃了光头、写下遗

书。那天，班长拉着邢青松的胳膊说：

“青松，你是家里的独子。上了战场，

你跟在我后边。”邢青松不依，班长坚

持：“我是党员，遇到危险我先上……”

一次战斗中，班长英勇作战，不幸

牺牲，那句“我是党员，遇到危险我先

上”，却从此烙在邢青松心里。1986 年

春天，邢青松在战场火线入党，后来因

战斗勇敢荣立三等功。

1987 年，邢青松退伍回乡，被安置

到一家银行工作。5 年后，邓小平同志

发表南巡讲话，深受鼓舞的邢青松做出

一个让家人难以理解的决定：辞去银行

稳定的工作，“下海”搞螃蟹产销。

“咱们高淳水网密布，一直有养蟹

的传统，可因为沟通不畅，养殖户很少

‘走出去’销售，通常是等着外地商家

来收，被人‘牵着鼻子走’。搞螃蟹养

殖、拓展销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

里，干好了，说不定能为乡亲们蹚出一

条致富路……”面对家人的劝说，邢青

松踌躇满志，想成为村里产业致富“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真正投身市场大

潮，他却发现这条路远没有想象中那

么顺当。入行前三年，由于缺乏经验，

邢青松非但没靠卖螃蟹致富，还亏掉

积蓄，欠了不少外债。

那段时间，“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

邢青松，终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没想

到，除夕夜里，一位老乡敲响他的家门，

隔着门喊：“青松，不要紧，你还年轻，还

债不急，好好过年……”

这句话，让邢青松体会到雪中送

炭的温暖。穿上军装时意气风发，火

线入党时举起右拳，辞职“下海”时义

无反顾……那一晚，往事一幕幕涌上

这 位 老 兵 的 心 头 。“ 我 告 诉 自 己 必 须

振作起来。战场上我没有后退一步，

创业打拼也决不当孬种。”邢青松说。

后来，几位好心的乡亲将自己养殖

的一部分螃蟹赊给邢青松经营。邢青

松吸取教训，分析螃蟹产销行情，稳扎

稳打摸索经营方式，渐渐渡过难关，走

上品牌经营之路。

“可不得了！”得知邢青松成功将

螃蟹卖到全国多地，不少养殖户在敬

佩的同时，也跟着心动。2008 年，在有

关部门支持下，邢青松将当地螃蟹养

殖户组织起来，成立了一家水产专业

合作社。

螃蟹养殖风险大，吃过亏的邢青松

提出“顺境时扛起‘先锋旗’，逆境中筑

牢‘防洪堤’”的经营思路。养殖前，合

作社以较低价格向社员提供蟹苗；养殖

中，聘请专家提供技术服务；销售时，如

遇市场低迷，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

免除社员后顾之忧。

“充分让利给社员，不光是为了激

发大家的养殖热情。”邢青松说，“当年，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是乡亲们帮助我走

出困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现在

有能力，在乡亲们的致富路上，愿意为

他们托起‘稳稳的幸福’。”

头雁领航，雁阵齐飞。如今，邢青

松牵头成立的水产专业合作社，通过科

技赋能产业、建立供应链中心、开展规

模化经营，壮大发展当地螃蟹产业，吸

纳社员 3000 余人。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

民。”2018 年以来，邢青松连任两届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农 业 需 要 有 热 爱‘ 三

农’、理解‘三农’的农村居民、农村干

部、农村能人去担当作为，让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

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从起初关注产业项目的支持力

度，到近年来提出“加大池塘养殖生态

化 改 造 ”“ 加 强 水 产 养 殖 投 入 品 监

管”……邢青松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建

议，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生

动剪影。

“我今年 59 岁，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把螃蟹产业经营得更好，为乡亲们

造福。”奋战在乡村振兴新战场，老兵邢

青松又一次发起冲锋。

上图：邢青松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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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初升，康藏高原万山含金。沿

着 317 国道在群山褶皱间穿行，一座蓝

白相间的二层小楼“挂”在山间。

那里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

孜县公安局下雄派出所和甘孜县公安

局洛戈梁子警务站所在地，“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作为派出所，负责维护

当地治安，确保百姓平安；作为警务站，

保障道路畅通和来往车辆人员安全。

工作形式的特殊，源于地理位置的

偏远。这片面积约 250 平方公里的草原

牧区，海拔近 4000 米，含氧量不足平原

的一半，常住人口仅 3000 余人。最近几

年，这座“孤零零”的小楼附近搬来了 3

户牧民，才算有了“邻居”。

“缺少的是氧气，拥有的是忠诚”，下

雄派出所的院子里，一面高墙上方，立着

派出所的所训。派出所所长、警务站站

长“一肩挑”的退役军人刘鹏，用 8 年的

坚守，对这 12个字作了最好的诠释。

“这个苦地方，是我自

己要来的”

与刘鹏交谈时，他的一句话让笔者有

些不解：“这个苦地方，是我自己要来的。”

2016 年，退役后在公安系统工作了

8 年、表现突出的刘鹏，面临职业发展的

两个选择：根据工作需要调到县委组织

部工作，或是到下雄派出所担任所长。

几乎没有犹豫，刘鹏选择了后者。

“我的原名叫‘泽吉尼玛’，藏语意

为‘初一的太阳’。”面对笔者的困惑，刘

鹏没有直接作答，而是讲起自己的成长

经历，“我的父母是藏族，因为我出生在

腊月初一，便给我取了这个名字。他们

希望将来我能像个小太阳，给大家带去

温暖和希望。”

说起改名的缘由，刘鹏滔滔不绝，

言语间流露出一丝自豪：“甘孜是片红

色热土，当年红二、四方面军长征时，在

这里会师，我爷爷就是那个时候参加了

红军。1951 年，十八军先遣部队奉命进

藏，也曾途经这里，挖窑洞、建机场，战

天斗地。因为对‘金珠玛米’的敬佩，很

多藏族百姓给孩子取了汉族名字，我的

母 亲 刘 仕 美 就 是 在 那 个 时 候 出 生 的 。

我从小就对军人很崇拜，后来随母姓改

了名字……”

怀着对军旅的向往，18 岁那年刘鹏

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武警消防战士。在

一 场 场 生 命 救 援 中 ，这 个 战 友 们 眼 中

“ 个 子 不 高 ，但 体 能 素 质 十 分 过 硬 的

兵”，一次次勇敢地冲在前面。

2001 年 7 月，在一次营救跳楼轻生

群众的行动中，刘鹏系好安全绳，趁那位

群众不注意，从 20 楼外墙侧台斜扑，成

功抱住了他。同年冬天，一条遍布餐饮

店的老街发生火灾，刘鹏连续几次冲进

火场，和战友迅疾转移煤气罐等易燃易

爆品，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过后想起来

也挺后怕的，可我们是消防战士，那种情

况下，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刘鹏说。

历 经 火 热 军 营 的 淬 炼 ，别 人 眼 中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洛戈梁子，对

刘鹏这名老兵来说，是一次“舍我其谁”

的挑战。

“刚到下雄派出所时没有自来水，

用水要到几百米外去打。冬天，大家围

着一个火炉子，靠烧牛粪取暖。”那时，

刘鹏心里想的不是条件有多艰苦，而是

“在那种环境下，多少能体会到一点当

年红军长征时的味道”。

“穿上了警服，我更不
能退缩”

发动汽车，笔者跟随刘鹏下村社巡

查。下雄乡所在的这片草原牧区，地域

狭长，从一头巡查到另一头，来回有上

百公里。

刘鹏说，眼下正是转场季，为确保

辖区留守老人和孩子的安全，巡查时要

挨家挨户都走到。等秋季牧民转场返

回，他们也要做好护送工作，一旦出现

草场纠纷，当场就能调解。冬天是盗牧

高发时节，巡查频率也要加大……

来到巡查首站然洛村，一位牧民热

情地和刘鹏打招呼。在当地牧民和许

多过往游客口中，刘鹏被称为“雷锋所

长”。2022 年 3 月 5 日，刘鹏被评为甘孜

藏 族 自 治 州“ 学 雷 锋 青 春 榜 样 优 秀 青

年”。同行的民警杜宁琛说，大家这样

称呼刘鹏，因为他获得这项荣誉“名副

其实”。

5 年前，有盗牧者在然洛村偷了八

九头牛，向周边县逃遁。接警后，刘鹏

带着两名民警第一时间追击，凭借对地

形的熟悉，及时拦下两名盗牧者。盗牧

者负隅顽抗，一人持刀一人拿棍。刘鹏

命令战友对付拿棍子的盗贼，自己和持

刀者“硬碰硬”，最终成功将盗贼制服。

还有一年冬夜，刘鹏接到报警，因

雪天路滑，一辆越野车过桥时不慎侧翻

掉 下 桥 ，倒 栽 在 停 在 桥 下 的 一 辆 汽 车

上，半边车身悬空，摇摇欲坠。“我来！”

刘鹏轻手轻脚地从车窗钻进有些变形

的 驾 驶 室 ，使 出 浑 身 力 气 将 司 机 拉 出

来。“车在晃，快出来！”一旁的人员大声

喊道。刘鹏刚爬出来，越野车就“砰”的

一声掉了下去。刘鹏躲过一劫，如今回

想那一刻仍心有余悸，他却说：“穿上了

警服，我更不能退缩。”

杜宁琛还想起一件事。去年春节

前，刘鹏 13 岁的儿子第一次来到洛戈梁

子。“所长本来答应过节时带儿子外出

旅游，因为当时巡查任务重走不开，他

索性让嫂子‘哄’着儿子到山上来。第

二 天 ，他 带 着 孩 子 一 起 到 村 社 走 了 一

圈，美其名曰‘雪域一日游’……”杜宁

琛笑着说。

这些年，刘鹏和战友们陆续为牧民

找回被盗与走失的牦牛 200 多头。针对

环境特殊和警力不足的现状，他将警力

合理划分为多个责任小组，在警民联动

下形成 24 小时不间断巡逻防范网络。

“哪怕只有一个路人经过，我们都

必须保证他平安。”刘鹏说。

“你相信我，有什么事
跟我说”

刚刚走进洛戈一村，刘鹏就被几名

村民围住。

“所长，上次你们找到的牛，生下了

一对双胞胎牛犊！”

“所长，下次来，能不能帮忙带几本

藏语的畜牧技术书？”

七嘴八舌间，一个女孩上来拉住刘

鹏的手，红扑扑的脸蛋上带着笑容：“刘

叔叔，我这次在班里考进了前三名……”

这个女孩名叫巴姆拥措，家境比较

困难。2021 年暮春，从广州到西藏旅行

的李先生驾车途经洛戈梁子，爬坡转弯

时不小心冲出路基。刘鹏带人赶到，第

一时间帮他们联系汽修厂，还特意把他

们接到警务站，煮好面条招待。

刘鹏眼中“一次普通的救援”，让李

先生感恩在心。那一天，看到警务站条

件有限，经济状况不错的李先生提出捐

资改善警务站条件，被刘鹏婉拒。回到

广州后，他又多次给刘鹏打电话，希望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被李先生的执着

打动，刘鹏提出可以资助一些牧区有困

难的家庭。在刘鹏牵头下，李先生与当

地 10 名牧民子女建立联系，表示将捐助

他们直到大学毕业。巴姆拥措正是受

资助的孩子之一。

在巴姆拥措家中坐了片刻，临走前

刘鹏又习惯性地掏出钱包。“所长每次

来，要么带些生活用品，没来得及带就

塞些钱，基本没有空过手……”一旁的

杜宁琛说。

这次到洛戈一村，刘鹏还记挂着村

民拉姆。去年 3 月的一个晚上，拉姆和

丈夫发生矛盾，离家走进草原深处。接

警后，刘鹏一边带队寻找，一边不断拨

打拉姆的电话。直到深夜，拉姆终于接

听了电话。

“你相信我，有什么事跟我说……

你相信我，有警察在，没有什么坎儿过

不去……你相信我，告诉我你的位置，

我 去 接 你 ……”听 着 电 话 里 一 连 串 的

“你相信我”，拉姆终于停止了哭泣。找

到拉姆后，刘鹏又劝了半天，把她安全

送回家。

“我信你”“这事儿就靠你了”“你来

了就好办了”……这些年，刘鹏经常从

群众口中听到这样的话语。为什么刘

鹏值得信任？拉姆的一句话让人难忘：

“大家都叫他‘雷锋所长’，所以我信他。”

采访中，笔者还了解到一个细节。

前些天，刘鹏带领民警入户宣讲政策。

回所时，他披了一身洁白的哈达……

图①：刘鹏（左五）与牧民们在一起。

图②：刘鹏（左三）向牧民宣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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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高原，有位“雷锋所长”
—四川省甘孜县公安局民警、退役军人刘鹏立足岗位爱民助民的故事

■王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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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退役军人孙作成（左五）在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兵哥调解室”进

行调解。2020年 8月，濉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县司法局合作，挂牌成立“兵哥

调解室”，聘请 12 名具备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有调解工作经验的退役军人担任

调解员，义务开展法律咨询、提供调解服务。 李 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