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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习主席对退役军人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切实把退役军

人接收安置好”。殷殷期许、谆谆嘱

托，令人心暖。

3 天后，新华社播发一条新闻：国

务院、中央军委日前公布《退役军人安

置条例》，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从工作机制、安

置方式、工作流程和待遇保障等方面，

对退役军人安置作出明确规定。以法

之名、字字千钧，让人心安。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蔚起，

国运方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

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力量。退役军人安置得好不好，直接

关系军人权益保障、现役军人训练积

极性和适龄青年参军热情。让退役军

人这一“宝贵财富”保值增值，让这支

“重要力量”释放能量，需要对退役军

人妥善安置、合理使用，做到人尽其

才、各得其所。

安 置 ，“ 使 人 或 事 物 有 着 落 ”之

意。脱下军装、步入社会，面对就业市

场的机遇挑战、能力素质的“水土不

服”，退役军人对被安置好使用好既充

满期待，又有些许忐忑。可喜的是，近

年来我国退役军人安置制度改革不断

深化，一个个高“含金量”安置举措陆

续出台。转业军官“直通车”安置不断

拓展，“阳光安置”工作机制进一步健

全，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

企业安置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比例持续

优化……军地衔接、系统完备、务实管

用的退役军人移交安置政策制度体系

不断完善，退役军人安置正加快从“有

岗可安”向“优岗可选”转变。

“希望广大退役军人永葆革命军

人本色，坚定信念，爱国奉献，奋发有

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自觉

铭记党、政府和军队的关心关爱，退役

不褪色、转岗不转志，秉持军人忠诚、

坚毅、担当、自律的优秀品质，在人生

不同阶段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各行

各业、各条战线担当作为。全国技术

能手赵天杨在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一

线屡屡立功，支教老师谢彬蓉为山区

孩子点亮“知识烛火”，野生象群卫士

岩罕陆为保护和救助野生亚洲象提供

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一个个整装

再出发的动人故事，汇成一曲曲激昂

奋进的时代之歌。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进新

时代，广大退役军人拥有干事创业的

广阔空间和舞台，大有可为，也大有作

为。着眼退役军人所思所盼，有了《退

役军人安置条例》的法规指引，期待军

地协同贯通政策出台“最先一公里”和

落实“最后一公里”，期冀广大退役军

人秉承军队光荣传统，在新的战场书

写新的人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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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携起手
来，并肩‘战斗’”

2023 年 3 月初的一个清晨，随着一

阵“咚咚咚”的敲门声，沈阳警备区政治

工作处工作人员叩开辽宁省军区沈阳第

一退休干部休养所退休干部金恩祥的家

门：“首长，前两天警备区开‘红色启航’

老干部宣讲团筹备会，您外出授课没能

参加。参会的老首长们一致推选您当团

长，想再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尽管已经过去一年多，回忆起当时

的情景，75 岁的金恩祥仍难掩激动：“早

就听说警备区要把老干部组织起来成

立宣讲团，我第一时间报了名，没想到

大家选我当团长。”

金恩祥之所以被推选为宣讲团团

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有丰富的

国防教育经验。曾在国防大学任教多

年的金恩祥，2008 年退休后一直奔走在

国防教育的路上，深入党政机关、各大

院校累计作报告 1800 余场。

那一天，面对工作人员的来访，金

恩祥沉思片刻便表态答应：“既然大家

推举、组织信任，我就扛起这副担子！”

沈阳警备区领导介绍，该警备区服务

保障的 400余名离退休干部中，有参加过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战斗

英雄，也有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国家国防

教育师资库专家，其中不少老干部多年来

积极参加红色宣讲，热心公益活动。

为充分发掘运用老干部资源，赓续

红色血脉，2023年初，该警备区筹划组建

“红色启航”老干部宣讲团。消息传到各

干休所，得到老干部们的积极响应。

“我是东北抗联的老战士，宣讲东

北抗联精神，我有责任……”辽宁省军

区沈阳第八离职干部休养所就“是否愿

意加入宣讲团”组织老干部座谈时，93

岁高龄的杨振国第一个表明决心。

杨振国话音未落，91 岁抗美援朝老

兵王铁军紧接着表示：“咱们所原来有

不少老红军，他们的故事我很熟悉，我

也要加入宣讲团。”

王铁军告诉笔者，座谈会结束的那

天夜里，他辗转难眠，连夜对此前创作

的《雪山坟》《咏龙胜草鞋情》等颂扬红

军精神的诗词进行整理——“参加红色

宣讲，我们老兵义不容辞。当时就盼着

宣讲团早日成立，好把诗词背后的故事

讲给更多人听。”

自愿报名、组织推荐、综合考量……

2023 年 3 月 21 日，26 名身体状况良好、

理论素养高、表达能力强的离退休老干

部组成的沈阳警备区“红色启航”老干部

宣讲团正式成立。

启动仪式上，宣讲团团长金恩祥充

满激情地给大家作动员：“让我们携起手

来，并肩‘战斗’，相信星火可以燎原……”

“时代在变化，宣
讲的内容、形式也要
创新”

八一建军节前夕，王铁军临时接到

一项任务——给一个社区的居民讲双

拥故事。“我本来以讲红军故事为主，但

‘八一’前后宣讲需求多，团里就把这个

任务交给了我。”王铁军说。

“点单式宣讲”是“红色启航”老干

部宣讲团的一项创新举措。“我们与友

邻部队、地方相关职能部门等建立联络

员机制，由邀请单位‘点课’，宣讲团成

员针对性进行宣讲。”沈阳警备区领导

告诉笔者，自宣讲团成立以来，几乎每

周都能收到省内外发来的邀请。

作为一名曾在原沈阳军区后勤部

工作多年的“老后勤”，给社区居民讲双

拥故事对王铁军来说并非难事。可王

铁军有自己的担心：“几十年过去，记忆

与史实难免会有出入。”

“为了把故事讲得准确又生动，爷

爷连着好几天到沈阳市档案馆查阅资

料 ，还 一 遍 遍 让 我 们 帮 忙 录 制 试 讲 视

频，反复打磨。”王铁军的孙女说。

和王铁军一样，尽管宣讲团成员军

旅阅历丰富，但接到宣讲任务时，他们

总是精心准备，从不“应付”。

前不久，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曲

《红星歌》的词作者、91 岁抗美援朝老兵

邬大为应邀到幼儿园讲红色故事。当他

通过说唱结合的方式，绘声绘色讲起歌

曲背后的故事时，师生都听得入了迷。

其 实 ，为 了 找 到 适 合 儿 童 的 讲 述

风格，邬大为下了不少功夫。“每一次

到 幼 儿 园 宣 讲 ，我 会 特 别 留 意 老 师 与

孩 子 们 的 沟 通 方 式 ，在 一 旁‘ 偷 师 学

艺 ’。 有 时 我 还 会 带 上 小 国 旗 或 红 五

星，作为奖品送给认真听讲的孩子。”

邬大为笑着说。

“老干部的人生阅历不同，讲述风

格也有区别。”沈阳警备区政治工作处

干事王飞回忆，与邬大为宣讲时的慷慨

激昂不同，北部战区总医院退休干部孙

桂琴讲述的最大特点是娓娓道来。

今年 3 月 9 日，广东省鹤山市鹤华

中学礼堂座无虚席，师生们静静聆听讲

台 上 的 孙 桂 琴 讲 述 自 己 与 雷 锋 的 故

事。讲到雷锋在她当年就读的小学担

任校外辅导员时，亲手给她戴红领巾、

手把手教她补袜子的场景，孙桂琴露出

幸福的笑容，台下师生也不自觉地嘴角

上扬；讲到自己和同学们一起去给雷锋

扫墓，她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不少

师生也跟着红了眼眶……

“老干部的宣讲风格有所不同，但

都能讲进人们心里。”王飞感慨。

在孙桂琴看来，自己的讲述之所以

能打动听众，不只是因为自己曾与雷锋有

过交集。接到宣讲任务后，她总会充分了

解听众的年龄层次、职业类型，有针对性

地调整宣讲重点，补充宣讲素材——“时

代在变化，宣讲的内容、形式也要创新。

红色宣讲只有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才能

影响更多的人。”

“播撒精神的火
种，我们累并快乐着”

“红色启航”老干部宣讲团成立以

来，经常陪同老干部外出宣讲的王飞总

有 一 个 感 觉 ：这 群 已 经 退 休 多 年 的 老

兵，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活力，让人不

由自主地被感染。

“ 老 金 一 年 到 头 闲 不 住 ，不 是 外

出 宣 讲 ，就 是 在 为 宣 讲 做 准 备 ……”

笔 者 一 行 到 金 恩 祥 家 采 访 时 ，他 的 妻

子 张 福 芝 一 边 寒 暄 ，一 边 把 我 们 领 进

书 房 。 书 房 里 ，头 发 花 白 的 金 恩 祥 正

一 手 拿 着 书 ，一 手 在 笔 记 本 电 脑 上 打

字 录 入 。 电 脑 旁 边 ，放 着 还 没 吃 完 的

早饭。

从一组数据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

老干部们的忙碌状态——

一 年 多 来 ，他 们 不 仅 在 当 地 常 态

化 开 展 红 色 宣 讲 ，还 先 后 受 邀 前 往 北

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安徽等 10

余个省（市），为党政机关、大中小学、

企 事 业 单 位 和 基 层 部 队 作 红 色 宣 讲

600 余场，被 100 余所学校聘为“校外辅

导员”。

让老兵们乐此不疲的动力源泉，是

“时常能感受到被需要”。

5 月 31 日 ，沈 阳 市 皇 姑 区 岐 山 路

第一小学举行少年先锋队新队员入队

仪 式 ，全 国 学 雷 锋 先 进 个 人 、79 岁 老

兵龙凡应邀前去宣讲雷锋精神。宣讲

结 束 后 ，不 少 学 生 将 他 团 团 围 住 ，希

望“龙爷爷”能给自己签个名，留作纪

念。

“这样的情景时常可见。在‘开学

第一课’、少先队员入队等特殊节点，只

要‘红色启航’老干部宣讲团成员来学

校宣讲，总会出现‘追星’的场面。”岐山

路第一小学老师杨扬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随着各

类庆祝活动陆续展开，“红色启航”老干

部宣讲团的成员们更加忙碌。

“不觉得辛苦吗？”笔者不禁问金恩

祥。

“开展红色宣讲是每名老兵的社会

责任。播撒精神的火种，我们累并快乐

着！”金恩祥笑着回答。

制图：扈 硕

组建一年多来，辽宁省沈阳警备区“红色启航”老干部宣讲团开展红色宣讲600余场—

播火传薪再出发
■荣俊运 李禹墨

今年 8月 10日是七夕节。这几天和

儿女闲谈，不觉聊起 71 年前我和丈夫在

抗美援朝战场的防空洞里举办婚礼的往

事，翻出了一张泛黄的结婚照。

那是 1953 年 9 月 18 日，《朝鲜停战

协定》签订后不到两个月。当时，时任志

愿军第 12 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的我，与时

任第 12 军司令部侦察科副科长的董声

岐相知相恋已有一年。在领导关心下，

我们在位于防空洞的宿舍里，举办了热

闹简朴的婚礼。

那一天，原本简陋的宿舍被战友们

装扮得喜气洋洋：除了红喜字，墙上还挂

着第 12 军政治部发给我们的、用大红花

装饰的结婚喜报。首长和战友们纷纷前

来向我们道喜。一片祝福声中，我和丈

夫相依而坐，一位战地记者为我们拍下

一张合影。

虽然我们的婚礼很简单，没有彩灯

鞭炮，没有美酒佳肴，可每每回想起结婚

当日的情形，回忆起我和丈夫相知相恋

的往事，依然觉得有滋有味。

1951 年春，志愿军第 12 军“雄赳赳、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时，18 岁的我

与年长我 4岁的董声岐都在这支队伍里，

彼此并不相识。董声岐作为侦察科副科

长，经常深入一线侦察敌情、收集情报，

并到军机关报告工作。我们科长与董声

岐相熟，他有时会到我们驻扎的防空洞

找科长谈工作，就这样认识了我。

董声岐为人正直，在部队人缘很好，

工作之余有时会和我聊上几句。一来二

去，我们慢慢熟悉起来，越聊越投机。

董声岐经常给我讲战斗故事：一次

战斗中，为掩护大部队转移，他带领一个

侦察小队断后阻援。敌人的坦克突然来

袭，侦察小队紧急投入战斗。面对敌人

猛烈的炮火，先后有十几位战友牺牲。

讲到这些战友，他泣不成声。

我也向他分享自己的经历：为避开

敌机轰炸，我们通常在夜里行军。有一

次敌人悄悄尾随，等部队上了山，就发出

照明弹。天空一下子被照得亮如白昼，

我们背着装备和干粮，拼命往隐蔽的地

方跑……

为了让我在战场上更好地保护自

己，董声岐教给我不少他在执行侦察任

务时常用的隐蔽方法。寻找掩体、匍匐

前进……他一边讲解一边演示的认真神

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到祖国后，我和

丈夫先后转业，把家安在了云南。我们

有了 3 个子女，如今已四世同堂。丈夫

今年已 95 岁，听力不太好，与人交流不

畅。可看到当年的这张结婚照，他眼中

闪烁着温暖的光，脸上绽出笑容。他用

手摩挲着照片，指尖划过宣传画上“热爱

和平”4个字。

为了和平，70多年前在异国他乡，无

数志愿军将士付出青春与热血。希望今天

的年轻人，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宋海军、云先锋整理）

上图：刘衡哲（右）与董声岐的结

婚照。 作者供图

抗美援朝老兵刘衡哲回忆战场往事—

防空洞里办婚礼
■刘衡哲

8 月 1 日清晨，山东省聊城市一家

企业的负责人杨庆生早早起床，拨通该

企业员工、退役军人潘发旺的电话：“再

提 醒 一 下 宣 讲 团 的 战 友 ，今 天 外 出 宣

讲，咱们要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

杨庆生曾在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

服役。怀着对英雄的敬意，从 2021 年开

始，杨庆生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动员

20 余名退役军人员工组建“董存瑞精神

志愿宣讲团”，利用八一建军节、全民国

防教育日、烈士纪念日等时间节点，走

进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区，义务

宣讲英雄事迹和英烈精神。

“作为董存瑞传人的荣耀与自豪，

从我入伍那天起一直伴随着我。”杨庆

生说。1979 年，杨庆生告别家乡，登上

运兵的列车。途中，听接兵干部介绍他

们的目的地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车

厢里一片沸腾——“能到英雄部队去当

兵，大家都感到很光荣。”

步入军营，杨庆生学唱的第一首歌

是《当兵要像董存瑞》，读的第一本书是

《董存瑞故事集》，看的第一部电影是

《董存瑞》。随着对英雄事迹了解的深

入，“传承董存瑞精神，争当董存瑞传

人”的种子，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杨庆生回忆，驻地冬天气候寒冷，

风雪交加的日子里，战友们依然按计划

完成训练任务。踩着齐膝的积雪拉练，

在冻土上凿坑扎营……训练虽然苦，杨

庆生和战友们一次次咬牙坚持下来，因

为“大家都不想给英雄的部队抹黑”。

1984 年，杨庆生脱下军装，带着两

张二等功证书、1 张三等功证书回到老

家聊城。在退役当天的日记中，他深情

写道：“一朝走近董存瑞，一生离不开董

存瑞。老班长董存瑞的精神，我要用一

生去追随……”

上世纪 90 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东

风，杨庆生走上创业之路。经过多年打

拼 ，企 业 渐 渐 有 了 规 模 。 在 杨 庆 生 看

来，自己之所以能在市场搏击中闯出一

片天地，离不开“在部队打下的基础”。

他说：“军旅生涯是我一生的财富，激励

我面对创业过程中的挫折决不气馁，咬

紧牙关去争取胜利。”

经营好企业的同时，杨庆生主动扛

起更多社会责任。立足发展需要，他创

办的企业先后为当地 100 余名群众提供

就业岗位，其中包括 20 多名退役军人。

企业里不仅设置了退役军人专岗，还在

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指导下，打造

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设立

退役军人实训车间。稳定的收入、良好

的发展空间，让在企业工作了 10 年的退

役军人杨云峰直言“心里感到很踏实”。

除了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支

持，杨庆生还热心公益事业。为地震灾

区捐款捐物，为中小学购置电脑、课桌

等教学设备，在周边 3 个村庄建立“村

企结对点”帮助村民就业，资助患有尿

毒症的困难学生……多年来，主动向需

要帮助的群众伸出援手，已经成为杨庆

生生活的一部分。“我是从农村出来的，

现 在 有 能 力 ，应 该 多 承 担 一 些 社 会 责

任，回报国家和部队对我的培养。”杨庆

生说。

采访中，杨庆生说起组建“董存瑞

精神志愿宣讲团”的初衷：“当过兵的

人，都有一份英雄情怀。虽然这些战友

不是来自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但老兵

讲英雄的故事更能打动人。组建宣讲

团的想法一提出来，就得到大家的热烈

响应……”

如今，在杨庆生的带领下，企业中

的退役军人在生产一线辛勤工作，在宣

讲路上默默耕耘，“人人争当董存瑞精

神的传人”。

山东省聊城市“最美退役军人”杨庆生—

“军旅生涯是我一生的财富”
■孙华蕾 马学临

声音·平心而论

影像·军旅回眸

写在前面

有人说，一位老兵的人生经

历，就是一部鲜活的红色教材。

当一位位“播火”老兵集结成队，

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熠熠

生辉的红色历史画卷。

2023 年 3 月 21 日，在辽宁省

沈阳警备区统筹组织下，26 名离

退休老干部组成了一支红色宣讲

队伍。一年多来，这群平均年龄

83 岁的老兵以“红色启航”为名，

先后 600 余次走进学校、机关、社

区 、乡村和军营，讲述亲历的故

事，播撒精神的火种。

这群老兵中，不乏人们熟悉

的名字：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曲作者铁源，雷锋辅导过的学

生孙桂琴，国家国防教育师资库首

批入库专家金恩祥……青春岁月

里，他们奋战在不同领域、不同战

线，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不懈奋

斗；白发染鬓时，他们播火传薪再

度出发，为了红色基因更好传承。

③③

①①

②②

图①：2023年 10月，金恩祥（左二）为第 79集团军某旅雷锋班官兵讲红色传

统；图②：2023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邬大为应邀为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

学生讲国防知识；图③：2023 年 11 月，王铁军（右三）到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第

二小学讲长征故事。 荣俊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