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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课老师到“瓦工班长”

带出的兵“嗷嗷叫”

“我还是想去当兵！”

1978 年的一个夜晚，江苏省淮安市

金湖县一户人家里，亮着昏黄的灯光。

19 岁的黄国治正为了当兵的事，跟母亲

“软磨硬泡”。

母 亲 不 是 不 支 持 黄 国 治 去 当 兵 。

只是那时候，高中毕业的黄国治已进入

家乡的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未来很有

希望转正，端上“铁饭碗”。然而，看着

《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电影长大

的黄国治，从小在心里立下参军报国的

志向。

眼看征兵体检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没能说服母亲的黄国治心急如焚。当

时，接兵干部所住的公社招待所，与黄

国治任教的中学相邻，只要一有时间，

黄国治就去打听征兵的事。一来二去

渐渐熟悉后，接兵干部把文化程度较高

的黄国治看作一棵好苗子。

“昨天体检怎么没有你？”一天，接

兵干部找到黄国治，“想去当兵的话，

还 可 以 到 隔 壁 公 社 体 检 ，这 是 最 后 的

机会。”

出于对军营的热切向往，黄国治想

都 没 想 就 蹬 着 自 行 车 赶 到 隔 壁 公 社 。

体检顺利通过的消息传回家里，母亲还

是拗不过儿子，支持他去参军。

入伍来到基建工程兵某部后，黄国

治颇受重视。因为他在中学代课时当过

班主任，文化程度高、组织管理能力强，

加上训练成绩出色，新训期间就被任命

为副班长。下连不久，黄国治所在单位

扩编，经上级综合考虑，军政素质过硬的

他，被任命为瓦工班班长。

“当兵第一年就担任班长，这是很

少见的事。”黄国治回忆，当时他虽然心

里没底，但面对组织的信任、战友的支

持，还是勇敢地扛起这份责任。

1979 年 7 月，黄国治所在团受领营

房建设任务，需要在 6 个月内运送 5000

方毛石。黄国治带领瓦工班主动请缨，

挑起重担。

瓦工班的 16 名战士，清一色是新

兵，施工经验相对不足，黄国治便在“战

术 ”上 下 功 夫 。 营 房 地 基 所 需 毛 石 重

量，每块要控制在 50 至 100 斤，黄国治

仔细观察，发现大块毛石上有纹理，便

研究出“纹理破石”的办法，不仅节省体

力，还能确保毛石重量适中，切面相对

整齐。他还带领大家将破好的毛石一

堆堆分好，有序码放到路边，既方便计

量，又方便装运。

眼看任务顺利推进，战士们越干越

有劲、越干越团结，一提任务就“嗷嗷

叫”。他们主动采取“三班倒”的方式，

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仅用两个半月就

圆满完成任务。

因为工作表现出色，1979年 10月，黄

国治光荣入党。两年后，他提干担任排长。

从“明星厂长”到“造林先锋”

干就干出“好样子”

1983年，黄国治所在部队集体转业，

组建原马鞍山钢铁公司建设公司。来到

新的岗位，黄国治和在部队时一样，把扛

红旗、争第一作为追求。他从一名会计

做起，凭借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逐步走

上领导岗位。1995 年，36 岁的黄国治担

任公司下属一家机械厂厂长。

1996 年，公司投建新的生产线，黄

国治所在厂负责新建厂房的屋面钢瓦

生产。厂房的屋面设计宽度接近 60 米，

可当时的压钢设备最多能压出 10 米长

的钢瓦。如果采用接片焊接，效率低不

说，还影响施工质量。

迎难而上，黄国治决心立项攻关。

“没有条件，我们创造条件也要上！”他

从外地请来专家，组织力量成立科研小

组，反复论证、大胆创新。遇到研制瓶

颈，他一次次给大家加油鼓劲：“这项技

术在公司尚属空白，咱们要么不干，干

就干出‘好样子’……”

经过不懈探索，压钢设备技术革新

工作取得突破。投入生产后，保证了屋

面钢瓦的生产质量和效率，黄国治也因

此被公司评为“明星厂长”。

年富力强、脚踏实地、勇于创新，就

在黄国治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之际，他

却做出一个轰动全厂的决定：辞职创业。

做什么项目？黄国治把目光投向植

树造林。原来，2002 年国家全面启动退

耕还林工程，在外工作多年的黄国治与

妻子那一年恰好回了趟江苏金湖老家。

“金湖县有植树造林的传统，曾被评为

‘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沟河堤旁、农田

圩埂、荒滩荒地遍植白杨、泡桐等优良树

种，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都不错。”黄国

治胸中涌动着一股激情，“马鞍山沿江地

带也有大量湿地、荒滩，如果租下来种

树，应该会有不错的收益。更何况，种树

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

想法很美好，起步却困难重重。黄

国治虽然勉强凑够启动资金，但市场上

杨树苗价格不低，夫妻俩只好在马鞍山

一处江心洲租地育苗。

前往江心洲的水路风大浪高，夫妻

俩驾驶一艘小船，一趟趟运送种苗。他

们请江心洲上有经验的农户帮忙育苗，

自己也蹲在苗圃里学技术。等种苗长

大了，他们又驾船把树苗运出来，和工

人们一起，起早贪黑栽种到荒滩上。

苦心人，天不负。首批 19.8 万棵白

杨树在荒滩上扎了根，黄国治植树造林

的事业，一举成功。

小 黄 洲 ，薛 家 洼 ，长 江 大 堤 护 堤

地……截至 2011 年 ，黄国治已在长江

岸 线 造 林 1.7 万 余 亩 ，栽 种 各 种 树 木

105.5 万棵，将当地的森林覆盖率提高

2.7%。 这 位 曾 经 的“ 明 星 厂 长 ”，在 全

新“战场”再次干出“好样子”，成为人

们心目中的“造林先锋”。

从植树造林到防虫护林

要啃就啃“硬骨头”

从一棵树苗到万亩林海，黄国治在

造林同时，对森林病虫害防治的理解日

益深入。“种树易，护养难。”在他看来，

只有把种下的林木护养好，才能真正发

挥其涵养土壤、调节气候、保护生态的

作用，实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09 年底，黄国治下决心“转战”农

林病虫害防治领域。他只身来到合肥，

站上新的发展赛道。

有一年，安徽部分地区白蛾泛滥，

位于合肥的安徽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出

现 大 量 病 虫 害 ，许 多 杨 树 的 叶 子 被 啃

光，出现了“夏季冬景”。

“要啃就啃‘硬骨头’。”凭借前期积

累的护林经验和良好信誉，黄国治的企

业接下病虫害防治任务。他迅速集中

技 术 力 量 ，调 集 作 业 团 队 ，很 快 完 成

6500 亩森林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首个重要项目告捷，黄国治一鼓作

气，带领团队陆续前往芜湖、马鞍山等

地 开 展 病 虫 害 防 治 ，业 务 范 围 不 断 扩

大 ，截 至 目 前 已 开 展 森 林 病 虫 害 防 治

600 余万亩。

近几年，黄国治带领团队致力于黄

山松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黄山风景

区地形崎岖、山高路险，检测、消杀难度

大。尽管已不再年轻，每到松材线虫病

防治的关键期，黄国治依然自己带队，

背着设备和干粮登山穿林，早出晚归。

“ 松 材 线 虫 病 被 称 为 松 树 的‘ 癌

症’，传播速度快、危害大，很难彻底清

除……”说到病虫害防治难点，黄国治面

露担忧，但他很快补充道，“只要每个环

节都做到精准、精细，就能有效控制！”

提到一棵棵树木重吐新绿、一片片

林地重现生机，黄国治一脸自豪。他笑

言：“我们就好比森林里的一只只‘啄木

鸟’，我也愿意做一只‘啄木鸟’……”

啄 木 鸟 ，寓 意 勤 劳 、专 注 、坚 持 不

懈。这些品质，贯穿黄国治拼搏创业的

人生。如今，在片片林海中，这位“啄木

鸟”老兵依然忙个不停。

图①：上世纪 80 年代，黄国治（右

一）与战友合影。 受访者供图

图②：黄国治查阅森林病虫害防治

资料。 梅良仿摄

图③：黄国治开展黄山松病虫害防

治。 贾功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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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黄国治带领团队植树造林1.7万余亩，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600余万亩—

愿做一只护林“啄木鸟”
■梅良仿

今年 5 月，在一场“老兵宣讲进军

营”活动中，我有幸结识了同为宣讲团

成员的抗美援朝一等功臣、“北京军休

榜样”李代相。前几日，我特意登门拜

访，请这位老前辈讲一讲浴血沙场的军

旅人生。

“我 5 岁时就没了父母，小时候不知

道吃了多少苦。”新中国成立后，李代相

终于过上了好日子。1950 年底，17 岁的

他响应号召参军入伍，成为第 47 军 139

师 416 团 5 连一名战士，第二年 4 月随部

队跨过了鸭绿江。

1951 年，在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

战斗中，李代相所在部队奉命坚守严岘

山阵地，阻击美骑兵第一师。三天四夜

里，李代相作战勇敢，负伤不下火线。

看着身边战友一个个倒下，他孤军奋战

5 个多小时，守住了阵地。

战斗结束后，时任志愿军第 47 军

副军长刘贤权亲临 5 连组织战评总结，

和 5 连 10 多 名 幸 存 的 战 士 席 地 而 坐 ，

听取他们的发言。刘贤权想知道，5 连

在 装 备 、兵 力 与 敌 人 如 此 悬 殊 的 情 况

下，为何能击退敌人的 29 次进攻？机

枪手范洪亮第一个提出为 5 班战士李

代相请功，接着又有多人发言，争先述

说 亲 眼 看 到 的 情 形 ：李 代 相 在 战 斗 中

一 身 血 污 ，忍 着 伤 痛 同 敌 人 英 勇 搏

斗。听到这里，刘贤权问：“哪个叫李

代相？站起来，我想看看。”当李代相

站 到 他 面 前 时 ，他 发 现 竟 是 一 个 长 着

娃 娃 脸 的 年 轻 战 士 。 刘 贤 权 很 受 感

动 ，红 了 眼 眶 。 会 后 ，他 找 李 代 相 谈

话 ，了 解 详 细 情 况 ，并 鼓 励 他 再 接 再

厉 。 不 久 后 ，李 代 相 被 批 准 荣 立 一 等

功 。 李 代 相 的 一 等 功 证 书 上 ，这 样 记

录他的英雄事迹：“临津江东战役表现

特别勇敢。6 号晚上打退敌人一次冲

锋 ，7 号 打 退 敌 人 5 次 冲 锋 ，打 死 敌 人

150 多人……”

“为了祖国和朝鲜人民的幸福，为

了 这 血 染 的 土 地 ，为 了 给 牺 牲 的 战 友

报 仇 ，我 们 不 惜 牺 牲 自 己 的 生 命 ，坚

决 消 灭 敌 人 ，守 住 阵 地 。”70 多 年 过

去 ，李 代 相 依 然 清 晰 记 得 5 连 官 兵 在

严 岘 山 阵 地 上 集 体 宣 誓 的 每 一 个 字 。

在 李 代 相 看 来 ，组 织 上 给 他 记 一 等

功，是对他的鼓励，“真正的英雄是那

些牺牲的战友”。

李代相深情地说，他能够成长为一

名勇敢的战士，离不开各级领导的教育

和帮助。他的连长张永富是一位战斗

英雄，待他如亲兄弟一般，无微不至地

关心他。指导员庞殿臣对他的影响也

很深。1958 年，李代相在一所军校任军

事教员，与回当地探亲的庞殿臣相遇。

两人共同回忆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感

慨万千。李代相始终铭记各位老首长

的嘱托，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每

个 岗 位 都 兢 兢 业 业 工 作 ，多 次 受 到 表

彰。调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工

作后，李代相结合自己的战斗经历，用

心用情投入解说员培养工作中，让人民

军队的辉煌战史和光荣传统被更多观

众了解熟知。

退休后，李代相发挥余热，多次应

邀在讲台上、在镜头前讲述战火硝烟中

那些感天动地的英雄故事。“希望青少

年能够不忘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和幸福，奋发图强担负起强国使命。”李

代相说。

一等功臣、抗美援朝老兵李代相—

烽火硝烟中走来的“军休榜样”
■卜金宝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正值葡萄成熟之际，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退役军人走进田间地头，帮助农

户采摘葡萄，助农增收。 朱俊山摄

8 月 25 日傍晚，位于豫南的某野外

驻训点临时舞台上，河南省禹州市兵之

梦战友艺术团带来的一场“铁血铸军

魂，红心永向党”主题演出正在进行。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

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

人……”舞台上，十几位身穿统一军旅

文化衫的老兵动情演唱，一首《四渡赤

水出奇兵》被演绎得荡气回肠，将演出

推向高潮。

这个成立于 2014 年的艺术团，由

河 南 省 禹 州 市 100 余 名 退 役 军 人 组

成。艺术团的发起人刘国贤，是一位伤

残老兵。

59 岁的刘国贤，爷爷曾参加过抗

日大刀队，叔叔、姑父都当过兵。受家

庭影响，1982 年刘国贤参军入伍，服役

期间多次受到嘉奖。

那次意外受伤的经历，刘国贤记

忆犹新。那一天，刘国贤在进行双杠

训练时不慎摔下来，伤到右腿。起初

他并不在意，依然带伤坚持训练，直到

疼 得 不 能 行 走 ，才 被 送 到 医 院 治 疗 。

“胫骨疲劳性骨折”，由于距离刘国贤

受伤已有一段时间，医生发现伤口内

部已经感染，初步判断要进行截肢手

术。幸运的是，医生们经过会诊，通过

自体骨移植的治疗方法，保住了刘国

贤的右腿。“尽管医生尽了全力，还是

留下肌肉萎缩、跛行不能负重的后遗

症。被评定为五级伤残后，我调到卫

生队当了卫生员。”刘国贤说。

1990 年，刘国贤脱下军装，被安置

到禹州市药品检验所（今禹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工作。虽然右腿有残疾，刘

国贤依然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

作者。

一次，刘国贤到当地一所小学检

查相关工作时，注意到学校正组织学

生开展唱红歌活动。与老师们交流，

他 了 解 到 学 生 们 对 学 唱 红 歌 很 有 兴

趣，但因为师资原因，相关活动的开展

并不深入。

返程路上，刘国贤在心里琢磨：当

年禹州是豫西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英

雄故事数不胜数。自己在部队学会了

吹口琴、弹吉他，身边也有不少战友懂

声乐、会器乐，何不成立一个艺术团来

传播红色文化？

联系志同道合的战友，共同策划组

织……2014 年 7 月，在一间临时借用的

中学教室里，刘国贤和其他 20 余名热

爱文艺的禹州籍退役军人聚在一起，成

立兵之梦战友艺术团。刘国贤介绍，

“兵之梦”是战友们共同商定的名字，大

家都希望通过传播红色文化，画好军旅

延长线，再续军旅梦。

艺术团成立后，老兵们满怀热情参

加排练，希望早日登台演出。然而，一

系列困难接踵而来：排练没有固定场

地，节目编排缺少指导老师，还要自筹

乐器、服装、道具……“我们是一支业余

文化团体，大家都是义务演出。支撑大

家坚持下去的，是对红色文化的热爱，

是退役不褪色的军人本色。”刘国贤说，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艺术团成员的表演

越来越成熟，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走进学

校、企事业单位、社区、乡村和部队，开

展义务演出，一次次叫响“唱军歌、爱军

队、固长城”的口号。

为艺术团发展不遗余力的同时，刘

国 贤 对 待 本 职 工 作 依 然 尽 职 尽 责 。

2018 年，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选派

干部驻村，考虑到刘国贤的身体，没有

将他纳入候选范围。刘国贤得知消息

后 ，第 一 时 间 找 到 领 导 ，主 动 申 请 驻

村。“磨破了嘴皮子”的刘国贤，终于被

批准赴禹州市苌庄镇锁石沟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

锁 石 沟 村 距 市 区 40 公 里 ，四 面

环 山 ，交 通 不 便 。 村 民 大 多 住 在 窑

洞 里 ，窑 洞 顶 渗 水 一 直 是 安 全 隐 患 。

“ 把 山 村 当 成 自 己 的 家 ，把 村 民 当 成

家 人 和 朋 友 ”的 刘 国 贤 ，拖 着 右 腿 一

瘸一拐跑遍锁石沟村家家户户，摸清

渗 水 窑 洞 的 数 量 。 他 积 极 向 有 关 部

门 争 取 专 项 帮 扶 资 金 ，帮 助 村 民 修

补窑洞。

村民孙西申因病失聪，生活困难，

一度悲观消沉。了解情况后，刘国贤不

仅联系有关部门帮他申请低保、办理残

疾人证，还协调社会爱心力量为他提供

助听器，帮助他再次听到声音。

采 访 中 ，笔 者 了 解 到 ，担 任 驻 村

第一书记期间，刘国贤和艺术团战友

们商量，在艺术团里成立了拥军爱民

服 务 队 、学 雷 锋 志 愿 服 务 队 、国 防 教

育 宣 讲 队 等 6 个 志 愿 服 务 小 分 队 。

除组织义务演出外，艺术团成员根据

分工不同，常态化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

前不久，在禹州市梁北镇中心学

校的一堂国防教育课上，刘国贤充满

感 情 地 给 学 生 讲 起 战 斗 英 雄 杨 根 思

的 故 事 ，带 领 学 生 们 共 同 举 起 右 拳 ，

喊 出“ 三 个 不 相 信 ”的 英 雄 宣 言 。 领

誓的刘国贤声音洪亮，跟誓的学生们

神情庄重。

“在传播红色文化的道路上，每当

看到人们受教育、有触动、起变化，我就

感到很充实、很幸福。”刘国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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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上午 10 点，安徽省合

肥 市 ，在 老 兵 黄 国 治 的“ 大 本

营”——他经营的一家农林病虫害

防治企业里，我们终于见了面。

这 次 采 访 ，我 们 约 了 将 近 一

周。最近一段时间，黄国治正忙着

带领团队开展黄山松病虫害防治相

关项目的效果复查：“挨个项目跑，

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山上。”

黄国治今年 65 岁，鬓角虽然添

了白发，可精力依然充沛。走进他

的企业，精心布置的文化墙引人驻

足。一面文化墙的主色调是红色，

展板上印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歌唱祖国》《团结就是力量》

等 5 首红色歌曲的歌词、曲谱。另一

面文化墙上，展示着企业的病虫害

防治理念，“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生

态优先、系统治理”的绿色字样十分

醒目。

“红色是‘党建红’，代表老兵永

远 跟 党 走 ；绿 色 是‘ 军 装 绿 ’，也 是

‘生态绿’，代表我们要守护好绿水

青山……”黄国治一边走一边介绍。

继续向前，办公区干净整洁，但

有些冷清。“这么大的办公区，怎么

没什么人？”我不禁问道。黄国治笑

着说：“我们的员工，常年与山林树

木打交道，如果都在办公室，企业离

关门就不远啦！森林病虫害被称为

‘不冒烟的火灾’，除了专业的防治

手段，还要加强日常防护……”

眼 前 的 黄 国 治 滔 滔 不 绝 ，我 却

难以想象，这位精通森林病虫害防

治的“啄木鸟”老兵，在部队曾是一

名“瓦工班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