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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解放军报》推出多篇稿件，报道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的事迹。黄宗德

是我所在的天津警备区河东第四离职干部休

养所一位老干部，我在他的身边工作快７年

了，尽管对他的故事已经很熟悉，可每一次重

温，心里依然充满感动。

生活中的黄老，不像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英

雄。他的家，所里工作人员都去过，平常人家的

样子，屋里有点昏暗，电视机小而旧。在院子里

散步时，他隔着老远就和我们打招呼，脸上带着

和许多老人一样的慈祥笑容。

可一说起战场上的事，黄老立马不一样

了。有一次他到门诊部拿药，坐在沙发上等待

的工夫，和刘医生说起战斗往事，“话匣子”一

打开就关不住。刘医生记得，那天黄老说到有

位战友肠子被打出来时，一边说一边在肚子上

比画，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

有一年夏天，我们请黄老给大家讲讲战斗

故事。天气热，大家都劝他穿凉快的短袖，但他

坚持穿那套厚厚的老式军装。“只要身体允许，

我就穿军装讲，这样才有军人的样子。”黄老说。

黄老获得“共和国勋章”后，许多亲友到他

家中看望。看着大家风尘仆仆的样子，黄老有

些过意不去，总觉得给大家添了麻烦。然而，

听说第 81 集团军某旅官兵要来，他又十分激

动——那是他的老部队，当年在朝鲜注字洞南

山打仗荣立一等功、获评“二级战斗英雄”时，

他担任的就是该旅前身部队 2营 5连 6班班长。

黄老的女儿告诉我，听说老部队来人看

望，父亲提前好几天开始准备。“年轻战友来看

我，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才能让他们有所收

获？我的经历，又能够给他们带去哪些启发？”

那几天，黄老一直在思考。

与官兵代表见面那天，黄老格外兴奋。他

高兴地与每一位官兵握手，招呼大家坐下，饶

有兴致地聊起军旅往事。以前黄老跟我们讲

战斗故事，更多提到的是战争的残酷、战友的

牺牲。这一次，他把战场教给他的经验精心总

结，通过一个个真实事例，告诉老部队的官兵。

“战争是很残酷的，一定要听从指挥，有集体

意识，不能自作主张。上了战场不光要勇敢，还

要很机灵。你跟敌人打仗，武器装备、兵力都不

如敌人的时候，你还迎着敌人去打吗？你得绕

到敌人后面去偷袭他呀……”黄老生动的语

言、真挚的讲述，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位官兵。

道别前，官兵代表整齐地站成一排，向黄

老敬上军礼。黄老立刻举起右手回敬军礼。

那一刻，我看到他的眼眶中有泪光在闪动。

在干休所工作多年，在我心中，黄老的形象

一直是高大的。不只是因为他本来个子就高，更

基于他在不经意间传递出来的那股力量。黄老

获得“共和国勋章”后，有一次接受完采访、我陪

他返回的路上，他突然跟我说：“你们不要给我搞

特殊，有什么规定就遵守什么规定。以前是这

样，现在是这样，以后更是要这样。”

我把黄老的话告诉所里的工作人员，大家

感慨，黄老还是那个黄老。守护在黄老身边，

我们感到光荣和幸福。

凝望那个高大身影
■孟 玮

2024 年 11 月 23 日，《解放军报》

刊登了邓玉平老师的文章《仰望长

征，热血澎湃》。20 年来，邓老师 15
次重走长征路，拜访了 300多位老红

军。在文章中，她分享了一次参加

大学生新党员培训会时的感受，用

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新党员们听完

红军故事后的心灵触动。

文章见报后，邓老师把链接发

到我们“长征课题组”微信群里。大

家读后都很受感动，好像重新回到

了校园时代。

20 年前，邓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我是她班上的团支部书记。2004 年

暑假，邓老师第一次重走长征路。

在那年教师节的一场讲座中，邓老

师向学校师生分享了她一路上的见

闻和体会。讲座结束后，不少同学

围着她问个不停。后来，邓老师组

织大家成立了“长征课题组”。

邓老师的父亲邓志云是一位老

红军。孩提时繁星点点的夜晚，父

亲给她讲红军故事时曾说，看到天

上一闪一闪的星星，就想起长征路

上的战友们。这些年，邓老师也喜

欢把红军比作“星星”，讲述中常常

这样感叹：“抬起头来，每一颗星星

都在看着我们……”

受邓老师影响，那些“星星”般

的红军，对我也有一种深邃的吸引

力。 2008 年邓老师重走红 25 军长

征路，我与她追着“星光”同行。

记得在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找

到老红军苗巨明时，天已经黑了。

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窑洞，难抑激

动。苗巨明 13 岁参加红军，随部队

一路征战，右臂和右腿上都有子弹

留下的伤疤。那天，他讲了很多战

斗故事，告别时紧紧拉着我们的手，

不舍得我们离开。

我 们 还 遇 到 一 个 四 五 岁 的 女

孩。看到我们头戴红军帽、手举红

旗 ，她 好 奇 地 跟 着 走 了 好 长 一 段

路。我牵着她的小手，告诉她红军

爷爷、红军奶奶的故事。不知她是

听明白了，还是被我们的热情所感

染，一直在点头。未来，希望她能把

当地的红军故事继续讲下去。

风雨兼程，我们终于抵达延安

市延川县永坪镇——红 25军与西北

红军会师的地方。当地群众得知我

们从 1500 公里外的上海赶来，围着

我们嘘寒问暖。当时的情景，我现

在回想起来还很感动。

“长征课题组”成立后的这些

年，邓老师带着我们认识了许多老

红军。一次课间，老红军王泉媛给

邓老师打来电话，邓老师把手机递

给一个又一个同学，让我们也与她

说几句。有同学问王奶奶在长征

路上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说：“孩

子，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就

是跟党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再苦再难，只要想到这个，就有了

力量。”

2019 年，我带着年幼的儿子，

与邓老师一起拜访家在北京的女

红军张文。看到我的儿子头上戴

着 红 军 帽 ，老 人 笑 着 拉 起 孩 子 的

手，轻声说道：“小红军，小红军……”

她问邓老师重走长征路的经费从

哪里来，得知是自费后，让阿姨推

着她进入卧室，出来时拿着一个红

包。邓老师推辞不掉，出门时把红

包给了我的儿子。那个红包，我珍

藏至今。

成为母亲后，我经常给儿子讲

红军故事，也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更

多孩子听。前几年，我发起组建了

一支志愿服务队，大部分成员是我

所在的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

的居民。我们通过读红色绘本、画

长征主题图画等方式，让孩子们接

受长征精神的洗礼。大家还坚持为

江西、湖北、云南等地的学生捐赠书

籍，把爱心源源不断播撒在红军走

过的地方。

今年，“长征课题组”已成立 20
年。当年参加课题组的同学，如今

在各地工作，但组织活动时大家依

然积极参加，有的特意带上儿女，有

的从外地赶来。对我们而言，长征

是永恒的宏大“课题”，每一次回顾

和 纪 念 ，都 是 在 为 自 己 的 人 生 充

电。那一闪一闪的“星光”，指引着

我们走向更远的远方。

追着“星光”走向远方
■杨柳青

前不久，战友雷运武退役回乡后，把他

今年荣立三等功的奖金捐赠给湖南省慈善

总会，此举在我们单位被传为美谈。

我 给 雷 运 武 打 去 电 话 ，问 及 原 因 。

他的话让我心头一热：“没啥，就是单纯

想做点好事，向你写过的那位老兵刘乾

坤学习……”

听 雷 运 武 这 么 说 ，我 不 禁 想 起 一 件

事。今年 4 月，《解放军报》刊登了《有位好

人叫“红兵”》一文后，雷运武拿着报纸找到

我，问了不少文章主人公刘乾坤多年来捐

款献爱心的故事。这次雷运武把立功奖金

捐出去，想必捐款助人的想法，在他心里酝

酿已久。

刘乾坤是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

山社区居民，当过兵，退休前是一名基层干

部。1972年至今，他省吃俭用，坚持向有需

要的群众捐款，保存的汇款回单有 4000 多

张。不过，他汇款时从来不用真名，用得比

较多的名字是“红兵”“战友”等。

前不久，我再次拜访刘乾坤。“太好了，

太好了……”听说有年轻战友在自己的影

响下主动献爱心，刘乾坤很高兴，“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了。”

在 刘 乾 坤 家 ，我 看 到 一 张 他 和 蒙 古

族小伙巴音德力格尔的合影。家住新疆

伊犁昭苏县的巴音德力格尔，幼年失去

父母。得知巴音德力格尔面临辍学的困

境，刘乾坤从 2006 年开始资助他上学，直

到他找到工作才停止汇款。从媒体报道

中得知恩人的真名后，巴音德力格尔几

次提出要到乌鲁木齐看望，都被刘乾坤

婉拒了。

然而，这没能打消巴音德力格尔的念

头。去年，听说水磨沟区政府为带动更多

群众崇德向善，牵头成立了“刘乾坤工作

室”，巴音德力格尔一直关注着工作室的动

态。今年 11 月，知晓工作室组织一场志愿

服务活动，巴音德力格尔特意赶来参加，第

一次与刘乾坤见了面。

“那天他跑过来，一下子就把我抱住

了。”刘乾坤用手摩挲着照片，微笑着说，

“我第一次汇款时他才 10 岁，现在是一米

八多的大个子，比我高出一头。这个孩子

如今也加入了当地的志愿者团队，经常参

加公益活动。”

这次拜访刘乾坤，我看到他的柜子里，

又增加了一沓新的汇款回单。每月领到退

休金后，刘乾坤依然第一时间到邮局汇出一

笔笔爱心款。和以前不同的是，有时候他没

时间，这件事就由女儿代办。“我这么多年坚

持捐款，女儿以前也有过埋怨。看到很多人

在我的带动下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献出爱

心，她渐渐理解了我。”刘乾坤说。

与南山社区居民交流，我发现说起刘

乾坤时，许多人眼中闪着光亮。一位居民

说，以前主动做好事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如今在刘乾坤的影响下，整个社区形成一

种氛围，好人好事越来越多。

“做好事，关键是发自内心去做、坚持

去做，让好人好事永远在我们身边。”刘乾

坤说，未来他期盼有更多人热爱公益、投

身公益，一起画好爱心奉献没有终点的

“逗号”。

一起画好爱心“逗号”
■魏旭凯

2024 年 3 月 30 日，我采写的《一名

老兵的“驻村答卷”》一文，刊登在《解

放军报》上。文章讲述了海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机关工会原主席、

退役军人王爱国，在定安县富文镇南

埠村和九所村先后驻村时，4 年时间写

下 300余万字驻村手记的故事。

如今，王爱国告别驻村第一书记

岗位已有 1年多，依然牵挂着两个村子

的发展。前不久，听说他要到九所村

走一走，我决定与他同行。

那天上午，我们来到九所村时，阳

光洒在村头的大榕树上。几位在树下

聊天的村民见到我们，热情地招呼道：

“爱国书记回来啦，好久没看到你，欢

迎回‘家’！”

大家兴高采烈地说着话，九所村

党支部书记符燕荣说起写王爱国的那

篇文章：“我们都看到了，大家都很高

兴，有好多人转发！”

村民吴其香见到王爱国很激动。

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丈夫高位截瘫，

自己又患有风湿病，平时洗洗涮涮要

尽量避免接触冷水。王爱国驻村时了

解到这家人的情况，自掏腰包买了一

台洗衣机送去。“爱国书记为我们想得

很细，我特别感谢他。”吴其香说。

九所村与南埠村相邻，我们还遇

到来九所村走亲戚的南埠村村民符策

操。他的养殖场离九所村很近，热情

地邀我们去看看。养殖大棚里，一只

只毛茸茸的小鹅挤在一起，一见有人

靠近，纷纷“曲项向天歌”。

“这些年我做过不少生意，多数都

失败了。爱国书记那时候经常鼓励

我，还帮忙咨询政策、联系资源，就像

我的亲大哥一样。”符策操说，他现在

是 当 地 的 养 鹅 大 户 ，这 一 批 鹅 苗 有

3000多只，行情还不错。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九所村“长者

食堂”。见我们进来，正在用餐的老人

们开心地跟王爱国打招呼，一位叫何

月林的阿婆喊他坐到自己身边。何月

林今年 80岁，失去丈夫和儿子后，儿媳

带着孙子在外地打工。一个人在村里

生活的她，曾为一日三餐发愁。“多亏爱

国书记建了这个食堂，让我每天都能来

这里吃饭。他驻村的时候，常常去家里

看我……”说着说着，何月林抹起了眼

泪。

告别了老人们，我们继续沿着村

路前行。干净的小路旁，指示牌上“九

所会客厅”“食野食堂”“种子博物馆”

的标识吸引了我的目光。王爱国说，

村里这几年旅游业发展得不错。他离

任后，新任驻村第一书记徐亚平和其

他村干部一起，又想出许多有创意的

好点子，村里人气越来越旺。

离开九所村返程的路上，我问王爱

国这趟回“家”有什么感受。他面露笑

容，悠悠地说：“村里越来越美，大家还

是一如既往的热情……作为村里的‘荣

誉村民’，我真替父老乡亲高兴。”

情牵我的父老乡亲
■陶 昱

岁月穿行，随着日历上的数字一天天变化，我们即将与 2024年挥手道别。此时此刻，如果

问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们想，是结识了更多可敬可爱的老兵。

“一日从军，终身是兵”，这是老兵们深爱的一句话。回顾“老兵天地”这一年捧出的40多个

版面、报道过的一位位老兵，我们清晰地看到，老兵们仍然像“战士”一样，前进的脚步不停，奋

斗的风采依旧。

因为深爱，所以牵挂；因为牵挂，所以回眸。年终岁尾，我们邀请一年来真诚讴歌老兵的作

者、真情关爱老兵的朋友，回访本年度报道过的几位老兵，聆听时光山谷里传来的“回响”。

那些故事之外的故事，那些温故知新的讲述，是老兵和时间送给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

——编 者

图①：第 81 集团军某旅战士与黄宗德（右）

交流。 王中旺摄

图②：“长征课题组”成员组织活动时留影。

作者供图

图③：王爱国（左）与村民交流。 唐 雄摄

图④：刘乾坤（左五）与群众开展社区活动时

留影。 受访者供图

题图左下：《解放军报》刊登的 4 位回访主人

公事迹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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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主人公：“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

回访主人公：重走长征路的红军后代邓玉平 回访主人公：写下 300 余万字驻村手记的王爱国

回访主人公：50 余年捐款助人的刘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