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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懿、哈那提·沙汗报道：

“您的问题我们记下了，尽最大努力帮

您解决。”仲春时节，新疆玛纳斯县人

武部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一

起到上半年入伍新兵李旭东家走访慰

问，人武部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对

新兵进行回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人员负责记录新兵家庭需要解决的实

际困难。

这是玛纳斯县人武部与退役军人

事务局携手开展工作的缩影。玛纳斯

县人武部领导介绍，2023 年，他们与退

役军人事务局成立联合工作组，从服役

到退役全流程开展合作，探索全周期服

务模式。

在征兵阶段，两家单位协同开展宣

传动员，通过退役军人典型事迹宣讲、

军属优待政策解读等，激发适龄青年参

军热情；役前教育阶段，退役军人事务

局选派优秀退役士兵担任教官，帮助新

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服役期间，联合

建立现役军人家庭帮扶台账，定期走访

解决实际困难；退役返乡，他们通过岗

位对接、技能培训等精准安置措施，确

保退役军人“后路无忧”。

前 不 久 ，两 家 单 位 联 合 举 办 新 兵

欢送仪式暨立功受奖官兵表彰大会。

活动中，立功受奖官兵代表来到现场，

为新兵佩戴大红花，军地领导为立功

受奖官兵代表送上慰问品。现场，优

秀退役军人代表还与新兵结成“传帮

带”对子，分享军旅经验，鼓励新兵早

日建功军营。

新兵家长万德兵参加活动后感慨：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作为家长，我要

全力支持儿子在部队好好干。”

据 统 计 ，今 年 上 半 年 玛 纳 斯 县 征

兵报名人数同比提升 12%。人武部领

导表示，他们将继续深化双方合作，在

国防教育、优抚优待等工作中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资源共享，实现 1+1＞2 的

效能。

新疆玛纳斯县人武部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探索从服役到退役全周期服务模式

本报讯 彭靓报道：3 月下旬以来，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全省各县（市、

区）部署开展“清明祭英烈·纪念碑下的

思政课”主题活动。

在德阳市黄继光纪念馆，中江实验

小学学生诵读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战地家

书；在南充烈士陵园，之江小学学生重温

入队誓词；在广安市烈士陵园，广安希贤

学校学生高唱少年先锋队队歌；在绵阳

市烈士陵园，南山中学学生擦拭烈士墓

碑……

据介绍，主题活动将持续至 4 月下

旬，除邀请老战士老英雄、烈士遗属、英

烈讲解员等走进本地大中小学校，还将

通过召开专题讲座、展演英烈故事、观

看红色影片等方式，讲好党的故事、革

命的故事、英烈的故事，进一步激发青

少年“强国复兴有我”的使命担当。

四川省组织青少年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纪念碑下上好思政课

本报讯 李慧文报道：“致敬，老

兵！”连日来，在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

公交车厢内，这句饱含敬意的温暖问

候不时响起，为退役军人带来别样的

感动。

自 3 月 1 日起，平定县面向退役军

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的公交优待政策暖

心升级，从以往人工核验优待证转变

为刷卡乘车。每次刷卡，那声清脆的

“致敬，老兵”语音提示，成为退役军人

专属的温暖标识。

平定县退役军人王林昌有着 6 年

光荣的从军经历，日常出行经常选择

乘坐公交。谈及新变化，他难掩激动：

“每次听到‘致敬，老兵’的公交提示

音，心里都热乎乎的。”

笔者了解到，去年 1 月，阳泉市推

出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免费乘坐

市区公交（除游 2 路、游 3 路、901 路）

的优待政策。同年 4 月，平定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联合城镇集体工业联合

社、公交客运有限公司，将全县 37 条

公交线路纳入优待范围，让退役军人

及其他优抚对象在县域内享受免费乘

车服务。

“设置专属提示音，是我们落实

优待政策的创新之举。不管来自全

国 哪 个 地 方 ，只 要 是 持 优 待 证 的 退

役 军 人 和 烈 士 遗 属 、因 公 牺 牲 军 人

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都能刷卡免费

乘车。”阳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他 们 还 在 扎 实 推 进 优

待 证 申 领 工 作 的 基 础 上 ，积 极 构 建

覆盖文旅、生活、医疗等领域的立体

化优待体系。自 2022 年 4 月以来，阳

泉 市 陆 续 与 21 家 旅 游 景 区 、22 家 餐

饮住宿企业、7 个军人驿站、9 家生活

服务企业、3 家医疗机构、1 家文化演

出 机 构 达 成 合 作 ，为 全 国 持 证 对 象

提 供 景 点 免 费 、消 费 折 扣 等 多 元 化

服务。

“优待证太实用了！公交有专属

提示音，旅游免门票，住宿、加油还有

折扣。咱阳泉的优抚政策真到位！”退

役军人李明喜自豪地说。

阳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将继续拓展优待范围，细

化优待服务，鼓励更多爱国拥军企业

参与优抚工作，持续提升退役军人和

优抚对象的获得感。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

公交车上响起“致敬，老兵”

近日，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的一

个暖心举动引发不少人点赞：当退役

军人刷优待证乘坐公交车时，“致敬，

老兵”的语音播报便会响起。

这样一个小小的改进，将问候从

静态标识转化为有声提示。仪式感的

真正价值在于唤醒集体记忆：当乘客

们循声注目，看到的是身边平凡的面

庞，想起的是军装背后的奉献故事。

近年来，从“军人依法优先”通道

普及到退役军人优待证全国推广，全

社会拥军爱军的氛围正不断浓郁。

相信随着越来越多措施不断改进完

善，军人群体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也将

大大提升，最终汇聚成强军兴军的磅

礴力量。

让尊崇被“听”到

短 评 ■钧正平工作室 张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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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蝶报道：3月 29日，上

海市奉贤区烈士陵园举办“清明祭英

烈·10 米长卷绘英烈”活动。在陵园

“为烈士画像”项目组画像师黄正杰的

带领下，15 名青少年执笔，以“我心中

的英雄”和“我想让烈士看到的美好生

活”为主题，用斑斓画笔架起跨越时空

的桥梁。

活 动 中 ，11 岁 的 李 畅 洋 全 神 贯

注描绘辽宁舰的流线型舰体，“我想

让烈士们看看，他们用生命守护的

祖国现在有多强大！”14 岁的陈果在

“董存瑞炸碉堡”线稿前，反复调整

画作色彩，她告诉笔者，以前在课本

里学过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的故事，

这次绘画，让她感到和英雄的距离

更近。

“孩子们亲手绘制的每一幅画，都

是他们理解烈士革命精神的生动教

材。”黄正杰凝视着孩子们专注的身

影，不由感慨。作为烈士画像师，经他

之手重现英姿的奉贤烈士已达 22 位，

包括奉贤第一位抗美援朝烈士蒋德

昌、大鱼山岛战斗烈士宋志达等。在

这个过程中，他也接受了红色故事和

红色文化的洗礼。

奉贤区烈士陵园主任郭敏表示，

这幅凝聚着崇敬与憧憬的艺术长卷，

将在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重要时间

节点，作为特殊“红色教材”循环展出，

并制成红色系列文创产品。

据介绍，时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

年、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5 周年重要节

点，陵园还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展了“寄

语英烈”“纸鹤铸国魂”“红色知识打

卡”等沉浸式参与活动，吸引青少年日

均 200 余人次参加，充分发挥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在青少年红色教育中的示

范引领作用。

上图：工作人员和青少年展示 10
米画卷。 宗宪鹏摄

上海市奉贤区烈士陵园组织青少年

10米长卷绘英烈

3 月 27 日，江苏扬州，烟雨蒙蒙。

这天清晨，74 岁的四川老兵王太

平在女儿王艳搀扶下，缓步走进扬州

市江都烈士陵园。站在杜治贤烈士墓

前，王太平停下脚步，泪水不禁溢出眼

眶，脑海中又浮现当年老班长冒着滚

落的碎石向他奔来的那一幕——

“塌方了，注意躲避！”

1969 年 5 月 18 日，河北燕山腹地

某国防施工工地，官兵们正干得热火

朝天。一道声音突然传来，施工官兵

迅速撤离。这时，班长杜治贤发现新

战士王太平还未来得及撤出，便去寻

找。突然，一块巨石从峭壁上滚落，杜

治贤飞身向前用身躯护住王太平，自

己却被滚石砸中，壮烈牺牲，生命定格

在了 23 岁。

“塌方时，一个人猛扑在我身上，后

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王太平回

忆，“3天后我从昏迷中醒来，战友们说，

是老班长杜治贤救了我，他却牺牲了，

我特别难过，连续几天吃不下饭……”

王太平记得，刚到连队时，他身材

瘦小。杜治贤考虑到他年纪小、身体

瘦弱，每次上工地，特别安排他干一些

轻微的体力活。

当时，工程兵施工条件特别艰苦，

每次收工回到营地，杜班长顾不得休

息，抓紧时间维修工具，还抽空一针一

线帮战友们缝补衣衫。

“ 老 班 长 对 我 的 照 顾 我 一 直 记

得。”王太平说。一年多后，他办理了

退役手续，返乡休养。后来，他听说老

班长的骨灰被带回了江苏老家，但不

知道老班长是江苏哪里人、墓地在哪

里。当时，他通过写信等方式联系战

友多方打听，却始终杳无音信。

每逢清明，王太平只能在自家祭

奠烈士在天之灵。他自言自语念叨：

“老班长，我的两个女儿都成家了，还

都给我添了外孙”“山里种的庄稼长势

都很好，看来今年又是丰收年了”“村

里 通 上 了 公 路 ，农 民 进 城 更 方 便

了”……山风卷走了灰烬，却带不走他

的思念。

时光荏苒，年复一年。

王太平当年所在连队如今已改编

为武警北京总队某部中队，2024年是中

队组建 60周年。一次，中队干部在搜集

整理中队烈士故事时，偶然看到一个微

信公众号发布的杜治贤烈士英雄事迹，

与公众号负责人沈巧云取得了联系。

交谈中，中队干部了解到沈巧云

是扬州市江都区某拥军志愿组织的负

责人，曾帮多位烈士找到亲人，便拜托

沈巧云协助寻找当年获救的王太平。

写公众号稿件时，沈巧云翻阅了

1969 年 12 月 10 日的《人民日报》，得知

杜治贤是为救战士王太平牺牲的。如

今几十年过去，当年的战士王太平是否

健在？他又在哪里？

“王太平可能是北川人，或是江油

人。”根据杜治贤同乡战友李春华提供

的线索，沈巧云拨通了四川省北川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电话。在退役局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太平。

烈士家乡媒体记者的千里寻访，让

王太平的心飞越巴山蜀水，飞向江淮大

地。3 月 26 日，王太平父女登上从四川

成都开往江苏扬州的高铁列车。

“老班长，我来看您了！感谢您的

救命之恩！”

烈士墓前，王太平用白毛巾一遍一

遍地擦拭着墓碑。这一次，他终于把深

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心里话，说给了永远

23岁的班长。

“伯伯，没有您的舍身相救，就没有

爸爸和我们的今天……”女儿王艳将一

捧白菊敬献在烈士墓前，噙着眼泪说。

打开从家乡带来的绵竹大曲，王

太 平 将 浓 烈 绵 长 的 白 酒 洒 在 烈 士 墓

前，酒气在清冷的空气中弥漫。

父女俩深深向杜治贤烈士鞠躬。

为了这一躬，王太平辗转 10 多个小时，

行程 1500 多公里。这一躬，了却了他

数十年的心愿。

杜治贤牺牲后，原北京军区党委

为其追记一等功。《人民日报》以“对革

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为题报

道其英雄事迹，称杜治贤为“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英雄战士”。

杜治贤的牺牲，串联起京、苏、川

三地的深情守望。

当天下午，王太平父女走进位于邵

伯镇渌洋湖村的杜治贤家。这是一户

陈旧的农家小院，堂屋正中摆放着一块

历经 50 多年的牌匾，油漆已斑驳脱落，

但“光荣之家”4个大字仍清晰可辨。

“ 舅 舅 牺 牲 后 ，部 队 派 人 送 来 了

‘光荣之家’牌匾，并与县委联合举行

了烈士追悼会……”杜治贤烈士的外

甥李长圣说。

“杜治贤烈士的事迹被收录进了

2016 年出版的扬州市革命烈士传《铭

记》。”陪同王太平父女的江都烈士陵

园管理处主任周海培说：“江都红色宣

讲团每年在全区巡回宣讲，内容也有

杜治贤烈士的英雄事迹。”

“中队荣誉室里，一等功臣杜治贤

烈士的照片编为第 1 号。几十年来，中

队已形成惯例：凡新兵下连队、干部到

中队任职，学习杜治贤是第一课。”专程

前来祭奠的中队负责人说：“56 年来，

在杜治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感召下，中队始终保持‘一家人、一条

心、一盘棋、一股劲’战斗姿态，出色完

成国防施工、抗洪救灾、重大活动安保

执勤等各项任务，多次立功受奖。”

漫步渌洋湖畔，一排排水杉绿芽

初展，游客们乘着小船穿行于碧波水

杉间，几只东方白鹳飞落田间，展现出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

“渌洋湖村原来是江都有名的‘北

大荒’，我们发扬烈士不怕苦的精神，

把村庄建设成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的幸福家园。这既是对烈士

最 好 的 告 慰 ，也 是 对 英 雄 最 好 的 纪

念！”全国劳动模范、渌洋湖村党支部

书记张福龙深情地说。

翌日，王太平父女踏上归程。车

窗外，金黄色的油菜花海铺向天际，这

就是“杜治贤”们共同守护、共同建设

的大好河山。

上图：王太平父女擦拭杜治贤墓

碑。 顾建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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