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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影像·军旅回眸

天津市和平区退役军人杨宏伟今

年 52 岁。一头利落板寸，身板挺拔、走

路 生 风 的 他 ，看 起 来 比 实 际 年 龄 年 轻

不少。

经营着一家企业的杨宏伟，工作之

余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关心关爱烈属、

服务退役战友的公益事业上，整日忙忙

碌碌。“内心充实、精神饱满，人自然显

得年轻。”熟悉杨宏伟的全国“最美退役

军人”王贵武说。

杨宏伟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父母

都当过兵。1991 年，高中毕业的杨宏伟

以优异成绩考入军校。从军 15 年，他对

部队和战友有着深厚的感情。

天津市有尊崇英雄、关爱烈属的传

统。1998 年，还在部队服役时，杨宏伟

听说天津籍退役军人王贵武辗转多地，

先后认下 10 位在抗洪抢险中牺牲烈士

的母亲，替烈士尽孝的故事。2008 年汶

川地震后，王贵武又相继认下 7 位在抗

震救灾中牺牲烈士的母亲。后来，烈士

母亲年纪越来越大，王贵武也过了花甲

之年。为尽孝方便，2018 年，王贵武打

造了一座“英雄母亲之家”，把 17 位烈士

的母亲接到天津养老。

王贵武替烈士尽孝的故事，让杨宏

伟深受感动。退役后，杨宏伟与王贵武

结识，追随他的脚步，参与到关心关爱

烈属的公益事业中。

今年元宵节前夕，杨宏伟再次来到

“英雄母亲之家”，看望烈士母亲。

走进湖南籍抗洪抢险烈士丁云丰

母亲杨友兰的房间，杨宏伟放下带来的

鸡蛋、水果，陪老人聊家常。

“宏伟，你大年初一就来了，带了那

么多吃的，还没吃完呢！”杨友兰老人拉

着杨宏伟的手，和他亲热交谈。

“这都是应该做的，您就把我当成

自己的儿子。”杨宏伟凑近杨友兰耳边

大声说。

杨友兰扭头看向杨宏伟，眼里闪着

光亮：“那我又多了一个儿子！”

杨宏伟赶紧说：“咱们是一个姓，本

来就是一家子！”

“树老怕空心，人老怕冷清。平时

我没事就多来和老妈妈们聊几句，说说

身边的新鲜事，陪着聊聊家常。”杨宏伟

对笔者说，如今，看望生活在“英雄母亲

之家”的烈士母亲，已成为他生活的一

部分。大年初一，他特意去“英雄母亲

之家”陪伴烈士母亲，就是担心她们在

阖家团圆的日子会触景生情。

关爱烈士母亲之外，杨宏伟还惦记

着当地的退役战友。“有的战友经济不

算宽裕，有的想创业找不到合适项目。

我现在有能力，应该向他们伸出援手。”

杨宏伟说。

今 年 春 节 后“ 开 工 ”第 一 天 ，杨 宏

伟 把 企 业 工 作 稍 作 安 排 ，便 与 几 名 员

工一起去看望家住红桥区的退役军人

马志强。

去年 10 月，马志强家因电路故障发

生火灾，损失严重。邻居们既为马志强

感到惋惜，也担心火灾会对楼房结构安

全造成影响。得知杨宏伟是个热心人，

恰好从事房屋安全鉴定方面的工作，马

志强辗转联系上他。“给杨大哥打电话

第二天，他就带着结构工程师赶来，检

测后给出房屋主体结构没有受损、不影

响安全的结论。他们在我家忙活了整

整一天，连口水都顾不得喝。”马志强告

诉笔者。

从马志强家出来，杨宏伟又去看望

了因病致困的退役军人孙鹏。去年底，

孙鹏因急性心力衰竭住院抢救，几乎花

光了积蓄。大年三十那天，孙鹏家冷清

得“一点热乎气也没有”。他没想到，杨

宏伟会带着米面油和各种年货来家里

看望。“咱们一起努力，就没有过不去的

坎儿。”杨宏伟这样鼓励孙鹏。

这次前来，杨宏伟给孙鹏正在读高

中 的 女 儿 带 去 崭 新 的 书 包 和 一 个 红

包。“这是给孩子的学费。”杨宏伟把红

包塞给孙鹏的女儿，转头对孙鹏说，“你

安心养病，孩子以后的学费我来出，一

直到孩子大学毕业……”

“当过兵的人，都有热心肠。回到

地方，战友们需要我帮忙，我能帮就愿

意多帮一把。”杨宏伟的话里，透着亲切

与真诚。

天津老兵杨宏伟关心关爱烈属、服务退役战友——

“当过兵的人，都有热心肠”
■吕高排 胡馨好 汤尚罗

近日，“来中国参加过飞行员培训

的古巴老爷爷”的故事引发广泛关注，

许多网友被故事背后跨越半个多世纪

的中古情谊深深打动。从网络上看到

相关报道时，96 岁的江苏省军区南京

第十五离职干部休养所老干部王登桂

在其中发现了一张熟悉的照片，那是

当年古巴学员在原解放军第八航空学

校培训时的合影。作为合影中的一

员，王登桂也珍藏着这张照片。翻出

照片，王登桂心绪起伏，那些记忆深处

的往事，再次浮现在他的眼前。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古巴急需培养

一批飞行员，以建设独立自主的国防

力量。在中古两国领导人的关怀下，

1961 年 9 月，223 名平均年龄不到 20

岁的年轻人经古巴空军选拔，被派往

中国学习飞行和飞机维护技术，成为

1960 年中古建交后最早到中国留学

的学生群体之一。其中，106 名地勤

技术员在位于辽宁沈阳的原解放军第

八航空学校完成培训。

王 登 桂 当 时 担 任 该 校 外 训 大 队

大队长，负责学员食宿、教员课程统

筹安排、翻译管理及相关事项的协调

工作。“沈阳冬天的气温低至零下 20

多摄氏度，对来自热带地区的古巴学

员 来 说 ，是 很 大 的 挑 战 。”王 登 桂 回

忆，为了让古巴学员尽快适应寒冷的

天气，培训期间他始终坚守在训练一

线 ，每 天 天 不 亮 就 带 着 大 家 出 操 锻

炼。考虑到古巴学员的饮食习惯，王

登桂特意组织炊事班学习烤面包，根

据需求调整饭菜口味，让大家吃得舒

心。夜里听说有学员发烧，王登桂赶

紧准备药品，第一时间送去。

作为外训大队大队长，王登桂深

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

不从”的道理。他给自己定下“思想过

得硬、技术过得硬、作风过得硬”的工

作标准。“当时我们组织学习训练，严

格按照上级要求执行，不管工作多么

复杂，从来不讲条件、不打折扣。我此

前参加过专门培训，擅长飞机仪表调

试维护。大队长的职务虽然是管理

岗，但学员有需要的时候，我还可以力

所能及提供一些指导。生活方面，外

训大队的干部都坚持吃苦在先、享受

在后，展现中国军人良好形象。”提起

“三个过得硬”工作标准，王登桂一一

解释道。

每名学员的训练基础不一样，为

统一学习训练进度，王登桂在外训大

队发起“互助小组+针对性帮扶”相结

合的学习模式。“先由学员自发成立互

助小组，相互取经共同进步。对仍存

在短板的学员，教员和翻译主动开展

针对性辅导，让学员把技能掌握得更

扎实。”王登桂说。

“我们不仅是师生，更是战友。”除

了那张集体留影，王登桂还珍藏着一张

与学校部分领导、古巴学员领队的合

影。看着照片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谈

及在媒体上看到 10余名曾赴中国留学

的古巴退役飞行员及家人相聚在中国

驻古巴大使馆共庆元宵佳节的新闻，王

登桂十分感慨。“一晃 60 多年过去了。

我还记得，当年学员们完成学业踏上归

途，本来都已经登车了，发车前又几次

从车上下来，和我们拥抱告别，当时大

家都掉了眼泪。”说到这里，王登桂声音

有些哽咽，“他们还记得中国，还记得我

们，这份情谊让我感动……”

如今，耄耋之年的王登桂身体硬

朗，坚持看新闻读报纸，对国家大事非

常关心。“今年是中古建交 65 周年，希

望我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希望两

国的友谊之树常青……”王登桂动情

地说。

图①：王登桂近影，他手中所持照

片为 1962 年与原解放军第八航空学

校部分领导、古巴学员领队合影。

李 滕摄

图②：1962 年，在原解放军第八

航空学校参加培训的古巴学员与校领

导、教员合影，一排右一为王登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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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的一天，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

脱县背崩乡格林村村委会主任、民兵队

长多杰平措应邀来到背崩乡小学，给孩

子们上一堂边防常识课，分享他在巡逻

路上的见闻。

格林村，是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南

麓、雅鲁藏布江南岸的一个边境村。边

境线上山高、林密、谷深，多杰平措在巡

逻路上已经跋涉了 14 年。

来到校园，身穿迷彩服、胸佩党员

徽章的多杰平措，面带微笑走上讲台。

无论是护边巡逻，还是组织村民开展农

业生产，多杰平措经常是这身装束。

隐藏在云雾、雪山、密林间的墨脱，

素有“秘境”之称，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

路的县。20 岁那年，怀着对绿色军营的

渴望，多杰平措第一次走出这片“秘境”，

参军入伍。两年后，服役期满的多杰平

措回到墨脱守护家乡……

“当兵的日子让
人难忘，这些年我常
常梦回老连队”

山的那边是什么？

年少时，多杰平措常常爬到格林村

外的达帕山上，遥望远方。在他的视线

能够抵达的最远处，高耸的南迦巴瓦峰

峰顶云遮雾掩，一座座雪山如盛开的莲

花环绕四周。

那时，墨脱还没有通公路，也没有

邮局。“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看”——驻地位于格林村附近的西藏军

区某边防连官兵的往来书信，依靠一位

“青鸟”信使的传递。

“青鸟”信使名叫普珠，原本不是格

林村人。2001 年，20 岁的普珠应征入

伍，从家乡日喀则来到墨脱。两年的军

旅生涯，让从小失去父亲的普珠深深感

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和战友们结下

兄弟般的情谊。

退役后，普珠把家安在了格林村。

考虑到战友们寄信不便，普珠主动提出

担任连队的义务信使，靠着人背马驮，

一次次把承载连队官兵思念的信件带

出大山，再把官兵亲友从远方寄来的牵

挂带回来。从格林村到位于林芝的邮

局，一来一去，要走上好几天。

担任信使之余，普珠加入村里的民

兵队伍。每逢连队巡逻，普珠总是义务

担任向导，与老连队的战友们一起守护

祖国的边境线。边防连官兵常说，只要

普珠在，大伙儿就放心。

多 杰 平 措 一 直 把 普 珠 视 作 偶 像 。

普珠对部队和战友的感情，让多杰平措

这位门巴族少年深受感染。普珠所讲

述的那些大山外的故事，也让多杰平措

着迷。

2008 年，“一直想到山外看一看”的

多杰平措如愿穿上军装，第一次离开墨

脱，前往驻滇某部服役。两年的军旅生

涯 ，让 多 杰 平 措 与 战 友 们 结 下 深 厚 感

情，对部队产生深深的眷恋。退役时卸

下领花、肩章的那一刻，多杰平措终于

明白，“从山外来到格林村”的普珠，为

什么当年退役时舍不得老部队，最终选

择留下来。

“当兵的日子让人难忘，这些年我

常常梦回老连队……”多杰平措对笔者

感慨。

“巡逻路不好走，
我们每个人都是咬牙
坚持”

退役后的多杰平措没有留在云南，

而是回到了格林村。

军旅生涯的淬炼，让多杰平措对巡

逻护边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边境

是国家的门户，守好边境，人民才能安

居乐业。”怀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退

役 不 久 ，多 杰 平 措 加 入 村 里 的 民 兵 队

伍，与边防官兵一同踏上巡逻路。

边境线上遍布原始森林，地形复杂，

气候多变。“雨季巡逻最艰难，暴雨说下

就下，就像天河决了堤……”多杰平措一

边说一边比划，“豆大的雨点砸在身上生

疼，原本能走的路，很快就被雨水冲得泥

泞不堪。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每走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劲。”

更难对付的是山林中的蚂蟥。当

地的蚂蟥个头不大，却异常“凶悍”。巡

逻时，尽管边防官兵和民兵队员已经尽

可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蚂蟥依然能

找到“缝隙”，吸食血液。“雨季蚂蟥太多

了，只要我们站在原地不动，不超过 5 分

钟，准会有蚂蟥爬到身上。”多杰平措告

诉笔者，蚂蟥的吸盘有麻醉作用，刚附

着到人身体上时往往没有感觉，等发现

时，吸饱血的蚂蟥可能已变得有手指那

么粗……

多 杰 平 措 的 描 述 ，让 笔 者 心 中 一

惊。多杰平措却说：“一代代巡逻护边

的官兵和民兵，都是这么过来的。刚开

始巡逻时难免有点害怕，走得多了，知

道该怎么应对，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2016 年，多杰平措成为格林村民兵

队长。村里的民兵体能素质参差不齐，

新入队民兵巡逻经验也不够丰富。“守

护边境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马虎。”多

杰平措深知，体能训练贵在经常，格林

村的山路上，经常能看到他带领大家跑

步的身影。增加巡逻经验最重要的是

实践历练，每次有新民兵参加巡逻，多

杰平措既对他们严格要求，又总是走在

前面为大家探路，排除风险。

一次巡逻，由于计划线路较远，又

赶 上 下 大 雨 ，大 家 连 续 多 日 在 林 中 跋

涉 ，夜 晚 就 睡 在 睡 袋 里 ，体 力 消 耗 极

大。即便是这样，也没有一个人掉队。

“我们互相搀扶着，有人摔倒了，身边的

人立刻伸手将他扶起来。有人走不动

了，大家就轮流搀着他走。巡逻路不好

走，我们每个人都是咬牙坚持。”多杰平

措说。

多杰平措发给笔者的一段视频上，

展示着他们巡逻时，在沿途的石头、树干

上用油漆喷字的画面。一个个鲜红的

“中国”字样，在绿色的森林中格外醒目。

“这就是让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

多杰平措说，那天，当他们一行人来到

巡逻点位，看到此前留在那里的“中国”

字样时，浑身的疲惫烟消云散，心中只

剩下难以言表的自豪。

“发展好我们的村
子，守护好我们的家”

2013 年，由波密至墨脱的波墨公路

通车。作为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

风景如画的墨脱，有了独具风情的旅游

路和共享发展的幸福路。

然而，那时的格林村，依然像躲在

“被时光遗忘的角落”：村民保持着传

统 生 活 方 式 ，房 前 屋 后 是 各 家 拴 的 牛

马、堆的木柴，猪圈鸡舍散发出难闻的

气味。

“村里要改变，从拿起铁锹清理垃

圾开始。”在村民大会上，多杰平措倡

议。此后几个月里，他带头扛起铁锹扫

把，与党员干部和部分村民一起，对村

里 的 陈 年 垃 圾 进 行 了 一 次 彻 底 清 理 。

当越来越多的格桑花绽放在整治后的

村道旁，更多的村民相信：改变，真的可

以从清理一锹垃圾开始。

2017 年，凭借几年来为村里的辛勤

付出，多杰平措当选为格林村党支部副

书记、村委会主任。格林村地处山区，

土地贫瘠，发展传统种植业受限。那段

时间，多杰平措成天琢磨如何为村里找

到合适的产业发展项目。恰逢县政府

引进茶叶种植技术，一番考察下来，多

杰平措向村两委提出发展茶叶种植产

业的建议。

争取项目资金，引进优质品种，邀

请专家教授种植技术……一年年精心

管护下来，如今茶产业已成为格林村的

支柱产业。大家给村里的茶园起了一

个 充 满 诗 情 画 意 的 名 字 ——“ 缥 缈 茶

园”。

站在“缥缈茶园”的高处望去，眼前

是云雾缭绕的雅鲁藏布江河谷，上千米

的 海 拔 高 差 让 这 里 常 常 出 现 云 海 奇

观。一个同样美好的想法在多杰平措

和格林村其他村干部心中酝酿：“发展

生态旅游，让村里的人气旺起来。”

在村两委积极推动下，6 户村民率

先将自家闲置的房屋改造成民宿。走

进屋内，地上铺着色彩鲜艳的藏毯，温

暖而厚实；墙上挂着精美的唐卡，像在

诉 说 古 老 的 故 事 …… 美 丽 的 风 景 ，别

样的居住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如今，格林村的“缥缈茶园”成为远

近闻名的旅游打卡点。回到村里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他们与多杰平措一起，

为村里的发展碰撞出更多的火花：打造

汽车帐篷营地，修建森林度假木屋，建

设茶园观景栈道……

“发展好我们的村子，守护好我们

的家。”这是老兵多杰平措的心愿，亦是

格林村村民共同的心愿。

图①：多杰平措在巡逻途中。

图②：多杰平措在茶园中查看茶树

长势。

图③：多杰平措（左）向游客介绍格

林村特产。

图④：多杰平措向游客讲解格林村

历史。 受访者供图

制图：扈 硕

西藏墨脱县背崩乡格林村村委会主任、退役军人多杰平措——

守护高原家乡的门巴老兵
■郑亚杰 张铁源 郝晓阳

①①

②②
④④④④

③③

近日，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军地开展“聆听革命故事 争做红色传人”宣讲

活动。一家三代七人从军的退役军人周玉（左五）和多次参加重大活动的老

兵李振龙（左四）分享了各自的军旅经历，教育引导学生发扬革命传统，立志

报效祖国。 段艳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