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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过，如雪的梨花摇曳枝头，香

气弥漫辽宁省海城市接文镇王家村东面

的整片山坡。

梨花丛中，一个黝黑汉子正带领村

民，手持授粉长杆飞快地在一朵朵梨花

上点过。“现在是授粉的关键时期，及时

把花粉洒在花蕊上，秋天才能结出香甜

的南果梨。”向村民们讲解人工授粉技巧

的中年人名叫崔高闯，是王家村党委书

记，也是一名退役军人。

54 岁的崔高闯曾在武警吉林总队

服役。退役后，他回到王家村发展，决心

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王家村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

村，坡地多、耕地少。多年来，几任村干

部都尝试为乡亲们增收致富寻找出路，

但一无资金、二无资源，村里发展一直没

有大的起色。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看

着远处一道道荒坡，崔高闯琢磨来琢磨

去，觉得村里要发展，还是得在山上做

文章。

王家村村民不是没想过这一点。那

些年，他们在山坡上种过苹果、山楂等，

但这些水果在当地不具有市场竞争力，

大家的钱包自然很难鼓起来。

为寻找更加合适的经济作物，崔高

闯在自家坡地上，开始了一场“种植试

验”。反复尝试，他发现南果梨树长势最

旺，结出的果子也甘甜多汁。那时，海城

市有些村镇已经开始种植南果梨。这种

梨个头不大，但果肉细腻、水分充足、香

气醇厚，颇受市场欢迎。

为进一步确定在王家村大规模种植

南果梨的可行性，崔高闯请专家到村里

考察。土壤测试的结果，让崔高闯信心

大增。原来，王家村坡地上的土壤富含

矿物质，十分适宜南果梨生长。

1998 年，崔高闯经选举成为村委会

委员。他和其他村干部商量发展南果梨

种植，得到支持。此后，崔高闯带头在村

里开展南果梨规模化种植，并把摸索总

结出的种植经验分享给更多乡亲。随着

王家村种植南果梨的农户越来越多，陆

续种下的 10 余万株南果梨树，扮靓一道

道荒坡。

后来，王家村成立了南果梨种植专

业合作社。通过统一物资供应、统一技

术培训、统一销售服务，加入合作社的

300 余户乡亲抱团发展，村集体收入不

断增加。

谁能为乡亲们办实事、办好事，谁就

能赢得大家的支持和信任。2013 年，崔

高闯高票当选王家村党委书记，带领乡

亲们继续在致富路上前行。

作为一名“兵书记”，崔高闯在工作

中处处展现“兵”的作风。他办事有胆

量，同时又很细心。想要提升南果梨经

营 的 附 加 值 ，搞 精 深 化 加 工 是 必 由 之

路。崔高闯一次次奔波在外考察调研，

向有关部门咨询政策。回到村里，他把

获得的经验、潜在的风险一条条说给村

干部和村民代表听，共同厘清具体发展

思路。

当兵时开“诸葛亮会”的经验，也被

崔高闯运用到工作中。梨园里、村道边，

经常能看到他和乡亲们热烈讨论的情

景。“村里的事，乡亲们说了算。一人想

法大家议，一个产业大家做，谁的主意好

听谁的，这样得出的方案才稳妥，也更容

易形成创业合力。”崔高闯说。

清香可口的南果梨汁，软糯拉丝的

南果梨坨……如今，王家村出产的南果

梨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村集体收入进

一步增加。随着王家村南果梨产业稳定

发展，这个原先落后的小山村，被认定为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成为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2022 年，崔高闯获评辽宁省

劳动模范。

“我们还得继续加油干，让乡亲们过

上更好的日子。”崔高闯的话语里，透着

满满的热诚。

辽宁省劳动模范、“兵书记”崔高闯带领乡亲们开展规模化种植—

梨 花 香 飘 致 富 路
■王煜杰 本报特约通讯员 慕佩洲

在广东省广州市，近 2.7 万名退役军

人志愿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棉

老兵”。

以“红棉”为名，是因为红棉枝干挺

拔、花开如火，历来有“英雄花”的美誉，

能激励老兵永葆军人本色。

“红棉老兵”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群体

的标识，是在一朵盛开的红棉中，嵌入一

名敬礼老兵的剪影。佩戴着这一标识的

老兵们，一次次将他们的“最美剪影”留

在救援一线、街巷阡陌，让一股股暖流涌

动羊城。

前不久，我们走近了这群老兵。

那身军装，一直穿
在心里

羊城几日采访，相比“红棉老兵”的

一 个 个 故 事 ，他 们 的 声 音 同 样 令 人 难

忘。忆起军旅往事，老兵们的语调常常

不自觉地上扬。这代表着一种刻在骨子

里的骄傲——曾在军旅，是他们一生的

荣光。

今年 70 岁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卢运柏，担任“红棉老兵·永和街东纵精

神 传 承 连 ”志 愿 服 务 队 的“ 政 治 指 导

员”。多年前在战场上，作为连队副指导

员的他，曾带领“排雷敢死队”冲锋陷阵，

为后续部队“撕”开通道。

排雷任务危险，一不留神就可能牺

牲。可当连队组建“排雷敢死队”的消息

传到各班排，官兵们仍争先恐后：“我来”

“我上”……

“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多可爱呀！”

说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卢运柏提高了声

调。紧接着，他眼圈红了：“那一仗，我们

连有 30 多位战友牺牲。这些年，我积极

参加志愿服务队，总想着为老兵、为社会

多 做 些 事 ，就 是 因 为 经 常 想 起 那 些 战

友。他们教会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人

民子弟兵。”

多年来，每次去烈士陵园祭扫，卢运

柏都会把志愿服务队里的新鲜事一一说

给战友们听：“我们刚刚组织了捐款，为

两位腿脚不好的战友买了轮椅，方便他

们外出”“街道里不少家长不能按时接送

孩子，我们安排了几名老兵去帮忙”“前

几天我去学校讲咱们的故事，孩子们听

得很入迷”……

说起投身志愿服务的初衷，“红棉老

兵”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队长王允个，与

卢运柏有着相似的感受。

王允个从军 24 年，作为心理医生的

她，曾参加汶川地震群众心理援助等任

务。2019 年，即将挥别军旅的王允个，

面临职业发展的两个选择：根据政策安

置到有关部门任职，或是自主择业在心

理咨询领域继续耕耘。

在人生的紧要处，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选择。王允个选择了后者。让她做出

这个选择的理由，除了对心理咨询专业

的热爱，还有来自内心的笃定声音——

“干这一行不管收入怎么样，能够帮

助别人，能够带来价值感。我在部队当

心理医生这些年，积累了不少经验。回

到地方，要是还能靠这些本事帮别人迈

过人生的坎儿，我觉得脸上有光。”

与多位“红棉老兵”对谈，我们感到

当年的那身军装，一直穿在他们心里。

在他们心灵的天平上，军旅岁月始终有

着沉甸甸的分量。

换个“战场”，继续
为人民冲锋

走进“红棉老兵”飞翔应急救援志愿

服务队“队部”，墙上悬挂的 15 面锦旗，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临危不惧、果断出

手”“抢险救危、真情为民”……透过那些

烫金的大字，我们能够想象，拟定这些语

句、制作这些锦旗时，被救群众一定怀着

真挚的谢意、满满的深情。

2020 年夏天，受持续降雨影响，广

州市花都区梯面镇发生泥石流。根据任

务要求，飞翔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需尽

快赶往蒙田村，转移两位被困老人。前

往蒙田村的一段必经之路上，有 10 多处

塌方，淤泥吞噬道路，最深处没过腰部。

任务迫在眉睫，眼看部分路段泥泞

不堪、难以通行，队员们就地取材，迅速

搬运附近被风吹倒的树木，在淤泥上铺

成桥，逐一“爬行”通过。历时 4 个多小

时，他们终于抵达被困群众家中。

“那是志愿服务队成立后，我们第一

次参加大型救援，经验不太丰富。”回想

当时的情景，飞翔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

队长李平为队员们的勇敢感到骄傲，“当

时大家心里想的就是救人，两位老人顺

利获救，大家都挺开心的。”

李平告诉我们，飞翔应急救援志愿

服务队的队训是“默默奉献，服务社会”，

这是队员们共同商量确定的。“当过兵的

人应该有更多的社会担当，大家都这么

认为。”李平说。

采访中我们还发现，在“红棉老兵”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群体中，许多老兵不

是专业的应急救援队成员，但在群众需

要的时候，依然义无反顾挺身而出。

2022 年 2 月的广州，春寒料峭。天

河区猎德街道老兵谭建鹏途经琶洲大桥

时，听到有人呼救。他连忙向桥下望去，

只见一位老人在水中挣扎，随水流越漂

越远。没有过多犹豫，谭建鹏接过他人

递来的救生圈，跳入江中。游到老人身

边，谭建鹏快速为他套上救生圈，一点点

推着他游向岸边。

谭建鹏救人的经过，被现场市民拍

摄下来，经媒体报道后获得网友点赞。

“我是看了视频，才觉得自己当时蛮有力

气 的 ，正 常 情 况 下 我 可 能 游 不 了 那 么

远。”谭建鹏还记得那天他穿着薄毛衣，

下水后阻力较大，“当时也没想其他的，

只想着赶紧救人，身体的爆发力或许就

来源于此吧。”

不只是在危急时刻冲锋在前，“红棉

老兵”为人民服务的身影，亦出现在街巷

阡陌。

“红棉老兵”医疗卫生志愿服务队成

员牛立志，在医院工作之余坚持到偏远

山区开展义诊和肿瘤防治科普讲座。他

希望发挥专业优势，为癌症患者抢回“黄

金干预期”，当好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

“哨兵”；越秀区“红棉老兵”红色宣讲团

成员罗仲哲，常去中小学义务宣讲，他把

自己当年在战场完成的一幅幅速写，自

费印成明信片送给学生，希望他们珍惜

来之不易的生活……

就像红棉果实中的棉絮随风飘向羊

城各个角落，在不同领域、不同“战场”，

一位位“红棉老兵”，总是出现在群众需

要的地方。

前行路上，我们都
有“小目标”

2020 年，对广州市退役军人志愿服

务群体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这一年，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统筹打

造“红棉老兵”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品牌，

当地原有的各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统

一“归建”，拧成了一股绳。

“国家对医疗义诊有一定要求，在退

役军人事务局指导下，我们充分了解规

章制度，得到相关部门支持，可以更好地

为群众提供服务。”牛立志感慨。

卢运柏也感受到组织化运转带来的

变化：“队员们参加志愿服务的热情更高

了，集体荣誉感也更强了。”

当奉献的种子有了自我生长的力

量，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加入“红棉老

兵”队伍中。

前不久，江德银和其他 31 名新加入

“红棉老兵”飞翔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的

退役军人，刚刚结束为期两周的入队培

训。退役侦察兵传授野外搜救及求生技

能，海军退役老兵牵头潜水救援培训……

江德银感慨，队里的前辈们心怀热忱、毫

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大家共同的想法，是

“把队伍建设好，更好地服务群众”。“未

来，希望我也能发挥专业特长，为队伍发

展壮大贡献力量。”江德银说。

和江德银一样，前行路上，许多“红

棉老兵”都有自己的“小目标”。

过去几年，李平获得了城市搜索与

营 救 、水 域 救 援 等 多 个 领 域 的 专 业 证

书。“想要把应急救援工作干好，肯定需

要不断学习。”李平说，未来他还会不断

提升专业技能，“我们顶着‘红棉老兵’这

个名字，就要给这个名字争光”。

100 场肿瘤防治科普讲座，是牛立

志给自己定下的“小目标”，目前他已完

成近 30 场。“如果有一天目标完成了，还

有什么打算？”我们问牛立志。他略一思

索，随即露出笑容：“还是办义诊、搞科

普，还会有下一个‘小目标’。在这条路

上，我的脚步不会停。”

采访中，我们不禁思考：“红棉老兵”

为民服务的不竭动力源自何处？

谭建鹏的分享给出一种答案：“慰问

老英雄时，他们一直感谢我们，可我们明

明站在他们栽种树木的树荫里。与他们

相 比 ，我 们 在 服 务 人 民 上 做 得 远 远 不

够。”

不同的老兵，或许会有不同答案。

但万变不离其宗——群众的需要，是“红

棉老兵”永远的集结号。

图①：卢运柏参加“老兵永远跟党

走”宣讲活动。

图②：王允个（中）到学校开展心理

健康知识讲座。

图③：“广东好人”谭建鹏（右）看望

当地老兵。

图④：罗仲哲（左二）和战友参加当

地退役军人服务站组织的优抚政策咨询

志愿服务。

图⑤：“红棉老兵”飞翔应急救援志

愿服务队队员开展排涝工作。

受访者供图

制图：扈 硕

羊城有一群“红棉老兵”
—走近广东省广州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群体

■本报记者 陈 涵 特约通讯员 陈 美

晨曦微露，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

一片广袤的林地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 2 师 31 团基干民兵、护林队队长

宋财富早已忙碌开来。当滴灌系统启

动，清澈的水流缓缓滋润着这片沙漠

绿洲。

从高处极目远眺，眼前的这片绿

洲，犹如一条蜿蜒的巨龙，将塔克拉玛

干沙漠与库木塔格沙漠分隔开来。这

条“绿色生命线”，承载着当地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守护这片绿洲，是

宋财富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时光回溯到 2002 年，在新疆军区

某师服役的宋财富告别军营，回到 31

团。31 团地理位置特殊，南临塔克拉

玛干沙漠，北接库木塔格沙漠，两大沙

漠之间最窄处仅相距 3 公里。“无风三

尺沙，风来沙飞扬”——宋财富从小在

这里长大，沙进人退的景象，深深烙印

在他的记忆深处。

为守护家园，多年来，团场的干部

职工们怀着“誓把沙漠变绿洲”的信

念，投入到植树造林的战斗中。这场

与沙漠的较量，既是一场阻击战，更是

一场持久战。宋财富退役不久，也主

动加入战斗。

宋财富至今记得，那时候大家人

手一把铁锹、一个水桶，扛着树苗、背

着干粮和水壶，一头扎进沙窝子里，一

干就是一整天。夏季，沙漠里温度升

至 近 50 摄 氏 度 ，汗 水 和 沙 子 混 在 一

起、糊在身上，但大家仍努力坚持。

一年年接续奋斗，他们终于在沙

漠的夹缝中，筑起一道长约 11 公里、

宽约 200 米的生态屏障。亲身参与其

中 ，宋 财 富 深 知 这 片 林 地 的 来 之 不

易。他主动请缨担任团场的义务护林

员，几年后编入团场护林队，成为正式

队员。

“生态林建成初期，苗木还十分

矮小，如果不好好管护，大家的心血

可能就白费了！”带着这样的使命感，

宋财富每天穿梭在树林间，精心呵护

一株株苗木。从最初的徒步巡林，到

后来骑上摩托车，再到如今开着车，

20 多 年 过 去 ，宋 财 富 已 把 林 地 当 成

“第二个家”。

2019 年 ，一 场 严 峻 挑 战 不 期 而

至。因当地气候干旱、久未降雨，大片

林地面临枯死的危险。已是护林队队

长的宋财富临危受命，在专业人士指导

下，带领护林员们肩扛手抬，一米一米

铺设滴灌管道。手掌磨出了血泡，他简

单缠上纱布后，又继续投入繁重的工

作；资金出现缺口，为不耽误进度，他

掏出半年工资，把材料费垫上……功

夫不负有心人，得到清水浇灌的生态

林，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日常管护巡林，最远的线路有 40

多 公 里 长 ，近 一 点 的 也 超 过 10 公

里。工作虽然辛苦，但当过兵的宋财

富不怕苦、不怕累，在他眼里，这就好

像一场场“军事拉练”。每次巡林，他

带着水壶、望远镜、通信器材这“三件

宝”，一早出门，天擦黑才回来。遇到

特殊情况，他工作起来更是“没了时

间点儿”。

一年冬夜，一场野火借着北风疯

狂蹿向林地。发现情况后，宋财富迅

速组织人员，抄起铁锹冲进火场，奋力

劈出隔离带。等到火情被完全控制，

已是凌晨时分。20 多年来，他和队友

们数次扑灭“初期火灾”，制止各类违

法用火行为 400 余次。

“治沙护林不能光靠一股蛮劲，

还得多动脑筋。”依托多年实践，宋财

富摸索总结出一套“草方格压沙+耐

旱植物固沙+沙产业增收”的复合林

地管理方法：用芦苇扎设的草方格锁

住流沙，利用四翅滨藜防风固沙，在

梭梭林下嫁接中药肉苁蓉，实现生态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一经验，

为团场更好开展治沙护林工作提供

了借鉴。

如今，上级在林地重要点位架设

了瞭望塔，安装了智能监测系统，能够

对火灾等突发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不

过在日常巡护工作中，宋财富和队友

们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技术只是手

段，为子孙后代守护好‘绿色家园’，归

根结底要靠每一个人的责任感。”熟练

掌握智能监测系统的同时，宋财富和

队友们保持着巡逻的习惯，“这些苗木

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亲眼看着它们

健康成长，我们心里才踏实。”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团场生态

林面积逐年增长，防沙治沙体系逐步

形成，防护林林网化率达到 90%。“过

去风沙大的时候，棉花每年得补种四

五次，现在一次就种好了。以前团场

每年大风沙尘天气有 20 多天，现在基

本控制在 10 天以内。”谈起这些年的

变化，在团场生活了几十年的退休职

工王先华感慨不已。

人进沙退，这个当地群众心中曾

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正一步步变

为现实。更让宋财富感到欣慰的是，

这些年，不少年轻人从前辈手中接过

铁锹，积极参与植树造林工作，守护这

片“绿色家园”。

2024 年，因在治沙工作中的突出

贡献，宋财富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表

彰为“优秀共产党员”。

迎着朝阳，宋财富登上瞭望塔。

远处，曾经肆虐的沙丘，被生态林牢牢

锁住；近处，沾在滴灌管道上的水珠，

闪着晶莹的光芒……

上图：宋财富维护滴灌设施。

郭发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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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淮北军分区、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开展义诊活动，为

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常见病诊疗服务。 李 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