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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清晨的阳光，温柔地挥洒在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樱桃
村。当许多人还在梦乡时，有一户人
家的4个孩子，已经早早醒来，到山上
打猪草，他们要赶在“爸爸”起床之前，
把猪草带回家。“心疼爸爸，能帮他多做
一些家务就多做一些。”其实，4个孩子
口里的“爸爸”，并不是他们的亲生父
亲，而是该村的一位民兵——王学林。

几年前，樱桃村村民王某的丈夫
因盗窃罪入狱服刑，家里一下没有了
顶梁柱，王某又没有什么谋生技能，只
能带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以捡垃圾为
生，吃饱穿暖都难以保障，更别说送小
孩上学了。2016年，威宁县人武部组
织民兵帮助当地村民开展春播春种，

王学林正好被分配到王某家播种玉
米。当他了解到王某家的情况，再看
到孩子们对知识渴求的眼神，心里久
久不能平静。回到家后，思忖许久，便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4个年龄
较小的孩子接到自己身边，由他来供
他们读书。

“我不是反对你帮助别人，但是我
们俩还没有结婚，生活本就不富裕，你
再养 4个孩子，我们今后的日子怎么
过？”面对未婚妻朱晓燕的不理解，王
学林拉着未婚妻的手耐心做工作：“我
不忍心看着孩子们流落街头，况且我
还是民兵，别人有困难，我理应伸手帮
一把。放心吧，我会努力给你一个幸
福的家。”看着眼前这个平时不轻易表
露情感的男人，此刻如此动情而坚定，
朱晓燕也应允了。

就这样，张雄愧、张雄力、张雄梅、
张雄芬这4个孩子来到了新家。为了
拉近和孩子们的关系，王学林经常和
他们聊天，还细心地把每个孩子的喜
好、性格、习惯专门记在一个本子上：雄
愧爱吃苹果；雄力调皮，得多点耐心；雄
梅很懂事、敏感，得注意说话的语气；雄
芬还小，得多给她买一些玩具……王
学林没有抚养小孩的经验，但他努力
学着当好一个爸爸，用心给每一个孩
子关爱。

渐渐地，王学林发现，张雄愧不愿
与同龄人交流，他就有意识地多和小
孩子谈心。当谈到“朋友”这个话题
时，张雄愧终于吐露心声：“爸爸坐牢，
妈妈又无力抚养我们，我不想和同学
们说话，怕他们嘲笑我。”“傻孩子，我
们不就是你的家人吗？你有什么可担
心的？”话音刚落，张雄愧怔住了，随后
几滴热泪夺眶而出……

像大多数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一
样，张雄力有时候难免贪玩、叛逆。“我
不想学习了，不用你管！”一次放学后，
王学林发现张雄力不仅没有完成作
业，还偷偷玩游戏，便说了他几句。言
语冲突中，张雄力忽然起身跑了出
去。“雄力心情不好就到处乱跑，我哪
能放心，我就跟着他，等他情绪好一些
了，我再耐心和他说几句。”相处中，王
学林慢慢摸索出和他们相处的小窍
门。果然没一会儿，张雄力就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和王学林道歉后，乖乖回
家做起了作业。

时间飞逝，如今，4个孩子已经和
王学林一家人生活近4年了，孩子们的
成绩越来越好，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
多了。采访结束时，王学林拿出了一
张小卡片，告诉笔者：“这是去年我过
生日，孩子们写给我的一张贺卡。”接
过卡片，笔者看到上面整齐地写着这
样一句话：鱼感谢海给予它生命的空
间；鸟感谢天给予它飞翔的力量；我们
感谢你，伴我们成长，祝兵爸爸天天快
乐！（文中孩子的名字为化名）

上图：王学林和孩子们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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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篇纪实文学《火花似蒲
公英绽放》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讲述
了转业军人、江苏省丹阳市公安局延
陵派出所所长张叶宏持续 8年开展

“蒲公英志愿服务”活动，关心关爱留
守、流动、困境儿童的感人故事。在
他的倡导和带动下，百余名转业军人
主动加入“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对留
守儿童进行结对帮扶，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

“假如一天风雨来，风雨中会显
出我军人的本色……”军人之所以被
人们称为“最可爱的人”，就是因为穿
上军装的那天起，他们就把使命装进
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从此，不管
风平浪静还是风吹雨打，即使离开军
营华丽转身，军人本色也不会有丝毫
褪色。

曾被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
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表
彰为“最美退役军人”群体的国网江
苏电力（如东公司）退役军人党员服
务队，连续多年义务帮扶社会弱势

群体，先后资助百余名孤寡老人、伤
残军人、革命老红军等，队伍中的 6
名党员更是坚守承诺，照顾烈士父
母 35年，用无声的行动展现着朴素
的军人本色。

这是军人本色的自然流露和真
实映照。军人本色的积淀形成，总是
经过无数平凡岁月的磨砺和洗礼，方
能形成奔腾不息的精神长河。从“为
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的张思德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从
“时代楷模”张富清到“扫雷英雄战
士”杜富国，从创造史诗般迫降奇迹
的“英雄机长”刘传健到用生命践行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誓
言的抗灾抢险英雄群体……无数军
人用无私无我、无怨无悔的坚守，用
敢涉险滩、敢为人先的担当，用忠诚
奉献、敢于牺牲的本色擦亮着中华民
族的精神底色。

近年来，全国各地以不同形式广
泛开展“最美退役军人”学习宣传活
动，“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王富国、“全

国学雷锋标兵”尹力军、“感动中国人
物”史光柱等一大批优秀退役军人开
始走入人们的视线。他们的行为淳
朴谦逊，他们的故事感人至深，他们
的品质纯洁高尚，他们的情怀真挚热
烈。军人本色在他们身上，迸发出最
为耀眼、最为动人的光芒，成为中华
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抺亮色。

阔步新时代征程，保持军人本色
永不褪色，就要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
人民、根植人民，从而始终保持与人
民的血肉联系，坚持信仰信念永不迷
航、践行宗旨永不停顿、初心使命永
不淡忘、奋斗激情永不衰退、精神家
园永无雾霾。如此，不论走向哪里、
身在何方，都能用最朴实、最平凡而
又最坚决的行动，争做新时代的奋进
者、开拓者、奉献者。

脱下军装本色依旧
■周燕虎 李兆农

【人物介绍】
沈上龙，湖南省武冈市人，1931年1

月出生，1952年赴朝作战。在金城反击
战中，带领一个班的力量防守挟合桥 3
天 3夜，击退敌人两个排、击毙敌人 6
人，个人荣立三等功。

在不同时期，入伍的动机和意义
会有所不同，但一定都和时代背景紧
密相关。

“沈上龙同志系一九五二年十一
月参加我军现在一三五师工兵一连
工作……”《革命军人证明书》泛黄的
页面上详细记录着沈上龙当年的入
伍情况，1952这个特殊的数字组合尤
其醒目。对于沈上龙来说，在那个年
份参军的意义，再没有什么比“保家
卫国”这 4个字更能深刻表达。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僵持阶
段，一则则前线的消息通过广播、报刊
传至国内，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志愿赴
朝参战、支援前线。为了响应号召，时
任武冈市功德乡乡长的沈上龙报名参
军。“毛主席带领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建

立了新中国，全国人民终于过上新生活
正高兴着呢，美国人从朝鲜打过来，要
破坏千千万万中国人用生命换来的和
平，我们可不答应！”说到这儿，沈上龙
激动地站起身来，时隔多年回忆起那一
幕，老人仍然激动不已。

“那天报名回家后，父亲一句话也
没说，一连抽了好几袋烟。母亲则坐在
桌前，泪眼婆娑。”沈上龙回忆说，他的
父母历经乱世，深知战争的残酷。当时
母亲拽着他的手，哽咽着说：“儿啊，好
日子刚要开始，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让我们怎么办？”作为儿子，沈上龙何尝
不想在父母膝前尽孝，但国难当头，作
为党员，他有责任冲锋在前。他劝慰父
母说：“如果每个人都偏安一方，不愿再
扛起刚放下的钢枪，那战火将燃至国
内，到时候和平将不复存在。”最终，父
母被儿子的决心所打动，改变了心意，
全力支持沈上龙上前线。

在沈上龙的带动下，功德乡各家男
丁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参军报名的桌
子被围得水泄不通，当年有12个精壮汉
子通过选拔，走进军营。入伍当天，乡

亲们夹道欢送。说起当时的热闹场面，
沈上龙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让他
难忘的是，他的老师亲自为他戴上大红
花并赠言：“家乡的建设需要领头人，但
捍卫和平更需要英雄。”沈上龙没有辜
负大家的期望，第二年，他就把印着自
己名字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和立功证
书寄回了家乡。

1953年夏，金城反击战打响。沈上
龙所在连队负责挟合桥的守卫任务，沈
上龙负责带领一班阻击敌人过桥。“敌
我装备力量差距悬殊，战斗一天后，许
多战友都受伤了，我的肩膀也被弹片

‘咬’了一口，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沈
上龙边说边向笔者展示当年留下的醒
目的疤痕，“躺在战壕里，忽然想起入伍
时拿到的那本鲜红的《革命军人证明
书》，一个信念涌上脑海：我是革命军
人，不拼命不配称军人。想到这，我浑
身顿时充满了力量……”3天 3夜里，沈
上龙与战友们用身体筑成了铜墙铁壁，
让敌人始终无法前进一步。最终，他们
圆满完成了挟合桥的守卫任务。在这
场战斗中，沈上龙因表现优异，被通报
嘉奖，并荣立三等功。

1957年，沈上龙退役，回到家乡担
任村干部。前些年，沈上龙经常被邀请
到学校去给孩子们讲抗美援朝的战场
故事。岁月侵蚀了他的身体，却无法抹

去那深入骨髓的军魂，每当忆起往昔，
老人都神情肃穆，双眼透露军人特有的
坚毅。

当年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已变成
如今的《入伍通知书》，名称虽然改变
了，但不畏牺牲、挺身卫国的责任与担
当一直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军人身上
传承与发扬。

上图为沈上龙的《革命军人证明
书》。 雷晓宇摄

一纸入伍证，一世卫国情
■欧 协 本报特约记者 文 巧

近日，辽宁省新民市人武部组织民兵开展为期15天的封闭式集中训练。训练间隙，该人武部通过组织小比武、小
竞赛等活动，激发民兵训练热情。图为组织民兵进行拔河比赛。 崔国春摄

本报讯 郝健、顾苏洋报道：近日，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坛山街道对辖区
内各社区民兵应急分队建设情况进行
检查，结果令人满意：民兵在位率达标、
对口率高、应急反应速度快。

“不断建强基层武装力量，是落实
好党管武装制度的内在要求。”该街道
党工委书记吴敬雷介绍，近年来，他们
始终把基层武装建设作为党工委的一
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实。

年初以来，该街道定期组织社区干
部、基干民兵学习国防和军队建设、武装
工作会议有关精神；投入资金对各社区民
兵连部硬件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实现民兵
网络全覆盖；进一步加强基干民兵预建党
组织建设，选优配强干部骨干，在基干民
兵应急排成立党小组……

“提升基层武装工作建设水平，对各
项工作落实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该街
道武装部部长成刚深有感触地说，调整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后，基干民兵带头把
组织温暖送到每户优抚对象家庭。居住
在该街道的老兵李思友先后参加过淮海
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民兵骨干经常上门
嘘寒问暖。如今李思友逢人就说：“民兵
隔三差五地来看我，说明党和国家一直
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光荣啊！”

在今年疫情防控工作中，该街道充
分发挥基干应急排和社区民兵连先锋模
范作用，配合相关部门24小时不间断开
展值勤值守、巡逻巡查等工作，受到了干
部群众的好评。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坛山街道

升级民兵连硬件设施

本报讯 杨涛、张炎平报道：“太感
谢了，没想到孩子的入学问题这么快就
有了着落。”10月下旬，军嫂刘珍杉向甘
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武部打来感谢电
话。2019年，刘珍杉带着孩子随丈夫史
铭泰所在部队移防至白银区。初来乍
到，人生地不熟，夫妻俩为孩子入学问题
犯了难。白银区人武部了解情况后，主
动协调，让他们的孩子优先进入教学质
量较好的区第一幼儿园就读。

据了解，白银区辖区内的驻军部队，
大多驻守在偏远乡镇。驻地教学师资力
量相对匮乏。多年来，子女入学难、接受
良好教育难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基层官
兵和军属。

“军人在前方练兵备战保家卫国，我
们在后方有义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白银区教育局领导告诉笔者，今年年初，
他们实施“军娃优教”工程，主动为驻地
军人子女入学入托提供便利，将“绿色通
道”延伸到每个军人家庭。人武部多次
与驻军部队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官兵
建议，对达到入学年龄和在偏远地区学
校就读的驻军官兵子女及时进行信息普
查登记，并协调区教育局等部门联合下

发《白银区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规定》中明确要求，区
教育局和区体育局需在每年 7月底前，
主动对接双拥办统一登记汇总驻军部队
官兵子女接受教育的需求信息；并于 8
月中旬前，根据学校的班额情况和实际
接纳能力，整理核对学生信息，协调学
校，统一按照“可不按校区择校、优中择
优”的原则做好部队官兵子女入学入托
安排工作。

与此同时，该区人武部还协调地方
政府出台《扎实做好军人子女入学入托
相关工作意见》，明确驻军部队军人子女
入学入托一律免收国家规定以外的任何
费用，报考普通高级中学的，可按照相关
规定给予优待。

“老公，孩子上学的事办好了，你放
心吧。区人武部领导还打来电话，询问
孩子对学校是否满意。”今年秋季新学期
开学，得知16岁女儿被安排到区重点高
中就读，军嫂陈璐第一时间将喜讯告知
正在空军某部服役的丈夫。

据统计，在人武部积极协调下，今年
该区 17名现役军人的子女全部进入到
教学资源相对优质的学校就读。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实施“军娃优教”工程

军人子女优先入学入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