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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他浴血疆场，成为“独臂

英雄”；和平年代，他把宣讲革命传统作

为“主攻方向”，69 年如一日。8000 多场

教育报告、500 余万人次的聆听，见证了

这位老兵的赤胆忠心。

他，就是永不下“战场”的新四军老

战士吴成。

“人可以残废，但精神
不能残废”

吴成，1929 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

的 一 个 贫 苦 家 庭 ，8 岁 时 父 母 相 继 离

世。他 1942 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民兵

组织，1944 年正式加入新四军，1945 年

光 荣 入 党 。 1946 年 7 月 ，在 苏 中 战 役

中，他不幸负伤，右下臂截肢。1950 年

春 ，吴 成 被 分 配 到 当 时 的 苏 北 荣 军 疗

养 所 任 文 化 干 事 ，负 责 宣 传 教 育 和 文

化学习。

“是躺在功劳簿上等着老去，还是为

党和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吴成毅

然选择了后者，“人可以残废，但精神不

能残废。我要振作起来，把战斗的阵地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移到革命传统的宣

讲上。”

刚定下“主攻方向”，吴成就接到了

扬州市城北中心小学聘请他当校外辅导

员的邀请，他欣然接受。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外地作报告往

往 要 徒 步 几 十 里 地 ，吴 成 总 是 起 早 摸

黑，自备干粮。断臂留下的神经瘤后遗

症必须靠止痛片止痛，遇到湿冷天气，

更是疼得厉害，但吴成从未因此耽误过

一节课。

从 1952 年 3 月，吴成第一次登上扬

州市城北中心小学的讲台，到陆续担任

扬州和无锡等地 80 多所大中小学校的

校外辅导员，他的革命传统宣讲之路一

走就是 69 年。

69 年 红 色 耕 耘 路 ，从 扬 州 、无 锡 、

沪宁沿线，一直讲到首都北京、革命圣

地延安、革命摇篮井冈山、革命老区大

别山……

从当年的“吴叔叔”“吴伯伯”，到现

在的“吴爷爷”，变化的是称谓，不变的是

他的初心使命。

“我要讲到心脏停止
跳动那一天”

吴成讲革命传统有三大特点：一是

不带讲稿，二是站着宣讲，三是不取分文

报酬。一年隆冬，吴成到江南大学作报

告，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学校提出用

汽车接送，但被他婉言谢绝。在寒风中

步 行 了 20 多 分 钟 后 ，吴 成 准 时 来 到 会

场，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每次作报告，吴成还注重与孩子们

互动，在一言一行中培养孩子们爱党爱

国的坚定信念。一次，有 18 个孩子来听

吴成讲革命传统，听到激动处，孩子们

纷纷把自己的红领巾系在了他的脖子

上。摸着脖子上的红领巾，看着孩子们

一张张可爱的脸庞，泪水模糊了吴成的

双眼。

“ 我 的 听 众 中 ，大 多 数 都 是 中 小 学

生，也有劳教所的失足青少年。在我眼

里，他们同样是国家的未来。”1989 年，光

荣离休的吴成把革命传统教育扩展到少

管所、戒毒所、收教所和监狱，走上了挽

救失足青少年的帮教之路。

1996 年 1 月，吴成结识他的第一个

帮教对象——即将大学毕业、因犯罪被

判死缓的小杨。在他的鼓励下，小杨立

功减刑，服刑 15 年后出狱。“他就是我的

再生父亲！”如今的小杨，已是一家洗涤

公司负责人。这些年，吴成帮助上千名

失足青少年步入正途。

69 载风霜雨雪，69 载矢志不渝。吴

成先后获得“中国好人”“全国最美‘五

老’”“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全

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江苏省模范退

役军人”等多项荣誉。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已 92 岁高龄

的吴成表示，“我是战争幸存者，我活一

天，就要把历史讲给孩子们听，一直讲到

心脏停止跳动那一天。”

“就是要让更多人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

曾 经 与 吴 成 同 住 荣 军 医 院 的 刘 君

湘，解放前曾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是

一位传奇女英雄。1947 年被捕入狱后，

她历经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全身致残，

精神失常。此后，她经受了 30 多年的伤

病折磨和默默无闻的岁月，于 1979 年 5

月 13 日溘然辞世。

“刘君湘是位无名英雄，一定要把她

的事迹告诉孩子们，让他们知道今天的

好日子来之不易。”1993 年，吴成带头捐

款 1 万多元，在居委会的帮助下，为这位

已故女英雄建起了一座纪念亭。

2003 年，吴成拿出全部积蓄 4 万元，

在自家 40 平方米的阁楼上建起了“家庭

革命传统教育室”。他说，“我以幸存者

的名义建这个教育室，就是要让更多人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走进教育室，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

物、一本本手抄的史册，让参观者受到心

灵震撼与精神洗礼。10 多年的时间里，

小小阁楼接待参观者近万人。

2014年 9月，在无锡市滨湖区政府、江

苏省荣军医院的支持下，教育室搬到了荣军

医院家属宿舍的老干部活动室，并更名为

“吴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新基地 250平

方米，内设宣讲室、陈列室、荣誉室、传统室

和传承室 5个区域，收藏历史文物 20余件、

照片资料500多张、革命史料近千册，以及吴

成义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60多年来收到的

学生书信 4000多封，还有他亲自采集的嘉

兴南湖水、井冈山的红土、延安的小米……

岁月无言，忠诚永恒。当年那位帅

气的士兵，如今已是步履蹒跚的鲐背老

人。虽然他的语言表达已不如以往清

晰，但“一生只为传火炬”的忠诚信念，依

旧在他的心中激荡。

左上图：吴成在“吴成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宣讲革命传统。 李永有摄

永不下“战场”的老兵
——记“独臂英雄”、新四军老战士吴成

■杨 然

本报讯 张宝传、高柏林报道：8 月

中旬，黑龙江省双鸭山军分区上半年政

治教育微课创作评比活动圆满结束，一

批 高 质 量 的 微 课 在 评 比 中 脱 颖 而 出 。

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史洪宇说，微课

创评解决了困扰基层网课学习资源短

缺的难题，发掘了优秀教员连萌、网络

能手张徐讯、“政工达人”刘庆江等一批

能讲会做的优秀骨干，在军分区立起了

“用好网络新平台、打造育人主阵地”的

鲜明导向。

双鸭山地处北疆边陲，辖区有珍宝

岛等诸多红色教育资源。该军分区引导

官兵人人参与，通过充分挖掘驻地红色

教育资源，以创作微课的形式，创新教

育方式，丰富教育内容。创作过程中，

他们要求各专业技术骨干在拍摄准备

阶段，对授课内容、所需资料进行全面

系统的收集、整理，并由部门领导对授

课内容把关，形成终稿；摄像人员精心布

置摄影场地，力争达到最佳拍摄效果；拍

摄过程中，授课人员清晰完整地讲授；后

期则由专业视频剪辑人员对素材进行编

辑、上传，最终形成方便官兵学习的精品

微课程。

“开展微课制作评比活动，不仅锻炼

了官兵动手能力，提升了能力素质，也产

生了一批特色微课，激活了政治教育大

课堂。”据军分区政委徐培友介绍，今年

围绕应急应战、国防动员、兵员征集等 8

个方面，组织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和职工

结合岗位实际，共制作微课 157 个，努力

实现“人人有微课、处处有精品”的目标。

黑龙江省双鸭山军分区微课创评见成效

小微课激活政治教育大课堂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母亲……”

初秋时节，在海拔 5318 米的西

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查果拉哨

所，两名战士正头戴耳机，手拿麦克

风，在一个玻璃房间里放声歌唱。

“这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

分行为我们捐建的‘爱心小屋’。”哨

所战士胡秋硕介绍，今年“八一”前

夕，这座迷你唱吧正式投入使用，从

此他们的文娱活动里多了“K 歌”这

一项。

查果拉哨所位于喜马拉雅山脉

北麓的亚东县古汝乡，这里山高路

险，四季严寒，空气稀薄。官兵们目

及之处，除了远方连绵的雪山，便是

眼前的一片枯黄。这几年，随着边

防保障设施日趋完善，官兵生活条

件得到大幅提升，但文化生活仍相

对单调。

“我们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心出

一分力。”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

分行负责人说，在充分调研论证后，

他们将迷你唱吧、氧吧、书吧等送上

边防哨所，打造“中国农业银行浓情

暖边关爱心小屋”。

“找到做‘麦霸’的感觉了。”不少

爱好唱歌的官兵表示，“爱心小屋”音

响效果好，隔音效果也好，既满足了

大家唱歌的爱好，又不打扰其他战

友，可谓是一举两得。

“我唱得不好，但进去吼两嗓子，

也挺解压的。”战士刘宏光说，自“爱

心小屋”建成以来，深受哨所官兵喜

爱，不仅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也

收到了放松解压的效果。

据介绍，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

西藏自治区分行根据高原部队任务

需求，积极协调地方搭建临时网点、

箱 体 银 行 、帐 篷 银 行 ，采 取 手 工 处

理、单机服务等伴随保障方式，为高

原官兵提供金融服务保障。截至目

前，他们在西藏海拔 4500 米以上的

极 高 海 拔 地 区 设 立 了 95 个 物 理 网

点 ，在 21 个边境县设立了 136 个物

理网点、31 个自助网点、506 个三农

金融服务点，配备了 18 辆高原型流

动金融服务车，建成“浓情暖边关爱

心小屋”2 个。

“我们将不负关爱，不忘期盼，在

雪域高原固好边、守好防，让祖国和

人民放心。”哨所官兵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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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重庆市巴南区人武部组织民兵抗疫消杀队走进辖区商业街、居

民小区和景区，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消杀作业。图为民兵抗疫消杀队在界石

镇进行消杀作业。 高效文摄

本报讯 张传杰、卢士勇报道：“今

年水产品行情不错，年底村集体收入有

望突破 100 万元大关。”8 月 12 日一大

早，望着一筐筐莲蓬、小龙虾、菱角等水

产品被村民们手提肩扛悉数装车，江苏

省淮安市淮安区漕运镇中太村党总支

书记、退役军人杨勇话语中透着欣喜。

10 年前的中太村，在当地是出了

名的贫困村。“兵支书”杨勇上任后，强

基层组织，调产业结构，抓产业发展，牵

头成立龙虾合作社和电商服务站，带领

村民“家门口打工、河塘边赚钱”。没几

年，村民的口袋鼓了，脸上笑了，中太村

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在淮安，像杨勇一样出身军旅的

兵支书有 327 名，他们正成为全市乡村

振兴的带头人。”据淮安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继业介绍，从去

年 4 月开始，该市大力实施“强兵兴业”

工程，赋能乡村振兴，遴选 250 余名优

秀退役军人，开展后备“兵支书”“兵委

员”培训，围绕产业发展、基层党建、社

会治理等内容，邀请相关市直部门“一

把手”、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党员”

“老支书”传经送宝。今年 3 月，结合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他们又先后组织

750 余名退役军人，开展特色农产品种

植、乡村旅游、农村电商、乡村产业振兴

带头人等培训，让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

兴的本领更强。

在水网密布、沃野一片的苏北水

乡，盱眙县陡山村是个少有的山地村。

村党总支书记、退役军人史春峰凭着

“偏向陡山行”的执着，带领 40 多户村

民在荒山坡种植碧根果、山核桃、黄桃

等 经 济 林 木 ，年 人 均 增 收 8000 多 元 。

“去年，陡山村成功举办了首届黄桃节，

通过直播带货拓宽了销路。”史春峰说，

这两年他们注册了“陡山村”地理商标，

对黄桃、碧根果、葛根粉、甘泉等 20 余

种特色农产品进行统一包装、统一销

售，既做大了村集体经济的“蛋糕”，鼓

起了村民的“钱袋子”，又找到了乡村振

兴的好抓手。

江苏省淮安市

327名兵支书成乡村振兴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