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2 月下旬，湖北省军地联

合授予快递小哥张裕“荆楚楷模·最美

退役军人”荣誉称号，所在单位提拔其

为中层领导……连日来，退役军人张裕

火场救人，受到地方褒奖的故事在当地

传为佳话。

张裕出生于军人家庭，外婆是一

名老红军，父亲也有军旅经历。受家

人影响，2001 年，张裕参军入伍，服役

于武警江西总队某部。在部队的两年

时间里，他苦练本领，熟练掌握了徒手

攀登、高空索降等军事技能，先后参与

各类安保执勤、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

任务。

去年 12 月 10 日上午，武汉市江汉

区某小区 3 楼住户家中突发火情，滚滚

浓烟从窗户里冒出，屋内还有 3 人尚未

脱困。当时，张裕正在附近派件。听到

呼救声后，他一路奔去，毫不犹豫攀向

受困者暂避的窗台，伸出手臂将被困的

小女孩救下，并帮助小女孩的爷爷和妈

妈成功脱险。

“对见义勇为的行为，必须大张旗

鼓褒扬。”张裕火场救人的故事温暖了

这个城市，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

点赞。湖北省委宣传部、省委直属机

关工作委员会、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

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授予张裕“荆楚

楷模·最美退役军人”荣誉称号；武汉

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市交通运输局、

市邮政管理局等单位联合授予张裕武

汉市“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市“最美快

递员”荣誉称号，并发起向张裕学习的

号召；所在的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对他火线提拔。

“他为人热忱、做事负责，对于这次

火场救人，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张裕的

同事告诉记者，营业部每天早上都会安

排员工值班卸货，但是不管是不是他值

班，张裕都会早早来到单位，帮助其他

人一起完成工作。每当遇到物流高峰

时段，张裕干完自己的活后，还会到别

的片区，协助同事揽件送件。

面对褒奖和荣誉，张裕显得很平

静。他表示，当年服役时他和战友们都

十分崇尚“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

别能战斗”的“三个特别”精神，这种精

神一直深深影响着他。虽然脱下了军

装，换了身份，但是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从未动摇过。“这次危难时刻伸出援手，

是我作为一名老兵应该做的事，没想到

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感觉身上的责任

越来越重，以后会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回

报社会。”张裕说。

火场救人扬美名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强 特约记者 曹先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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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燕辉、斯娜报道：“辛苦

你们了，没想到我们海霞女民兵有了专

属光荣牌。”新年伊始，浙江省温州市洞

头区军地领导来到先锋女子民兵连女

民兵家，为她们悬挂由洞头区人民政府

颁发、印有“海霞民兵之家”的光荣牌。

84 岁高龄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首任

指导员陈玉兰抬头望着亮闪闪的牌子，

难掩激动，流下热泪。

20 世纪 70 年代，以该民兵连为原

型改编的电影《海霞》风靡全国，该连守

卫海防前哨的事迹也随之传入千家万

户。经过一茬茬官兵的接续奋斗，如

今，该民兵连成为洞头区国防后备力量

建设的一面旗帜。

如何进一步增强民兵的身份认同

感和荣誉感，使更多的人认识民兵工作

的地位和作用？该区人武部政委王迎

锋介绍，去年 9 月，洞头区区委召开武

装工作现场办公会，专题研究民兵荣誉

体系建设工作，制定系列优待办法，其

中包括为所有在队和已经出队的海霞

女民兵家庭悬挂“海霞民兵之家”光荣

牌，以及为在队女民兵颁发“海霞民兵

证”。除此以外，民兵连女民兵凭借证

件可享受辖区部分商家打折优惠，在区

人民医院享受优先就诊服务，女民兵父

母每年可免费体检一次。

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筹备，去年

12 月中旬，洞头区军地在海霞广场组

织开展“弘扬光荣传统、争当海霞传人”

主题活动暨女民兵出队仪式。当天，除

了欢送 2 名到龄女民兵光荣出队，军地

领导现场还为 30 名老中青三代女民兵

代表颁发“海霞民兵之家”光荣牌，为连

队女民兵发放“海霞民兵证”。接过军

地颁发的光荣牌与民兵证，女民兵代表

们兴奋不已。

现场参加仪式的驻岛某部士官董

帅动情地说：“能参加这场仪式，我深感

荣幸，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茬茬海霞女

民兵扎根海岛、献身海防，让先锋战旗

高高飘扬在东海之滨，我们会把‘军民

联防，同守共建’的光荣传统接续传承

下去。”

女 民 兵 金 晓 莉 2007 年 7 月 入 队 ，

2019 年 8 月出队，见证了女子民兵连的

建设与发展，对女子民兵连有着割舍不

断的感情。作为海霞女民兵的一员，金

晓莉代表青年女民兵发言说：“这块牌

子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肯定，无论在队

还是出队，‘爱岛尚武，励志奉献’的‘海

霞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只要祖

国和人民需要，我们将召之即来！”

“光荣牌与民兵证是党和政府给予

女子民兵连女民兵的崇高荣誉。这是

‘海霞人’一生的荣耀。”洞头先锋女子

民兵连连长陈盈盈坚定地说，“我们一

定会苦练本领，珍惜这份荣誉，用实际

行动擦亮这块招牌。”

据了解，为让“海霞精神”永葆青春

活力，培养“海霞”新传人，近几年，洞头

区军地一直在拓展女民兵后路、建设荣

誉体系等方面积极作为。

据悉，近年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

连围绕“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

的任务使命，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扶

贫帮困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

突击队和生力军的作用。2021年，女子

民兵连党支部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连队获评“全

国巾帼文明岗”，纪念馆被全国妇联命名

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文图片：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军

地工作人员为民兵连首任指导员陈玉

兰家悬挂“海霞民兵之家”光荣牌。

本报记者 宋芳龙摄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推进民兵荣誉体系建设

“海霞女民兵”有了专属光荣牌
有研究指出，人固有的习惯、观念

和行为方式、思维模式都会使人处于属

于自己的“舒适区”。“舒适区”能给人安

全感，但沉溺其中，就会出现故步自封、

精神倦怠、思想保守、行动懒惰等不良

现象。

当前正处在新年开局、谋划工作的

重要阶段，无论是渐入佳境的军营新

人，还是经验丰富的“识途老马”，走出

固有经验和习惯营造的“舒适区”，才能

激发更多潜能、创造更多成绩。

远飞者当换其新羽，善筑者先清其

旧基。在自然界中，鹰的个体寿命相差

悬殊。有的鹰 40岁左右就老死了，而有

的则可活到 60 岁甚至 70 岁。生物学家

通过长时间观察发现，鹰往往会通过自

救焕发青春。当鹰活到 40岁时，爪子便

老化得无法有效捕猎，喙会变得又长又

硬，几乎触及胸脯，羽毛又浓又厚，翅膀

变得沉重，飞翔十分吃力。有的鹰活到

这个年龄会被自然淘汰，而有的则会在

崖顶的巢穴里以喙击打岩石、拔出指甲、

拔掉多余的羽毛，在换羽中迎来新生。

现实工作中，常常有同志在同一岗

位工作时间久了，熟悉了环境、积累了

经验，成为国防教育、编兵整组、兵员征

集等各项工作的行家里手。同时也少

了初到岗位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

慎小心，以及面对任务时大胆尝试、全

心投入的勤勉创新。自身的进取之心

在“舒适区”里被消磨、能力素质也在

“舒适区”里止步，面对新情况、新挑战

常有能力捉襟见肘、老办法不能用、新

办法不会用的尴尬。

法国生物学家贝尔诺纳说：“影响

人们创新和发展的，不是尚未掌握的知

识，而是其已经掌握的知识。”好的经验

和做法应该是用来指导实践、预见矛

盾、应对挑战的法宝，而不是懒于思考、

约束创新的“绊脚石”。

以近年来国防动员系统面临的新

情况为例。区域经济发展给区域动员

工作带来的新机遇，无人机、人工智能

和新媒体等新行业衍生的新质应急力

量，两季征兵对整合和调配军地合力的

需求，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国防教

育、征兵体检工作的组织与实施，等等，

都是我们正在面对、也正需要思考钻研

和解决的问题。唯有在原有经验的基

础上敏锐感知新变化、勇于学习新知

识，才能创造出实在管用的新招数。

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

无方。新的一年，面对新的挑战与机遇，

对“舒适区”的心理依赖，对经验主义的

“路径依赖”将是影响和制约单位发展和

自身进步的重要障碍。我们只有远离

“舒适区”，才能在“换羽”中赢得新生，发

现自己真正的力量，成就更大的业绩。

走出“舒适区”需从“心”开始，树起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担当与激情，走

出志得意满、因循守旧的思维怪圈，不满

足于现有成绩、不拘泥于现有经验，不为

发展设限，不给未来画圈，要给工作确立

更高的目标，设计更新的路径；走出“舒

适区”需朝“新”发力，抛开规划计划的

“老模版”，从强军实践中寻求推进国防

动员工作的新启迪，在社会发展中思考

行业领域可能面对的新问题，向新兴行

业借鉴强化编兵整组和应急力量建设

的新方法，为成长发展增添新动力；走出

“舒适区”需以“闯”开路，以昂扬的锐气

勇当真抓实干的奋进者、敢闯敢试的开

拓者、攻坚克难的搏击者，在困难与挑战

中日夜兼程、风雨无阻，书写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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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首长，我考上华东交通大学土

木工程专业了！”元旦前夕，成人自考录

取成绩一公布，安徽省军区合肥第三离

职干部休养所文职驾驶员朱昀难掩喜

悦心情，直奔离休干部石琪家，迫不及

待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备考老师”。

老 人 掏 出 老 花 镜 ，看 到 手 机 页 面

上 醒 目 的 录 取 结 果 ，高 兴 地 说 ：“ 好 ！

好啊！功夫没有白费！”朱昀看着老人

慈祥的脸庞，不禁回想起无数个备考

的日夜。

2020 年 ，服 役 期 间 保 障 过 朱 日 和

演习和抗战胜利日阅兵任务的朱昀，

顺利考入合肥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

成为一名文职驾驶员。“干休所人少事

多任务重，只有成为多面手才能胜任

工作。只是咱们现在学历低、技能单

一，到了新岗位后，能不能干好，心里

没有底。”岗前培训期间，与新入职同

事交流，一向好学的朱昀感受到前所

未有的紧迫感：“大家说的是事实，但

什么时候学习都不晚，当过兵的人，不

能遇到困难就后退。”

培训结束后，朱昀向单位主官汇报

了想要参加学历升级的想法。所长侯

维杰听完鼓励道：“这是好事，单位全力

支持！”侯维杰告诉朱昀，目前，文职会

计李彩云正攻读中国海洋大学在职硕

士，文职驾驶员李斌、许飞等也有提升

学历的计划。他还建议：“跟身边老干

部学、跟战友一起学。”

心 有 目 标 ，行 有 方 向 。 几 位 新 入

职文职驾驶员一拍即合，“文职备考小

分队”就此成立。老干部石琪听闻消

息，主动申请担任政治老师。此后一

年多的时间里，学习室、会议室、营院

石桌、老干部家客厅都成为他们的学

习课堂。文职人员从老干部身上学党

史、学思想、学精神，老干部在与文职

人 员 交 流 中 感 受 青 春 力 量 。“ 姓 文 先

姓 军 ，我 虽 然 没 有 服 役 经 历 ，但 从 战

火硝烟里走来的老首长就是最生动的

教科书。”去年年初，社招文职陈鹏飞

受所内学习氛围感召加入小分队，这

次也成功拿到安徽财经大学专升本录

取通知。

朱昀告诉笔者 ，2021 年 ，“文职备

考小分队”7 人全部成功考上心仪的学

校，现在越来越多官兵、文职人员申请

加入小分队，大家的学习劲头越来越

足了。

文职人员考学记
■朱怡蘅 刘 锟

2021年 12月 26日，广西南宁市 20名抗美援朝老兵在家人和志愿者的陪

同下来到当地一家影院，共同观看电影《跨过鸭绿江》。图为志愿军老兵与志

愿者合影。 蔡治江摄

江西省婺源县蚺城街道

征兵宣传有序展开
本报讯 王璐、胡卫军报道：1 月 4

日，江西省婺源县蚺城街道上半年征兵

宣传工作有序展开。他们采取“线上+

线下”的方式开展征兵宣传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活动，通过点对点信息推

送、一对一精准发动、面对面答疑释惑，

帮助青年和学生家长了解征兵政策和

相关待遇，引导优秀适龄青年踊跃报名

应征。

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

军地联合送喜报
本报讯 谢婷婷、周海霞报道：元旦

前夕，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武部、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与火箭军某部官兵代表一

行，敲锣打鼓将立功喜报送到荣立三等

功的大观籍军人汪成成家中，既营造尊

崇军人的浓厚氛围，也进一步激发了适

龄青年的参军热情。

元旦前夕，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执勤十八中队邀请驻地书画家和剪纸艺术家来到警营，与官兵欢聚一堂，喜迎佳

节。图为剪纸艺术家侯宏妹现场示范“虎年”主题剪纸作品的制作技巧。

徐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