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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现役军人王敏同志‘见义勇为

好青年’称号。”4 月初，江西省泰和县号

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王敏临危不惧、挺

身而出，深夜跳江勇救两名落水者的先

进事迹。3 月 28 日，被救者姚岚祺的母

亲聂真贞，带着“危急时刻伸援手，感恩

亲人解放军”的锦旗和鲜花，代表女儿来

到王敏家中感谢救命之恩。

“感谢王敏救了我女儿，要不是他冒

着生命危险跳江救人，后果不堪设想。”

聂真贞充满感激地说。

“爸爸，王敏啥时候救了人，我怎么

没听他说起过？”送上门的锦旗和真诚的

感谢，让王敏的新婚妻子罗宏怡既惊喜

又有点不知所措。在王敏父亲王昭祈的

讲述下，她才得知事情原委。

3 月 9 日凌晨，泰和县群众谢勇驾驶

小轿车搭乘姚岚祺行驶在泰和县龙潭大

道上，因路况不熟撞断护栏连人带车掉

入赣江。巨大的响声引起从火车站接父

亲回家路过的王敏的注意。他连忙将车

停靠在路边，飞奔到赣江边查看情况。

借助路灯光线，王敏看见一辆小轿车车

尾漂浮在江面，正缓慢下沉。

“爸，你快报警，我下去救人。”事发

突然，王敏一边叮嘱父亲打电话报警，一

边脱掉羽绒服跳入江中。那几日，泰和

县气温持续走低，江水冰冷，给王敏的救

援带来了难度。

王敏奋力游向正在下沉的小轿车。

他潜入水中协助姚岚祺脱离小轿车，并

将其送上岸。此时，一阵寒风吹过，王敏

冻得瑟瑟发抖，王昭祈见状立即递上羽

绒服，想让儿子暖和一下。王敏拒绝了，

他转身再次跳入江中，游向落水男子并

将其救上岸。不到 5 分钟，小轿车就全

部没入江中。这时，辖区民警也赶到事

发现场。在确认两名落水者无大碍后，

王敏父子才默默离开。

事后，落水者与家人通过多方打听，

才知晓救命恩人是驻新疆某部军士王敏。

他此次回家是举办婚礼的，因部队临时有

任务，未休完婚假就归队了。无法当面感

谢王敏，聂真贞代表女儿来到了王敏家。

“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来不及多想就

跳入江中救人，作为一名军人，这是我应

该做的。”通过家人和聂真贞视频连线

时，王敏坦然地说。

“你们今天不来，我都不知道结婚前

夕他救人的事，看来我是嫁对人了！”接过

锦旗和鲜花，罗宏怡的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她说，嫁给王敏正是看中他是一名优

秀军人，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在部队多次

参与捐资助学、扶贫帮困，先后被评为优

秀士兵和优秀士官，还荣立三等功一次。

驻新疆某部军士结婚前夕勇救两名落水者，感动新婚妻子

“我是嫁对人了”
■周 菲 李仲周

今年清明节期间，因疫情原因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暂

时闭馆。但江苏省军区南京第十四离

职干部休养所 95 岁的抗战老兵刘健芝

和 87 岁的老伴祁恩芝，依然在工作人

员陪同下，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门口，为遇难同胞献

上一束白菊，表达深切的哀思。今年

是他们坚持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

念的第 29 年。

1927 年出生于山东招远一个农民

家 庭 的 刘 健 芝 ，16 岁 参 加 八 路 军 ，随

部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同侵华日军展

开了艰苦的反扫荡作战，参加过天目

山反顽战役、胶东保卫战等多场战役

战斗。1965 年 2 月，他又以“野战工程

组组长”的身份参加在罗布泊进行的

空投原子弹爆炸试验，之后又参加“三

线建设”，先后荣立三等功 4 次，四等

功 4 次。

从 1994 年 12 月 13 日刘健芝和祁

恩芝夫妇首次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开始，之后每年清明节、“8·15”日本

投降纪念日、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

“12·13”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等纪念日，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

暑，两位老人从未缺席。他们还自学摄

影，用相机记录不容忘却的瞬间。29年

来，刘健芝共拍摄 2 万余张照片，其中

包含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侵华日军老兵

东史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等参观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留

下的珍贵照片，被多家纸媒、网媒刊载。

2017 年 12 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 80 周年祭时，刘健芝还

自费将这些照片制作成《南京大屠杀

死 难 者 祭 奠 活 动 纪 实》摄 影 集 ，连 同

1000 多张胶片、2 万多张数码照片以及

部分摄影集无偿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感谢他们

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奠”公益事

业作出的贡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奖励刘健芝和祁恩芝

夫妇 3.5 万元。他们将这笔奖金捐赠

给“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

当人们问到刘健芝为什么坚持做

这件事时，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我亲

眼看见日本法西斯犯下的暴行。今年

是建军 95 周年，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

我们国家和军队强盛了，但我们要永

远铭记这段历史，让子子孙孙都明白

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2 万余张照片记录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悼念

抗战老兵29年的坚守
■孙俊领 翁 飞 赵梓清

“感谢你们的司法援助，让我在无助

的时候找到了依靠。”日前，湖南省株洲

市醴陵籍现役军人凌建祥的母亲谢水

平，将写有“军人权益的保障，军属维权

的靠山”的锦旗送到涉军维权志愿者律

师聂维芳手中。

2020 年 7 月，凌建祥父亲在企业组

织电力抢修时意外死亡，只获得 8 万元

突发疾病保险赔偿。这一结果让这个不

幸的家庭难以接受，但又不知如何维护

合法权益。株洲市涉军维权工作人员了

解情况后，派出志愿者律师聂维芳会同

醴陵市人武部对案件进行梳理总结、调

查取证、讨论研究。历经一年多时间，经

过发回重审、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 5 个

阶段，凌建祥家获得 45 万元预期赔偿。

2018年，为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株洲军分区协调地方党委政府出台《关

于进一步做好株洲市军人军属法律援助

工作实施办法》等法规制度，成立市、县

两级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志愿

者律师队伍，3年来累计为军人军属提供

法律咨询 1.2 万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20余件，受到广大军人军属点赞。

“军属牵动军心，军分区是军人军属

的‘娘家人’。用情用力做好服务，让涉

法军人军属话有处说、事有人管、难有人

帮，是我们分内的事。”株洲军分区司令

员张台华说，他们立足为强军事业提供

有力支持和保障，着眼依法维护军人军

属合法权益，建立健全新时代涉军维权

工作政策制度、运行机制、服务体系，着

力提高工作质效，营造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职业的浓厚氛围。

聂维芳是株洲军分区联合市司法

局、市双拥办等组建涉军维权志愿者律

师队伍的一员。2018 年，株洲市军地以

3 年以上执业经验、执业考核称职和退

役军人或军属优先为条件，遴选 26 名地

方律师，组建了一支涉军维权志愿者律

师队伍，并制定出台相关考评制度。

株洲市涉军维权工作人员透露，他

们每年会根据涉军案件办理数量与结

果、军人军属满意度等，对 26 名志愿者

律师进行考评，综合评定优秀的，由地方

司法部门发放补贴奖励，并在全市司法

系统通报表彰；对综合评定不合格的，调

整出志愿者律师队伍。

“以往，由于法律专业知识有限，不

懂得如何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不知

道求助谁。现在，有了志愿者律师队伍

送服务上门，不需要奔波、不需要花钱就

能维权，真是太好了！”该市石峰区军属

周明华激动地说。

为加强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工作

的组织领导，株洲市还明确了市、县两级

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与工作制

度、开展涉军维权工作的重点和相关组

织保障等要求，同时，制定出台全市涉军

维权工作军地会商和考评机制，将涉军

维权工作纳入党管武装、双拥共建等考

评中，确保工作落地落实落细。

“感谢人武部领导，这么快就拿到了

赔偿金，不仅让我能够舒心过春节，也让

我感受到军人的荣光！”2022 年春节前

夕，家住攸县石羊塘镇的老兵周祖泉，来

到县人武部当面感谢人武部部长、县涉

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沈松鹏，并

把法律援助的事告诉了远在云南服役的

儿子。

原来春节前夕，由于电网改造施工

失误，周祖泉家中电器损坏，相关赔偿款

迟迟未拨付到位，眼看快到春节，这件事

让这位老兵烦恼不已。沈松鹏走访获悉

后，第一时间安排志愿者律师联系对接

当地电力部门，通过法律手段，将 7000

元赔偿金在春节前送到了周祖泉手中。

他动情地说：“我的孙子明年就满 18 岁

了，我还要送他去参军。”

“维护好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有利

于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该军分区政委周杰表示，他们将进一步

强化军地协作，健全完善涉军维权机制，

创新服务体系，快捷高效为军人军属提

供法律援助。

上图上图：：株洲军地组织志愿者律师走株洲军地组织志愿者律师走

进军营提供法律服务进军营提供法律服务，，赠送普法书籍赠送普法书籍。。

杨杨 欢欢摄摄

湖南省株洲市组建专门涉军维权队伍

志愿者律师为军属送法上门
■陈 余 罗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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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春早。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吉田村，青山

环绕的稻田里无人旋耕机轰鸣，嫩绿的

秧苗被均匀地插进泥土里。空中，无人

机不停地盘旋，进行耕种直播。

“这是旱田播种，先插秧后灌水，

15 分 钟 播 种 一 亩 。 园 区 里 ，稻 田 耕 、

种、管、收，全程无人化。村民经过培

训，坐在屋里就能指挥机械耕作。”

身体结实、举止利落的吉田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钟志强笑着说：

“我们要当新农人，要用新科技、新技

术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

1998 年，18 岁的钟志强走进军营，

第三年就入了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

兵。2008 年退役的钟志强没有回家乡

吉田村，而是外出打拼。

2014 年，已退役 6 年的钟志强没想

到，59 岁的村支书麦启扬会一路辗转

找到他：“我到了退休年龄，村里找不

到能扛重担的年轻人。你在部队历练

多年，是党员，又在外头跑过几年，眼

界宽、有能力，能不能回来带着乡亲们

一起致富？”

“让我想想，过几天给您回话。”送

走老支书，钟志强一夜难眠。他试着

征求家人意见。话音未落，父亲就急

了：“这么多年，一家人支持你在外头

打 拼 为 了 啥 ？ 不 就 是 图 有 个 好 前 程

吗？”妻子更加不解：“工厂年薪 15 万，

回村里当村支书一个月 2000 元，日子

咋过？”

钟志强试着说服家人：“我知道村

里穷，事情不好干。可人不能只想着

自己，我在外头干，改变的只是咱们一

家的生活。”

其实，钟志强自己也没有胜任的把

握。他一再对老支书说：“我先干一段

时间。如果不适应，你们再找别人。”

吉田村离佛山市有两个多小时车

程，不算偏远，但“六山一水三分地”的

丘 陵 地 貌 山 多 田 少 ，村 里 900 多 户 人

家，有劳动能力的中青年都在外务工，

800 多亩土地被撂荒。村集体的山林、

鱼塘和土地，被村民私占，乱搭乱建。

刚回村的钟志强建议成立清产核

资小组，把村集体资产搞清楚。老支

书将这块最难啃的骨头交到他手中。

“这些多是近 20 年没有解决的老

大难问题，压力和阻力非常大。”钟志

强回忆。他带着核资小组，挨家上门

做工作，堆着笑脸却迎来种种难堪。

4 个月后，钟志强的调查材料积了

一尺多厚，各种私占乱建核查结果张

榜公示，村民纷纷认领。

2017 年 5 月，吉田村两委班子换届

选举，钟志强以高票当选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此时，村子如何破局

谋发展，钟志强心里已经有了谱。

考虑到村里传统耕作少劳力，农

户耕地分散又导致机械耕作不成片，

钟志强动员村民流转耕地和鱼塘 2500

亩，打造农业园区，还组织村民成立合

作 社 ，建 起 粉 葛 、蔬 菜 和 水 产 三 个 基

地，以及 1000 亩优质水稻农场。

但村民流转、连片整合的耕地，谁

来耕作？听说中科智慧农业创新研究

院在进行智慧农业技术研发、应用与

示 范 ，钟 志 强 主 动 联 系 ，一 拍 即 合 。

2021 年 2 月，全国首家千亩“无人水稻

农场”在吉田村建成。

5 个月后，“无人水稻农场”早稻收

割，亩产比传统耕作增产 100 多公斤，

减少成本 300 元。因水稻增硒，不仅米

的品质好，价格也提高了不少。

如今，在钟志强办公室的墙上，挂

着一张吉田村地图，这也是他的“现代

农业蓝图”。“这里是无人稻农场，这里

是千亩山绿化项目……”谈及未来，钟

志强黝黑的脸上溢满笑容，“我们还要

继续引进高科技的农业产业，让吉田

村成为高科技农业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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