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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家有老兵

人生在世，命运有时像顽皮的孩

童，不时撩拨你。

坦率地讲，我2016年因军改被列

为转业对象，并参与了计划安置全过

程，虽然考试成绩比较靠前，但因为临

时出了点“状况”，不得不滞留一年。

2017年，我仍选择计划分配之路，跟

上年一样，又参加了一次转业干部考

试，我以为自己是“过来人”无需苦熬，

但最终的笔试结果却给我很好地“上

了一课”。我的“双考”总成绩在同类

别转业干部中居中游，虽说入围公务

员序列没问题，但总体形势不乐观。

转业，是人生的重要转折，因此军

转干部都希望有一个体面的转身、很

好的归宿。但国之大、人之众、事之

繁，我们还必须服从和适应军转安置

规则。从目前来讲，选择计划分配，要

想争取一个理想的岗位，不二法则是：

笔试分要高，档案分要高，这样“双考”

成绩才能靠前，选择的余地会大一

些。每名军转干部都希望自己能考出

个好成绩，都会全力以赴、奋力一搏，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比如，一个年

轻的副团职干部，即便笔试成绩再靠

前，综合排名也不一定靠前，因为你军

龄短、任职时间短、立功受奖的机会

少，档案分不占优。

但静下心想想，只要积极乐观地

面对现实，就没有什么翻不过去的山、

迈不过去的坎。不管哪一行都是全新

的体验，都是一种挑战和历练，其内在

的价值等着你去挖掘和实现。正是抱

着这种想法，我再次走上选岗之路。

与前一年不同的是，我在“双向选岗”

前，做了更充分的准备。我翻箱倒柜，

把以往留存的报刊、书籍一一找出来，

搜遍一篇篇发表过的小豆腐块，精心

剪贴成册。“双选”那天，我带着忐忑、

谦卑的心情，将两份精制、厚实的个人

资料呈给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份

是市人大机关，一份是市政协机关。

“双选”过后，我的内心虽经过一

番短暂的翻江倒海，但很快平静了，因

为事先已做好最坏的打算。自己毕竟

是个老兵，有一定的抗打击能力。不

想第3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

生的座机电话，对方说是政协机关的

工作人员，通知我明天参加面试。

真是喜出望外！能够参加面试，

说明有戏。谁知当我第二天一到面试

现场就傻了眼，参加面试的干部竟有

50人，而且大都是正团职干部。不

过，事已至此，只能试试看……好在参

加面试的第二天下午，我就接到政协

机关的电话通知：已被列为录用对象。

就在我沉浸于憧憬和喜悦之中

时，又接到人大机关的面试通知。听

到这个消息，我还真患得患失、喜忧参

半了，喜的是情况出现转机，可以有更

多的选择；忧的是我的毕业证原件还

放在第一个面试单位，如果去索要，怎

么开口？

“人一旦过分看重机会，就难免被

机会左右心智，乱了方寸。”这大概就

是人性的弱点：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

的。最终还是妻子给了我一颗定心

丸：“理性点吧！相信第一选择，顺其

自然，不是都做了最坏的打算吗？”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临近人大

机关面试的那天上午，我的内心还在

蠢蠢欲动。我默默地坐在书桌前，随

手翻着从前读过的一本书。不经意

间，在一页空白处看到一句不知自己

何时所写的话：“凡事见好就收。”莫非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启示？

老子云：“祸莫大于不知足。”一个

人有了知足的心态，就不会戚戚于贫

贱、汲汲于富贵，就会宠辱不惊，得意

淡然、失意泰然；就能创造美的生命过

程，从痛苦中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

意义；就能在面对进退取舍时，不犹疑

顾盼、心神不定。

如今，我已顺利到地方工作了。

虽然，我真的不想离开部队。

转身，
“转”的是心态

■逄锦科

这是 1980年 10月我和父亲在甘

肃武威的合影。

在我的衣柜里，一直保存着几套绿

军装，其中有父亲生前穿过的，也有我

当兵时穿过的。这些军装虽然已褪了

色，但每当看到它们，军人的自豪感就

会油然而生。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上世纪30年代

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我们兄弟姐妹 5

人，4人曾经当过兵。我们家，是名副

其实的“军人之家”。

在我的记忆里，穿上军装就意味着

奉献。

父亲王世明 1935年 4月参加红

军，曾走过长征。无论是炮火硝烟的战

争年代，还是全国解放后的和平时期，

他始终默默奉献。从 1950年到 1980

年离职前，他先后辗转天津、河北、北

京、河南、陕西和甘肃等地工作。1976

年至1978年间，组织两次调他去新建

单位，尽管这两个单位都地处偏远山

区，条件艰苦，但每次接到命令后，他都

二话不说立即赴任。

在我的记忆里，穿上军装还意味着

牺牲。

在我们4个当过兵的子女中，我二

哥是最出色的一个。二哥受父母的熏

陶很深，从小就有军人情结。他英俊干

练，大家都说他天生是块军人的料。他

1970年参军，所在部队地处西南边

陲。1975年7月的一天，为了祖国边疆

的安宁，他义无反顾走向战场，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年仅24岁。

任何时候，一身军装都意味着奉

献、意味着担当、意味着牺牲。

（王建辉/文）

军装不仅仅
是一套服装

“没想到这么快拿到安置通知，而
且安置的单位很理想。”去年底，吉林
省军区原某边防团副团长刘铁拿到分
配通知书后说。他以综合考核总分
126 分的成绩选择安置到黑龙江省农
业委员会，他的满意源自黑龙江省连
续 3年推进“阳光安置”，并于去年落实
“两集中三公开”，即集中审档、集中选
岗，成绩公示公开、安置计划公开、安
置全程公开。
“全省一定要在党的十九大召开

前基本完成年度军转安置任务。”去
年，在黑龙江省军转安置工作会议
上，省军转安置工作小组领导立下军
令状。为了打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期间军转安置工作的攻坚战，省军转
安置工作小组早谋划早部署，军地双
方军转部门多次召开座谈会，年初即
制定了全年安置路线图，以“质量兼
顾进度”的安置思路，对年度安置工
作进行细化量化，倒计时推进落实。

截至 10月底，全省 427名计划分配军
转干部完成定岗定位并发出报到通知
书，占计划分配安置总额的 98%，其
中党政机关和参公单位安置比例达
93.2%。

2015 年以来，黑龙江省军区与省
人社厅共同发力，积极推动中省直机
关安置办法试点改革，转变“背靠背自
愿选岗”为“集中公开依序摘牌选岗”，
制定出台中省直机关公开选岗细则，
在前期考核考试基础上，集中公示军
转干部排名和中省直机关安置计划，
采取统一集中组织、依据排名选岗的
方式，由军转干部上台摘牌选岗。同
时，由军地纪检监察部门组成联合督
查组，核实证件资料、进行资格审查，
对选岗全程监督。集中公开选岗次
日，即对安置结果进行公示。2 年多
来，全省共有 1000余名计划分配军转
干部通过集中公开选岗方式选择安置
到满意岗位。

为做好团职计划分配军转干部安
置工作，黑龙江省形成“五个纳入”工
作机制，即将军转安置工作纳入“一把
手工程”，纳入各级领导班子政绩考

核，纳入评选双拥模范城标准，纳入评
选县（市）党管武装好书记、优秀武委
会主任标准，纳入省委省政府督办项
目。多年来，黑龙江省坚持根据当年
团职安置计划数，在省直机关范围内
拟制安置计划。哈尔滨市作为省会城
市，在团职军转干部安置压力较大的
情况下，始终发扬“三优先”安置传统，
即团职军转干部优先接收、空缺的编
制优先使用、空出的领导职位优先安
排。3年来，哈尔滨市共有 167名团职
军转干部平职安置到省直和市直机
关，其中 10余名优秀团职军转干部任
街道办事处等单位主要领导或机关单
位处室领导职务。

为适应军改新形势，黑龙江省还
在广泛征求驻军业务部门意见后，进
一步完善军转安置考核打分办法。原
沈阳军区某司训大队教导员郑昊，因
在部队荣立二等功一次，根据考核办
法在考试成绩基础上获得 20 分公绩
分，最终以营职以下总分第三的成绩
选择安置到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他说：“看来，在部队的贡献大小
真的与安置挂钩了。”

黑龙江省持续推进“阳光安置”

军转干部上台摘牌选岗
■张烨阳 何海敏 唐 亮

老兵：

您还好吗？好久没跟您汇报思想
了，想跟您说说话。今天，主要是想谢
谢您，谢谢您让我收获了一份特别的生
日礼物。

1月 3日，中央军委举行了 2018 年
开训动员大会。从林海雪原到天涯海
角，从西北大漠到东南沿海，从中原腹
地到万里边关，百万将士威严伫立在
4000余个训练场，聆听主席训令。

迎着猎猎的八一军旗肃立，我忽然
有种错觉，您就在不远处，穿着那身旧
军装，跟我一起举起右臂，重温军人誓
词。

如果不是在您的影响下从军，我而
立之年的这个生日，怎会如此荡气回
肠？

“咱老张家，得有个为

国家扛枪的”

“去部队吧，咱老张家，得有个为国
家扛枪的。”

这句话您还记得吧？2009 年国庆
节，咱爷俩坐在电视机前看国庆 60周年
首都阅兵，当我忍不住赞叹“太帅了”
时，您忽然拍着我的手说出这句话。

您没有看我，用余光等待我的回
答。您知道我虽然一直有军旅情结，但
让我放弃苦心创业的公司，难。咱家没
钱给我折腾，公司的启动资金是我全部
的生活费和大学 3年勤工俭学攒的钱。
当时，为了省钱，我跟一起创业的同学
一天就吃两顿饭。学校附近有家“宝宝
乐”快餐，米饭管够，我们就天天去那里
吃，点一个菜，然后一个人连添 3碗米
饭。后来，有人要花十几万收购我们的
公司，我们都没卖。忽然让我放下这一
切去当兵，我哪能舍得？

我没回答，只是点点头。您也没再
追问。10 月底，您发短信问我报名没
有，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您又说：“没当
过兵的男人不算真男人，锻炼两年，别留
遗憾。”思前想后，我最终去报了名。
2009 年 12 月 9 日，在您和母亲的目送
下，我踏上军列，成为曾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第一批前出作战的英雄部队的一员。

“千万别告诉你妈”

新兵连结束时，我以“老了 5岁”的

面容获得全能新兵，新兵班长推荐我学
技术含量高的装备操作专业，您却让我
申请有线通信专业。我问您：“爸，是不
是您当有线兵时杆没爬够啊？”后来，挥
汗如雨的专业训练，让我彻底懂了您写
在我迷彩服里的那句话：“痛苦在所难
免，磨难可以选择。”

其实，最难选择的时刻不是面对磨
难，而是面对灾难。

2010年夏，由于连续暴雨，距离部队
驻地几十公里外的伊通河接近警戒水
位，部队接到抗洪准备命令。我因为是
独生子女、不会游泳，被列为留守人员。

服从命令还是找连长争取一下？
我回想起 1998年您抗洪归来时挎包里
的那张《吉林日报》，报道中写道：在洪
峰突破 1140 立方米/秒、堤坝已经出现
裂缝，随时可能决堤的情况下，81378部
队军官张强带领 49名敢死队员据守大
堤。8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筑起了 50米
长的坝中坝，最终保住了大堤和下游百
姓的生命财产。他们用军人的本色兑
现了堤在人在的诺言！

我当时想，要是不去抗洪，以后都
不好意思再叫您一声“爸”。经过再三
争取，连长终于把我编入填装组。我把
可能要去抗洪的消息告诉您，您回复
我：“无论国家有难还是有战，我们都要
第一时间冲上去。注意安全，务必注意
安全！！”您用了两个感叹号，几分钟后
又发来一条信息：“千万别告诉你妈！”

“这身军装脱下来再想

穿就没那么容易了”

当兵两年，我一直像您常说的那样
去做：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第二年，
我当了班长、入了党。您问我：党表上
的章是不是三角形的？我说是。您笑
着说：嗯，是有棱有角干出来的！我真
高兴，能得到您的表扬，可比立功都难。

两年的服役期即将结束时，我感觉
自己没留什么遗憾，所以连队摸底时上
报了退伍意愿。我想回去继续创业，可
您却劝我留下来。那段时间，连队文书
接您的电话比接上级的通知还多。他
每次都笑着问我：“你爸又给你做留队的
思想工作呢？”记得离退伍还有两周时，
我依然在犹豫，直到我收到了您的快
递。快递里有您多年的军旅日记，还有
一封家书，您说这是最后一次劝我，因为
这身军装脱下来再想穿就没那么容易
了，您还说，我天生就是块当兵的料。

最后的这次留队动员，您成功了。
2012 年，由于表现突出、考核成绩

优异，我以集团军总分第三的成绩顺利
提干。2013 年我军校毕业到部队报到

前，您送给我一张字条：为官、当兵和做
人一样，要堂堂正正，干干净净！

我知道，这是您为人处世的底线。
从山东农村走出来，您没有家底，这么
多年咱家的确很清苦。打我记事起，咱
们搬过 6次家，甚至租过简陋的石棉瓦
库房，但家里再困难，您都没拿过公家
一粒米，收过别人一分钱。您当指导员
时，司务长扛着一袋大米送到家里，拔
腿就跑。天黑之后，您骑着自行车拉着
我和大米来到炊事班，让司务长把大米
收回去。从那时我就知道，不是自己的
东西，再好也不能要。

在基层任职 4年，我也没喝过战士
一瓶水，反而为战士花费了近两万元。
有一次，排里的战士王鹏飞突发胃痉挛
送医院抢救，在救护车上想喝水。可数
九寒天，葡萄糖被冻得冰凉，我就放在
怀里焐，焐热了一点点喂他喝。

这些都是跟您学的。小时候，您常
带我去给住院的战士叔叔们送饺子，那
饺子都是我妈亲手包的，肉馅的，可咱家
那会儿一个月都见不上几次荤腥。上
世纪 90年代末，一位战士的父母都得了
重病，咱家一共有 3000多元存款，您只
留了 500元，剩下的都捐给他了。您常
说，平时患难与共，战时才能生死相依。

2014年我参加联合演习，负责某分
群警戒任务，人少任务重。我心疼战
士，怕他们受不了。谁知他们却说：“排
长，你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办！”我终
于理解，为什么每次回忆 1998 年抗洪
时，您都会露出欣然的微笑。战士们奋
不顾身地跟您跳下洪水，也是一样的心
甘情愿吧？

自那以后，我改口叫

您老兵

演习那年正值甲午中日战争 120周
年。我在演习地收到您的信息：“回首
甲午心犹痛，崇文尚武欲复兴。何惧鬼
魅再作孽，策马扬鞭箭在弓。若有战，
召必回！”我回复说：“好，咱老张家上阵
父子兵！”

自那以后，我改口叫您老兵。老爸
的老，兵心的兵。

虽然您转业了，却一直割舍不下军
人情怀，腰带和内衣都是清一色的军
品，咱一家三口的手机号尾号都是
“81”。

工作之余，您还像从前一样，走进
学校、工厂、社区志愿宣讲，从“中华崛
起，我的责任”到“盛赞十八大，全面奔
小康”，从“感恩工作每一天”到“耿飚之
问的思考”，四季不辍，风雨无阻。2015
年 5月，您还应邀走进牛津、剑桥大学宣

讲中国梦。记得您站在大英博物馆广
场前，面对外国记者的镜头演讲：“只要
有我们在，就决不允许我们的孩子在敌
人的刺刀下啼哭，决不允许在中国的黄
天厚土上给任何国度的军人加官进爵
的机会!”每每重温这段演讲，我都热血
澎湃。

我曾想，有朝一日，大战在即，您申
请归队，咱爷俩并肩作战。但这个愿
望，永远不会实现了。

2016年夏天，受辽宁省大连市沙河
口区党校邀请，您准备了一堂党课
《关于南海问题的成因与思考》。为了
确保讲准确讲透彻，您专门请教海军
院校的学者、渔政工作的战友，购买
了 6册世界地图，用近一个月时间写下
3万 5千余字的教案。由于白天连续工
作和宣讲，夜晚撰稿到深夜，您的身体
不堪重负……8月 24日清晨，您倒在了
前往宣讲的路上。赶到抢救室时，我不
相信一向刚毅的老兵就这样倒下。我
又为您做了 10分钟的心肺复苏，我想从
死神的战场把您扛回来……

听杨大爷哭着说，您被推上救护车
时，手里还攥着讲稿。或许，对您来说，那
不是讲稿，是可以击中灵魂与思想的枪。
那天，已经是您几年来第4次被推进抢救
室。人生的第 1700场宣讲，您永远地爽
约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我们不知道
该怎样告诉奶奶，怕年近 80的老人家受
不了这样的刺激。我们把她骗到急救
中心的座椅上，提前让医生做好医疗准
备。在她的再三追问下，我不得不说出
真相。得知噩耗的奶奶仰着头，整整沉
默了 5分钟。最后，这位有 50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说：“我儿是为国家累死的。”

您走的那天，许多人自发前来送
行，一位 80 多岁的老大爷握着我的手
说：“你爸的课讲得好啊，我听着心里敞
亮，觉得日子有奔头！”您当年的司务长
不知怎么得知了消
息，从黑龙江连夜开
车赶来。

其实，我还想再
跟您道个歉。您曾
说过：“要是有一天
走了，就把器官捐
了，一来可以救更多
的人，二来军人本就

该为国捐躯。”可为了不让奶奶难过，我
没这样做。这事咱爷俩出个代表就行
了，您的心愿我替您实现。

“宣誓人：张强父子！”

整理遗物时，您珍藏最多的是书，
擦得最亮的是 11枚军功章，呵护得最好
的是那身旧军装。在您的电脑里，我看
到了您留下的人生感言，开篇第一句就
是您的座右铭：“至真至美感受人生，尽
心尽力报效家国”；第二句是我们的家
训：“感恩、正直、善良、自强”。

这 8个字我要一代代传下去。我会
告诉您的孙子孙女，他们的爷爷是个老
兵，活得堂堂正正、干干净净；走的时
候，未着军装，依旧冲锋！

对了，您没讲完的课，我都替您讲
完了。现在作为大连市理论志愿者宣
讲团和金普新区家风家训宣讲团成员，
一有时间我就会去您曾经讲课的地方
继续宣讲。除了替您讲课，我也替您领
了许多次奖。您走之后，入选 2016年度
“中国好人榜”。过年回老家，证书我拿
给您看。

最后，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告
诉您——1月 3日重温军人誓词时，我
最后喊的是：“宣誓人：张强父子！”

儿 子

2018年1月15日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由作者

提供）

1月 3日，中央军委举行 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迎着猎猎的八一军旗肃立，我忽然有种错觉，
您就在不远处，穿着那身旧军装，跟我一起举起右臂—

那天，我以父子之名宣誓
■■北部战区某防空旅 张淞硕

■影像·军旅回眸

主人公：王世明 王建辉

蜜张强，1962年11月出生，1980年11月入伍，
1984年3月入党，曾被原沈阳军区授予“模范指导

员”荣誉称号、金质学雷锋荣誉章和二级英雄模范奖

章，2007年转业，任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

青岛街道办事处机关党总支书记，大连市委“两学一

做”宣讲团成员，辽宁省公务员职业道德巡讲团成

员，大连市理论志愿者宣讲团成员，2016年8月去

世，入选当年“中国好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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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老兵心路

老兵e家 等你归队

(扫码天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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