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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曾在军旅

又到老兵退伍时。

前几天，看到同年兵在微信里

制作的当兵时的相册，我连续几晚

梦到我的战友们，也不断忆起自己

退伍出藏的那段日子。

我想我的来果桥连队了。

2014年11月28日凌晨4点半，

世界屋脊上还是一片漆黑。我睁大

眼睛躺在床铺上，想再多盖一会儿绿

色的军被，却发现没有机会了。

两天前的那个上午，全体退伍

老兵向山口告别，向国旗告别，向两

年中朝夕相处的战友告别。那一刻，

我才最真实地感觉到，军旅生涯真的

要结束了。敬完礼，战友们一个个走

过来和我们拥抱，我强忍着泪水告诉

自己：“不能哭，一定不能哭！”可广播

里反复播放的那首《驼铃》不停地刺

激着泪腺，不争气的眼泪还是止不住

掉了下来，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抱住

指导员的时候，我已经泣不成声。指

导员是国防科大的高材生，平易近人

没有架子，待我如弟弟一般。我们一

起熬的夜，一起写的稿子，一起玩的

乐器，还有嫂子带来大家一起分享的

零食，历历在目。

送行的战友排对排，鞭炮声像

入伍来队时那么响亮。前一年年底

送老兵，我一边给老兵照相一边哭，

照完哭完生活依旧。一年后，主角换

成了自己，我知道，生活不再依旧。

离队前一天上午，全营举行欢

送大会。洁白的哈达，鲜艳的大红

花，好似当年入伍时那般荣耀。我作

为代表发言：“韶华几度悄然逝，又到

今朝惜别时。几年前，我们告别父

老，来到世界屋脊，把火红的青春献

给绿色军营。无论将来身居何处，我

们一定会时刻关注、祝福第二故乡。”

28日清晨，吃完最后一顿炊事

班的饭菜，我们坐上了来时的大卡

车，听着喧天的锣鼓声，渐渐远离营

房与战友。当视野中再次出现“林

芝”两个大字时，我知道已经到达两

年前来时的机场，即将出藏。尽管明

白不太可能，但坐在飞机上一眼望下

去，我还是想透过云层，在连绵起伏

的雪山上寻找我的来果桥连队，再看

一眼我挥洒过两年青春的那片土地。

飞机准时抵达家乡。下了飞

机，身旁的乘客都步履匆匆往出

口走，我却一时有些恍惚，拉着印

有“戍边卫国一生光荣”的行李

箱，愣愣地站在原地，不知该往何

处。从大学入伍临走前，母亲从

老家坐了一夜火车赶来上海为我

送行，两年间我也多次想象过与

父母再次相聚时的场景，一定是

相拥而泣。但当我在出口一下子

就找到等候多时的父母时，我和

他们紧紧相拥，并没有流泪。出

了机场，父亲开车，母亲和我坐在

后排，她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却

尽力让自己少说一些，因为每一

句话都可能说到心酸和苦累，说

到对家的向往和对他们的思念。

我不想在父母面前流泪。

第二年阳春三月，我回到青葱

校园，结识了很多同学和朋友，生活

也自在惬意了不少。但不论是清晨

操场上那些成群奔跑的身影，或是

手机里推送的一则则与军人相关的

新闻，总会在不经意间勾起我对那

段军旅岁月的回忆。偶尔从战友们

的零星微信动态中得知连队的人与

事，我也总是按捺不住多问几句。

身边的不少同学和朋友都对我大学

入伍的经历很感兴趣，我觉得作为

一名老兵，有责任和义务为大家讲

一讲真实的部队，讲一讲自己的当

兵体会。所以，我参加了征兵动员

宣讲，策划排演了军旅话剧，都是为

了展现我了解的那个军营，也为了

展示一名老兵的形象。还有很多人

向我咨询入伍的事情，每一次，我都

力求客观地表达自己对部队、对两

年军旅生涯的看法。但人是有感情

的，我的回答一定掺杂着自己的情

感。我以为，每一个从军营里走出

来的兵，都像她的一个孩子，行千里

万里，仍对她牵肠挂肚。无论岁月

如何变化，我都是一个扛过枪、守过

边的老兵，卸下的是一身征尘，脱不

去的是军旅情愫。

来果桥，叫我如何不想你！

上图：哨所前的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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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1日，第一道晨曦划破天际
时，武警湖南总队炎陵中队的洪竞
泽、刘凤辰等11名战士，牵着军犬“阿
六”向烟云笼罩的罗霄山深处进发。

这段路途，这片土地，他们熟稔
于心。几年间，他们穿行于这条路
上，扑灭过瑶乡及炎帝陵火灾，让瑶
族百姓得以获救，也从洪水中救出
过 300 多名畲族村民。可这一次，
是他们最后一次穿着武警警服走在
这条路上。

他们是去告别，用最后一次巡
逻向军旅岁月告别。虽然年纪都只
有二十岁出头，但自明天起，他们的
人生会多了一重身份——退伍老
兵。离开警营，再回罗霄山，不知何
时。他们想再走一遍当年朱毛率红

军上井冈山时走的小路，再去拜访
一次“朱毛会师”处的万寿宫，再和
相熟的百姓道一声“保重”。

地处湘赣边界、毗邻井冈山黄
洋界及茨坪的炎陵县，是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六县之一。90年前，毛泽
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炎陵播撒
火种，并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
队在万寿宫会师上了井冈山。这
里地势险要，山道众多，特别在雨
季，道路常被冲毁，给驻守这里的
武警中队带来严峻考验。从警营
到万寿宫，要沿着海拔 1600多米的
山路前行 2个多小时，一路河溪纵
横，荆棘丛生。说是山路，其实只
是一茬茬官兵多年来出警时踏出
来的小径。

苏汉杰来自广东佛山市，入伍
前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从繁华都市
来到大山深处，他学会了与艰苦为
伴，与寂寞为伍。看山，看水，看日
升月落，看云蒸霞蔚，渐渐地, 苏汉
杰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如
数家珍：“入伍时第一次随指导员来
万寿宫宣誓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
天，那么新奇，那么激动。没想到两
年这么快就过去了。在这里吃过的
苦、受过的累，收获的快乐与成长，
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休息时，军犬训导员刘凤辰给
“阿六”喂食。“阿六”陪他度过了5年
的警营时光，也曾救过他的命。那是
2016年中秋夜，刘凤辰带上“阿六”
与战友们去山上追捕罪犯。穷凶极

恶的罪犯持刀砍向刘凤辰，刘凤辰忍
痛与罪犯搏斗，紧急关头“阿六”如一
道黑影扑向罪犯，救下了刘凤辰。“明
天 我 就 要 走 了 ，真 舍 不 得‘ 阿
六’……”刘凤辰疼爱地抚摸着“阿
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下午，他们来到了盘大爹家。
一进门，官兵们就开始打扫卫生，为
盘大爹检查身体。当初瑶乡遭山洪
冲毁，洪竞泽、刘凤辰等中队战士将
盘大爹一家从倒塌的房屋里背了出
来。洪水过后，官兵们常来看盘大
爹一家，为他们带些食品药品，给盘
大爹量量血压。一晃 5年过去了。
盘大爹的儿媳妇拿出腊肉和米酒，
想给大家留个纪念，他们婉言谢绝，
“大爹，我们明天就要退伍了，您要
多注意身体，以后会有新的战友来
帮您量血压的。”离别时，盘大爹和
这些他眼中的“亲人”们一一握手，
难掩不舍之情。

返回警营，已近黄昏。告别仪
式上，这些老兵们双手颤抖地卸下
领花、肩章、胸标和臂章，在拥抱和
泪水中把几年来的艰辛、得失和欢
笑装进记忆。但是，一日为兵，终生
姓“军”，军人的信念和责任不会就
此“卸下”，正如洪竞泽在告别仪式
上所言：“脱下军装，是人生的一次
再出发。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自
己曾是一名军人。无论明天奔赴何
方，我们都会像军人一样去继续战
斗！”

上图：不舍军营。 华 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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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活着一天，

就要对得起牺牲的战友”

即使在远离炮火硝烟的今天，走在
繁华街道，抑或静坐书房，朱再保的耳畔
依旧隐约会响起地雷爆炸和子弹穿梭的
声音。那场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彻
底改变了他对人生价值的理解。
“我 6岁放牛，12岁做长工。那时家

里穷，不得已借了很多债，可借一担谷子
要还三担，感觉干一辈子也还不清。”朱
再保的回忆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一下
子把思绪拉回到80多年前。
“解放后，家里的债都被免掉了，我

心里对党就有了一份深情。”朱再保说，
为了报恩，1951年 2月，已经任区团委书
记的他瞒着家人和单位参军入伍，走上
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金城战役中，朱再保所在部队担负
排雷任务。战斗打响后，朱再保与战友
们迎着炮火，奋不顾身。硝烟散尽，我军
取得了金城战役的胜利，但朱再保身边
的很多战友不幸踩到地雷壮烈牺牲，无
缘品尝胜利的喜悦，朱再保的右膝盖骨
也被炸伤。“捡回一条命”的朱再保望着
寂静的战场，心中五味杂陈。他暗下决
心，要替没从战场上回来的兄弟更有意
义地活着，“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对得
起牺牲的战友！”

1958 年，朱再保离开战场回到祖
国。不承想，又一场生死考验袭来。
1966 年，朱再保被诊断为胃癌晚期，医
生预言他活不过 5年。朱再保的军旅报
国梦因此终止，部队将不到 40岁的他安
置在岳阳军分区离职休养。

尽管被医生“判了死刑”，但是历经
战火洗礼的朱再保始终没有忘记那句
誓言：“战友们用生命完成使命，倒在了
冲锋的路上。如今我还活着，就不能枉
过一天。”

然而，一个重病患者如何不枉度人
生？又能作出多大的贡献？朱再保并不
计较贡献的大小，而是在意自己能做什
么。当到处“找事做”的他发现住地附近
一所中学的厕所不干净时，就找来一把
铁锹开始打扫，甚至接二连三地当起了
打扫厕所的义工。

没想到，这样一次无心之举，让朱再
保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朱再保和学
校师生逐渐熟络起来，他发现自己可以
给学生做拼音卡片，给他们讲红色故
事。后来，他自荐成为该校的校外辅导
员。几年后，在爱国主义宣讲中名声在
外的朱再保，受邀成为市区 100 多所中
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全市校外总辅导
员。这一讲，又是30多年。

“保护环境，我有‘参

战’的责任”

播种“绿色”理念，是朱再保后半生
为社会做贡献的另一个“战场”。

上世纪 80年代，国人对“环保”一词
还普遍感到陌生。一次，朱再保在收听
广播时，“国家在青少年中推行环保教
育”的新闻触动了他的几段回忆。当年
他随部队从朝鲜战场回到东北，由于部
队驻地附近的养猪场肆意排放废水，致
使当地水库受到污染，部队官兵和周围
村民一度受疾病困扰。几年后，朱再保
回到家乡，发现被称作岳阳人民“大水
缸”的铁山水库也遭到严重污染，除了
饲料厂排放污水，附近居民的生活排污
也影响着铁山水库的水质。
“我亲身经历过环境污染带来的恶

果，所以十分清楚普及环保理念的意
义。”朱再保决心把与污染作斗争作为人
生的另一场“战斗”，“保护环境，我有‘参
战’的责任。”他坚信普及环保理念要从
“娃娃抓起”，利用担任校外辅导员的优
势，在各个学校开展环保教育，曾组织岳
阳一中的学生进行环境考察，撰写考察
报告，还发动了全市青少年开展“保护身
边母亲湖”行动。

2001年，朱再保创办了湖南省首家
民间环保组织——岳阳市环保志愿者协
会，将 70多家岳阳市中小学作为普及环
保知识的主阵地，各校校长、大队辅导员
都被他发展为协会成员。30多年来，他
还在学校作“人口、资源与环境”环保宣
讲 3000余场，编写宣传材料 150万字，印
刷并免费发放600万份资料……

作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获得

者，朱再保已经成为岳阳市乃至湖南省
一张响亮的环保名片。

“见不得孩子上不了

学，他们是一个又一个家

庭的希望”

在宣讲环保知识的过程中，那一双
双贫困家庭孩子渴求的双眼，让朱再保
意识到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那一年，在铁山水库勘察的朱再保，
无意间来到小女孩牟美兰的家。由于贫
困，牟美兰全家住在一个小破茅屋里，屋
内还养着一头猪。朱再保至今还记得那
个小姑娘剃着光头，光着脚丫，整个身体
冻得瑟瑟发抖。那一刻，眼泪开始在朱
再保的眼眶里打转。

离开牟美兰家，朱再保马不停蹄地
开始筹钱，找衣服和鞋子。没过两天，他
就将新棉裤、棉鞋和大米等物资送了过
去，又和许多好心人共同帮助牟美兰重
返学校。

牟美兰的问题解决了，朱再保却陷
入了深深的思考。“我小时候家里穷，没
上过学，所以我见不得孩子上不了学，他
们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希望。”

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需要帮助？
一直忙着环保宣传的朱再保第一次放
缓了脚步。由于与学校接触较多，他把
目光投向了贫困学生。让更多的孩子
有学上，成为了朱再保的另一个人生目
标。

1989 年 9 月，团中央发起希望工
程。61 岁的朱再保得知后，内心无比
激动，他由此看到了贫困家庭孩子的
希望。为全面了解这一公益事业，当
年 10月，他自费来到北京，咨询了解
希望工程的运作模式，并当场向中国
青少年基金会捐出自己一个月的工资
120元。

回到岳阳后，朱再保立即着手对当
地贫困学生情况开展调查。在临湘县贫
困的横铺乡，他在 11个村子找到了 52
名失学适龄儿童。为让他们重返学校，
朱再保当即支付了这些孩子的学费
1050 元，这在当时接近他一年的退休
工资。

平日里进行环保宣传时，朱再保也
会把这些贫困家庭孩子的情况传播出
去，让他们得到更多人的帮助。这些年，
朱再保累计募集资金 300 多万元，大米
300 多吨，物品 80 多万件，累计资助临
湘、平江、华容、钱粮湖等 16000 多名贫
困家庭孩子上学。1994年，他还集资在
平江县大洲乡龙洞村捐建了岳阳市首座
希望小学。

人类无法延展生命的长度，却可
以充实人生的厚度。让余生的每一天
都不枉过的紧迫感，让余生的每一天
都对得起牺牲战友的使命感，支撑着
朱再保把光和热传递下去。无论在环
保还是扶贫“战场”，这名 90 岁高龄的
老兵，一直保持着冲锋的姿态。在他
心中，只有做不完的公益事，没有走到
头的公益路。

冲锋，在另一个“战场”
—90岁老兵朱再保的公益之路

■黄柳青 陈 显 胡尔根 中国国防报记者 许 江

盛夏岳阳，酷热难耐。在干休所等

候许久，记者终于见到了外出归来的90

岁老兵朱再保。

烈日映照下，勾勒出朱老瘦削的身

影。他推着自行车，不时地调整一下肩

上的挎包带。几十年间，无论是外出开

展爱国主义宣讲，还是调研环境污染情

况，无论是普及环保知识，还是帮扶困难

群众，他几乎都保持着这个姿势，把足迹

留在了岳阳的铁山水库、洞庭湖畔、学校

机关、贫困家庭……

“我是死过几回的人，得把一天当两

天过，抓紧时间给社会做点贡献！”说这

话时，朱再保平静又坦然。如果不是亲

眼所见，很难相信面前这个已过鲐背之

年的老人，曾在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中

冲锋，曾经因胃癌晚期被医生“判了死

刑”，又正在一次次奔走四方，把绿色“播

种”到人心。

有人说，朱再保走出了一条公益

的路，也延伸了他的生命之路。近距

离接触这位老人，我们能够感受到他

内心潜藏的炽热又朴实的情感。义务

辅导学生、自费开展环保宣讲、帮扶困

难群众……他痴迷地奔波在自己热爱

的公益事业中，把这条路越走越宽，越

走越长。

背着展架去做环保宣传

指导学生参加植树活动

近日，新疆克孜

勒苏军分区迈丹边

防连的7名退伍老兵

回到阔别 30多年的

军营。他们参观荣

誉室，登上戍边楼，重

走巡逻路，与戍防官

兵一起讲戍边故事，

忆红色传统，话强军

使命，激发官兵投身

强军实践的热情。

刘 慎摄

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