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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有问有答

我的爷爷，是一位亲历过济南战役

的老战士。济南战役打响时，爷爷不满

16岁，是华东野战军13纵37师的一名

卫生员，他口中那些“白衣战士”的故事，

我打小就如数家珍，那一幕幕穿梭战场

救死扶伤的场景，更是催生了我对“英

雄”最初的崇敬。记得爷爷讲过，他曾冒

着炮火去抢救负伤的战士，不幸中弹，

但还是忍痛先为伤员做了包扎，再让

人处理自己的伤口。每次听到这里，我

总会忍不住问他：“爷爷你不怕死吗？”每

一次，爷爷都用他们“白衣战士”当年的

战斗口号来回答我：“攻济战役的伤员最

光荣，为伤员服务的同志也同样光荣！”

济南解放后，爷爷随部队南下，参加

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

战役和东山岛保卫战，1982年转业回到

济南，1992年离休。37年的从军经历，

从卫生员到师医院院长，他够得上“老

兵”的称谓了。

我对爷爷的记忆，除了“勇敢”，还有

另外两个关键词：“严格”和“淡泊”。从小

爷爷在教育上对我一直很严格，甚至很较

真。在那个流行音乐大行其道的年代，那

些在爷爷看来是“靡靡之音”的劲歌金曲，

注定与我的青春无缘。《我是一个兵》《学

习雷锋好榜样》《团结就是力量》……在他

的“曲库”中，这些才是永不过时的金曲。

一边羡慕同学们能“自由”地哼唱流行歌

曲，一边每天跟爷爷唱着那些早已熟稔于

心却总也唱不够的军歌，我的年少时光，

既纯正又简单。若干年后，当我踏进军

营，重新唱起这些歌曲时，眼前浮现的总

是彼时的那一幕幕。

爷爷在生活上很节俭，对名利待遇

看得很淡。从部队转业后，他担任地方

企业的党委书记，又赶上国家对离休干

部的好政策，按理说他跟奶奶的生活还

算殷实。可在旁人看来，“王书记的日子

挺紧巴！”他的衣服，从里到外、从上到下

没有一件不是打着补丁的。看到我的校

服磨破后，他也会叫奶奶一针针地给我

补好。要知道，青春期的男孩脸皮比纸

薄，为此我感到很难为情。爷爷看出我

的心思，打趣道：“你们不都追求个性

吗？我看这才是最有个性的穿法！”单

位为照顾老干部出行给他配备了专车，

爷爷却钟情他的“大二八”自行车，前面

载着孙子，后面带着老伴。街坊邻里笑

他不懂享福，爷爷解释起来从来就只有

两个字——“晕车！”

就是一位如此“会过日子”的老兵，

对需要帮助的人却从不吝啬。记得汶川

地震那年，听说各地都在为灾区募捐，爷

爷和奶奶翻出存折直奔银行，寻了3公

里找到募捐点，把老两口半年的退休金

如数捐出，回到家还不忘给正在读大学

的我打来电话：“孙儿，学校组织捐款了

吗？这钱省不得。”

岁月无情催人老。“老兵”终有迟暮的

那一天。爷爷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记忆力减退，精神头也一日不如一日，只

有那笔挺的腰杆，是他与病魔抗争的战利

品。那时我已参军入伍，每次回家探亲，

总会多挤出些时间陪伴他，跟他讲讲部队

的见闻。爷爷总是一边听一边忘，然后再

从头问起，我不厌其烦地重复。想起20

年前那个“讲故事”的人成为“听故事”的

人，我不禁思绪起伏，唏嘘感慨。

如今，爷爷离开我们已经4年了，他

的音容笑貌还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偶

尔我也会在梦中与他相见，一如他养育

我的那段岁月，平凡而温馨……

“白衣战士”的3个关键词
■王云龙

11年前灾难降临，老兵

千里驰援

“11年啊，谁能这样坚持 11年？”5
月 2 日晚上，渔子溪村村口广场，篝
火还未燃尽，游客和村民们正围成
一圈，快乐地跳着锅庄舞。村民连
华玉红着眼眶，给记者翻看她手机里
的照片：“这是邹总和村民们在坝坝宴
上……这是我们在村口迎接他……”

11年过去，渔子溪村村民提起地震
已经不会掉眼泪了，但提起一直不离不
弃帮助他们的邹凌，却总会眼含热泪。

2008 年 5月 17 日，汶川大地震发
生后，时任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的邹凌和公司的另外 5名
退役军人，带着物资赶到了映秀。去
灾区前，他曾告诉大家，此去危险重
重，要改变主意还来得及。但是，没有
一个人临阵退缩。

危险果真如影随形。一路上，不
时滚落的山石没有吓退这群经过部队
淬炼的老兵。汶川、北川、都江堰、绵
竹、什邡……很多地震受灾地区都留
下了这支队伍的足迹。为了不给救援
队伍添乱，他们经常步行穿梭在远离
安置点的偏远地方，靠手提肩扛把物
资送到群众手中。村民们问他们是从
哪里来的，邹凌回答：“我们从天津来
的，党派来的。”他们还和村支部在废
墟上的帐篷里联合成立临时党支部，
郑重宣誓：不落下一个人。

渔子溪村老村支书蒋永福记得，当
时邹凌专门找到他，询问村里还需要什
么帮助。那时渔子溪村还没有像映秀
其他一些村子那样进行集中安置，救助
物资和人员并不充足，所以邹凌团队的
出现，无疑是雪中送炭。

蒋永福对此已经很感激了。他没
想到的是，此后邹凌一直和他保持联
系，不断给村子提供着各种帮助。那
一年春节前夕，邹凌打来电话，仔细向
他打听当地过年的习俗，提出想把村
民组织起来一起过年，让大家暂时忘
记悲痛，鼓起生活的斗志。

蒋永福后来才知道，邹凌从小家
境贫寒，父亲长期患病卧床，靠母亲种
地养活一大家人，村里人给了他家很
多帮衬。12岁那年他母亲去世，那个
春节，就是村里人和他们一起过的。
之后邹凌吃着百家饭长大，直到离开
村子，参军入伍。

11年的除夕之夜，老兵

温暖相伴

2008 年腊月十八，邹凌和同伴带
着年货和演出队来到渔子溪村，和村
民们一起过年。晚会很快进入紧锣密
鼓的筹备阶段，村民们也积极参与其
中，不少人还准备了精彩的节目。晚
会效果出乎大家意料，他们开心地聚
在一起吃饭、聊天、看节目，绚丽的焰
火照亮了夜空。欢声笑语中，渔子溪
村村民度过了震后第一个春节。那一
刻，所有人都相信，明天会更好。

2009 年大年初一，大雪纷飞。村
民们排着长队，依依不舍地给邹凌一
行人送行。许多村民带着香肠、腊肉
等特产，执意让“好人们”收下。有些
年事已高的老人不便前来，特意嘱咐
儿孙一定要把他们送上车。

邹凌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了，他对
前来送行的村民许诺：“我就是这个村
里的人，我还会再回来。”

村民们一直把他们送到了山下。
路过地震遇难者公墓时，邹凌想起了
自己的双亲，“往年这个时候我应该在
自己父母坟前磕头，今天我给这里的
亲人们磕头。”说完，这个高大的北方
汉子，朝着公墓的方向磕了头。村民
们都流泪了，他们知道，这位好人是真
的把他们的亲人当成自己的亲人。

第二年的春节，不仅邹凌和同伴来
了，很多曾是文艺骨干的退役军人也专
程赶来为大家表演节目。因为参加人
数太多，这一年的春晚在附近的老街村
举行。在老街村，一个退伍老兵因为在
地震中经历家毁人亡，一直提不起生活
的劲头。当他得知有这么一群老兵千
里赶来只为了让他们过一个好年时，他
举起了酒杯向大家致敬：“如果我们不
好好继续生活下去，真的就对不起你们
的苦心了。”

此后的每一个春节，邹凌和同伴都

会如约而至。每一次他们都发现，村子
越来越美，村民们的精气神也越来越好。

11年间帮扶重建，老兵

不离不弃

“你不要操那么多心，好辛苦哦”
“做梦都梦见你来，你经常回来我就高
兴”……

邹凌工作繁忙，每年回渔子溪村
的时候其实并不多，但他和村民们的
情谊从未因距离和时间减了分毫。

5月 2日上午，92岁的雷奶奶见到
邹凌“回家”，高兴地拿出珍藏的糖果和
橘子塞在他手里，还拿出一件新衬衫让
他穿上。看着邹凌穿着自己托人买的
衬衫很合身，老人笑得合不拢嘴。得知
邹凌要回来，她那几天每天都会到村口
的凉亭去等候，直到太阳落山。
“除了作为党员和老兵那种发自内

心的责任感，村民们带给他的家庭般的
温暖，也是邹凌坚持至今的一种动力。”
邹凌的团队成员贺炯说道。

但在渔子溪村村民看来，他们从
邹凌身上感受到的温暖更多。村民连
华梅患病瘫痪在床，邹凌获悉后，联系
一位专家为她治疗，如今她已经可以
下地走动；老村主任马锡章 2012年不
幸患上白血病，邹凌自掏腰包承担了
数额巨大的治疗费用，让老马“多活了
6年”，直到去年因意外去世……

4 月末，村民李素群做了一个美
梦，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我昨晚梦见我们的水厂已
经建成，我在水厂当搬运工，干得满头
是汗。邹总给了我一瓶矿泉水，我喝
在嘴里好甜好甜。我喝着矿泉水，坐
着 手 扶 电 梯 ，开 心 地 大 喊‘ 好 幸
福’……然后我就笑醒了。”

李素群说的矿泉水厂，是邹凌计
划投资在村里兴建的矿泉水厂。震后
映秀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资源、没有项
目，如何增加群众的发展信心成为党
委政府的难题。为此，邹凌团队和当
地政府一直在研究和探索渔子溪村的
发展之路。这些年，邹凌已经在村里
投资了许多项目，除了兴办农家乐和
旅游公司，他们还发现村
里的山泉适合做矿泉水，
矿泉水厂目前已经开始

建设施工。为了方便村民出行，同时
能把到映秀旅游的游客吸引到半山腰
的渔子溪村来，邹凌还准备从山下的
映秀镇莞香广场修一座 300米长的电
动扶梯到村里。
“灾后重建时我们这里有大把的

赚钱机会，但邹凌只是默默在背后出
钱出力做好事。”抗震救灾时就认识邹
凌的映秀镇党委书记蔡代敏说，“现在
我们转型发展遇到瓶颈，邹凌又自掏
腰包帮我们发展项目。”贺炯告诉记
者，他们团队支持当地发展的一个原
则就是“不能赚这里一分钱”。正因为
如此，邹凌将个人投资建设的矿泉水
厂股份无偿分给全村村民，还计划旅
游公司有了收益后，除了一部分分给
村民，再成立一个“爱心基金”，继续用
来支持村里的发展。
“地震以后这么多年，邹总是唯一

坚持每年都会来村子里的人。”记者采访
村民时，多次听到类似的话语。

邹凌和渔子溪村的缘分，不止于
此。去年 5月，他被汶川县委组织部
任命为渔子溪村第一书记，从一名救
灾志愿者，正式成为村民走向新生活
的带头人。前不久，渔子溪村村民联
名给映秀镇政府上书请愿，请求将邹
凌的户籍迁入映秀。因为，他们想将
恩人变成真正的亲人。

邹凌得知后，点了点头：“好，迁
吧。”

图①：邹凌在地震救灾现场。
图②：邹凌和雷奶奶在一起。
图③：村民欢迎邹凌回家过年。
图④：今日渔子溪村。 陈达华摄

（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制图：张 锐

汶川震后11年—

有位老兵一直没有离开
■孙绍建 本报记者 杨明月

新一年转业工作陆续开展，家属
随调随迁工作也随之进行。家属随
调，是指部队干部转业后，其有正式工
作（有行政、事业或企业编制）且符合
规定条件的家属可以随同转业干部调
至安置地，由安置地重新安排工作，需
提供家属档案材料。家属随迁，是指
部队干部转业后，其没有正式工作且
符合规定条件的家属，可以随同转业
干部到安置地落户，不安排工作，不需
提供家属档案材料。

这里，我们整理了一些转业干部
家属随调随迁工作的有关问题进行解
答，以飨读者。

家属由驻地随调回原籍

问：我是一名军嫂，丈夫部队驻地

在广西，我本人原籍在江西，已随军到

驻地。今年我通过驻地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考试，考上驻地某事业单位，但还

在试用期。如果爱人今年转业回江

西，我能随调回去吗？

答：《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
法》规定，军队转业干部随调配偶的
工作，安置地党委、政府应当参照本
人职务等级和从事的职业合理安
排。

经了解，江西省《关于进一步加强
军队转业干部及其随调家属档案审查
工作的通知》（赣军转办字〔2015〕6
号）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档案材料
包括：经县（或市、区）级以上组织人社
部门办理聘用（录用、招用、分配）为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审批表（或事业单位
新增人员审批表）等材料；县（或市、
区）级机构编制部门出具的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在编在岗证明；学籍、年度考
核、转正定级和薪级工资调整等其他
材料。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
《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
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35号）规
定：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
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一般不
超过 3个月；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
但最长不得超过 6个月。被聘人员为
大中专应届毕业生的，试用期可以延
长至12个月。

综合上述各项政策，如果届时您
丈夫安置到岗，并办理完随调手续，而
您也已经试用期满转正，安置地政府
应予以接收。

随调家属社会保险接续

问：我妻子随军后在事业单位

工作多年，各项保险均按当地政策

持续缴纳。如果我转业，妻子随调

安置，她的各项社会保险如何办理

接续？

答：《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
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军队转业干部
随调随迁配偶、子女，已经参加医疗、
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的，
其社会保险关系和社会保险基金，由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一并转移或者继续支付。未参加社会
保险的，按照国家和安置地有关规定，
参加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社
会保险”。

您妻子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的具体
程序是：个人账户基金随同参保人的
调转或迁移而转移，即将个人账户全
部储存余额转至新的统筹地区。个人
账户即使无款也应将医疗保险关系转
至统筹地区。

养老保险方面，相关文件明确规
定，职工在同一统筹地区内流动时，只
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档
案，不转移基金；职工跨统筹地区流动
时，除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
账户档案外，还应按规定转移职工个
人账户的基金。

失业保险方面，按规定职工调转
时，失业保险只转关系不转基金，参保
人调转或迁入新的统筹地区后，可依
据保龄继续享受失业保险的相关待
遇。

工伤保险属于现收现付制，参保
人调转时不涉及关系转移问题，无论
参保人调转什么地方，只要其处在工
伤保险缴纳期，便可享受工伤保险的
相关待遇。

至于生育保险，不涉及关系转移
问题，您妻子到新单位后，按照当地的
规定，可随同所在单位职工一起参加
生育保险。

（来源：《中国退役军人》）

转业干部家属
随调随迁政策问答

30 年前，他曾是原北京军区 69军
某团的一个兵。今天，人们说，他还像
一个兵，像一个兵那样敢打敢拼，像一
个兵那样有担当、有情怀。在他自己看
来，永远，他都是一个兵。

他叫刘永远。退伍回乡后，刘永
远同几位战友、同学一起，开始了艰难
的创业之路。在海边长大的他，卖过
海鲜，承包过土建工程……城镇化建
设让他看到了商机，秉承“敢想敢干敢
作为”的军人精神，用了 15年的时间，
把他的企业从给全球最大的电梯品牌
企业做配件，发展到自主创立民族品
牌电梯产品，拥有了 80余项专利。可
刘永远却说，他真正拥有的财富，是当
兵 4年对他人生观的培养和意志作风
的淬炼。

他犹记得，新兵时，驻地数九寒
天，晚上能达到零下 20摄氏度。一天，
班长叫醒他上岗，睡得迷迷糊糊的他
接过口令字条就压在枕头下，想再打
个盹儿，结果又睡了过去。半小时后，
他在睡梦中忽然被班长拉了起来，只
听到班长大声呵斥：“刘永远，你是一
个兵，不是老百姓！”

这一下把刘永远吓醒了，这一幕
也让他终生难忘。他深深记住了班
长的训导，并把那句话当成自己的座
右铭：“我是一个兵”。也是从那时
起，他真正懂得了一个兵的责任和担
当，火热的军营生活也练就了他过人
的胆识和严谨的作风，“这些收获令

我受益终身。”
公司发展逐渐走上正轨，刘永远

首先想到的是为社会尽责任，作贡
献。他先后资助了西部地区 211 名贫
困学生，在青海和甘肃的贫困县兴建
了 2所希望小学。浓浓的军旅情结和
创业初期的艰辛，也让他对退役军人
格外关注，每年老兵退伍时，他都会
联系天津附近的驻军部队，招收有意
到企业工作的退役军人，这些年已经
吸纳了 60 多 名退役军人到公司就
业。与当地民政部门联系协调后，为
了给天津退役军人安置就业创造条
件，他的公司还特意腾出一层办公
楼，无偿用于开展退役军人创业就业
活动。

刘永远说，老兵的事就是我的事。
因为他，“永远”，是一个兵。

“永远”，是一个兵
■本报记者 郭建跃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11年。

从位于映秀镇的汶川特大地震震中纪念馆走

出来，几位游客还在擦拭着眼角。当年，这里是汶

川受损最严重的地方，那座标志性的时钟表盘雕

塑就在不远处——漩口中学遗址。

沿着平坦宽阔的道路走向半山腰的渔子溪

村，记者的思绪还沉浸在那片瓦砾废墟和残垣断

壁中。一抬头，却恍如隔世：

一片片粉色、红色、白色的芍药花，漫山遍野，

竞相开放。花丛间游人如织，熙来攘往。道路两

旁，一座座漂亮的民宿、旅馆错落有致，沿街叫卖

土特产的村民们正用嘹亮的川音招呼着来自各地

的游客。

人间四月芳菲尽，映秀芍药始盛开。五一前

后，被百亩芍药花田环抱的渔子溪村，正在举行

“2019映秀首届春季旅游文化节暨最美映秀摄影

大赛”，游客纷至沓来。

“芍药花一开，就盼着他回来。”5月1日，渔子

溪村村民等来了他们期盼的人。这片芍药花田，

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才栽种起来的，这个旅游文化

节，也是他提议创办的。

他叫邹凌，村民们都叫他“邹总”，年纪小的孩

子叫他“邹爷爷”。

他带给渔子溪村的，远不止这片美丽的芍药花田。

身边·家有老兵

老兵e家 等你归队

(扫码天天见)

作者小时候与爷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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