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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第一次

全体会议结束后，习主席会见与会代

表并合影留念。作为全国退役军人

的杰出代表，张富清、朱再保、崔道

植、王於昌、王成帮5位老兵被特意安

排在合影的第一排就座。他们的名

字和他们背后的故事一时成为公众

关注的焦点。人们被习主席对老兵

的关怀所感动，也被这几位老兵的传

奇经历所鼓舞。

退役军人经过部队严格教育训练

和重大任务考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财富。回望这5位老兵的人生经历，他

们有的扎根基层，全力践行着为人民

服务的党员初心；有的在刑侦领域刻苦

钻研，成为公安系统刑侦工作的权威专

家；有的投身公益，在红色教育、环保宣

传、扶贫助学等领域全力冲锋……转移

人生战场的他们，弘扬军人的战斗精神

奋勇向前，再创了人生新的辉煌，也赢

得了全社会的尊崇。

战功赫赫的张富清最有资格骄

傲，然而他时刻想着那些牺牲在战

场上的战友，心中永远怀着谦卑；崔

道植废寝忘食地钻研，练就了刑侦领

域的“火眼金睛”；王成帮在戈壁滩上

种下的树，以百万计；朱再保通过公益

事业，帮助了万千需要帮助的人；王於

昌严于律己、公正廉洁，成为道德的典

范……他们在平凡的坚守中铸就了伟

大，也展现了忠诚和信仰最朴素本真

的样子。

穿着军装，保卫祖国；脱下军装，

建设祖国。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

代。相信官兵们必能在军营开创新

的精彩，即便退伍也能像这5位老兵

那样，延续在军营的钢铁意志和奋斗

精神，不改军人本色，用奋斗续写军

人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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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活着一天，

就要对得起牺牲的战友”

老兵朱再保很忙。虽然已经是 90
岁的高龄，但他身板硬朗。他挎着资料
包，骑在自行车上匆匆赶路的瘦削身影，
是左邻右舍对他最深的印象。

开展爱国主义宣讲、调研环境污染
情况、普及环保知识、帮扶困难群众……
为了这些公益事业，朱再保忙了几十年，
足迹踏遍了岳阳的铁山水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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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紧迫感，源自朱再保过去的经历。
“我 6岁放牛，12岁做长工。那时家

里穷得要借粮过活，但借一担谷子要还
三担，感觉干一辈子也还不清。”朱再保
回忆说，“解放后，家里的生活一天天变
好了，我心里对党就有了一份深情。”

1951年 2月，为了报答党恩，已经任
区团委书记的朱再保参军入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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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战友们迎
着炮火奋勇前进。

硝烟散尽，我军取得了金城战役的
胜利。朱再保身边的很多战友不幸牺
牲，他的右膝盖骨也被炸伤。
“捡回一条命”的朱再保回望战场，暗

下决心：“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对得起牺
牲的战友，替他们更有意义地活着。”

战争结束后，朱再保回到祖国继续
从军。此时，另一场生死考验悄然降临
到他的身上。

1966 年，朱再保被诊断为胃癌晚
期。做了胃和横结肠的切除手术后，医
生预言他活不过5年。

为了让朱再保安心养病，部队将他
安置在岳阳军分区离职休养。

考虑到自己可能时日无多，“更有意
义地活着”这个信念就像战鼓催征，催促
着朱再保到处“找事做”。

他主动为驻地附近一所中学义务打
扫厕所，就此与学校结缘。自荐成为该
校的校外辅导员后，他开始为学生讲红
色故事。

随着时光推移，朱再保不仅打破了
医生的预言，战胜了病魔，还在另一个
“战场”上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有意义的
战斗”——

他受邀成为市区 100多所中小学的
校外辅导员、全市校外总辅导员。除了
开展红色教育，他还在各个学校宣讲环
保知识。几十年来，他在学校作了 3500
多场次的宣讲，编写宣传材料 150万字，
印刷并免费发放600万份资料。

1989年，希望工程启动。朱再保当
年就资助了临湘县横铺乡 11个村子的
52名失学适龄儿童，让他们重返校园。

这些年，朱再保累计募集捐款 600
多万元、大米 400多吨、物品 80多万件，
累计资助临湘、平江、华容、钱粮湖等地
3万多名贫困家庭孩子上学。

时至今日，无论在环保还是扶贫“战
场”，这名高龄老兵依然保持着冲锋的姿
态，追求“更有意义地活着”。

“我的生命、我的知

识，都是党给的”

凌晨 2点多，哈尔滨市松北区的一
家老年公寓，910房间的灯亮了。

老兵崔道植悄悄起床，踮着脚走出
卧室，打开电脑，在昏暗的灯光下小心翼
翼地开始工作——他怕惊扰了还在熟睡
的老伴儿金玉伊。
“生命规律就在那里，我的时间有限

了……我想赶快把这几十年的积累整理
出来，希望对后面的同志有用。”作为共
和国的权威刑侦痕迹检验专家之一，崔
道植盯着电脑里纷繁复杂的图片模型、
统计数据、案例分析等资料，紧张地忙碌
着。

从志愿军战士到刑事技术专家，崔
道植在人生的“两个战场”都战功赫
赫。今年 85岁的他，仍忘我工作。他传
奇的一生，就蕴藏于这浩如烟海的数据

资料中。
袭击军警、持枪抢劫杀人……“白宝

山案”被列为 1997 年中国十大案件之
首，轰动全国。

当时，北京、新疆两地都发生了涉枪
大案，但现场除了几枚残留的弹头和弹
壳，别无线索。

北京和新疆，相距 3000 多公里，两
案是否有关联？没人能够说清。

在案件侦查工作陷入瓶颈的关键时
刻，身在黑龙江的崔道植连夜飞赴乌鲁
木齐。经过三天两夜的鉴定，他得出了
一个惊人结论：北京、新疆两地的弹壳为
同一支步枪发射，可将两地案件并案侦
查。
“这是一个对案件具有重大突破意

义的鉴定！”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副巡
视员班茂森说，正是基于这个鉴定，警方
找到了侦查工作的准确方向，并快速锁
定了犯罪嫌疑人。

凭借超群的技艺、多年的实战经验
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崔道植解开了一个
个惊天大案的谜团。他也被公认为中国
警界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痕迹鉴定的“定
海神针”。

这样一位警界传奇英雄，心中也有
自己的“定海神针”。采访中，崔道植重
复最多的话就是“报答党恩”。
“我是一个旧社会里贫苦农民家的

孩子，童年忍饥挨饿，经历过伪‘满洲国’
时期的黑暗统治。新中国成立，人民得
到解放，对我来说就是重生，我的生命、
我的知识，都是党给的，我要报答党恩。”
崔道植说，直到新中国成立，他终于挺直
腰杆，更加觉得党的伟大。

1949年，15岁的崔道植成为一名儿
童团团长。从那时起，他就立下志向：今
后要参军，一定要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要

入党，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 年，吉林梅河口，朝鲜族青年

崔道植报名参军。因为工作需要，他被
分配做了一名朝鲜语翻译员，为抗美援
朝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5 年，崔道植所在部队集体转
业，他与公安刑事技术工作结缘，开始在
新的领域继续冲锋。

如今，85岁的崔道植仍在刑侦一线
日夜忙碌。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曾经的
诺言：“只要国家需要，一声召唤，我将立
即起身！”

“在部队受了 20多

年教育，我永远是人民的

子弟兵”

一大早，老兵王於昌就开始了晨
练。岁月不饶人，他坚持了大半辈子的
3公里晨跑，现在改成每天 3公里快走。
即便如此，看到他稳健迅捷的步伐，还是
很难让人相信他已经有83岁的高龄。
“老王早啊”“老书记早”……一路走

街串巷，其他早起的路人看到王於昌，都
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只是相比以前，大
家的眼里更多了份崇敬。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都敬重王於昌
是个“干干净净的老实人、勤勤恳恳的老
黄牛”。直到这次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
军人，大家才知道，王於昌原来是曾参与
击落U2飞机的大英雄。

当时，王於昌正在某地空导弹部队
担任加注技师。打U2飞机的任务下达
后，他随部队千里奔袭，和战友们一起在
东南一带做好伏击准备。

接到行动指令后，王於昌按规程快
速展开加注作业。由于他在行动中超标
准地提前完成了加注作业，为导弹搜索
和击落目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王於昌共参与了两次击落U2飞机的
行动，均出色完成任务，被授予一等功。

1973年，已经升任连长的王於昌转
业。回到地方后，他从未向其他人提起
过自己这段辉煌的军旅经历。
“一方面是保密需要，不能讲。另一

方面，我毕竟开始了新的工作，以前的事
没啥好炫耀的。”王於昌说。

转业后，王於昌起初在安徽省萧县
原百货公司做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主要负责卖布。不仅没有了干部身份，
工资也比当连长时降了一大半，但王於
昌并没有拿出自己曾经的战功去要待
遇，而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凭借自己的勤学苦练，王於昌很快
从营业员升任人事秘书股长，后来又担
任了副经理。

担任领导职务 20多年，王於昌一直
掌握着给职工们定级调薪的权力，但他
从不以此为由吃拿卡要，也从未接受任
何吃请送礼。
“我一辈子不吸烟、不喝酒，也不参

与应酬，大家都知道我的原则是‘一切按
文件办’，所以都对我很放心。”至今，还
有很多老同事感激王於昌当年的秉公办
事。

现在知道了王於昌服役期间的辉煌
战功，大家对他的敬重，就更增添了一份
崇敬。然而，每当有人说他是大功臣，王
於昌就急得直摆手：“我不是什么大功
臣。在部队受了 20多年教育，我永远是
人民的子弟兵。”

这个信念，源自王於昌幼时的经历。
“在旧社会，我家是全村最穷的。”那

时候，王於昌的父亲在地主家当长工，全
家近10口人就靠 2亩薄田过活。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在全国范
围内展开。王於昌家一下子分到了 10
亩地，他的父亲还当上了农会主任。
“我对党有着很深的感情。如果不

是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家也不可
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翻身。”从屡立战功
的优秀军人，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营
业员，数十年来，王於昌始终坚守了一名
党员的初心和本色。

“宁愿死在绿化事业

上，也不死在病床上”

吃过早饭，老兵王成帮穿上旧军装，
背起水壶干粮，拿着植树工具，从库尔勒
市区的家中出发，搭 1个多小时公交，赶
往郊区的苗圃基地。

公交车向前行驶，途经穿城而过的
孔雀河。从狮子桥到建设桥的河段，两
岸柳树摇曳。这些柳树有一个与老兵共
同的名字：成帮柳。
“成帮柳”是新疆巴州地区唯一以人

名命名的树种。给柳树取这样一个特别
的名字，是当地老百姓对王成帮为绿化
事业所做贡献的特别褒奖。

早在参军入伍时，对种树的执念就
已经深埋王成帮的心底。

1956年，20岁的王成帮从甘肃参军
来疆，服役于原陆军某师十团。

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遥远的边疆，
汽车在戈壁滩上颠簸的那 17天给王成
帮带来极大震撼。一个概念在他脑海里
生发：“在新疆，树是人们生活的命根
子。没有树，人就不能生存。”
“新疆需要树，这里的人民需要

树。”作为一名人民子弟兵，王成帮给自
己布置了一项额外任务——利用训练
间隙种树。

为了保证树种发芽，王成帮曾用嘴
尝土，以此判断盐碱地的含碱量，确定科
学的种植方法。

为解决树苗来源不足的问题，他在
戈壁滩上不断试验扦插繁殖方法，并将
其传授给当地老百姓。

担任师副参谋长后，在组织部队训
练的间隙，王成帮依然坚持种树。他带
领官兵和驻地的阿格乡栏杆村村民栽下
的 10多万棵树，早已成为库车县却勒塔
格山下的一道风景。

退休后，王成帮放弃了回家养老的
安逸生活，选择继续投身新疆绿化事业。

1993年，王成帮来到新疆塔里木石
油勘探开发指挥基地，作为一名不要工
资的“临时浇水工”，一干就是 9年。期
间他带领民工改造基地水井 10口，修建
蓄水池 13个，为基地节约资金 200多万
元，植树 150多万株。

结束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基地
的植树工作后，王成帮回到了妻子张春
英工作的库尔勒市，在市园林局继续干
起了义务绿化的工作。

2005 年，王成帮被确诊为肺癌晚
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半年”。

即便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王成帮
也不忘打电话安排种树的事情。刚接受
了一个多月的治疗，他就急不可耐地提
着箱子回家，继续赶往苗圃基地种树。

他在日记里写道：“宁愿死在绿化
事业上，也不死在病床上。我要坚持到
生命的最后，为这块绿地奋斗到生命的
最后。”

王成帮一心惦记着种树，病痛被抛
在脑后，病情奇迹般地没有继续恶化。

这些年来，王成帮在库尔勒植树育
苗近百万株，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绿化
情况。而这一切的初衷，只因王成帮时
刻铭记着他作为党员的初心。

小时候，王成帮跟着母亲四处乞讨
为生。直到 1949年 9月 17日那天，他听
大人们说，“民乐县解放了，共产党能让
我们过上好日子”。

很快，王成帮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悲惨的童年总算结束，他也
记下了共产党的恩情。

参军第一年，王成帮就光荣入党。
从在党旗前宣誓的那一刻起，他决心这
一生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在这片土地上植树 60多年，不求
任何回报。有人称赞王成帮是一名真正
的共产党员，他说：“这是老百姓给我的
最高荣誉。”

面对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94岁的老

兵张富清在家人的搀扶下，从轮椅上起身站立，庄严

地敬了一个军礼。那一刻，他的眼里噙着泪水。

这一天，是2019年7月27日。距离他上一次站

立在天安门广场，已经过去了66年。

就在前一天，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第一次全

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张富清受邀参会。

会后，习主席会见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作为

全国退役军人的杰出代表，张富清老人和其他4位

老兵被特意安排在合影的第一排就座。

见到习主席的那一刻，张富清庄重地敬军礼。

虽然退役转业到地方已经64年，但他依然保持了军

人本色。

94岁的张富清紧紧握着习主席的双手，激动地

说：“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我是党培养的，我要

跟紧党走，做一名党的好战士。”

“你都做到了。你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保

重身体，健康长寿。”习主席双手紧握住老人的手，深

情地说。

那天，人们注意到，坐在习主席身边的还有另

外4位老兵——90岁的朱再保、85岁的崔道植、83

岁的王於昌和王成帮。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与名

的事迹，人们已经熟知，这4位老兵的故事还不大为

人了解。

梳理这 4位老兵的故事，记者发现，他们与张

富清的人生轨迹虽有不同，却都有着相同的精神特

质——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军人的初心本色。

坐在习主席身边的老兵们
■本报记者 段江山

八一特别策划

向老兵致敬

锐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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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②③④⑤分别为张富清、朱再保、崔道植、王於昌、王成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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