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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 7日上午 9时许，湖南省张家界

市仁康中医院一间病房内，一场特殊的
入党仪式正在举行：89岁高龄的抗美援
朝战斗英雄金珍标，胸前戴着党徽和 3
枚军功章，在入党介绍人张长青的领誓
下，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
誓。他那洪亮的声音、清晰的誓言，让
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已卧床半年、1个
多月几乎粒米未进的老人。
“这一天我盼了 61年，终于能重回

党的怀抱……”入党仪式结束后，金珍
标激动得像个孩子一样眼含热泪向大
家诉说。在场的人无不为老人对党无
限忠诚的拳拳之心感动，聆听老人的讲
述，仿佛再次看到他坚持不懈追寻回归
党组织的感人历程。

战场上，他用热血书

写忠诚

1948 年，17 岁的土家族青年金珍
标正在山里干活，突然被一群持枪土匪
抓走。再穷不能做贼，再苦不能做匪，
从小对土匪深恶痛绝的金珍标在 3天
后趁着下山摘菜的机会，成功逃脱。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第47军在湘
西展开剿匪行动，有过 3天“土匪”经历
的金珍标被要求接受改造。1950年，朝
鲜战争爆发，47军接到入朝作战命令。
为洗清“土匪”身份，金珍标毅然报名参
军，成为47军 141师 423团一名战士。

金珍标入朝后参加的第一场战斗
是夜月山战斗。战斗中，六班副班长赵

玉忠一条腿被炸断，担架员金珍标和战
友把他抬上担架，他却自己滚下来：“我
是共产党员，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和
大家一起战斗！”副排长王兴邦头部负
伤，满脸是血，仍在指挥战斗……看到战
友们特别是党员骨干的英勇顽强，金珍
标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我一定要向他们
学习，不怕牺牲，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
员。”至此，这成为金珍标一生的追求。

入朝作战 3年间，金珍标参加的战
役战斗中数老秃山战斗最为惨烈。老
秃山原名上浦坊东山，海拔较高，地势
险要，因敌我双方反复争夺，致使山上
草木皆无、一片焦土而得名“老秃山”。
自 1952年 6月起，志愿军曾先后 5次攻
下老秃山，但均被敌人反扑夺回。141
师接防后，决定拔掉这颗“钉子”。

1953年 3月 23日晚，志愿军发起冲
锋。已是优秀机枪手的金珍标与战友一
起猛烈开火，仅仅 15分钟后，我方就把
红旗插上了老秃山主峰。但敌人不甘失
败，全力反攻，金珍标的手部和双脚先后
中弹，他顽强地用负伤的左手拖着机枪，
用右手一点点向前爬，抢在敌人前面爬
上小山冈，架起机枪向敌人开火，配合突
击队先后打退敌人多次反扑，牢牢把阵
地控制在我方手中。

老秃山一战，金珍标因表现英勇，先
后被 47军和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等功臣
和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荣获二级战士荣
誉勋章。他使用的那挺机枪，被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1953 年 10 月，贺龙率领中国人民
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听了
老秃山战斗的汇报后，贺龙非常感动，
亲自到部队慰问官兵，接见攻打老秃山
的功臣，并与湘西老乡金珍标亲切交
谈。随行的著名作家老舍深受感染，专
门留下来釆访老秃山战斗英雄事迹，金
珍标成为他笔下的英雄——小说《无名
高地有了名》中“英雄机枪手”靳彪的原
型就是金珍标。

1954年 9月，首批志愿军公开回国，
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率团
到辽宁安东（现为丹东）欢迎凯旋的英
雄。当金珍标等功臣走出车厢时，肖华
与他们一一握手，为他们戴上大红花。

受委屈，他以坚守兑

现誓言

1954 年 11 月，金珍标加入中国共
产党，后被提拔为排长，不久又被指定
为代理副连长。当了干部入了党，金珍
标感到无上光荣，对党的感恩之情与日
俱增：“我要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努
力工作，争取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然而，昔日的“土匪”成为战斗英雄，
当上了军官，这引起了他人嫉妒，金珍标
1957年回乡探亲时遭人错告，被开除党
籍，1962年被精减回乡。那时，金珍标
和妻子育有6个孩子，加上年迈的双亲，
一家10口人只有他一个壮劳力，生活举
步维艰，他不得已当起了“挖瓢匠”。直
到1979年，党和政府为他恢复伤残军人
身份，他得以享受优抚军人待遇和全额
公费医疗。
“我虽然丢过鞋，但比失去脚的人

强。”对于受到的委屈和不公正待遇，金
珍标淡然面对。一些人怂恿他借机向党
和政府讨个说法，索要赔偿，他却说：“与
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相比，我还有
什么不知足？如果问我有啥要求，那只
有一个：希望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金珍标从没忘记自己曾是一名共
产党员。他的家乡有一条河，一遇大雨
就发洪灾，导致良田和村庄受淹。1976
年，公社决定打一条隧洞分洪，在战场
上挖过坑道、打过炮眼的金珍标成为主
力。一次爆破中出现哑炮，年轻人都争
着要上去看看，金珍标大声拦住他们：
“都闪开，让我去！”他轻手轻脚地走向
哑炮位置，慢慢扒出未爆引信，避免了
一场危险事故的发生。

那年秋天，一个水库闸门被杂物卡
住无法关紧，导致水流倾泻而出，极可
能造成数百亩庄稼因无水灌溉而歉

收。因闸门附近的水压冲击力大，稍有
不慎就可能被吸进闸门冲走，公社悬赏
300元，仍无人敢去。金珍标听说后赶
了过来：“我来试试！”他先后3次潜入水
中清理，终于关上了闸门。

300元，当时对金珍标来说是个天
文数字，可以让他改变一家人清贫的生
活。但看着公社书记手里的奖金，金珍
标却说：“为乡亲们做点事还要收钱吗？”

世纪之交，金珍标当选张家界市武
陵源区政协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了
解和反映群众的愿望诉求。2000年，一
位在外打工人员给家里汇款 120元，但
乡邮电分局却只给他汇 60 元，另外的
钱要求购买报纸杂志。金珍标得知后，
和几名政协委员进行深入调查，最后拟
定了一份督促邮政部门提高服务质量
的提案，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对违纪违
规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病床上，他把入党视

为唯一心愿

8月 29日上午，记者来到金珍标的
病房看望他，从家人口中得知他这一个
多月都没吃进去一碗米粥，全靠输液支
撑。但听说部队来了人，金珍标十分激
动，挣扎着一定要坐起来。
“党和政府这些年把我照顾得很

好，不愁吃穿，病有所医……”金珍标吃
力地说，“我这一辈子为祖国、为家乡作
了一些贡献，但始终表达不了我对祖国
的热爱、对党的忠诚。我离开党组织 60
多年，就想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那我就
死而无憾了……”

金珍标话未说完，在场的人早已掩
面而泣。临近人生终点，金珍标没有谈
自己受的委屈，也不提一生的苦难，更
没有任何物质诉求，唯一的心愿就是重
新入党。这也是这些年来，他向组织提
出的唯一要求。

由于历史原因，半个世纪过去，金
珍标恢复党籍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从 2008年开始，他先后 3次递交入党申
请书。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内心
是热爱共产党，热爱党组织的。每次村
里、乡里召开党员大会，过组织生活，我
都为自己没有资格参加而伤心流泪。
我日日夜夜盼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
党组织给予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我会把
全部余热奉献给党，奉献给人民……

随着年事已高，金珍标申请重新入
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和迫切。今年年
初，湖南大学退休教师吴扬才在网上搜
索资料时，偶然发现金珍标的故事。同
为上过战场的退役军人，吴扬才深为金
珍标的事迹感动，在病床前对他进行了
长达半年的采访，还到他战斗过的部队
深入调查了解，为他撰写了一本传记。

今年“八一”前夕，《张家界日报》记
者前来采访，之后一篇名为《一位抗美
援朝老兵的最后心愿》的内参很快摆到
了市委领导案头，市委书记虢正贵高度
重视，专门指示相关部门核实情况，决
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市委组织部派
出调查小组，深入金珍标的家乡武陵源
区中湖乡青龙垭村广泛听取党员、群众
的意见，充分了解金珍标的表现后建
议：可以按程序发展金珍标入党。

8月27日，青龙垭村党总支第二党支
部召开支委会，确定金珍标为发展对象。
9月5日，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全票通过
金珍标的入党申请。9月 6日，乡党委批
复同意金珍标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

铁心向党，英雄无悔。金珍标用颤抖
的右手一遍遍抚摸着鲜红的党旗，犹如失
散多年的游子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一首

《党啊，亲爱的妈妈》，金珍标不知听了
多少遍，唱了多少遍，每次都以泪洗
面。这一天，当他再次成为一名共产党
员时，他又哼唱起这首歌，泪水情不自
禁地涌了出来。

此刻他眼里流出的泪水，一定是幸
福的泪水！

上图：金珍标（左三）在入党仪式结

束后深情抚摸党旗。 陈永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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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授课辅导、网上在线学习、现
场互动讨论……盛夏，驻京某部礼堂内
人头攒动，3000多名转业干部参加的一
场为期3天的适应性培训正在举行。

这是北京卫戍区助力改革强军，
倾心为转业干部办实事、解难题的一
个缩影。他们根据转业干部需求，提
供贴心、热心、精心的服务，近年来先
后向地方顺利移交转业复员干部 3万
余人。7月 26日，北京卫戍区转业干部
工作办公室被评为“全国退役军人工
作模范单位”。

答疑解惑暖心坎

选择进京还是回原籍安置？选择
计划分配还是自主择业？年初，某部干
部小梁在确定转业后很迷茫，电话打到
该转业办干事闫东栋那里。闫干事耐
心帮其分析形势利弊、个人优长，还对
北京接收单位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小
梁非常满意和感激，当即定下安置去向
和安置方式。

北京卫戍区转业干部工作办公室
主任苏诚介绍，首都地区相比其他地
方，转业安置量大、敏感性强、标准更
高，针对转业对象对安置政策不熟悉、
个人忧虑多等实际，他们采取教育辅

导、热线答疑、谈心交心等方式答疑解
惑、回应诉求，还编印下发《转业复员干
部简明实用手册》，在强军网开辟专栏，
开通热线咨询电话，并组织地方优秀军
转干部到部队传授经验，邀请国家部委
和北京市移交安置部门、人事考试中心
领导授课辅导，通过各种途径为转业干
部科学择业就业提供指导。

牵线搭桥送一程

个人特长有哪些？择岗意向怎么
定？今年，北京市探索实施“直通车式”
安置方式，该转业办对 3000 多名计划
分配转业干部的所学专业和特长逐
人核对，进行分类汇总和筛选比较，
为下一步“直通车”单位拿出合适的
岗位提供依据，更好地做到人尽其才、
人岗相适。

计划分配安置，既有中央单位也
有市（区）级单位；既有双向选择方式，
也有积分选岗模式，转业干部选择面
广，也容易产生激烈竞争。为此，该转
业办梳理汇总选岗择岗技巧和经验，
帮助转业干部有针对性地投送简历，
为用人单位选人提供条件。近期，共
有 200 余名转业干部被成功推荐到合
适岗位。

自 2017 年起，北京卫戍区联合地
方举办京津冀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招聘
会，每年有近 300 家企业现场招录，提
供涉及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近 1800
个就业岗位。自主择业干部马强在招
聘会上成功应聘到心仪的后勤管理岗

位，高兴地表示：“招聘会为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就业平台，真心点赞！”

精准服务效率高

整理、审查、装订档案，向地方交
档……档案审查移交虽是一项例行
工作，但标准要求高，也是容易出现
矛盾问题的环节。该转业办按照“档
案完整不缺件、线条清晰不模糊、时
间闭合不割裂”的标准，对人员安置
去向、职务等级、移交方式等信息数
据逐一审核把关，用好多地走访、多
处查阅、多方会审等方法，走实调查
求证、科学认定、开具证明等步骤，稳
妥处理档案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
确保顺利移交。

用心帮困，难事不难。该转业办始
终把干部的挠心事当作上心事。针对
驻地户籍政策收紧的实际，他们协调公
安部门办理落户手续，使存在遗留问题
的未落户人员从最初的 260 余人减少
到 20 余人；与地方建立“定期互访、信
息互通、矛盾共解”等军地协作机制，对
家属随调随迁、协调补录岗位等主动靠
前做工作，帮助解决困难，督导安置政
策落实，并提出“改进师级干部考核赋
分”等多条建议，被军地军转安置部门
采纳并实施；与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共同摸索“多点式”“一站式”办公服务
模式，划分片区、区分批次，协调人力社
保、公安、人武部等多部门联合上门办
公，让转业干部“最多跑一次”的举措
赢得多方肯定。

贴心·热心·精心
—北京卫戍区转业干部工作办公室倾情服务军转干部纪实

■王建鹏 吴金明

离队前，

再向先烈献朵花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全体

服役期满士兵再次来到康西瓦烈

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感悟英雄精

神，激励他们退役不褪色，在离开

军营后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发展，奋

发图强，再写新篇。

刘 程摄

76岁的老兵亚克甫·沙木沙克，转

业后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企业

管理局、人大办公厅等多个岗位工作

过，阅历丰富。他聊起往事时谈笑风

生，但在说起自己的军旅岁月，特别是

那段特殊经历时，他的神色顿时凝重起

来，腰板也不自觉地挺得笔直。

亚克甫·沙木沙克从小长在新疆阿

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的巴克吐拉克村。

1953年，他家里分到30亩土地，父亲告

诉他：“是共产党和解放军让咱们翻了

身、过上好日子，到哪儿也不能忘。”16

岁那年，亚克甫·沙木沙克初中一毕业，

就去报名参了军。

到了军营，他才知道自己服役的部

队是个骑兵团。当骑兵就要练习骑马，

可刚开始他一骑到马上，就被马撅屁股

甩了下去。浑身是土的亚克甫·沙木沙

克被指导员扶起来，指导员告诉他学骑

马要先过身体关。从那时起，亚克甫·沙

木沙克就和单杠、双杠较上了劲，之后

还学会了骑马打枪、骑马持刀等技能，

后来被部队评为“五好战士”。21岁

时，亚克甫·沙木沙克在同年兵中脱颖

而出，提干成为一名排长。

1986年5月，原兰州军区武装侦察

大队三连战士王新民在边境作战的一场

战斗中身负重伤。撤退途中，为了不拖

累大家，王新民坚决要求留下来掩护战

友，他拉着战友的手说：“同志们不要管

我，我掩护你们！”最终，王新民因伤势过

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年仅20岁。

时任部队政治部副主任的亚克甫·沙

木沙克，那时正在前线看望官兵。得知

王新民牺牲的事迹后，他难过得直落

泪。为了安抚烈士的父母，他向上级申

请将王新民烈士的骨灰带上，随慰问团

一同返回。途中，他们有一晚住在地方

宾馆，可宾馆服务员得知情况后，怕其

他旅客介意，不让亚克甫·沙木沙克带

着骨灰盒入住，建议他把骨灰盒放在宾

馆的库房里。

“这是我的战友，是在战场上为了

祖国和人民牺牲的，把烈士的骨灰带在

身边我才踏实。”最后宾馆服务员被亚

克甫·沙木沙克的言语感动，答应了他的

要求。之后，在乘坐飞机时，亚克甫·沙

木沙克也始终把王新民烈士的骨灰盒

抱在怀里，一刻也不放下，他说这样做

是对烈士的尊重。

王新民的家就在乌鲁木齐。亚克

甫·沙木沙克带着烈士骨灰到达乌鲁木

齐后，和爱人一起来到王新民家中，把

王新民生前与敌人搏斗的英勇事迹讲

给烈士父母听，安抚他们伤痛的心。

1989年，亚克甫·沙木沙克转业到

地方工作。离开部队30年来，他时常

思念一起战斗过的战友，还时常去王新

民烈士的墓前，陪他说说话、聊聊天，回

忆当年的从军岁月，告诉他，他们现在

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而这种岁月静

好，正是王新民和其他牺牲的战友用生

命换来的。

送 烈 士 回 家
■韩广宁 汪泽仁

全国退役军人

工作模范单位

9月8日，“红旗二号”嘉兴防空

作战胜利纪念馆开馆仪式在浙江

省嘉兴市举行，当年击落U-2高空

侦察机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老英

雄受邀前来揭幕。

1967年9月8日，我空军地空导

弹部队首次使用我国自行研制的

“红旗二号”地空导弹，在浙江嘉兴

上空击落了第五架也是最后一架入

侵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捍卫了

祖国领空的安全。

筹办这座纪念馆的民营企业

家张福祥在陆军防空部队服役。

他退伍回乡后艰苦创业，事业有成

后热心国防教育事业，不久前被评

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张晓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