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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初冬的黄昏，夕阳洒在新疆库尔勒
市美丽的孔雀河上，像揉碎了的暮色，映
衬得“梨城”库尔勒更显温婉宁静。

沿着河岸，从狮子桥走到 3公里外
的建设桥，两岸黄色的柳枝在瑟瑟晚风
中摇曳生姿。随行的巴音郭楞军分区宣
保科科长张清春告诉记者，这些柳树叫
“成帮柳”，是以一位新疆军区退役军人
的名字命名的。

老兵的名字叫王成帮。今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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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的杰出代
表，王成帮与张富清、朱再保、崔道植、王
於昌等 5位老兵被特意安排在合影的第
一排就座。

“一个地方没有树，就

像生命没有了颜色”

在王成帮工作的苗圃见到他时，他
正扶着一株柳树苗，用脚踩实树苗根部
的土壤。他穿着一身老式绿军装，衣领
和袖口洗得有些泛黄，头上戴着一顶解
放帽，端端正正。看见我们到来，他操着
一口浓重的甘肃口音道歉：“今天苗圃里
忙，让你们找到这儿来，不好意思啦！”

眼前的老人已是耄耋之年，但挺拔
的身姿依稀能看到军人的影子。1956
年，20 岁的王成帮从甘肃张掖参军入
伍，坐了 17天的汽车来到新疆。窗外茫
茫一片的戈壁滩让他知道，自己来到了
一个不毛之地。他当时就感慨：“一个地
方没有树，就像生命没有了颜色。”

在王成帮看来，作为一名军人，除了
保卫边疆，也要建设边疆。当兵 30 多
年，他对种树似乎有一种执念，部队走到
哪里，他就把树种到哪里。工作之余，他
一有时间就埋头研究他的“绿化事业”。
没有树苗，他就四处剪来树木枝条，不断
实验插种；没有水源，他
就从数公里外手提肩
挑，一遍遍地浇灌……
“有了树才有绿色，

有了绿色才有希望，有
了希望就能好好活。”王

成帮说，种下树，土壤就会改变，环境就
会改变，蓬勃着生机的丛丛绿色，会让人
们对生活更加憧憬，充满希望。

“种树是项伟大的工

作，我愿意义务帮忙”

从新疆军区某部退休后，王成帮没
有回家乡养老，而是一心要在新疆继续
自己的绿化事业。
“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有空就在城里

四处转悠，有时还带把剪刀，看街边的树
枝桠多了就去修剪一下……”回忆起丈
夫刚退休时的生活，王成帮的妻子张春
英说，刚住进库尔勒军干所没多久，丈夫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塔里木油田指
挥部刚刚在市里建基地，需要雇佣一批
绿化工人，他便毛遂自荐去了。
“我不要工资。”到了指挥部基地，王

成帮的话让基地办理工作手续的同志颇
感意外。问他为啥，他只是笑着说：“种
树是项伟大的工作，我愿意义务帮忙！”

一名退役老兵，又不要工资，基地
领导听说王成帮的情况后，便给他分配
了一些轻松的管理树苗的工作。不承
想这个老兵“不知足”，育苗、移植、浇
水、剪枝……处处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许多人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知道基地里
多了一个穿着旧军装的绿化工人，说话
中气十足，干起活儿来像带着风一样。

当时，基地浇水都用城市自来水，不
仅消耗大，而且赶上城市用水多时，压根
就浇不上水。那段日子，王成帮绕着指
挥部基地走了不下一百圈，熟悉了每条
地下管线，绘制出一幅“基地绿化管网现
状总图”。后来，一个个由王成帮设计的
蓄水池成功改造、修建，孔雀河水通过梯
级提水的方式引入基地，实现了绿化不
再与城市争水的目标。

“我有离开的一天，但

希望一茬茬‘成帮柳’常青”

冬意渐浓，草木凋零，孔雀河畔柳叶
泛黄的“成帮柳”却仍保持着一丝生机。
张清春介绍，这个品种的柳树正是王成
帮发现并培育出来的。

王成帮喜欢种树，每次出门都格外
注意一些不同品种的树木。2001年深冬
的一天，他意外发现了一株从未见过的
柳树，在当时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
树干仍然保持着青绿色。他当时就兴奋
起来，找人拍了照片，找了许多园林绿化
专家，但他们都不认识这是什么品种。

次年开春，王成帮便尝试着进行移
植培育。经过两年的观察，他发现这种
柳树具有树形好、病虫害少、抗旱抗寒的
特点，非常适合作为城市的绿化树来种
植。于是，在市园林局的支持下，王成帮
开始在苗圃进行大规模的培育实验。

第一代 1棵，第二代 80 棵，第三代
400 棵，第四代 2000 棵……培育实验进
展顺利，成活率也越来越高。因为没有
名字，大家一致决定把这种柳树命名为
“成帮柳”。如今，“成帮柳”的绿色已成
为库尔勒的一道风景。

2005年，因为咳嗽到连气都喘不上
来，王成帮去医院后查出了肺癌。当医
生说他只剩下 6个月的生命时，妻子张
春英慌了，可王成帮只是沉默了一会儿
便坦然了：“时日无多，不如回去多陪陪
我的树。”

在医院住了 1个多月，王成帮拎着
行李回到了苗圃，不仅没有卧床休息，反
而完全不将自己的病当回事。面对可能
来临的死亡，他显得格外平静，跟妻子
说：“我的骨灰不要用骨灰盒装，用个袋
子提上埋在一棵树下面。我活着抚育它
们，死后看它们成长。”

一心扑在绿化事业上的王成帮忘记
了病魔，病魔似乎也忘记了他。他的病
情不但没有恶化，反而在逐渐好转。直
至今天，他仍然精神矍铄地奋战在绿化
岗位上。
“我有离开的一天，但希望一茬茬

‘成帮柳’常青！”
采访结束时，晚风吹过，孔雀河畔一

株株“成帮柳”沙沙作响，像是在回应着
这位老兵。

下图：王成帮种植柳树。张清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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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7 月 1 日，党的 77 岁生日，
是我脱下军装后到地方工作的第一
天。从那天起至今，我在这个当初名叫
肥城县水泥制品厂、现改名为山东鲁泰
建材科技集团的单位，工作了 21年。21
年来，我一直守在单位的锅炉房，是一
名平凡的锅炉工。

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在军营时
那个曾颇有名气、甚至出现在银幕上的
绰号：“深山鸿雁”。我并不是要记得那
份荣耀，只是想提醒自己，要时刻保持
当“鸿雁”时那种对工作的热忱和专注，
来面对平凡又不平凡的岗位。

一

1982年，我从山东省肥城农村应征
入伍，成为武警北京总队十一支队的一
名战士。支队驻在深山，远离城市，倒
也历练了我从容淡泊的心态。我谨记
父亲的教诲，真诚待人，热情工作。第
二年，我这个腿勤手不懒的小个子兵，
就被选为通信员。从那之后，我每天都
要乘着火车，在山区往返 200多里，为战
友们投递报刊信件，购买日常用品。大
家亲切地送给我一个绰号“小鸿雁”。

支队驻扎的山区，出门是沟，抬头
是山，全支队十三个执勤站点分布很
散。那时别说手机，很多家庭连电话
都没有。因此，收到家书与报刊就成
为官兵们每天的期待。为了保证大家
能按时收到信件，受到跳伞的启发，
我创造了在火车上“沙袋送邮件”工
作法，计算好火车到站的每一个时间
点，准确无误地将装有信件的沙袋投
向车窗外等待的战友，因此节省了大
量时间。

不过，火车到达的站点毕竟有限，
那些偏远的执勤点，我依旧要翻山岭、
穿隧道，徒步 20 多公里山路去送信送
报。同时，我也“顺路”为驻地附近的车
站、派出所、敬老院等 13个单位以及山
区群众投递报刊信件，主动当上义务邮
递员。

下雨了，脚崴了，鞋破了……但我
送信的脚步不停歇。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风雨无阻，10余年间我走了 4万
多公里山路，为群众投递信件 15000多
封，邮包 1100 多个，汇款单 800 多个，
无一差错。

组织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认可。
10多年的军旅生涯，我先后荣立二等功
1次、三等功 2次，被评为“北京市优质
服务积极分子”“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被誉
为“深山鸿雁”。

1986年，我的事迹被八一电影制片
厂拍摄成纪录片《深山鸿雁》。那是全
军第一次为一个战士拍摄专题片，也成
为我们部队新兵入伍必看的英模教材。

离开支队前，领导亲自来相送，临
别时叮嘱我：“玄绪华，记住了，脱下军
装还是个兵！”

二

我退伍回乡安置那年，肥城县水泥
制品厂是整个县城效益名列前茅的好
企业，我打心眼里感谢组织的厚爱。上
班那天，我告诉自己，军装换成了工装，
但当兵人的赤诚与奉献精神不能换。

进厂后，我先是被分配在调制机岗
位，天天与钢筋打交道。有一天，我正在埋
头干活，动力车间的焦主任慢慢走到我身
边，我连忙停下手中的工作向他打招呼。

焦主任说：“玄绪华，我盯你有一段
时间了。知道你是个退伍兵，眼下有件
事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动力车间锅炉
房缺一名锅炉工，你去不去？”

我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珠，想也没
想地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
里搬。”

焦主任哈哈笑起来说：“那就这样
定了，明天你就到动力车间报到。”

事后我才知道，由于原先锅炉班班
长退休，焦主任一直在全厂物色接班人。
他偷偷盯了我好几天，发现我从不偷懒，
有人没人都是一个工作标准，觉得这个小
伙子靠得住，加上又是个退伍兵，就专门
向厂里打了报告，调我到锅炉房上班。

到了锅炉房我才知道，这个岗位很
重要。说得简单点，水泥制品的生产需
要蒸汽动力来完成，锅炉就是提供这种
动力的源泉。我们厂领导说得更到位：
“锅炉房就是咱们厂的‘心脏’。”

能到厂里的“心脏”工作，我很知
足，也很自豪。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
这个岗位上加倍努力，把这个大“心脏”
保养得健健康康！

锅炉房共有 6名工人，2人一班，24
小时不停“三班倒”。上岗的 8个小时
里，要不停地卸煤、装煤、填煤，连吃饭
都得在工位上解决，每天至少要铲运上
千公斤煤炭，夏天炉边温度高达 50摄氏
度，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工作
环境很艰苦。但我凭着军人的韧劲，默
默坚守,从未因个人事情影响工作，从
未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由于我干活卖力，也爱钻研点工作
小窍门，没过多久就当上了锅炉班班
长。那时年轻，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儿，
除了本职工作外，我的其他“潜能”也被
车间领导不断发现，我成了车间的宣传
员、板报员、政策讲解员……

劳动的充实与快乐，只有置身其
中，才能充分体会到。我就像重新回到
了部队，回到了警营，虽然每天都是汗

洗几遍身，但充实而快乐！

三

不过，要当一名称职的锅炉班班
长，也并非那么容易。

我刚去锅炉房不久，就遇到一件印
象深刻的事儿。那段时间，连续有两个
单位来厂里退货，说我们的产品不达
标。技术人员分析来分析去，最后把板
子打到了锅炉房，原因是锅炉房供热不
匀，导致动力不足，致使部分制品在压
制过程中不达标。

看着那些次品被厂领导当众砸碎
销毁，我们锅炉房所有人都恨不得找个
地缝钻进去。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悄悄取了几块
废品底料，认真保存起来，作为“纪念
品”。从那之后，只要心存偷懒应付之
想，我就把它们拿出来“刺激”自己。

在此后的工作中，我把小小锅炉房
当作“战场”，认真钻研工作流程的每一
个具体细节，怎样能节煤？怎样在节煤
情况下提升燃烧效益？怎样确保传送
带始终清净高效？怎样在固定人员情
况下通过创新方法提升效率？

我慢慢感悟到，工作的最大乐趣不
是你在岗位上的被动坚守，而是通过这
种有创造性的坚守，带来可以共享的劳
动成果。在锅炉班班长这个岗位上，通
过我与工友的努力，通过优化风门控制
系统、改进除尘水泵并联机构，为企业
节约生产成本近200万元。

但我总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每年
单位评选先进，大家把票投给我后，我
常常倍感压力，还找过领导想把荣誉
“让”出去。但厂领导告诉我：“荣誉是
面镜子，能照别人，也能照自己。”

听到这话，我蓦然想起自己在深山
里的那些经历，也就明白了以后的路究
竟该怎么走下去。

四

几年前，我的老部队的老领导打听
到我在鲁泰集团当锅炉班班长，专门赶
来看望我。从那时起，我当年在部队里
的事迹才被厂里的领导和同事知晓。
让我感动的是，老领导还把当年八一电
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带过来，在我们
全厂进行了播放。

那段时间，我成了厂里拍过电影、
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名人”。说实
话，那种感受我不习惯，我仍然通过一
铲一铲往锅炉里送煤来提醒自己：这里
才是你玄绪华的位置。

荣誉，只代表昨天的努力，而那些
努力也已经被荣誉所定格。对照老英
雄张富清，我差得远呢。但与张富清老
前辈相同的是，我十分珍惜党和军队给
予我的荣誉和认可。这些年，也曾有个
别私营企业主“挖”我出去，薪酬比单位
高不少，但我真没怎么看重那些薪酬。
我觉得，我身上承载的那些闪耀的荣誉
更“值钱”，价值无法计算，也不能计算！

(李德营整理)

在部队服役时，我的事迹曾被拍成纪录片；退伍后，我在工厂的锅炉房一扎就是21年。对于这

种人生“落差”，我不以为意。因为我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自己的价值又在哪里——

从“深山鸿雁”到“锅炉铆钉”
■玄绪华

今年8月，我从部队回家乡湖北武

汉探亲休假，在街道工作的朋友王东升

委托我一件事情：帮助他的街坊白玉华

确认父亲白凤才到底是不是参加过解

放海南岛的战斗英雄。

2010年，30集电视连续剧《解放

海南岛》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片中出

现了“风门岭战斗十三勇士”白凤才

的名字。白玉华曾问过父亲是不是电

视剧中的那个“白凤才”，他知道父亲

是转业军人，可父亲从未向家人提过

他的从军经历。父亲一开始没有回

答，不久后他不幸得了中风，因此直

到2012年父亲离世，白玉华的这个疑

问也没有找到答案。王东升知道我在

海南当兵，我所在的部队曾经参加过

海南岛战役，或许我能够帮助白玉华

解开疑惑。

白凤才去世后，白玉华发现父亲的

一个旧箱子里装了不少立功证书和荣

誉奖章，其中包括解放东北纪念章、华

北解放纪念章和解放华中南纪念章

等。我通过立功证书和资料初步了解

了白凤才老人的经历。

白凤才，籍贯吉林省舒兰县，1947

年 8月参军，1948年 12月入党，1948

年10月在辽西战役中因战斗勇敢记大

功一次，还有包括1950年3月海上练兵

记小功一次在内的数次记小功的荣

誉。1957年12月，他因伤转业回到老

家湖北黄冈，次年被分配到新洲县商业

局，1990年离休。在部队时，白凤才所

在单位为43军129师386团，而我所在

单位前身是43军129师387团，这让我

顿时有了一种亲近之感。

白凤才 1950年的练兵地点和时

间，刚好与解放海南岛的时间吻合。遗

憾的是，这些奖章和证书，没有能直接

证明白凤才参加过风门岭战斗的内容。

在白凤才家中，我和他的家人及老

同事聊起了天。曾和白凤才在商业局

共过事的朱火旺说，他和白凤才在工作

之余聊天时，白凤才曾提过他当兵时参

加过三大战役中的两大战役，从东北一

直打到了海南。准备攻打海南岛时，他

们还专门训练过游泳。那时他们乘坐

木帆船秘密渡过琼州海峡，途中木帆船

被敌人的炮火掀翻，他们就抱着木板漂

游登岛，连里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新

洲老干局的一名干部说：“白老晚年身

患各种疾病，可一年报销的医药费只有

2000多元，他是为国家能省一点是一

点。”他还提到，有一年白凤才和老伴在

同一家医院看病，因为白凤才是离休干

部，医药费全部报销，他生怕老伴占了

国家的便宜，特意和老伴说各看各的

病，各结各的账。

回到海南驻地后，我重新观看了

《解放海南岛》这部电视剧，发现电视

剧中的白凤才是在 127师 381团。为

了进一步了解当年的风门岭战斗，我

先后找到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

颜书明处长和正在参与筹建海南革命

军事馆的康中华干事。在他们的帮助

下，我们查阅了《中国共产党海南历

史》《解放海南战役资料选编》等权威

史料。据记载，1950年 4月 20日，43

军 127师 381团 1连在风门岭 105高

地的激烈争夺中，打退了国民党部队

的13次冲锋。4月23日，43军军部及

129师386团等多个部队渡海，兵分几

路追击逃敌。官兵们日夜兼程猛追，

于 4月 30日下午攻占三亚，把红旗插

到了“天涯海角”。

我将这个结果告诉了王东升，他联

系湖北当地媒体走访了白凤才生前所

在单位、新洲区档案馆、新洲区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等部门求证，可惜没有找到

白凤才的原始档案。不过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就目

前保存的档案资料来看，即便是重名，

新洲的白凤才老人同样也是战斗功

臣。康中华干事还对我说，明年是解放

海南岛70周年，希望我和白凤才的家人

联系，能让海南革命军事馆收藏白凤才

的部分遗物。

虽然最终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未能圆满完成这次委托，但这样的结

果多少让我感到欣慰。我记得白玉华

曾说过，父亲是不是电视剧中的那个

战斗英雄并不重要，他想解开这个疑

问也不是为了名利，只是作为革命军

人的后代，想更多地了解父亲的军旅

过往，让家族后辈铭记这段光荣的历

史。他说，其实父亲在人生的最后时

刻并没有什么遗憾，他一生中只向组

织提过一个要求，就是去世后他的遗

体能不能盖上党旗。经组织批准，完

全符合要求的白凤才，最后的心愿得

以实现。

白玉华在电视剧《解放海南岛》中发现父亲白凤才的名字。他想知道，从未向家

人提及自己从军经历的父亲，会是电视剧中那个同名同姓的战斗英雄吗？

一次未能完成的委托
■陶 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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