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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 11点格外寂静，广东省河源市
上坪县东南小学的办公室里依然亮着
灯，教师方琳琳还在加班备课。

突然，手机震动，有新的消息等待查
收。“方老师，我刚把这个月 3000元钱给
您转过去，购买书籍的具体明细表我也
发过去了。”

由于时差的原因，广东已是深夜，而
远在新疆的张尚志才刚刚结束一天的战
备、训练和工作。当月刚发工资，他便把钱
给方琳琳转过去，委托她购买一批新书。

2018年 4月，人民日报公布的第 16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让张尚志颇感忧
虑：中国人在 2018 年的平均阅读量是
4.67本，而这个数字美国是 9本，日本则
达到了40本。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

学。”在连队，张尚志主动为战士们搭建
阅读平台，利用休息时间将连队书籍按
照战法、科技、文化等进行分类，他还把
书中枯燥的内容改编成生动有趣的故
事，让不少战士从网络游戏中走出来，感

受阅读的魅力。
书香军营香飘校园。张尚志靠一己

之力，丰富着广东、河南、云南 3个不同
省份 3所小学的图书角。

云南省双江县贺六小学位于山区，
学生大多来自拉祜、傣、彝等少数民
族。一间不大的图书室，外面有个牌
子,是学生们亲手制作的一个门牌：尚
志图书馆。

铁娜尔是一位 9岁的拉祜族小女孩
儿，正读三年级，平时接触汉语少，甚至
不会说普通话。她说，靠着尚志叔叔捐
助的课外读物，她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
原本有些内向的她，已经能够大胆与同
学交流，课堂上也敢于站起来回答老师
的提问了。

无独有偶。在河南省淮滨县陈楼小
学，班里的小男孩儿们平时交流中，往往
会猜想张尚志叔叔所在部队是个什么样
子，张尚志叔叔和战友手里的武器有哪
些，向往着长大以后当一名勇敢的解放
军战士。

②军民团结好 三地受益多
■赵 威 刘礼斌

一位排长的公益之路
—95后干部张尚志扶贫助学见闻录

“在广东、河南、云南 3所学校捐建
图书角，他付了差不多5万元！”
“帮 8名特困学生解决吃饭难题，他

又捐了2.7万多元！”
他是谁？
他叫张尚志，1995 年出生，2017 年

从聊城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毕业，现任新疆军区某部排长。

面庞黝黑、眼神刚毅，走起路来虎虎
生风。在张尚志身上，似乎有着太多“反
转”：出生在山东，随父母到了北京，在许
多人眼里，他确实很幸运；国防生毕业后
分配到了边疆，不少人又觉得有些意外。

在“幸运”和“意外”之间，张尚志选
择了一步一个脚印，下决心在基层好好
磨砺自己。

2018 年 9月，张尚志从一名战友口
中了解到，很多贫困山区的孩子读不上
课外书。他当即萌生了“捐建图书角”的
念头。两年多来，他先后在广东省河源
市上坪县东南小学、河南省淮滨县陈楼
小学、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贺六小学捐

建了3个图书角。
一念生，便是千山万水；一缘起，便

是一生一世。
“从 2018年 9月开始，张尚志每个月

都给贺六小学寄几十本新书。”贺六小学
副校长张诗域原以为，张尚志很难坚持
下来，没想到他一诺千金，坚持至今。

2019 年 4月，新疆库车县第四中学
食堂开启“军民共建爱心窗口”，捐款人
也是张尚志。
“训练刻苦，带兵有道，严于律

己……”这是上级领导和战友们对张
尚志的评价。

看外表，戴着眼镜的张尚志起初给
人留下一个文弱书生的印象。后来战友
们才知道，他军事素质十分过硬：5公里
武装越野保持在 21分的水准，400米障
碍 1分 45秒，单杠一练习 30个……

他先后获得基层优秀干部、军体运
动会单项第 3 名等多项荣誉。张尚志
说，身为军人，当好人必定先当好兵，扶
贫助学搞公益，不能偏离了主责主业。

①带兵是好手 助学动真情
■中国国防报记者 方 帅

“会炒一手好菜，还会给我泡脚做
按摩。”提起儿子张尚志的优点，在北京
市一个街道社区工作的妈妈倪金玉一
脸骄傲地说。

这时，爸爸张安山插话：“你以为儿
子专门为妈妈练手艺啊？炒一手好菜，
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能为战友们服务；泡
脚按摩，是为了能给发生训练伤的战友
减轻伤痛。”

夫妻俩一面开玩笑，一面不知不觉
说起儿子的少年往事。

2011年刚到北京的时候，院里有一
位农民工的孩子，跟着爷爷生活，不少
人嫌他淘气又脏兮兮的，张尚志却常常
给他送吃的。有一次，小家伙闹肚子。
张尚志带他去厕所，过了很久没有回
来。等倪金玉找到他的时候，张尚志正
给小家伙清洗弄脏的衣服呢！

当得知张尚志出生在军人之家，许
多人赞叹：“家风家教好，孩子差不了。”

每当这个时候，张尚志总是谦虚地

说：“哪里哪里，我们连长李帅还资助
3 名贫困家庭学生考上大学呢！”接着，
他掰着指头接连说出一串名字，都是公
益路上自己的同学和战友。

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学会看到身
边的榜样，正是张安山、倪金玉夫妇在
家庭教育中秉承的一个原则。
“每个月拿出 3000 多元扶贫助学，

张尚志跟你们商量过吗？”上过战场的军
队退休干部张安山没有正面回答，而是
提起了当年的王震和新疆建设兵团：全
体建设者主动节衣缩食，一年两套单军
装变为一套，一年一套棉军装变为两年
一套，衬衣领子去掉了，4个口袋变为两
个。每个团、每个连都把一半以上办公
费拿出来搞建设，每名战士奉献一半的
津贴用于建设……

张尚志则说：“就权当我把艰苦边
远地区补贴拿出来，作了贡献吧！”

为民是宗旨，传统有传承。原来，
这就是答案。

④为民是宗旨 传统有传承
■王笑晗 陈付洪

“我当兵之后才真正填饱了肚子，有
了一些人的尊严。”张尚志常常跟战友们
讲，著名作家莫言写在《吃在少年时》里
的这句话，让他印象深刻——

莫言年轻时，正处在饿肚子的那个
年代，吃饭的事大如天。“我们难以体验，
却不难想象。”

2020 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落实到
位，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我们即将看到，更
倍感自豪，脱贫攻坚战场上将留下我们
的绿色身影。”

2019 年 4月，张尚志随队到驻地库
车县第四中学参加军民共建活动。得
知全校尚有 50多名学生面临吃饭难题，
他感到十分难过：这部分面临特殊困难
的学生要么是孤儿，要么家庭极度贫
困。张尚志当即向分管副校长李红卫
表示，愿意每个月从工资中拿出 3000
元，先期捐助并保证 8名特困生的一日

三餐。
“军民共建爱心窗口”建起来后，8

名特困学生的吃饭问题得到圆满解
决。“套餐米饭、汤面、包子、鸡蛋、香
蕉……”教师宋军平介绍，8名特困生很
争气，个个学习成绩优良，尤其是高二
一班的学生莫尼热·艾买尔，几乎包揽
了年级理科第一名，前不久化学单科还
得了满分。

抱团石榴籽，散作满天星。张尚志
的善行带动了更多人，他打算为学生们
组织一次募捐活动，解决更多贫困家庭
学生的燃眉之急。承包学校食堂的邹佳
威获悉后，特意在食堂推出“一元窗口”，
供生活有困难的学生就餐。学校也正在
准备筹建一个“爱心超市”，每周布展一
次捐赠物资，供家庭贫困学生免费选择
自己需要的生活或学习用品。

维吾尔族群众帕孜勒说，军民团结
民族团结，就是在这样的爱的故事里点
点滴滴强化起来的。

③抱团石榴籽 散作满天星
■陈坤丰 刘艳朋

脱贫攻坚战场上的绿色身影

双拥热点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让胸前的红
领巾永远鲜红。”说这话的，是 75岁的
河南省开封市退休教师皇甫鸿昌。

作为全国少工委委员、首批全国少
先队名师工作室带头人，他很早就与双
拥工作结缘，与国防教育结缘，是河南
省全民国防教育中心荣誉顾问。

在河南省全民国防教育开展的一
系列活动中，人们经常能看到皇甫鸿昌
精神矍铄的身影。他胸前佩戴着鲜艳
的红领巾，慷慨激昂地向周围的孩子们
讲述“少年军校”一路走来的往事。

当人们不经意间发现他手中紧握
着拐杖时，才蓦然发觉这是一位双腿残
疾的老人。

盘点刚刚过去 2019 年，“繁忙”和
“丰收”是皇甫鸿昌的两个关键词。

2019 年 5 月 16 日，革命老区扶沟
县在吉鸿昌将军纪念广场隆重举行“扶

沟县少先队英雄中队命名授旗仪式”，
皇甫鸿昌到场参加，为“吉鸿昌中队”
“姜鸿起中队”“施於民中队”“海水干中
队”等13支英雄中队命名授旗。

2019年 7月，团中央《辅导员》杂志
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70年，唱响少先
队辅导员的奋斗之歌”主题活动分享
会, 皇甫鸿昌作为特邀代表出席。

2019 年 11 月，在浙江省宁海县举
行的“少年军校创新发展初心之旅研
讨会”上, 皇甫鸿昌作为特邀代表出
席。

每一次活动，他都生动讲述当年少
年军校丰富多彩的学军活动和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展示当年少年军校的活动
照片与“新四军少年纵队”队旗，与大家
共同分享少年军校的感人故事。

这一切，都源于 34 年前军民共建
活动中的一次结缘。

1986年，开封驻军举办“红领巾军
事学习营地”活动,时任开封市县街小

学校长的皇甫鸿昌，被部队聘请为校外
教育辅导站顾问和“红领巾军事学习营
地”总辅导员，亲身经历了“少年军校”
的前期筹备、开营仪式和活动过程。

河南省全民国防教育中心有关负
责人介绍，从 1986年至今，皇甫鸿昌已
经带了 4届徒弟，坚持不懈地开展和参
与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少年军校”活
动, 有力地带动了少年军校活动的创
新发展。

让皇甫鸿昌欣慰的是，身为全国少
先队名师工作室带头人、河南省全民国
防教育中心荣誉顾问，自己没有满足于
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与少先队员们一
样，不断向前，不停进步。

皇甫鸿昌积极承担和指导有关国
防教育的少先队课题研究，由他主持的
全国少工委重点课题《少先队创建英雄
中队传承红色基因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已于 2019年 9月正式结题。由他
担任专家组组长指导的两个河南省教
育科学规划“十三五”少先队专项重点
课题也在同一个月通过开题论证，正式
启动实验研究。
“红领巾就要干好红领巾的事！”皇

甫鸿昌兴奋地告诉我们，由他担任编委
会主任的“永远的红领巾”系列丛书一
套5本，已于 2019年 12月出版发行。

在全国“英雄中队”联谊活动中，皇
甫鸿昌赠送500条红领巾；在“全国红领
巾积分行动”中，他相继多次捐款，带头
为韶山小学捐建“红领巾积分教学
楼”。近年来，他用自己6万多元退休金
购买少先队活动用品、辅导员用书，赠
送给革命老区的少年儿童和辅导员。

在河南，皇甫鸿昌先后指导中小学
创建了“焦裕禄中队”“林祥谦中队”“常
香玉中队”“任长霞中队”“雷锋中队”等
30多支“英雄中队”，创建“英雄中队”
活动成为点亮青少年心灵的火炬。

永远的红领巾
—皇甫鸿昌与国防教育一路同行34载

■贾继元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冲锋号已经吹响。”对人民子弟

兵而言，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

同样需要提前谋划，走好“摘帽后”的

爱民助民之路。

具体而言，要从思想观念上明

确“摘帽后”的3个“不是”，做到3个

“而是”。

不是“休止符”，而是新起点。

脱贫攻坚战作为“三大战役”之

一，2015年在全国正式打响。5年来，

面对全国数千万贫困人口，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一批批绿色身影出现在脱

贫攻坚的战场上。许多革命老区的

乡亲赞叹：“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在新疆，各

族群众发自心底欢呼：“共产党好！

解放军亲！”

前几年，我国贫困人口由9899万

人减少到1660万人。回望2019年，

全国又有1000多万人实现脱贫。展

望2020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正是最

吃劲的时候，既要确保全国剩余600

万左右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还要防止

脱贫人口返贫。新起点新作为，人民

子弟兵需要强化为民服务宗旨，提高

为民服务本领，更新为民服务理念，

为脱贫攻坚贡献更大力量。

不是“万能药”，而是新探索。

编筐织篓，贵在收口。岁末年

初，盘点脱贫攻坚成果，是为了总结

经验、汲取教训，是为了表彰先进、鞭

策后进，而不是意味着大功告成，就

此裹足不前。

前些年脱贫攻坚的办法和路子，

在脱贫攻坚战决胜之年，未必完全奏

效。不为经验所羁绊，就需要通过盘

点，进而发现脱贫攻坚的新特点，掌

握脱贫攻坚的新规律，拿出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新对策，找到走好“摘帽后”

的爱民助民之路的新方法。

不是“功劳簿”，而是新战役。

习主席指出：“脱贫攻坚主要政

策要继续执行，做到摘帽不摘政策。”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主席再次强

调，贫困县摘帽后，也不能马上撤摊

子、甩包袱、歇歇脚，要继续完成剩余

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做到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

帽不摘监管。认真贯彻落实这一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要求我们决不能把打

赢脱贫攻坚战当成“功劳簿”，而应该

把“摘帽后”爱民助民当成一次新战

役，发起新冲锋。

从 2016年开始，新疆军区组织

团以上干部与驻地各族群众结对认

亲，帮助他们选准致富门路。我们团

给买不起牲畜的村民家送去牛羊和

养殖技术，鼓励“养殖脱贫”；官兵与

困难学生认亲结对，既促进了军民团

结民族团结，又保障了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定期组织文化交流，开展文化

扶贫，到驻地敬老院进行走访，助力

老有所乐变成现实。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完成，关键在

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对群众反

映的“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

“指标式”脱贫等倾向性问题，一定要

引以为戒，看一看在爱民助民问题

上，部队有没有类似不良倾向。

脱贫攻坚，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爱民助民，我军宗旨，本色不

变。作为驻新疆部队官兵，我们重任

在肩，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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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时评

护航
1 月 13

日，担负川藏

线道路养护保

通任务的武警

某部交通第三

支队官兵，在

川藏线通麦特

大 桥 排 查 隐

患，确保群众

平安返乡。

陆文凯摄

双拥影像

血脉
1月11日，

陆军第72集团

军某旅驻地血

库告急，300余

名官兵无偿献

血 10余 万 毫

升，为第二故乡

人民群众献上

一份深情厚意。

李小朋摄

张尚志扶贫助学两年多
来，将自己的艰苦边远地区补
贴拿出来，用于捐建图书角、
帮助家庭困难学生解决就餐
困难。右图为他捐资助学的
部分微信截图和收据。

（吕得超）

一线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