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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0月 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
车祸，让退役军人李春生永远失去了左
下肢。

1999年，因部队精简整编，李春生
脱下心爱的军装，转业安置在辽宁省
锦州市一家企业。不到两年，企业裁
员，他下岗了。正当他东凑西借，准备
靠食用菌创业时，还没见回头钱，又出
了车祸。

难时，双拥办伸手相帮

下岗、截肢、生意被迫转让……接
二连三的打击，一下子击倒了李春生。

就在李春生孤独、狼狈、无助的时
候，锦州市双拥办协调市残联到家中走
访慰问、了解病情，并按有关规定帮他
申请特困家庭补助，为他评定四级伤
残，免缴纳医疗保险，同时将他家列为
市残联、市疾控中心和人武部三家单位
联合帮扶的贫困户。

随后，锦州市双拥办、市残联又协
调相关部门，帮他就业。李春生看到了
希望，却又犹豫了：那么大一笔外债，单
靠上班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上？

市双拥办领导看出了李春生的心
思，鼓励他：“残疾人创业照样可以成
功，只要你下定决心，我们千方百计支
持！”李春生最终决定创业。

市双拥办指定相关人员帮他张罗
项目、联系市场，并协调落实政策扶持、
信贷支持、技术服务和工作指导，税务、
工商、金融等有关部门联动，为他创业
提供保障。

两个多月后，“老兵春生粮油店”正
式开张了！
“常年早出晚归，超负荷运转，每天

离开家门，都替他捏把汗。”妻子张玲的
担心并不多余。有一年寒冬的傍晚，李
春生送货的路上，没控制好三轮车，“咣
当”一下撞在路边土堆上，连人带车翻
进沟里，假肢也被摔出去很远。

一群路过的好心人，见他爬着找假
肢，立即赶过来帮忙：“残疾人干点事，
真的太难了！”

再难也不放弃，再难也要坚持。李
春生又陆续开办了洗车行、“小饭桌”、
饭店、翻斗车运输队、燃油燃气公司。

创业，干啥都不忘拥军

在亲朋好友眼里，李春生做什么都
很用心，干哪个行业都不会忘记拥军。

他对亲朋好友们说：“我当过兵，更
知道当过兵的人需要什么。我难的时
候，双拥办帮了我；我行的时候，帮一帮
退役战友，也是天经地义啊！”

有天晚上，李春生突然找司机徐立
志谈话，徐立志以为要辞退他。不料，
李春生却让入职不到半年的他担任副
经理。李春生的理由很充分：“你作为
一名退役军人，人勤快，悟性好，总不能
一辈子开车吧？学学管理，长些本事，
出路会更广！”

李春生耐心地手把手教，一件事儿
一件事儿地帮着徐立志捋顺。渐渐地，
徐立志管理上道了。

自主择业干部李涛，两年换了五次
工作，入职之初总喜欢讲“当年在部

队”。李春生瞅准机会，直言不讳地与
他交心：“咱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心态要
归零，不能把经历当资历，更不能把资
历当资本。军功章的事儿不必整天挂
在嘴上，如果实在怀念那段时光，夜里
独自一人把它拿出来，郑重地对着它敬
上一个军礼。第二天满血复活干出点
让人敬佩的事来，那才是一条真正的汉
子。”

后来的日子，李春生见缝插针，结
合实际给李涛补上了“市场经济课”
“角色调整课”“人际交往课”“效率提
升课”。

3年后，李涛回老家创业，得益于这
段经历，少走了许多弯路。

此生，永远爱军为民

“有困难找春生。”在部队养成的爱
民传统，李春生退役后没有一天丢掉过。

当地敬老院、救助站更是他常去的
“联系点”。他不只是给钱送物，也从来
不是“点个卯”就走人，而是尽可能地陪
一陪孤寡老人、流浪儿童，给他们精神
慰藉和心理抚慰。

2017年春节，李春生到医院看望亲
戚，碰到一位患白血病的女孩，因为家
里没钱救治，愁容满面。李春生替她补
交医疗费后，又动员妻子、女儿一起开
导女孩。医疗费缺口较大，他就把女孩
的遭遇发到朋友圈，发起捐助。

一日当兵，终身是兵。驻军某部邀
请李春生帮助培训一批退役士兵骨
干。大家以为也就是燃气设备维修或
者是燃气配送知识之类，没想到李春生
竟然将生物油燃料配方技术倾囊相授。
“核心专利技术，怎么能外传呢？”

有人善意提醒，李春生憨然一笑：“对待
战友，咱还能藏着掖着吗？”

在服务部队的过程中了解官兵困
难后，李春生及时向有关领导汇报，积
极到有关部门寻求支持，先后帮 32 名
随军家属落实工作调转，为 21 名随军
家属解决就业难题。

如今，在李春生感召带动下，47名
退役军人参与到拥军工作中来。

配图：李春生（左）走访慰问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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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独钟是拥军
—两位老兵的双拥故事

身边人身边事

热点聚焦

双拥影像

当过兵的人，更懂得军人需要
什么、部队需要什么、退役战友需要
什么。当过兵的人拥军，值得关注，
更值得提倡。

如果说当兵服役、身在军营，是
双拥事业的直接受益者，那么走出
军营，投身双拥工作，则是双拥事业
的坚定参与者、主动实践者和积极
推动者。

李春生、于峰的经历告诉我们，
加快实现双拥工作的社会化、法治
化，就能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制胜优
势，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
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
能掉队”。

化政治优势

为制胜优势

编辑手记 ■董 强

出生在军人世家，他最钟爱的是军
装；曾是一名军人，他最留恋的是军营生
活。从今年 3月 5日起，山东省优秀退役
军人、兖矿集团武装部部长于峰又多了一
个头衔：邹城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会长。

这是一个经民政部门批准、依法登
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也是全国 224 家合
法注册的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之一。

电话本上的牵挂

在于峰心里，有两户烈属是他永远
的牵挂。

他退役后担任专武干部期间，相继
动员孙伟、王彤应征入伍，两人服役期间
因执行任务，突发意外，光荣牺牲，两个
失独家庭陷入了巨大伤痛之中。于峰眼
含热泪对同事们说：“只要他们的父母健
在，我就有责任帮助照顾好！”

于峰的电话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
1000余名退役军人的电话号码，其中大
多数是非指令安置的退役军人。“让他们
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军人职业尊崇感才
能得到更好体现，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日常生活工作中，于峰总是留意一切机
会，帮助这部分退役战友就业创业。

他曾出面协调兖矿集团及下属 75
个单位，在全省国企中率先建成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和 75个服务站，对 7000名优
抚对象、退役军人全面进行信息采集并
为其家庭悬挂光荣牌。

老兵牛贵超退役返乡后，一直未找
到合适的工作。于峰主动协调兖矿集团
下设保安公司，安排他当了一名警犬训
导员。牛贵超训练警犬训出了大名堂，
连年被评为优秀员工。像牛贵超一样受
到于峰帮助的退役军人，还有很多。

电话本上的名单越来越长，于峰越
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一个人的力量实在
太小了。

众人拾柴的感动

看到全国许多地方成立关爱退役军
人协会，于峰坐不住了。他找到当地退
役军人事务局、民政局寻求帮助，两个部
门的领导当即给予大力支持。

没想到，真正筹备起来，却遇到了许
多困难。

当得知这是一家与退役军人有关、
从事双拥工作的社会组织以后，许多单
位和个人主动伸出了热情的双手。

没有场地，爱心企业免费提供 6000
余平方米的办公场所；缺少人手，友情单
位义务提供工商、财务、税务、物业等服
务；缺少经验，3名退役军人律师和地方
司法机关上门无偿援助……众人拾柴火
焰高，于峰从中领悟到，筹备过程也是双
拥工作向基层延伸、在末端见效的过程。

工作笔记就是最好的见证：协会成
立短短 4个多月以来，接纳吸收会员单
位 29个、个人会员 390名，入驻军创园项

目30个，带动 800名退役军人就业。
“搭建退役军人与党委政府的连心

桥，发挥社团组织的独特优势，倾力当
好服务退役军人工作的助手。”于峰
说，“全市现有 4万余名退役军人，我们
一定尽力服务好大家，为党和政府分忧
担责。”

主题展馆的回响

这是两次成功的亮相。
协会出面协调省内 63 家不同类型

企业，组织开展为期 15天的线上线下招
聘，吸引 600 名退役军人报名参与，180
人顺利实现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的再
就业。

协会依托山东消防安保职业培训学
校、邹城市退役军人培训基地等 6个单
位，免费对 900 余名非指令性安置退役
军人进行财会、机电、消防等专业培训，
80%的退役军人取得专业证书并获得推
荐就业。

由协会牵头筹建、面积约 1000平方
米的“不忘初心，再铸军魂─退役军人
教育主题展馆”，让更多退役军人实现了
就业创业后的精神再升华：从向政府要
“政策”，转向为社会作贡献，在参与防
疫、爱心捐助、志愿服务等方面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配图：于峰（前排左一）获评山东省

优秀退役军人。 李庆锋摄

老兵于峰——

永忆军营，心系拥军
■李庆锋

“阳光下还是孩子，风雨里已经成

人！”“哪有什么英雄啊？只不过是一群

孩子学着前辈的样子，披上战袍去守护

身后的万家灯火罢了！”这段时间，网络

上、朋友圈里，纷纷转发《“00后”的肩

膀，扛得住！》《抗洪大堤上这些“00后”

的肩膀和脊梁，令人泪目……》，许多人

跟帖点赞。

从抗疫战场上最美逆行，到抗洪

战场上无畏冲锋，在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遭受危险之际，“迷彩绿”总会以最

快速度、最强阵容，向最需要的地方

挺进，一次次上演了撼人心魄的“士

兵突击”。

“迷彩绿”的担当之美，彰显忠诚。

“这里危险，让我上！”“我不累，还

能再干！”战友之间争先恐后、与地方

党政干群争着上的场景，在抗疫与抗

洪的特殊战场上，时时可见。

战斗的军人最美，担当的肩膀最

有力。在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

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迷彩绿”总会挺

身而出，为党分忧、为民解难；党中央、

中央军委、习主席一声令下，哪里最危

险、哪里最需要，“迷彩绿”就会奋不顾

身地冲向哪里。

“迷彩绿”的人性之美，映照初心。

平日里，当人们走过大桥的时候，

几乎看不见谁扶过栏杆。栏杆对过桥

的人来说，究竟重要不重要？当然重

要！和平年代的军人，就是那一根根

栏杆，你可以不扶，但不能没有！

和平时期，许多人可能习惯忽略

军人的存在，而一旦没了他们，许多人

又会感到不安甚至害怕。中国的孩

子，从小就知道，灾难来临的时候，解

放军叔叔一定会出现。中国的老人，

在脱离险境的时候，嘴里念念不忘的

是“共产党好，解放军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这

支军队永恒的宗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就是不论什么时候，一切为了

人民。

“迷彩绿”的奉献之美，赓续传统。

洪水肆虐，一名刚入伍不到一年

的战士丝毫没有畏惧，脸上满是疲倦

却写满刚毅：他像前辈们一样，争当稳

定人心的“主心骨”、排危除险的“先锋

队”、帮助群众的“贴心人”。回望历

史，我军在诞生、发展、壮大的历史进

程中，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

队，同时还是一支生产队。放眼现实，

抗疫与抗洪的特殊战场上，我军“三

队”职能得到了新拓展。

“八一”将至，让我们一起为最美

“迷彩绿”喝彩！

为最美“迷彩绿”喝彩
■周 林

军地时评

7月21日，在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太平中心小

学防汛安置点，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医疗小分队赶来

啦！官兵们急群众之所急，做群众之所盼，深入开展爱民

助民活动。

以“人民至上 情系百姓”为主题的群众义诊活动，吸

引了众多受灾群众。医务人员为大家提供内科、外科、中

医治疗及心理疏导等医疗服务（上图），还为安置点群众

带来面包、方便面、矿泉水等慰问品。义诊之余，官兵们

主动为安置点的少年儿童辅导功课，与他们一起做游戏

（右图）。

受灾安置点见闻—

军民一家

鱼水情深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