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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宣城抗洪的武警官兵中，

有一位临时加入的七旬“老班长”。

这名71岁的老人叫陈勤虎，1968年

入伍，是一位有着 51年党龄的老

兵。他担心赶来参与抗洪的武警宣

城支队官兵不熟悉地形，主动给他们

当起了“向导”。

在冲锋舟上，陈勤虎为官兵指明

圩上村户的具体方位，协助搜救未转

移群众。有的群众不愿意离开村子，

陈勤虎便和官兵一起挨家挨户做乡

亲的思想工作。当乡亲们被安全转

移后，在五星联圩大堤上，陈勤虎（上

图左一）立正以标准的军礼向官兵表

示感谢，官兵也回以军礼向这位挺身

而出的老兵致敬。

同样也是在宣城市，一位老兵跳

水堵涵洞的英勇身姿引人感叹。7月

13日凌晨5点，宣城市郎溪县新发镇

双桥村65岁退伍老兵刘兴海在巡查

堤坝时发现永宁圩南埂段出现渗水

险情。眼看水流越来越大且呈浑浊

状，刘兴海来不及多想，义无反顾地

扛起沙包跳进水中，对坝体外口进行

堵漏。他和大家连续放了30多个沙

包，直到早上6点半左右才将涵洞堵

住。上岸后，大家都劝体力透支的他

回家休息，他却说：“我是党员，还是

一名老兵，这点苦都吃不了吗？”坐在

岸边休息了一会，刘兴海又投入到防

汛工作中。

吴乔智、韩 城摄影报道

“老班长”挺身而出

一声“到”，一生“到”！这是他们的家国情怀。
“若有战，召必回”！这是他们的铮铮誓言。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一些河流、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安

徽、江西、湖北多地进入迎战状态。战洪水、守家园，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在防汛大堤上。

汛情就是动员令，险情就是“集结号”。在各地抗洪抢险一线，又见退
役军人奋战的身影。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到白发苍苍的老兵，成千上万的
退役军人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争分夺秒地转移群众、封堵管涌、巡堤固
堤，用实际行动书写退役不褪色的忠诚大爱，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

一声“集结号”
万千老兵归
—抗洪抢险一线退役军人奋战身影撷录

7 月 11 日，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
镇朱家桥村昌江河堤边，数百名武警
战士正在抢险筑堤，其中一位身着迷
彩的“战士”未佩戴警衔。原来，他是
一名“归队”的退役军人，名叫余柯聪。

2018年，余柯聪从武警部队退役。
前不久，家住鄱阳县昌洲乡的他在网上
发现自己的老部队正在县里参与抗洪
抢险，便从家中匆匆赶来，请求加入抢
险队伍。就在余柯聪“归队”当晚，他的
家乡昌洲乡中洲圩发生漫堤溃坝险情，
多处房屋被淹，余柯聪的家也在其中。
“人在大堤上，我就一心想着跟战

友们一起战斗。”余柯聪说，作为一名
退役军人，既然回到老部队，就一定会
和战友一起牢牢守住堤坝。由于高强
度连续奋战，余柯聪身体多处擦伤，但
他轻伤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在抗洪抢
险一线。

在江西省永修县，一支年轻的退
役大学生士兵救援队也从上海赶来驰
援抗洪。这支队伍中年纪最大的 31
岁，最小的 22岁，既有没毕业的在校
大学生，也有毕业多年的职场人。但
在洪灾面前，同样的经历让他们聚在

一起，同样的热血点燃了他们奔赴抗
洪前线的勇气。
“听到江西人民遭遇洪灾的消息

后，很想为老区人民尽一份绵薄之
力！”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退役大
学生士兵王思远说。7月 11日，王思
远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抗洪志愿者征
集令，很快就得到了 70余名志愿者的
响应。经过筛选，17名退役大学生士
兵组成的救援队成立，14日凌晨他们
坐上从上海前往永修的列车。经过当
地一名退役军人的介绍，永修县公安
局安排他们与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共
同执行防汛抗洪任务。

一日穿征衣，一生许战场。一位
参与抗洪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说，无论
身在何处，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他们
时刻听从召唤。

下图：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大学生

马文斌曾在英模连队“红色尖刀连”

服役。近日，从新闻中得知老部队奔

赴江西抗洪的消息后，他毅然向旅首

长递交请战书。得到批准后，马文斌

（左一）从上海奔赴江西，和战友们并

肩作战。 刘 鹏摄

退伍兵闻“汛”归队
■梅永前 饶泽华 杨 欢

“001 1937 年 9 月 15 日，永定河战
斗。”
“002 1937 年 9 月 20 日，束鹿东遭

遇战，日军一个骑兵小队 50余人与我团
遭遇，激战 20分钟，毙敌 3名，缴获战马
2匹、步枪 3支，敌见势不妙，向石家庄
方向逃窜。”

……
前不久去看望 99岁的抗战老兵李

长宽，得知他整理完成了记录自己抗战
时期经历的《战斗日记要录》。从 1937
年 7月 7日下午部队突然停止训练，进入
警戒状态，到1945年抗战胜利，110个战
斗记录，多则两三百字，少则 10多个字，
有的只标注时间和战斗名称，战斗的背
景、规模、经过和战果均未记述。经查
证，很多战斗在史料里没有文献记载，鲜
为人知。

李长宽说，他一生参加大小战役战
斗 300 多次，对抗战时期那 100 多次战
斗仍记忆犹新。他觉得自己能够活下
来而且一直活到现在，是非常幸运的。

1921年，李长宽出生在辽宁沈阳一个
富裕家庭，自小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然
而，美好的一切都因无情的战火而改变。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
事变，短短4个多月，东北全境沦陷，李长
宽一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5 年 2 月，在父亲的介绍下，李
长宽成为北平陆军医院一名学徒，负责
照顾身陷囹圄的中共党员冯基平。
“在照顾冯基平的岁月里，他的人

生理想和抗日气节深深地感染了我，
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点亮了我的
人生……”在冯基平潜移默化的影响
下，李长宽慢慢地从一个只有爱国激情
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
士，并开始在党组织领导下完成传送文
件、站岗放哨等地下工作。

1935年，李长宽在冯基平介绍下加
入抗日先锋队。国耻，痛彻肺腑；抗争，
同仇敌忾。李长宽发誓要革命到底，把
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935 年 12 月 9日，轰轰烈烈的“一
二·九”运动爆发。作为抗日先锋队队长

的李长宽，在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游行队伍总指挥宋黎带领下，与爱国学
生一起用血肉之躯冲破军警的阻拦，汇
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举旗帜、手持标
语，一句句抗日口号响彻云霄：“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为祖国自由而奋斗！”激
励着中华儿女与日寇血战到底。

1936年初，东北军 647团移防到河
北省徐水县时，李长宽被冯基平派到这
个团当兵，负责在团里组建“青少年抗日
先锋队”。经过 1年多的艰苦工作，李长
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岁月悠悠，很多战斗的时间、地点在
老人的记忆里逐渐模糊。即便如此，他对
自己参加的第一场战斗还是如数家珍。
“七七”事变爆发后，李长宽跟随吕

正操率领的东北军 691团从石家庄前往
冀中前线，进驻固安、安次、永清一带，

沿永定河大堤构筑防御工事，阻止日军
南侵。

1937年 9月 15日正午时分，日军第
6师团 1万多人突然向永定河防线阵地
发起进攻。面对 20多架飞机和近百门
大炮的狂轰滥炸，团长吕正操指挥部队
激战整整一天，打退日寇多次进攻。此
战，三营营长刘裕勤、副营长王德平、连
长王宽民等共产党员在激战中壮烈牺
牲。

战斗的惨烈程度，只有亲历过的人
才能感受到。李长宽仍记得，身为三营

重机枪连一名排长的他，接到的任务是
“誓死坚守阵地，不得后撤”。他仍记得
“子弹好像特别‘照顾’我，总从我身边
飞过”，仍记得“那次战斗，身边的战友
一个一个地倒下”，仍记得“永定河水好
深，还夹着血腥味”……
“永定河边骨，经年六十春。国强

民富日，更念墓中人。”60年后，李长宽
在《悼英魂》一诗中这样怀念战友。
“参加过那么多战斗，除了在一次

夜间遭遇战中被敌人在左腿刺过一刀
外，我没有受过其他伤。”讲起过往的血
雨腥风，老人十分淡然。

那天晚上，夜色如墨，李长宽带领
连队突围时，与 1名日本兵在一个胡同
口遭遇，两人几乎迎面撞到了一起。
“我毫不迟疑地掏出腰间的驳壳枪

向他射击，敌人应声倒地。”李长宽有些
激动，“我一枪就把鬼子毙了”。
“连长，你的腿流血了。”走了一段

路后，一名战士惊讶地说。李长宽摸了
摸穿着厚厚棉裤的左腿，不在意地说：
“我说怎么这么热乎，原来是刚才被鬼
子刺了一刀。”纷飞战火中，他早已将生
死置之度外。

斑驳的墙壁，掉漆的门窗框，褪色
的家具……离休后的李长宽过着简朴
安静的晚年生活。他爱好下象棋，经
常到活动室与其他老干部“杀”上两
盘，而且对弈时必须分出胜负，从来不
下和棋。
“下象棋如赴战场，一旦看准战机，

既要敢拼杀，又要善诱敌，临危不乱，处
险不惊，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李长宽常说，他经历过的那些战斗
从没有“和棋”，都是要拼个你死我活
的，“我们打江山真的很不容易，现在一
定要把人民的江山守好建好。”

上图：李长宽近照。 作者供图

九十九岁抗战老兵李长宽回忆革命往事—

倾听岁月深处的金戈铁马
■刘汝山 董 坤

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下发通知，
自 2020年 8月 1日开始，启动残疾军人
证、伤残人民警察证、伤残预备役人员
民兵民工证、因公伤残人员证等 4种证
件换发工作。针对证件换发过程中大
家关心的热点问题，退役军人事务部
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解读。

1.换发《残疾军人证》等证件的主

要考虑是什么？

答：一是目前相关抚恤优待职能
已由民政部门调整到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及时换发证件，能够更好更精准为
残疾军人等对象服务。二是近年来，
印刷防伪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及时换
发相关证件，强化防伪技术，提高证件
质量，能够更好保障相关对象优待待
遇落实及合法权益维护。

2.新证为什么采用本式，而没有

采用卡式？

答：一是与卡式证件相比，本式证
件具有外观特征鲜明、易于辨识、美观
大方等特点，更能体现荣誉激励和社
会尊崇。二是长期以来一直采用本
式，本式证件已在社会上尤其是铁路、
民航和公交、旅游等部门具有很高识
别度，继续沿用利于有关部门和服务
网点识别，保证交通、旅游等优待待遇
落实。三是本式证件具有抚恤关系转
移等信息变更备注功能，相关变更情
况可在证件变更栏中充分显示，更方
便查看和掌握。

3.为什么《残疾军人证》沿用了现

有名称？

答：在 2004 年换证时，已将《革命
伤残人员证》更改为《残疾军人证》，更
改 原 因 当 时 已 专 门 发 文（优 安 函
〔2005〕32 号）作了说明。一是使名称
更符合时代特点和法言法语的要求。
二是将“伤残”改为“残疾”，主要是为

了与《国防法》保持一致，《国防法》明
确规定“国家和社会抚恤优待残疾军
人，对残疾军人的生活和医疗给予特
别保障。”另外，军人致残既包括因伤
致残，也包括因病致残，使用“伤残”无
法涵盖病残情形。

4.新证在哪些方面提高了质量？

答：一是证件封皮采用优质纸基
充皮纸，封皮材料环保、可降解，不含
对人体有害物质。二是证件内页采用
高安全防伪纸，不含荧光增白剂，具有
明显防伪特征。三是在印刷工艺上，
采用了纽索底纹、彩虹印刷、双色套印
等先进技术。四是植入高频、超高频
两种芯片，适应当前信息技术发展要
求，为将来拓展应用留足空间。

5.新证采用了哪些防伪技术？

答：主要采用了荧光纤维、固定水
印、安全线防伪、团花设计、无色荧光
图案、光变油墨、手绘图案等 10余种纸
张和印刷等防伪技术，可有效防止证
件造假，更好维护服务对象合法权益。

6.新证为什么取消了“残疾情况”

记录栏目？

答：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残疾
人员的隐私权，更加人性化。另外，
“残疾情况”已在残疾人员评残档案中
详细记载，无需在证件上显示。

7.证件换发时间等是如何规定

的？

答：新证换发工作自 2020年 8月 1
日开始，至 2021 年 7月 31日结束。换
证期间，新旧证件均有效。从 2021年 8
月 1日起，旧证作废。

为不影响残疾人员按规定享受
交通、旅游等优待，本次换证采取以
旧证换新证的方式进行。残疾人员
持旧证和个人照片（4 张 2 寸近期正
面免冠白底彩色证件照片；人民警
察须着制式常服）到县级人民政府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请换证，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审核之后暂不收取旧

证，待申请人领取新证时再将旧证
收回。在异地工作、生活的残疾人
员，应在残疾抚恤关系所在地换发
证件。

8.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员如何换

证？

答：退役军人事务部下发的《关于
换发〈残疾军人证〉等相关证件的通
知》，明确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要强化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组织
基层工作人员主动与服务对象联系对
接，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员要登门温
馨服务，确保把好事办好。

9.凭《残疾军人证》主要享受哪些

社会优待？

答：《残疾军人证》作为残疾军人
享受优待的有效凭证，在交通、旅游方
面使用率较高，主要优待为：免费乘坐
市内公共汽车、电车和轨道交通工具；
乘坐境内运行的火车、轮船、长途公共
汽车和民航班机享受减收正常票价
50%的优惠；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
公共文化设施和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
价管理的公园、展览馆、名胜古迹、景
区，按规定减免门票。另外，残疾军人
还可以按规定在本地医疗优待定点服
务机构，以及在境内购买车（船）票或
值机、安检、乘车（船、机）时享受优先
服务。

伤残人民警察凭《伤残人民警察
证》与残疾军人享受同样的优待。

10.残疾军人退出现役后应何时

转移残疾抚恤关系？

答：按照有关规定，残疾军人退役
或者向政府移交，必须自军队办理了
退役手续或者移交手续后 60日内，向
户籍迁入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申请转入抚恤关系，转移关
系按照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8月1日起全国统一换发残疾

军人证等证件》，见本报7月23日一

版）

精准服务 精心保障
——退役军人事务部有关负责同志解读换发《残疾军人证》等证件相关事宜

■本报记者 柴 华

权威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