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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王燕云，1932年出生在山东

省惠民县。1948年9月，他作为华东

野战军9纵26师78团一名新兵，参加

济南战役。攻下燕翅山时，王燕云所

在二连的炊事班包了 160多个包子，

送来时却发现全连剩下不到 20个

人。炊事班长蹲在地上大哭：“战友们

都饿着肚子啊！”而后，他颤抖着双手

把包子送到每名牺牲的战友身旁。王

燕云不记得自己的出生日期，只记得

济南战役期间赶上了中秋节。济南解

放后，连长对他说：“你就把农历八月

十五当生日吧！”从那以后每逢过生

日，王燕云都会想起解放济南的经历。

辽宁省法库县志愿军老战士李

相玉至今记得，1951年与战友们在抗

美援朝战场上过的那个中秋节。团

领导提出，战士们不能回国，但月饼

一定得吃上。司务长从丹东拉回来

一大车月饼，可全团有上千名官兵，

每人只分到4块。大家都舍不得吃，

有的吃了一块，有的只咬了一口就放

进挎包里，打算等啃压缩饼干时，再

就着月饼一起吃。中秋节那天，恰巧

祖国慰问团上海分团一个演出队前

来慰问。祖国亲人们来了，怎么也得

吃上月饼吧？

可是，月饼已经全部分到战士们

手中，再回国去拉，根本来不及！怎么

办？全连上交月饼！

结果，全连共交上来128块月饼，

其中8名战士每人交了两块月饼。演

出队成员们得知后流泪了。饭后，剩

下50多块月饼。连长指示：交两块月

饼的8名战士，每人退还一块；交一块

的，每人退还半块；如果不够分，连里

几个干部都不要。

包子、月饼，和平年代的寻常之物。

而在王燕云和李相玉心中的战地中

秋，它们却是那样珍贵。

今年恰逢国庆、中秋“双节”同一

天，花好月圆夜，举国欢庆。据说，这

样的“巧合”，整个 21世纪只有 4次：

2001年、2020年、2031年、2077年。

古人云“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个

“双节”长假，许多军民每逢佳节倍思

“兵”，有组织或者自发地看望慰问部

队官兵。这令人感动也发人深思：一

家不圆万家圆，佳节思“兵”有大爱。

这大爱有对和平的珍惜，军民同

心是对和平的最好守护。

这大爱有对牺牲的追思，为国为

民是对牺牲的最好铭记。

这大爱有对未来的祝福，消灭战

争是对未来的最美期许。

佳节思“兵”说大爱
■董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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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故事

军地时评

今年高考，河北省魏县一中 15 名
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上了军校，这条消息
轰动了全县！

8 月 28 日，15 名军校生即将报到
前，魏县籍退役军人郝清堂出现在当地
召开的军校生座谈会上。无论是令人
鼓舞的演讲，还是赠送战备行囊，这位
老兵的一举一动都令军校生们肃然起
敬。

在河北省，郝清堂拥军出了名，他
先后被评为“河北最美退伍兵”“河北省
爱国拥军模范”。

在当地干部群众眼里，郝清堂更有
名的一件事，是他组建了最初由 15 名
退役军人参加，如今已吸引当地 100多
名退役军人加入的“昆仑”志愿者服务
队。郝清堂作为志愿者和带头人，风里
雨里总是身先士卒，他也被当地干部群
众亲切地称为“郝领队”。

1976年 12月，郝清堂入伍到“海上
猛虎艇”服役。6年后赶上部队调整，郝
清堂退出现役，被分配到华北油田工
作，从此与油田结缘。靠军人的过硬素
质，他很快成长为年富力强的中坚力
量。后来企业改制分流，郝清堂响应政
府号召，自主创业。

创业之初，郝清堂认准了两条：天
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前景广阔，今后必
将得到广泛应用；退役军人身上优势
多，创业打拼靠得住。就这样，他招录
5名退役军人，开启了“老兵新传”的创
业历程。

2013年，郝清堂事业有了眉目，积
攒了一些家底，了解到驻军一些困难，
主动登门，免费为魏县人武部、魏县消
防大队铺设数公里天然气管道，官兵用
上了清洁绿色的天然气。

一个偶然的机会，郝清堂得知武警
河北总队某中队训练场难以满足军事
训练需要，立即启动援建计划。经过近
10个月紧张施工，一座功能齐全的训练
场建成，各类训练设施焕然一新。中队
长刘红召在训练场跑了两圈后，激动地
表示：“不论高温还是雨雪天气，我们都
可以正常开展训练啦！”

郝清堂退役 38 年来，一直牵挂曾

经服役的老部队，牵挂曾经驻守的第二
故乡：福建。

2012年，他到老部队慰问时了解到
一些实际困难，很快为海军某保障工厂
免费装配了一套新能源设施。厂里生
产作业环境改善，还实现了节能减排，
部队官兵和工厂职工赞不绝口。

就是那一次，郝清堂在老部队看
到，不少军嫂随军后工作一时没有着
落。他随即向军地有关部门作了专题
汇报，征得同意后立即安排在福建的分
支机构着手接收军嫂，一次帮 10 多名
随军家属就业。他连续 12年到福建过
年，一次又一次帮助随军家属解决实际
困难。

从帮军人军属纾难解困，到为部队
提升战斗力提供助力，郝清堂和“昆仑”
志愿者服务队的拥军之路，越走越坚
实。
“我是一名老水兵，深知这类工厂

对保障舰队训练任务、对战斗力提升有
多么重要的作用！”2016年冬季，天然气
供应一度紧张，郝清堂在优先保障部队
的同时，坚决不涨价。他和同事们还为

部队家属区铺设天然气管道 4000 余
米，为水兵食堂铺设天然气管道 2800
余米，帮助解决保障部队工厂数千人的
工作、生活用气难题。
“河北、福建两头忙拥军，累不累？”

有人问郝清堂。郝清堂笑着说：“我不
能当一辈子的兵，但是完全可以干一辈
子拥军的事！”魏县人武部政委张效远
说：“郝清堂可不只是两头忙拥军，他是
哪里需要哪里上，拥军问真效，拥军处
处忙啊。”

今年 7月，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遇
洪涝灾害。郝清堂与县人武部领导忧
心如焚，商量为长江抗洪救灾一线捐送
物资。他们辗转联系到安徽省望江县
人武部，询问汛情，了解救灾急需。7月
14日，郝清堂安排“昆仑”志愿者服务队
采购 22吨蔬菜，昼夜兼程，紧急送往抢
险救灾一线。
“没有部队的培养，没有各级党委

政府的支持，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作为
一名老兵，我愿意为拥军做更多的事。”
每当有人表示感谢的时候，郝清堂都会
用这句朴实的话表达心意。

河北省魏县“昆仑”志愿者服务队领队速写

老兵拥军为何这样忙
■周同义

山东省邹城市钢山街道后八里沟
村，一度名不见经传，如今却远近闻
名，不仅是“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
乡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村党委
还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更令人欣喜的是，村里还有一个双
拥工作站！

过上好日子的村民们都说，这一切
变化归功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好，也得益
于村里有一位好带头人。

他就是村党委书记、退役军人宋
伟。

1992 年 12 月，18 岁的宋伟参军入
伍，成为某坦克部队的一员。4年军旅生
涯，宋伟历经通信员、驾驶员、保管员、班
长等岗位的锻炼。当兵第一年，他就担
任了班长，成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并光
荣加入党组织。1996年 12月，宋伟带着
优秀士兵证书和三等功奖章退伍返乡。
不久，他组建一支 20余人的建筑队，6年
时间发展到200余人。

2004 年冬，后八里沟村“两委”
换届，在乡亲们一致请求下，宋伟卷起
铺盖回到村里：“一人富不算富，大伙
儿都富才是真富！”这一年，他全票当
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从拿
出流动资金硬化村道路起步，宋伟开始
了带领全村人创业的艰难之路。

创业第 3个年头，村里就建起了双
拥工作站。当时，有人不解。宋伟说：
“关心军人军属就是关心国防，关心国
防就是关心自己的家园。”常态化双拥
工作，成了后八里沟村的一个“标
配”。宋伟主动担任双拥工作联络员，
带领 40多名双拥志愿者常年坚持开展
义务服务。

宋伟有一个笔记本，一年四季不离
口袋，上面写满了军烈属、优抚对象的
家庭情况。每逢军烈属和退役军人过生
日、过节日，他都要带着班子成员走访
慰问。

每年八一建军节，后八里沟村的退
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座谈会都开得格外隆
重，宋伟主持会议为全村退役军人和优
抚对象发放纪念品，集中过一次“军营
日”，唱一首军旅歌曲。后八里沟村民

由衷赞叹：“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当
兵一回，受益一生。”

村民宋长俊服役期间参加过边境
重要军事行动，退役后生活一度十分
困难。宋伟带领村党组织扶持他建起
了奶牛养殖场，一家人很快走上了致
富道路。

2015 年的一天夜里，现役军人宋
晓刚的母亲得了急性胰腺炎。宋伟接到
电话后当即载着患者赶往医院，及时办
理住院手续。第二天病情稳定后，他又
留下5000元钱才离开。

后八里沟村规定，本村现役军人不
论什么时候返乡探亲，只要有需求，村
里都派专车接送；家里有什么困难，都
有专人限时负责解决。
“激励入伍的，优待在伍的，安置

退伍的，奖励有功的，让他们精神上有
荣光，物质上得实惠，才能在社会上形
成尊崇军人、厚爱军属的社会氛围。”
宋伟崇军尚武言传身教，后八里沟村骨
干企业近年来相继接收本村和各地退役
军人 260余人。提及这些，外地慕名到
后八里沟村就业的退役军人徐留健十分

感动：“我们到后八里沟村刚满两年，
就享受和村民一样的配车、配股、配房
待遇，保险、旅游、生活补贴、节日福
利一样不少，退役军人在后八里沟村的
地位名不虚传！”

宋伟说，近几年的两个变化，让村
双拥工作站赶上了好机遇。一是，2012
年经市委和街道党工委批准，后八里沟
村成立党委，下设 3个党支部，双拥工
作站力量得到了充实；二是，2019 年
八一建军节前夕，村里新成立退役军人
服务站，两站“二合一”，双拥工作地
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今年征兵期间，宋伟又像往年一
样，主动当好“政治指导员”，与当地
应征入伍的新兵谈心交心，鼓励大家安
心服役，建功军营。回忆自己当年入伍
时的情形，现役军人宋昊感慨地说：
“宋书记立起了标杆，我们在部队不干
出一番成绩，就没脸回到后八里沟村！”

让宋伟感到欣慰的是，他从城里回
村带领乡亲们创业 16年来，全村先后
有 46名优秀青年入伍，50余人次立功
受奖。

山东省邹城市钢山街道后八里沟村见闻

村里有个双拥工作站
■林 琳 刘明奎

国庆、中秋“双节”前夕，山东省威
海市一条好消息在驻军部队不胫而走：
当地新出台《关于做好驻威部队军人随
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这无疑
给驻军官兵吃了一颗“定心丸”。
“社会就业唱主角、行政调配不松

劲、自主创业多扶持”，三足鼎立的举措
促成了多元化就业格局的初步形成。
一位驻军领导感慨地说，三方力量合成
一股绳，随军家属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随着地方行政事业单位改革，“协
调促进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成为双
拥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威海市双拥
办主动作为，在“后院”问题上精准发
力，相继出台《关于调整未就业随军家

属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关于做好未
就业现役军人随军配偶地方生活补助
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提高随
军未就业家属生活补助发放标准，进一
步规范发放程序。统计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市共为 293 名未就业随军家属足

额发放生活补助金。市双拥办主动对
接组织、编办、人社等职能部门，明确责
任分工、理顺安置程序、制订安置计划，
推进 8名有随军意向的家属全部安置
到位，切实做到了随军家属满意、部队
官兵安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法组织未就
业家属现场招聘会，市双拥办依托“威
海市就业服务平台”，精心组织 252 名
驻军部队随军未就业家属参加线上专
场招聘会，一些军嫂通过“网上就业”找
到心仪的岗位，实现了高质量就业。

这些举措暖心“后院”
■王 濛 王 颖

“感谢金珠玛米！是你们让我重
新站起来，再次点亮了我生活的希
望！”9月 21日，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
医疗区骨科病房里，即将出院的藏族
青年次仁顿珠和骨科主任陈建民等
医护人员一一拥抱话别。

临行前，他将一面绘有藏汉双语
文字的锦旗送给医院，表达感激之情。

今年 28 岁的次仁顿珠是西藏那
曲班戈县门当乡古嘎村人。8 岁那
年，一场奇怪的重病导致他双腿无法
伸直，走路只能用手帮衬“蹲着走”。

2019 年 9月的一个夜晚，正在班
戈县人民医院落实帮扶任务的陈建
民，无意中看到瘦弱的次仁顿珠。这
位 3次进藏帮扶的骨科医生决心帮他
重新“站”起来。征得东部战区总医院
及秦淮医疗区的同意后，陈建民决定
帮扶任务到期后就把次仁顿珠接到南
京进行手术。

今年 7月，次仁顿珠入院后接受

了全面检查。医院院长苏皖、政委陶
丽俊专程前来看望。医院成立以陈建
民为牵头人的治疗小组，由骨科护理
团队为主组成精干护理力量。

7月 14日，次仁顿珠被推进手术
室。他的膝关节畸形超过 60度，手术
风险大、难度高，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
象。由于前期准备充分，手术进行得
十分顺利。

术后，康复理疗科为次仁顿珠制
订个性化的康复理疗方案。护士长
冷楠楠还特意定制了两条宽松的病
号裤，方便他穿戴外固定支架进行
锻炼。

8月 4日，次仁顿珠借助行走辅助
装置，在 20年后终于又独自站立起来
行走。

起初，他激动得泪流满面，一度哽
咽着说不出话来。后来，他开心地大
笑了起来，不知疲倦地在病区走廊里
走了一圈又一圈。

感谢好军医倾力帮扶

藏族小伙重新站了起来
■汪卫东 柏天婷

国庆、中秋“双节”前，武警安徽总

队合肥支队组织“致敬·向险而行的抗

洪勇士”抗洪抢险主题摄影展巡展，受

到基层官兵欢迎。

65幅摄影作品生动再现官兵参

与抗洪抢险时惊心动魄的场景，冲击

触动着官兵心灵。一幕幕军民鱼水

情深的感人场景，再一次让大家深受

教育和鼓舞。

鱼水情·大课堂
■徐 伟 韩 冬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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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见闻

宋伟（右二）走访慰问军属。 宋光明摄 郝清堂（前排左一）看望抗战老八路蒋如。 周同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