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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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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心中英雄

“是！坚决完成任务！”
今年已经53岁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整车道路试验
工张国强，如今受领重要任务时，仍然习
惯性地用敬军礼来表明态度。虽然离开
部队 30多年了，张国强骨子里还当自己
是一个兵。
“当兵的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鞭策

着我在工作中积极学习，不断进取。”从
初入军营“没啥文化”的汽车兵，到成长
为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一路走来，在军营里锻造的奋斗品
格，成为张国强人生最亮丽的底色。

当兵，就当优秀的

汽车兵

1983年 11月，张国强怀揣报国之志
参军入伍。在营区里看到一辆辆威武的
解放大卡车，张国强立刻着了迷，挪不动
步子。

张国强的一举一动，被细心的连队
干部看在眼里，便选送他到汽车训练队
去学习。以优异成绩学成归来，张国强
先后成为连队的汽车修理工和驾驶
员。因为表现出色，他又被推荐到地方
汽车企业学习1年。
“与汽车打交道是件快乐的事。”张

国强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养分”，每个月
的津贴省吃俭用后都被他用来购买相关
书籍。白天在车上对照印证，晚上在宿
舍看书学习，培训结束回到部队，张国强
已经能给老兵当师傅了。

一次部队冬季夜间拉练，一辆卡车
在野外抛锚。张国强和战友赶到现场，
已近凌晨 1点。钻进卡车与地面的狭窄
缝隙里，张国强一修就是 3个小时。等
卡车修好后，他整个人都快冻僵了，躺
在地上腿脚动弹不得。战友们把他抬
回宿舍，他在被窝里暖了 1个多小时才
缓过来。

一次次急难险重任务的摔打磨炼，
让张国强很快成长起来，成为一名光荣
的共产党员。“这段军旅生涯为我的人生
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每次看到那张身
着绿军装、头戴棉军帽的老照片，张国强

都会想起那些难以忘怀的军营往事。

退役，甘做缝纫车

间唯一的“男兵”

1986年 12月，张国强从部队复员，
被安置到一汽工作。还能继续跟自己
喜爱的汽车打交道，张国强很满意。出
乎意料的是，他被分配到内饰件厂成为
一名汽车座椅缝纫工。

当时，正赶上缝纫车间一位女工休
产假，一时找不到人顶替她的岗位。车
间主任找到张国强说明情况，还没等做
他的思想工作，张国强就表态：“我是一
名党员、一名老兵，啥时候都服从命令
听指挥，哪里需要到哪里！”

就这样，张国强成了缝纫车间唯一
的“男兵”，跟着 40多名女工干起了“针
线活”，一干就是3年。
“电动缝纫机的踏板，踩起来跟踩

油门有啥不一样啊？”……和张国强一
同分到一汽的退役军人有不少，大伙聚
到一起总爱和张国强开玩笑。张国强
每次都一脸严肃地说：“咱当过兵的人，
在哪个岗位都要把工作干好。只要是
为国家作贡献，干啥都一样！”

转岗，成为质检岗

位的“奇兵”

1990年，一汽质检处在公司范围内
公开招聘整车检查员，张国强报了名。
21个报名人选，大多是之前就从事汽车
生产工作的，最终录取的 5个人里，张国
强是唯一一名干缝纫出身的。
“那时能录取全凭着在部队修车打

下的底子。踩了3年缝纫机，知识都落下
了，进入整车检查员岗位，得从头学起。”

上班时，张国强人不离车，一个部
件一个部件琢磨，查找问题。下班回
家，他一头扎进书堆里，寻找答案。

看车、看书，上车、修车，周而复始，
不厌其烦，对于厂里的车型，张国强熟
悉连接每个零件的电线颜色，能背下整
车螺栓的力矩……靠着这股子钻劲，两
年后，张国强在公司举办的技能大赛中
夺取了机动车检查工竞赛第二名。

2006年，张国强代表一汽参加全国
首届载货汽车装调工职业技能大赛。
比赛要求选手面对未接触过的新车型，
在半小时内排除 6个故障。最终，张国
强成为唯一一名排除全部故障的选手，
一举夺魁。

钻研，争做振兴民

族汽车品牌的“尖兵”

一次，张国强陪同公司领导到车间
验证转向异响问题，领导提出查看动力
转向油罐里的滤芯状况。因为滤芯埋
在动力转向油中，如果不知道原理很难
拆卸。当时，张国强走上前去，把手探
入油罐里，摸到滤芯后准确迅速地拆卸
下来，让现场的人惊叹不已。

之所以能“技惊四座”，因为张国强
对汽车的每个部件都有深入研究。如
今，张国强作为高级专家，更加侧重解决
解放卡车中存在的潜在问题。一次，在
检查一辆新型卡车时，张国强感觉转向
杆和减震器的空间布局有些异常。但设
计师经过反复考量论证，认为应该没有
问题。
“有千万分之一的可能都不行。”张

国强将卡车的减震器涂抹上红色颜料，
到路况恶劣的道路上开车一遍遍测
试。最后，张国强发现转向杆沾上了颜
料，证明在极端恶劣的路况下，转向杆
和减震器会发生碰撞，形成干涉。测试
结果说服了设计师，他们改进优化了结
构设计，避免了潜在的安全隐患。

解决整车制动系统渗漏问题，被一
汽评为质量管理一等奖……这些年，张
国强参与解决的问题难以计数。2017
年，他参与编制并主审的《汽车装调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成为全国同行业
人员的标准教材。

从一名操作方向盘的汽车兵，到引
领技术创新的“汽车人”，张国强军人本
色不改，用不懈努力诠释大国工匠精神，
为振兴民族汽车品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图：张国强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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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0月，在举国纪念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的日

子里，从我的家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巴彦县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老

英雄李玉安的雕像在巴彦县兴隆镇玉

安公园落成。

得知这个消息，我驱车 100多公

里从哈尔滨市区赶到兴隆镇玉安公

园。献上鲜花，行过军礼，我伫立在老

英雄雕像前，30多年前的往事重现，历

历在目……

由于在抗美援朝松骨峰阻击战中

身负重伤，和部队失去联系，李玉安

被魏巍作为烈士写进《谁是最可爱的

人》。因为读书时就特别喜欢这篇文

章，1969年参军后，我作为连队宣传骨

干，经常把这篇文章和《雷锋日记》的

片段摘抄到部队板报上。没想到，退

役回到地方工作后，竟有缘与这位“活

烈士”不期而遇。

1990年，此前一直隐姓埋名的李

玉安，陪着想当兵的小儿子来到老部

队，核实身份时被“发现”了。他的事

迹 公 开 时 ，我 在 巴 彦 县 委 宣 传 部 工

作。县委专门成立了采访组，要求全

面采访整理老英雄的事迹，由我任组

长。此后几年时间里，我有了多次与

老英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在第一次去采访老英雄的路上，

采访组成员在车上议论，老英雄一定

是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英勇

威武的形象。然而，出现在我们眼前

的，是一位瘦巴巴的老人，消瘦的面庞

布满皱纹，交谈中发现他口中的牙齿

也不剩几颗了。老英雄见到我们也略

显拘束。无论如何，我们很难把眼前

这位农民模样的老人与心目中的战斗

英雄联系到一起。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着不起眼

的老人，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

战役中屡立战功，在松骨峰阻击战最

后的白刃战中，连挑 3名敌人，最后中

弹倒下……

采访中，我问李玉安：“李老，这么

多年了，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功劳讲

给组织啊？”

老英雄眼里噙着泪花，沉默了一

会后操着河南乡音说：“那一仗（松骨

峰阻击战），我的 100多位战友都没

了。他们还能开口说吗？俺活着就知

足了，俺说了邀功领赏去，咋对得住他

们啊？俺不会去干……”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也出于对老

英雄的崇敬，我还多次采访过他，了解

到在他身上发生的几件“小事”。

1991年春天，李玉安回到老部队

参观。一天下午，他去老连队作报告

之前，特意来到营区的小卖部，想买一

条香烟带给连队官兵，算是给大家的

“见面礼”。一直陪同李玉安的部队政

治处刘主任立刻明白了他的想法，抢

着要先付账。

“俺买烟怎么能让你们付钱?”

“老英雄回‘娘家’来了，我们应该

招待您，怎么也不能让您买烟给大伙

抽呀！”

“不，这是俺个人对同志们的一点

心意，公是公，私是私，乱掺和那可不

中！”说完，李玉安执拗地付了烟钱。

离开老部队前，部队后勤人员向

李玉安要车票准备给他报销。李玉安

却推辞说：“不报了，俺有工资。”部队

首长又出面向他要车票，他又推托说：

“不小心让俺弄丢了。”

1992年，李玉安应邀同哈尔滨电

视台的同志到北京、保定、武汉等地

拍摄电视专题片，到北京后他们一直

住在一家部队招待所。在李玉安的

坚持下，每天顿顿都是馒头、小菜，电

视台的同志有些过意不去，就跟李玉

安说：“老英雄，到北京不吃顿烤鸭，

枉来首都一趟。咱们去品尝一下京

城风味吧！”

李玉安婉言谢绝，并语重心长地

说：“吃一顿烤鸭的钱够一家人生活好

些日子。虽然是公费，对人民的钱咱

们可不能大手大脚啊！”

这次拍片历时 1个多月，凡是坐

火车出行，不管怎么劝说，李玉安也是

卧铺不睡、餐车不进，坚持坐硬座、买

盒饭、吃面包。

在返回黑龙江的路上,李玉安对同

行的巴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彦华

说：“马部长，这次陪俺，你受了不少

苦。”

“不！不！这次出行,我看到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真正品质，学到了一种

宝贵的精神。”

1992年7月底，李玉安受邀到北京

参加“八一”老战士座谈会。临行时,他

对老伴、儿媳和孙女说：“去了好几次北

京，总没有得闲的工夫。这次，俺一定

在北京给你们买几件漂亮衣服回来。”

到北京后，李玉安得知我国南方

多个省份发生洪涝灾害，便决定把为

家里人买衣服的钱捐给灾区。参加完

座谈会回到巴彦县家中的当天，李玉

安就从老伴手里要来当月工资 200多

元，下午便送到巴彦县兴隆镇政府，嘱

咐工作人员代他转交。

那一年春节，巴彦县领导看望李

玉安时，留下 200元慰问费。春节过后

开学之际，李玉安原封未动地把 200元

分别转赠给附近的两所小学，让学校

为孩子们买些图书。

那段时间，全国各地纷纷邀请李

玉安去作报告，一些单位和个人出于

敬仰之情，要赠予他纪念品和礼品，都

被他一一谢绝，“俺做的一切都是一个

共产党员和一名军人应该做的。大家

的心意俺全领了，东西不能收。我们

国家还不富裕，不要为俺乱花钱。”

时代变迁，岗位变化，不论是在朝

鲜战场与敌人英勇作战，还是离开军

营后在一个小镇粮库看大秤，抑或是

退休后平淡生活，李玉安有一分热就

发一分光。兴隆镇是滨绥铁路线上的

一个大站，又是巴彦、木兰、通河三县

的客货集散地，但镇里的公路却坑坑

洼洼，通行多有不便。李玉安多次向

镇政府和巴彦县委、县政府反映这一

问题。县里采纳了李玉安的建议，并

将这个问题列为 1995年全县 8件大事

之一，还聘请李玉安担任筑路指挥部

顾问。一辈子不求人的李玉安响应指

挥部号召，不顾当年在战场上因枪伤

落下的病痛，走工厂、进商家，四处帮

着筹集资金，使道路改建工程得以如

期启动。主街修起来了，李玉安却于

1997年病逝。辞世前，他留下 3条遗

嘱：镇上还有 3条路没修完，大家一定

要齐心完成；荣誉属于战友们，军功章

和证书交给组织；我死后，给魏巍这些

老战友打个招呼。

见微知著，滴水映日。这就是“死

去”又“活过来”的“活烈士”李玉安，一

位人们永远忘不了的“最可爱的人”。

左图：玉 安 公 园 中 的 李 玉 安 雕

像。 作者供图

我采访过的“活烈士”李玉安
■田广学

入伍第一课，老兵来讲述

3月3日，河南省开封市杞县人武部邀请90岁的战斗英雄邢树恩为全体预

定新兵作了一场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报告。报告会后，全体预定新兵进行讨论

交流，大家纷纷表示，不负老英雄嘱托，在军营苦练本领，书写无悔的青春篇

章。会后，20余名预定新兵递交了到边疆服役的申请书。 刘银忠摄

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老兵是厚重的“史书”，也是行走的爱国主义“教

材”。春天里，许多老兵在大江南北的讲堂上，主动承担起为青少年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的任务。

开学第一课，老兵进校园

3月 2日上午，安徽省铜陵市藕山镇白荡小学举行了一堂特殊的“开学第

一课”。年逾九旬的何彬与梅大光两位老兵，为师生们讲昔日战斗故事，让爱

国主义精神在孩子们心中扎根。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许许多多像老兵爷爷一样的前辈用生命和鲜

血换来的。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白荡

小学 6年级学生周子璇说。 范先秀摄

2月 1日，94岁抗战老兵、老党员
张昌洪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生命
的最后时刻，他忍着病痛再三叮嘱子
女，务必把他从离休费中省下的
5000元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交给党组
织。

次日上午，张昌洪的 3个子女来
到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委组织部，郑
重地将 5000 元党费上交给党组织，
完成老人的遗愿。

张昌洪 1927 年出生，湖南浏阳
人，1949 年 1 月参加革命，当年 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军旅生活
磨炼了他的意志，也锤炼了他的党
性。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他继续发扬
不怕苦不怕累的奉献精神，离休后坚
持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积极参加党支部组织的学习教
育活动，一以贯之地保持艰苦朴素的
生活作风，从不向组织争取特殊照顾
或优待，不给组织添麻烦，展现了一
名老党员的高风亮节。
“战争年代英勇无畏，和平时期

甘当公仆。我是共产党员，要对得起
党对我的培养！”生前在一次采访中，
张昌洪曾饱含深情地说。
“外公说，他年少时在旧社会吃

了很多苦，年轻时打仗经历了枪林弹
雨，能活到现在衣食无忧，一切都是
党给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今天幸
福的生活。他感谢党的培育之恩，也
想为党的事业尽些微薄之力。这最
后一笔党费，就是他对建党 100周年
的祝福。”张昌洪的外孙女吴小蓓说。

九旬抗战老兵的最后一笔党费
■罗国昌 甘 冲

家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葵英
街道光华社区的居民孙国新，早年曾
遭遇车祸，置换了骨盆和双侧股骨头
后下肢肌肉萎缩严重，影响日常生
活。去年，老军医吴同军为他进行了
康复训练指导。前不久，孙国新复诊
时惊喜地发现，他的病情有了很大好
转，他拉着吴同军的手感谢不已。

吴同军是辽宁大连“老军医学雷
锋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在中山区桃
源街道长利社区和葵英街道光华社
区，活跃着这支由大连市军队离退休
第二服务中心老干部组成的“老军医
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自2001年组建
以来，这支志愿服务队常年定期为社
区居民义务问诊，开展健康讲座，提
供医疗咨询，对行动不便的居民进行
入户诊疗，被居民们称为身边的“家
庭医生”。

这支志愿服务队目前有 11名队
员，年龄最小的 62岁，最大的已经 82
岁。每次举行健康讲座前，队员们都

会事先确定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讲解
让居民了解健康知识，提醒他们日常
保健中的注意事项。

长利社区的七旬老夫妻范业广和
张淑玉没有子女且病痛缠身，两人一
度对生活失去信心。“老军医学雷锋志
愿服务队”队员多次上门为他们问诊，
进行心理疏导。范业广老两口看到80
多岁的老军医还背着药箱为社会作奉
献，很受鼓舞，积极配合治疗，身体
状况大有好转。

3月 5日，“老军医学雷锋志愿服
务队”联合社区开展了“送医送药送
健康”活动，为社区的孤寡老人、残疾
人进行上门义诊和用药指导。
“我们都是党培养出来的医生，

用专业知识为社区居民提供力所能
及的医疗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事。”20
年来，这支“老军医学雷锋志愿服务
队”开展义诊活动 180 余次，服务社
区居民 5000 余人次，受到社会广泛
赞誉。

辽宁大连“老军医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二十年社区义诊暖民心
■赵 雷 梁弘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