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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退役军人

5 月下旬，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 30

多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赴海南疗养

学习。2020 年度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英雄母亲”王昌群给大家作了一场报

告，讲述了这个英雄之家 8 人参军、6 人

上前线、2 人壮烈牺牲的故事。

同 为 2020 年 度 全 国“ 最 美 退 役 军

人”的邝远平在台下聆听报告，深受感

动，“两个儿子的牺牲，并没有击垮这位

伟大的母亲。王昌群老人初心不改、一

心 向 党 ，是 新 时 代 退 役 军 人 学 习 的 榜

样，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

2020 年 12 月，由于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展现出退役军人的本色和

优 秀 企 业 家 的 担 当 ，湖 北 炎 黄 集 团 董

事 长 邝 远 平 被 评 为 全 国“最 美 退 役 军

人”。“国家给了我这样一个至高无上

的荣誉，我要对得起这份肯定。”邝远

平开始更深入地审视自己“退役军人”

的 身 份 ，思 考 能 为 退 役 军 人 及 军 烈 属

做些什么。

闻令而动 举家抗疫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正在澳大利亚看望儿子准备返程的邝

远平，因航班中断滞留悉尼，心急如焚。

“祖国母亲有难，我们作为她的儿

女 ，这 时 候 不 站 出 来 ，更 待 何 时 ……”

2020 年 1 月 29 日，澳大利亚侨界成立的

“武汉抗疫筹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邝

远平发出倡议。

邝远平的儿子邝幸当即捐出 20 万

元，父子俩开始为筹集物资四处奔波。

儿孙的举动，也打动了邝远平年迈

的 母 亲 ，她 向 湖 北 一 家 医 院 捐 款 5 万

元。邝远平 3 岁半的小孙女也捐出自己

的压岁钱，“为湖北的小朋友捐一台制

氧机”。

“我的弟弟、弟媳、妹妹和妹夫都当

过兵。为了帮助武汉，一家人拧成了一

股绳。”邝远平说。

为 了 尽 快 筹 集 抗 疫 物 资 ，邝 远 平

陆续向当地华人华侨和 78 个国家的侨

商侨社发出倡议，最终筹集到共计 100

多吨的防护服、口罩、呼吸机和制氧机

等物资。这些抗疫物资怎样能在最短

时间内运往武汉？邝远平报请我国外

交部门出面协调，与民航、交通、海关、

检疫、侨务等 10 多个部门多次联系，打

通了飞往武汉的航路，架起一座“爱心

桥”。

2 月 24 日晚，一架飞机降落在武汉

天 河 机 场 ，经 过 湖 北 省 慈 善 总 会 的 安

排，物资分批次运往武汉、黄冈、孝感等

地的医院、福利院、养老院等医疗和社

会福利机构。

4 月 9 日，邝远平再次组织包机，将

羊肉、奶粉等生活物资运往湖北，慰问

全省社会福利机构、学校和一线抗疫人

员。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和党员，在国

家 危 难 的 时 刻 ，我 只 是 做 了 应 该 做 的

事。”邝远平说。

家国为重 奉献为荣

1981 年，高中毕业的邝远平从重庆

入伍来到遥远的黑龙江，成为一名边防

军人。

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邝远平用身

体“丈量”着祖国的边防。出任务侦察

时，他和战友们趴在雪地里潜伏，“最长

的时候一口气趴了 7 天”。回忆那段青

春岁月，邝远平自己也很感慨：“那时候

我们真是甘洒热血写青春。”

上世纪 80 年代，边防部队物资比

较 匮 乏 。 1983 年 冬 天 ，时 任 侦 察 班 长

的 邝 远 平 回 重 庆 探 亲 ，看 到 家 乡 又 大

又 甜 的 柑 橘 十 分 便 宜 ，却 因 运 输 不 便

很多只能烂在地里。他萌生了一个大

胆 的 想 法 ：采 购 重 庆 的 柑 橘 运 到 黑 龙

江供给边防部队。邝远平的提议被上

级 采 纳 后 ，部 队 派 邝 远 平 和 战 友 到 重

庆 采 购 了 7 万 斤 柑 橘 ，既 为 重 庆 当 地

群 众 解 决 了 柑 橘 滞 销 问 题 ，也 为 部 队

降 低 了 采 购 成 本 ，为 边 防 官 兵 弥 补 水

果 的 短 缺 。 邝 远 平 因 此 受 到 表 彰 ，后

来被推荐到原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工程

管 理 专 业 深 造 ，毕 业 后 分 配 到 湖 北 省

军区工作。

1987 年 8 月的一天，邝远平在武昌

火车站接人时，眼看一辆疾驰的出租车

要撞上一位拎着大包小包过马路的旅

客，他一个箭步上前推开旅客。由于车

速太快，两人都被带倒在地。邝远平把

受伤的旅客送到医院，不仅为他垫付了

医 疗 费 用 ，还 在 医 院 帮 忙 照 顾 了 十 几

天，直到痊愈。此事被媒体报道后，邝

远平胸前多了一枚奖章。“当新兵时班

长就教育我们要多做对社会、对群众有

益的事。作为一名军人，这种理念已经

在我们的头脑中扎根了。”

1996 年，邝远平脱下军装转业到武

汉。2000 年，他选择自己创业。“是军营

教会我什么是执行力和团队意识，是部

队培养的坚韧不拔的意志让我几经挫

折后坚持了下来。”邝远平表示，自己能

有如今的成绩，离不开国家、军队和组

织的培养，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所 以 要 胸 怀 感 恩 之 心 主 动 回 报 社 会 。

这些年来，邝远平所在企业在援建希望

小学、资助贫困学生、向灾区捐款等公

益活动中从不缺位，用实际行动积极践

行社会责任。

心系战友 情牵烈属

和邝远平一样，55 岁的周正清也是

一名投身商海的退役军人，2016 年在深

圳创办了一家网约车公司。2018 年，周

正清在深圳遇到邝远平，共同的军旅情

怀让他们一见如故。了解到周正清有

回 湖 北 创 业 的 想 法 后 ，邝 远 平 帮 他 协

调，让他的企业重心转回了武汉。

“ 这 个 项 目 能 帮 助 武 汉 5000 多 名

退役军人就业，作为一名‘老班长’，我

义不容辞。”2015 年，邝远平的企业发

起成立一家投资创业公司，专门帮助退

役 军 人 解 决 创 业 无 经 费 、无 项 目 的 难

题。“退役军人为国家奉献了青春和热

血，我希望能实实在在为他们做点事。”

邝远平说。

今年 1 月武汉“两会”期间，邝远平

以武汉市政协委员的身份提议设立湖

北省慈善总会企业家爱心基金。为尽

快让这项基金“落地”，邝远平多次与湖

北省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湖北省企业家

联合发展促进会沟通交流，得到许多企

业家的积极响应。3 月 11 日，湖北省慈

善总会企业家爱心基金成立，邝远平带

头捐款捐物达 270 万元。

5 月 12 日，邝远平与 2018 年度全国

“最美退役军人”陈堃源所在的江西兵

哥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帮助退役军人和

返乡大学生量身定做就业创业平台，同

时在科技助农、开展关爱退役军人公益

活动等方面进行合作。

“获得‘最美退役军人’的荣誉，对

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作为湖北省

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副会长，未来我将把

更多的精力放在关爱退役军人和军烈

属上，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社会力量为他

们提供支持和帮助。”邝远平说。

“兵”心一片报家国
—记2020年度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邝远平

■本报记者 杨明月 通讯员 黄予州 李 端

6月 21 日，天津市天津铁厂社区举行庆祝建党 100周年文艺汇演，几位老

兵上台前排练节目，高歌一曲为党庆祝生日。1969年，数千名复员转业军人听

从召唤，和众多建设者一起艰苦奋斗，投身天津铁厂的建设。

魏永广摄

一 曲 高 歌 献 给 党

“参军入党，是我一生的光荣。”端

午节前夕，在山东省枣庄市常庄街道渐

庄村一户普通农家小院里，91 岁的李洪

杰向记者诉说了一名铁道游击队老队

员、一名老党员的心声。

“12 岁时因为家里穷，我辍学在家，

常跟在村里铁道大队队员的身后跑来跑

去。和大家相熟之后，我也想加入铁道

大队，但因为我年龄小，他们不收我。”李

洪杰说，“后来来了一位姓张的指导员，

架不住我整天软磨硬泡，说哪怕干点送

信 的 活 也 行 ，他 就 专 门 向 组 织 报 告 了

这件事。1943年初，经上级批复同意，我

正式成为鲁南铁道大队的一员。当时我

才 13 岁，是大队年龄最小的游击队员。”

讲起入队的故事，李洪杰记忆犹新。

加入铁道大队后，李洪杰成为一名

通信员，负责送信、侦察铁路周边情况

等工作。没多久，上级安排他到卫生队

帮忙，给受伤的队员换药。

“那个时候没有胶布，我们就熬胶

刷在牛皮纸上当胶布用，盐水也是自己

配制，给伤员清洗眼睛。在卫生队帮忙

那段时间，我学了不少医护知识。有一

次，《铁道游击队》小说中王强队长的原

型、铁道大队副大队长王志胜负伤后在

小南庄休养，是我为他包扎换药。王志

胜看我是个‘小鬼’，对我很和气，时常

和我聊几句。”

抗战时期，鲁南铁道大队除了抗击

日军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护送

党政军领导过境去延安。整个抗战时

期，铁道大队共计护送 2000 余人次，两

次护送过陈毅同志。“我参加过其中一

次行动。”李洪杰自豪地说。

1943 年 12 月，陈毅同志奉命去延安

参加整风学习。由于工作性质保密，当

时参加护送的大多数队员不知道护送

对象是陈毅。

“那天晚上，刘金山大队长安排我

到沙沟、姬庄一带侦察敌情。我认真察

看，刚返回就看到大队长他们已经牵好

了马。我报告大队长说没有问题，你们

可以过去。大队长、警卫员等 3 个人走

在前头，后面就是陈毅同志。”

李洪杰说，日本宣布投降后，当时

困在鲁南的日本兵却拒绝将武器交给

游击队。游击队继续战斗，期间经历数

次谈判，最终迫使鬼子缴械投降。有一

次谈判时他正好在场：“一名日本军官

对我们说，你们是铁道队，我们也是铁

道队，我们打不过你们。”

抗战胜利后，铁道大队被编入鲁南

军区特务团，李洪杰也随部队南下参加

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多次立功受奖。

“1949 年初，我们团被改编为 35 军

103 师 307 团。4 月 21 日，我们团攻打江

浦县城，激战了一夜。次日上午敌人被

击溃，逃跑时沿途破坏了桥梁道路，我

们团不顾疲劳奋勇追击，一直追到浦口

江边码头。当时船只都被敌人拉到了

对岸。团里派侦察员过江找回一艘船，

载着我们过江登陆。”

“我们进入南京后，老百姓敲锣打

鼓夹道欢迎，有人开着吉普车给我们拍

照。我作为团里的卫生员，虽然浑身湿

漉漉地扛着担架，但别提多骄傲了。”此

后，李洪杰随部队奔赴浙江，一路上参

加 了 解 放 洞 头 岛 战 斗 和 数 次 剿 匪 战

斗。307 团之后转为海防部队，李洪杰

就在浙江沿海地区服役多年，后来脱下

军装返回家乡，当了几十年村医，用在

部队学到的医护知识，为村民服务了半

辈子。

2015 年 9 月 3 日，李洪杰受邀参加

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

“这是我的光荣，更是铁道游击队

的荣耀。有生之年我要继续宣讲铁道

游击队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那

段红色历史。现在我年纪大了，不能再

冲锋陷阵，但我永远热爱党，一生无悔

跟党走。”李洪杰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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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你们的帮助，事情才处理得

这么圆满，让我真正体会到作为一名退

役军人受到的尊崇。”前不久，55 岁的退

役军人胡某来到贵州省铜仁市退役军人

法律援助工作站，对工作站帮助他解决

劳动合同纠纷表示感谢。

“ 我 们 要 带 着 感 情 和 责 任 为 退 役

军人解难题、办实事，把党和政府的关

爱送到老兵心坎上。”铜仁市退役军人

事 务 局 领 导 介 绍 ，今 年 开 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以 来 ，他 们 联 合 铜 仁 军 分 区 政 治

工 作 处 开 展“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活 动 ，

其 中 一 项 就 是“ 法 律 服 务 进 家 门 ”，组

织 市 县 乡 三 级 退 役 军 人 法 律 援 助 站

（点）工作人员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

基层，开展知识讲座和法律咨询，普及

与广大退役军人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

知 识 ，帮 助 退 役 军 人 解 决“ 急 难 愁 盼 ”

问题，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据 统 计 ， 铜 仁 市 目 前 成 立 了 11

个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作站，通过线

上线下服务，为退役军人提供法律咨

询 3000 余 次 ， 调 解 和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69 件。

贵州铜仁军地携手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将暖心事办到老兵心坎上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张峙翔 祝光强

动态·一线传真

在江苏省邳州市官湖镇退役军人

邵晓明家中，一支外壳已褪色的钢笔，

被醒目地摆放在客厅的玻璃柜里。

这支钢笔是邵晓明的父亲邵刚在

新 疆 军 区 某 团 服 役 时 ，第 一 次 作 为 党

代 表 参 加 团 党 代 会 的 纪 念 品 ，也 是 这

对 父 子 兵 铁 心 向 党 、传 承 忠 诚 基 因 的

见证。

1964 年，21 岁的邵刚参军来到大漠

戈壁。新兵刚下连，积极上进的邵刚就

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想当党员，先当训练尖子！”指导

员的话让邵刚有了努力的方向。他向

团里的训练能手学习军事技能，不断提

升训练成绩。入伍 4 年，他先后获得五

好战士、优等炮手等荣誉，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

成 为 一 名 党 员 后 ，邵 刚 对 自 己 要

求更加严格，事事冲在前、争先进，当

班 长 、当 排 长 ，再 到 成 长 为 连 队 指 导

员 。 那 支 钢 笔 ，就 是 邵 刚 担 任 指 导 员

期 间 ，作 为 党 代 表 参 加 团 党 代 会 时 发

的纪念品，那也是他的军旅“高光”时

刻。

大 事 难 事 方 显 忠 诚 底 色 。 1982

年，部队精简整编，邵刚向组织递交了

转业申请。“说不想留那是假话，但我

是一名党员，要带头牺牲小我、顾全大

局，给大家作表率！”邵刚坦言，“部队

武 器 装 备 越 来 越 先 进 ，作 战 和 指 挥 模

式 变 化 很 大 。 我 的 学 历 低 ，不 能 当 部

队发展的‘绊脚石’，转身也是为强军

作贡献。”

“ 心 中 装 着 责 任 ，在 哪 儿 都 能 发

光。”邵刚从部队转业后，回到家乡担任

乡里的司法助理，每天面对的都是百姓

琐事，他却干得乐此不疲。退休后，邵

刚为民服务的脚步没有停下，义务担任

政策宣讲员和红色讲解员，经常参加一

些公益活动，“一名党员，无论多大年

纪，都要在党龄的年轮上留下为党、为

国、为民奉献的印记。”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邵晓明立起

了人生坐标。1990 年，邵晓明怀着一腔

热血参军入伍。临行前，邵刚将自己珍

藏的那支钢笔送给儿子，邵晓明也将父

亲的嘱托和期望记在心间。

到了部队，邵晓明以父亲为榜样，

刻苦训练，争当训练标兵，多次被表彰

为 优 秀 士 兵 ，荣 立 个 人 三 等 功 。 1994

年，同样是入伍的第 4 个年头，邵晓明光

荣入党。

1996 年，邵晓明离开军营，回到家

乡 江 苏 省 邳 州 市 ，在 官 湖 镇 武 装 部 工

作。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支陪

伴他 6 年的钢笔小心地摆放在家中的玻

璃柜里。虽然脱下军装，邵晓明“兵味”

依旧，经常早晨起床跑 5 公里。工作中，

他也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民

兵训练中从严从难，真打实练。曾有一

些老同志“善意”提醒他：“民兵训练别

太较真，差不多就行了。”邵晓明说：“民

兵也是兵，平时训练走过场，打仗时就

派不上用场。”

2020 年，邳州市连降暴雨，河道水

位急速上涨，大坝面临决堤危险。邵晓

明第一时间向上级请缨，带领民兵突击

队担负大坝值守巡逻任务，连续奋战多

个昼夜，排除多处险情。

危险面前，邵晓明是公认的“拼命

三郎”；厉行节约，他是出了名的精打细

算。训练打靶时，因不少民兵不熟悉枪

支 维 护 保 养 ，经 常 出 现 浪 费 枪 油 的 问

题。邵晓明发现后立刻落实了两件事：

一是召集大家学习枪械结构知识，练习

枪 械 分 解 结 合 ；二 是 结 合 当 兵 时 的 经

验，用注射器计量步枪保养用油，降低

训练资源损耗。

一 支 钢 笔“ 绘 ”初 心 。 多 年 来 ，邵

晓 明 牢 记 父 亲 的 嘱 托 ，用 行 动 诠 释 一

名党员的好样子，先后荣获“优秀共产

党员”“基层武装工作先进个人”等荣

誉。前不久，邵家父子不忘初心、续写

忠 诚 的 事 迹 ，还 被 搬 上 邳 州 市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讲 堂 ，成 为 该 市 党 员 效 仿 学 习

的身边典型。

一对父子老兵党员的忠诚“接力”

一支钢笔“绘”初心
■本报记者 韩 成 通讯员 刘海林 张 威

6 月中旬，北京卫戍区组

织离职干部休养所为老党员颁

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并

开展“我与党旗合个影”主题教

育活动。看着屏幕上一张张发

黄的入党申请书，想起自己入

党时写下的誓言，老党员们激

动不已。

图为仪式现场，老党员刘

凤棠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

徐嘉宁摄

“光荣在党50年”

重温誓词忆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