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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军旅回眸
“党培养了我，还给我这样的荣光，

这是一份极高的荣誉。”从湖南省军区

长沙退休干部休养所领取了“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后，老兵甘楚雄难掩激动。

68 年前，甘楚雄的一个选择，改变

了他的人生。

1953年 8月底，湖南长沙正值酷暑，

18 岁的甘楚雄每天在教室里挥汗如雨，

准备参加高考。“你们跟我去一趟办公

室。”一天，班主任走进教室，点名让甘楚

雄和几位同学跟他走，“‘哈军工’要从地

方挑选一批优秀青年，学校决定保送你

们去深造，3天后出发。”

那时的甘楚雄并不了解简称“哈军

工”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一所什么

样的院校，但听说是去部队的大学学

习，还是“兴奋极了”。开学前两天，他

和同学随北上的列车出发，“连背包都

没打，穿着短袖说走就走。”

让 甘 楚 雄 欣 喜 的 是 ，在 北 京 转 车

时，招生人员带着这群从没有走出过湖

南的青年学生去了一趟天安门。“那真

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看到那么漂亮的

首都，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感 动 接 踵 而 来 。 刚 到 哈 尔 滨 ，一

下火车，接站的同志立刻把备好的衣

物 拿 出 来 ，给 衣 衫 单 薄 的 学 生 们 穿

上。从军路上，甘楚雄深切感受到来

自部队的温暖。

没想到，抵校第二天，更大的惊喜

出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

赓专门来到宿舍看望青年学生，“陈赓

院长喊我们‘湖南伢子’，说我们是国家

的宝贝。”

在甘楚雄眼中，这位驰骋疆场的湖

南老乡是那么高大伟岸，又是那么温厚

亲和，“陈赓院长的关心给了我们很大的

鼓舞，当时我就想着要好好学习、训练，

把国防建设需要当作人生的方向。”

那时，从地方保送的学员需要先进

入预科学习，主要是接受政治教育和军

事训练。几个月摸爬滚打后，甘楚雄黑

了，也壮了，“更重要的是强化了革命意

志，奠定了我此后忠于党、忠于祖国、忠

于人民的思想基础。”

“我的入党申请是 7 月 1 日正式得

到组织批准的。”即使过去了 64 年，谈

及入党经历，甘楚雄依然很激动，“那时

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1957年，甘楚雄读大三。当时，他是

副班长，学业优异，思想坚定，递交入党申

请书后很快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但因为

一件事，甘楚雄差点没能按时转正。

那年暑假，考虑到很多学员几年没

回家，科主任安排甘楚雄为大家购买火

车票。支委会上，有支委认为甘楚雄此

举扰乱了学校秩序，应该延长预备期。

科主任及时站出来，表示这是他做的决

定。“所以后来预备期只给我延长了 1

个月。”如今回忆起这一幕，甘楚雄仍只

有一句话，“坚决按组织要求来”。

入党如此，他的婚姻大事亦如此。

由于甘楚雄所学专业严格保密，对结婚

对象的审查也比较严格。因为妻子一

位亲属的身份问题，甘楚雄的结婚申请

“好事多磨”。

“他的爱人也是一名党员，我们不

信任自己的同志还能信任谁？”组织再

三权衡，最终批准了甘楚雄的结婚申

请。

预科 1 年，本科 5 年，1959 年，甘楚

雄以全优成绩从学院的火箭设计专业

毕业，留校任教。

上世纪 60 年代末，中央军委指示

学院开展反坦克武器研制。1970 年 8

月，院系南迁湖南长沙的任务尚未完

成，甘楚雄的家还在哈尔滨，他就被派

往原广州军区参加科研任务，“一去就

是三四年，搬家都是同事帮的忙。”

当时，学校各种教学科研设备尚未

启封，一切只能靠自己动手创制。凭着

专业技术知识和报效国家的决心，甘楚

雄和战友攻克重大技术难关，研制出抗

击集群坦克进攻的武器装备。该装备定

型并装备部队后，甘楚雄带着集体一等

功和个人二等功返校，又马不停蹄投入

气象探测火箭研制项目。随着“织女”系

列火箭的陆续升空，甘楚雄先后获得 6项

高等级科技成果奖项并多次立功受奖，

1991年获得国务院首批政府特殊津贴。

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从国防

科技大学原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教授

的岗位退休后，甘楚雄热情不减，长期

为地方航空部门做技术指导。在他看

来，“我虽然退休了，但为党和国家的航

天事业作贡献义不容辞。”

86 岁老兵甘楚雄矢志一生献身国防科研事业—

最 是 风 雨 见 初 心
■席方丹

“那个连续救了 5 个人的英雄，到底

是谁？”7 月 20 日，一条视频在河南郑州

市民的微信朋友圈刷屏，大家都在追问

同一个问题。

当天，持续强降雨导致郑州京广北

路隧道严重积水，一些车辆在水中打转，

有人被卷入洪水之中，眼看就要沉没。

一名男子见状，冒雨奋力向被困人员游

去，先后救出 5 人。有群众拍下这段救

人视频，发到网上后感动无数网友。后

经多方寻找，大家才知道救人者是 45 岁

的网约车司机杨俊魁，曾在某特种大队

服役。

“ 救 人 的 英 雄 是 谁 ？”“ 是 退 役 军

人！”……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以

来，类似的新闻多次刷屏，寻人结果也多

次指向同一个群体——退役军人。

曾在第 83 集团军“飞虎劲旅”服役

的老兵赵子墨和朋友在洛阳旅游，7 月

21 日通过网络看到老部队参与救灾的

新闻后，立即萌生了一个念头：去找老部

队参加抗洪。他开车找到参与救灾的第

83 集团军某旅申请加入救灾行列，任务

结束后他又转战卫辉市，跟随另一支部

队转移受灾群众。

获悉河南多地受灾、有群众被困，

很多退役军人做出了和赵子墨同样的

选择。

7 月 22 日，河南省封丘县一名老兵

在微信群发出参与救援的倡议，立刻得

到 15 位战友的响应，并很快筹集到相关

救援物资。在新乡下高速时因水太深汽

车无法通行，他们就搭乘部队车辆来到

抗洪一线，背上沙袋奔向河堤。

山 东 退 役 军 人 救 援 队 来 了 ，河 北

高 碑 店 退 役 军 人 志 愿 服 务 队 来 了 ，湖

北战友集团“张富清老兵志愿服务队”

来了……许许多多退役军人自发组织

队伍、筹集物资，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抗

洪一线。

“退役了还参加抗洪，出工出力出

钱，到底图个啥？”每当听到类似的问题，

赵子墨都会这样回答：“虽然身上的军装

脱下了，但心里的军装依然‘穿’着。”

戎装虽脱，使命未忘。不少参加抗

洪抢险的老兵告诉记者，作为退役军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已刻进骨子

里、融入血脉中，在国家和人民需要时会

条件反射般冲上去，来不及考虑利益得

失、个人安危。

7 月 20 日，武警河南总队退役军人

吴彤开着私家车路过郑州营岗地铁站

时，看到两个女孩在洪流中抱着一棵树，

水深齐腰，随时有脱手落水的危险。吴

彤立刻猛踩油门，将二人救上车，孰料一

个大浪打来车被冲走，幸好被路中间的

横梁挡住。他及时下车呼叫周围群众帮

忙，把两名女孩转移到安全地带，自己的

车却不得不弃于水中。一旁的群众都替

他惋惜，浑身湿透的吴彤却摆摆手说：

“人救了，就不说车了！”

河南郑州，开饭店的老兵张国锁用

冰箱里的所有食材做了几盆大锅菜，让

救援人员吃上了热乎饭；许多乘客被困

在郑州地铁 5 号线列车车厢，老兵张冰

阳手持急救斧为他们敲开救援通道；第

83 集团军某旅退役军人郭正海、石杨和

郑鹏滨购买救援物资送到老部队抗洪一

线，并主动参与执行任务……

这一幕幕场景，发生在抗洪一线的

各个点位，许多老兵都在用实际行动为

战胜洪灾贡献力量。

当抗洪接近尾声，从全国各地赶来

的退役军人收拾行囊，陆续返回自己的

工作岗位。赵子墨连续多天跟随第 83

集团军某旅参与抗洪救灾，和上士马艺

玮结下深厚的战友情谊。

“送他点什么好呢？”临别之际，马艺

玮思来想去，向领导请示后决定把运输

车上“83 集团军来了”的横幅，送给赵子

墨留作纪念，其中饱含着一层深意——

当洪水来临、群众被困时，第 83 集

团军的现役官兵来了，第 83 集团军的退

役军人也来了……

抗
洪
一
线
，又
见
他
们
的
身
影

—

全
国
广
大
退
役
军
人
支
援
河
南
抗
洪
抢
险
一
瞥

■
孙
立
超

武
志
远

本
报
记
者

周

远

年年“八一”，又到“八一”。

庆祝了党的百年华诞不久，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迎来自己的生

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人民军队，旌

旗如画。

“要关爱退役军人，他们为保家卫国

作出了贡献。”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

业路到复兴路，穿越记忆的隧道，沿着历

史的脉络，我们看到，一道穿越时空的尊

崇之光，映照着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征程。

（一）

1921 年 7 月，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

刻，中国共产党创立并开始播撒中国革

命的火种。腥风血雨中，中国共产党逐

步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拿起枪杆子

带领人民军队浴血奋战 28 年，前仆后

继，打出一个新中国。

自古以来，有战斗就有牺牲。拥有

了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从掌握枪杆

子 之 初 就 高 度 重 视 军 人 安 置 抚 恤 工

作。井冈山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优待

条例》《红军抚恤条例》等文件先后颁

布。苏维埃中央政府设有红军抚恤处，

在中央苏区成立红军战士残废院，在苏

区 城 市 设 立 优 待 红 军 家 属 委 员 会 。

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为解决

伤残战士的医疗问题，中央卫生部创建

了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是我国最早

的优抚医院。

1941 年，时值抗战，中央军委发出

指示，规定“年老军人有政治、行政工作

能力者，转移到地方政府及地方党部工

作”。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统一进行

退役工作安排。抗战胜利后，为精兵简

政，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复员工作

的指示》，对复员人员按照军龄长短发

给一定量的小米作为胜利生产补助金，

复员人员回到地方后，设法拨给土地并

帮助解决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解放区逐渐扩

大 ，政 权 建 设 和 城 乡 管 理 需 要 大 量 干

部。1949 年 2 月，为解决地方干部人手

不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出“把军队

变为工作队”的指示，大批部队干部转

业到地方工作。

战争年代，这些优抚政策极大鼓舞

了军心士气，广大军民同仇敌忾、共御

外侮，最终夺取战争胜利。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南

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广大退役军人，先

后制定一系列法规制度，作出一系列决

策指示，为退役军人工作指明了方向。

由于国家工作重心由战争向和平建

设转变，大批军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

身工农业生产。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

份关于军人退役安置文件《关于人民解放

军 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颁布，第一

次大规模精简退役工作拉开序幕。各地

迅即开办大批退役军人速成中学和文化

学校，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退役军人，在

接受教育培训后奔赴经济建设新战场。

从 1952 年起，人民解放军开始成建

制地集体退役。征尘未洗的整师整团

官兵，转身成为建设祖国的铁路、水利、

林业、石油、建筑、屯垦大军。

在广大农村，从 1950 年开始到 1958

年结束，全国共安置退役士兵 482 万余

人，占到退役军人总量的90%以上。

1958 年，国家建立退休制度，国务

院制定颁布相关规定，标志着军队干部

离退休制度正式建立。

那些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向

死而生的千千万万烈士，党和国家从未

忘记。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

宪法中，明确了保障残疾军人生活、优

抚革命烈士家属、优待革命军人家属的

条款，把优抚工作和烈士褒扬工作用国

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退役军人工作，

为人民解放军的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大批军队官兵

从军事战线转移到经济建设各条战线。

为了使退役军人尽快适应新的任务，国务

院、中央军委指导各地建立“军地两用人

才培训中心”“军地两用人才介绍所”等服

务机构，选拔使用大批军地两用人才。

197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兵役

制问题的决定》，除农村义务兵外，退役城

镇义务兵（含伤病残义务兵）、转业志愿

兵、复员干部安置均有了不同的政策。

1992 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退役军

人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2001 年 1

月，《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出台，

延续多年的单一计划安置方式被打破。

2011年 11月，国家建立城乡一体的

以扶持就业为主，自主就业、安排工作、退

休、供养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退役士兵安

置制度。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和完善扶

持退役士兵创业就业优惠政策，加强了退

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

（四）

400 万名退役军人得到妥善安置，

抚恤补助标准连年提高，部分退役士兵

社会保险得以接续，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环境不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退役军人工作革故鼎新，砥砺前

行。伴随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加快

推进，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完善，退

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深入人心。

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刻。

2018 年 4 月 16 日，退役军人事务部

正式挂牌成立，一个全新机构登上历史

舞台。2019 年 3 月，全国县级以上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全部挂牌运行。当年年

底，全国六级 64 万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相继成立，一个政府机构强力主

导、服务体系积极作为、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的“三驾马车”式退役军人工作新

格局逐步形成。

这是令人欣慰的一刻。

2014年 9月 30日，国家首个“烈士纪

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人

民英雄纪念碑前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同一时刻，全国各族群众举行多种公祭活

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视死忽

如归”的民族英雄，不论长眠何处，都值

得 永 远 缅 怀 和 铭 记 。 2011 年 ，修 订 的

《烈士褒扬条例》首次将境外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管理工作写入法规。2013 年

起，中韩双方启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 骸 迎 回 安 葬 事 宜 ，至 今 共 迎 接 7 批

716 位烈士回家。

这是令人自豪的一刻。

2018 年 11 月 10 日 ，吴 洪 甫 、刘 传

健、谢彬蓉等 20 位退役军人走上舞台，

获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自此，这份

崇高的荣誉激发了广大退役军人的自

豪感、荣誉感、责任感，也激励广大干部

群众学习榜样、争当先锋。

喜讯连着喜讯。自 2018 年 8 月以

来，金灿灿的“光荣之家”门牌，在神州

大地的每个角落闪耀，彰显着一个国家

的褒奖，骄傲着一支军队的荣光。

这是令人振奋的一刻。

2021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退役军人保障法》正式施行。与之相配

套的《烈士褒扬条例》修订，《退役军人

安置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也将

陆续制定修订。与此同时，有关退役军

人移交接收安置、就业创业、优待抚恤、

关心关爱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密集出台。

不负期望，不负厚爱。在抗疫前线、

抗洪前沿和脱贫攻坚一线，在各项急难

险重任务面前，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

候，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起千千

万万退役军人，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不

怕牺牲、甘于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铮铮誓言。

时间流逝不舍昼夜，前进航程击鼓

催征。百年奋斗，圆梦正在今朝；千秋伟

业，百年只是序章。广大退役军人和各

级退役军人工作者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信

念与信心，用忠诚和担当融入新时代的

洪流，汇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左上图：2020 年，山东省临沂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开展“荣归沂蒙，再启征

程”活动，组织社会各界热烈欢迎退役

军人返乡。

李永臣摄

尊崇之光 穿越时空
—回望党领导下的退役军人工作发展历程

■吕高排

每逢“八一”，老兵张吉昌都会把

自己的“百宝箱”拿出来，把珍藏的奖

章、证书和留影细细端详一番。其中

有一张已经发黄变脆的黑白照片。这

张照片，是 1949 年 8 月 1 日他在河北

保定拍摄的，记录着一段难忘的军旅

岁月。

1949 年 8 月 1 日，两名风华正茂

的解放军战士精神抖擞地走在河北保

定西大街上。自 1948年 11月 22日解

放后，保定城到处都呈现一派欣欣向

荣的新气象。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两

名军人走进当地最负盛名的“三淀”照

相馆。那一天是建军节，他们特意利

用难得的半天假日拍照留念。

主意是连长张吉昌提出来的，他

长这么大还没照过相。从 1944 年春

天开始跟着队伍打鬼子，他已经 5年多

没回过山西老家了。此刻，新中国就

要成立了，家乡也解放了，张吉昌就想

着拍张照片寄回老家，让娘看看儿子

在人民军队里长高了、长壮了，还入了

党，当上了连长。张吉昌兴奋地把想

法告诉副连长小赵，俩人一拍即合。

这一年，张吉昌 19岁，人生第一次

站在照相机前，略显羞涩。他对着镜子，

端正帽子，扣好领子，确信匣子枪已稳稳

当当别在腰间。当摄影师发出指令时，

张吉昌（右）屏住呼吸，瞪大眼睛，挺起胸

膛，露出了笑容。

为了记住这难忘的一刻，他俩请摄

影师在照片附上一行字：“二○六师六

一六团合编合影纪念 1949.8.1”，郑重

地把火热的青春定格在奋进的征程中。

从 1949 年“八一”到即将到来的

2021 年“八一”，这张老照片陪伴着主

人从青丝到白发，深藏着一名革命军

人的家国情怀。张吉昌 1944 年 7 月

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1953 年秋，他从朝

鲜战场负伤回国，转业到辽宁省沈阳

市 公 安 局 和 平 分 局 工 作 ，直 到 1990

年离休。

作为党的事业的见证者、亲历者，

有着 74年党龄的张吉昌常常满怀深情

地对家中晚辈说：“我每年有 4 个重要

的日子，一是自己的生日，二是党的生

日，三是建军节，四是警察节。是父母

给了我生命，是党指引了我人生的方

向，是人民军队培养了我，是为民爱民

的从警生涯让我实现人生价值。所

以，我愿用一生追随党。”

定格硝烟中的火热青春
■江 颖

动态·一线传真

“八一”前夕，江西省九江市浔阳

区甘棠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邀请老兵

曹钲升来到辖区一所幼儿园，为小朋

友们讲述战斗故事，在孩子们心中种

下红色的种子，与他们一起庆祝“八

一”建军节。

江 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