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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正满的微信名叫“老船长”，名副

其实。

从 1978 年 入 伍 那 一 天 开 始 ，窦 正

满就与大海和船舶结下不解之缘。26

年军旅生涯中，他驾驶过不同种类的军

用船只，航迹遍及我国沿海各个港口，

对于中国沿海海域的水文、气象、港口

情况烂熟于心，被同行称为“活海图”。

有一次，一个 80 米长、60 米宽的方

形 沉 箱 ，要 用 拖 轮 从 江 南 造 船 厂 运 到

130 海 里 外 的 东 海 大 桥 。 沉 箱 体 积 巨

大，运输中漂浮不定，航道却非常狭窄，

需要一位专业能力出众的“船长”来指

挥。上海海事局通航部门思虑再三，最

终请窦正满担负指挥任务。

在浩瀚大海定位一个沉箱，难度可

想而知。然而，窦正满运筹自如。“各号

注意，各号注意！船队即将出发。”繁忙

的港口船来船往，巨型沉箱在 4 艘大功

率全回转拖轮的保护下整装待发。窦

正满头戴安全帽，手持对讲机，双脚跨

立在指挥平台。伴随着他低沉有力的

声音，巨型沉箱被牵引着驶出港口。仅

用了一天时间，窦正满便将这个庞然大

物精确无误地固定在指定位置。

窦正满高超的专业技能，引得上海港

有关领导伸来橄榄枝，邀请他退役后去工

作。窦正满却有自己的想法——去更广

阔的天地创业，为社会贡献更大的力量。

这个选择，开启了窦正满不一样的

人生篇章。

2004 年，时任原国防科工委航天远

洋测量船基地教练船长的窦正满，自主

择业后联合 3 位战友，从上海一家船务

公司买了艘旧拖轮，创办了一家拖轮公

司，走上了创业之路。

在国有大企业占据绝对市场份额

的水上运输行业，一家刚成立的民营企

业想要承接业务，困难可想而知。窦正

满坚信，唯有诚信与担当才能立足。

“退役军人能吃苦、讲信用。”窦正

满说，创业最初那几年，正是靠着和几

位战友团结一心，并肩战斗，公司才能

战胜一个又一个“风浪”。

2005 年春节前，他们从江苏张家港

运一批机械设备到天津，航行至山东青

岛外海时遇到寒潮。“海面风力达 10 级，

海水打上甲板随即结冰，很多船员因严

重晕船呕吐不止。”大风大浪中，窦正满

和战友们咬牙坚持，硬是撑过近 30 个小

时，按时将设备交给客户。

随着洋山深水港、东海大桥、杭州湾

跨海大桥等大型工程陆续开工兴建，窦正

满的公司业务量逐年增大，一次次圆满完

成的工作让他们逐渐树起口碑，成为我国

大型民营拖轮企业之一。

“这些和我一起拼过命的战友，无论

什么时候，都是我最信得过的人。”窦正满

说。多年来，他充分利用自己企业的平台，

尽力帮助退役军人就业。目前，公司近

300名员工中，有近三分之一是退役军人。

2015 年，窦正满受聘担任全国自主

择业干部就业创业导师。他积极参与

相关政策理论研究和项目论证，无论工

作多忙都抽时间参加活动，与自主择业

干部进行交流，悉心指导。

“如果社会是一艘船，关爱就是茫

茫大海中的一盏明灯。军队培养了我，

时代成就了我，我要把回馈社会当作责

任和义务。”窦正满说。

在企业里，窦正满视员工为家人。

谁家子女考上重点大学，他一定把孩子

请来，亲自送上祝福和红包。哪位员工

家庭困难，他第一时间派人慰问，尽可

能提供帮助。2020 年春节后，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公司里武汉籍船员未能到

岗，按公司规定只能发放基本工资。可

到了年底，这些船员惊喜地发现，那些

扣除的工资竟被悄悄补上了。

在企业外，窦正满把父老乡亲放在

心上。看到家乡的村道多年仍是“晴天

灰蒙蒙，雨天水汪汪”，他主动出资修

整，让附近几个村的乡亲们告别了“行

路难”。看到河南固始黄港小学因缺乏

资金，正在修建的新校舍面临停工，他

号召相熟的企业家捐款，自己也慷慨解

囊，为学校解了燃眉之急。

2021 年 7 月 1 日，党龄 39 年的窦正

满给自己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政治生日：

他将平时积攒的 100 万元拿出来，捐赠

给自己的母校——江苏省淮安市洪泽

区朱坝中学，一所偏远的乡村学校。他

希望用这笔资金奖励教师，把他们留在

乡村学校；用这笔资金资助学生，让他

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窦正满的善举，感

动了当地群众，大家推举他担任洪泽区

爱心助学基金会监事长。

谈及未来的打算，窦正满说，要继

续把企业做大做强。企业强大了，员工

的幸福感才会更强，他才能更好地承担

社会责任，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风正劲，帆正悬。“老船长”乘风破

浪，扬帆远航。

制图：扈 硕

“ 老 船 长 ”的 新 航 迹
——记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窦正满

■吕高排

最美退役军人

左图：窦正满（左二）在施工现场与工作人员交流。右图：窦正满在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建设现场。 作者供图

“我父亲走失了。他患有阿尔茨

海默病，能帮帮我们吗？”近日，一个求

助电话打到浙江省义乌市民间紧急救

援协会。

接电话的是救援协会退役军人救

援突击队队长余旭含。详细了解情况

后，他立即在突击队的微信群中发布紧

急寻人通知。很快，10 余名身穿红色

救援服的退役军人集结完毕。打电话、

看监控、问路人……在老人最后出现的

地点，队员们兵分多路展开搜寻。3 个

小时后，他们在一处隐蔽的山坳中找到

走失老人。

“这是我们找到的第 106 位走失

者。”谈起近年来的搜救经历，余旭含

介绍，“我们是一支以退役军人为骨干

的民间救援队伍，主要开展义乌及周

边 地 区 自 然 灾 害 和 社 会 公 益 救 援 服

务。”

2014 年，义乌市民间紧急救援协

会成立，身着红色救援服的会员们，被

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义乌红”。协会

最初 326 名正式会员中，退役军人占

近五分之一，其中不少人是消防兵、空

降兵等专业兵种出身。为了更好发挥

退役军人专业能力强、身体素质好的

优势，2015 年 8 月，救援协会成立了一

支由 35 名退役军人组成的救援突击

队，专门担负急难险重救援任务。他

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其中大

多数是党员。

2015 年，余旭含从武警某部退役

回 乡 ，很 快 就 加 入 了 救 援 突 击 队 。

“2014 年，我在媒体上看到家乡义乌成

立了一支民间应急救援队，很多老兵

参与其中。我也希望能在退役后继续

发挥所长，所以一回来就找到了‘组

织’。”余旭含说。

“兵贵神速。我们最大的特点是

快！”回忆起第一次参加紧急救援的情

景，退役军人救援突击队现场指挥员吴

志坚记忆犹新。2015 年 11 月，丽水市

雅溪镇里东村突发山体滑坡，数十名群

众被困，情况危急。退役军人救援突击

队 16名队员迅速集结，30分钟内调集 2

台大型挖掘机、1台照明救援车、1辆应

急通信指挥车和 2台热成像仪等专业救

援设备，组成“第一梯队”赶往现场。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冒着山体再次滑坡的危险，队员们在

现场连续奋战 6 天 5 夜，是最后一支撤

出现场的民间救援力量。里东村村民

握着吴志坚开裂的手说：“感谢你们全

力救助，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义乌红”

冲锋的身影。

2017 年 6 月 25 日，兰溪市遭遇特

大洪水，许多房屋被淹。接到求救信

息，退役军人救援突击队 20 余名队员

携带冲锋艇、气垫船等专业装备，迅速

赶赴兰溪参与救援。

“兰江前畈村大堤出现缺口，缺口

情 况 不 明 ，下 游 洲 上 村 河 水 倒 灌 严

重！”当天深夜，接到“迅速查明缺口数

据”的指示后，突击队员朱晓明不顾疲

劳，冒着暴涨的洪水，与队友驾驶气垫

船 向 一 线 进 发 ，经 过 40 分 钟 紧 张 摸

排，终于确认缺口位置。

“气垫船下面是湍急的洪水，上面

是随时可能触碰到的电线。当时顾不

上危险，现在想想都后怕。”回忆当时

的情景，朱晓明说，“多亏在部队经过

专业训练，熟练掌握操作技巧，才能完

成这项任务。”

成立 7 年来，义乌市民间紧急救

援协会退役军人救援突击队人数已增

加 到 75 人 ，编 组 分 队 增 加 到 抢 险 救

援、通信保障、医疗救护 3 个专业，应

急救援能力进一步提升。

“退役军人救援突击队给我们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一个老兵的力

量是有限的，当一群老兵聚在一起，就

能把我们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更好地

践行我们‘退役不褪色’的誓言。”救援

突击队队员蒋海峰说。

下图：2020年 8月，台风“黑格比”

登陆浙江，义乌市民间紧急救援协会

退役军人救援突击队赶赴一线参与抢

险救援。 李向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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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举行零

散烈士墓集中迁葬仪式，将 125名烈士遗

骸安葬至刀靶烈士陵园。驻地官兵、烈

士亲属、退役军人等军地各界代表参加

迁葬仪式。他们纷纷表示，缅怀先烈，要

铭记历史，更要继承先烈遗志，把这片英

雄辈出的红土地建设好，用发展成果告

慰忠魂。

近年来，为缅怀革命烈士、赓续红色

血脉，播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按照“应迁

尽迁、集中管护”的原则，全面开展零散

烈士墓迁葬工作，组织将全区散葬烈士

迁葬到刀靶烈士陵园，在更好守护烈士

的同时，发挥英烈纪念设施的红色阵地

作用。

贵州遵义

集中迁葬 125名散葬烈士
■王世海 杨 洋

河南商丘

车辆起火 老兵破窗救人

3月 26日晚，河南商丘睢阳区两条省

道交会口，一辆疾驰的轿车撞上护栏。家

住附近的退役军人张硕听到巨响，急忙赶

到现场，发现车头着火，驾驶员昏迷不醒，

车门打不开。危急时刻，张硕用灭火器破

开车窗，徒手掰掉玻璃钻入车内，和两位

热心群众一同救出驾驶员。几分钟后，车

辆就发生爆燃。

尽管吸入浓烟呕吐不止，张硕仍坚

持随救护车将伤者送到医院并垫付了医

疗费，直到家属到来后才默默离开。

山西临汾

女童遇险 老兵倒挂施救

3 月 18 日，山西临汾一名 11 岁女孩

在与同学玩耍时，不慎跌入化粪池。听到

呼救声，“外卖小哥”王治学挺身而出。在

热心群众帮助下，他倒挂身体探入化粪

池，抓住女童脚踝将其拉出。利用在海军

服役时掌握的救护技能，他第一时间对女

童进行心肺复苏，帮助她排出口鼻异物，

为医护人员后续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被问及为何不顾污秽全力救助，王治学

说：“当时情况紧急，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

事。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我还会往前冲。”

安徽阜阳

群众落水 老兵两度出手

3月 15日清晨，安徽阜阳退役军人武

强在河边散步。看到一女子跳水轻生，他

迅速跳入水中，拼尽全力将其拉至岸边。

这是今年 3 月以来，武强第二次救

人。3 月 3 日，有早起健身习惯的武强行

至颍河闸西侧时，发现一名女子在电话中

与人争吵，情绪失控后意欲翻越护栏跳

河，被武强拉了回来。

2003 年 转 业 后 ，武 强 不 改 军 人 本

色，热心帮助困难群众。在阜阳市第十

中学工作的他，中考、高考期间，多次主

动把行动不便的考生背送到指定考点，

被当地群众誉为“背背哥”。

（综合各媒体报道 黄凯楠整理）

3 月 27 日 ，第 80 集 团 军 某 旅“ 红

一连”营门前，官兵们军容严整、庄严

肃 立 ，迎 接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特 等 功

臣、“一级战斗英雄”李家发铜塑雕像

入连。

1953 年 7 月，在抗美援朝金城战役

轿岩山战斗中，李家发为给部队清除前

进障碍，毅然用胸膛堵住敌人地堡机枪

眼，牺牲时年仅 19 岁。

“红一连”指导员王乃麟介绍，为了

使英雄精神代代相传，连队选取李家发

张开双臂扑向地堡的英勇形象制作成

纪念雕像，隆重举行雕像入连仪式。他

们还以视频连线方式，邀请从“家发班”

走出去的官兵和退役军人同步参加仪

式，向英雄致敬。

正 在 陆 军 步 兵 学 院 参 加 培 训 的

“ 家 发 班 ”第 20 任 班 长 杨 文 海 第 一 时

间报名参加活动。视频连线中，他深

情地说：“李家发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

代官兵，我们一定要练好打仗本领，当

好新时代‘家发传人’。”

以视频形式参加仪式的还有“家

发班”老兵秦彬彬。2019 年退役的秦

彬彬，如今是河南省南阳市一名消防

员。2021 年夏天，河南遭遇极端强降

雨天气，秦彬彬和队友们第一时间投

入 到 转 移 群 众 、搬 运 物 资 、清 障 排 涝

工 作 中 。“ 李 家 发 精 神 是 我 心 中 一 面

不倒的旗帜。从‘迷彩绿’成为‘火焰

蓝 ’，这 面 旗 帜 永 远 激 励 我 奋 勇 向

前。”秦彬彬说。

军地连线缅怀志愿军一级英雄李家发
■张佳琦 杨正硕 本报记者 刘宝瑞

3月中旬，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全面启动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

待证申领制发工作，截至目前，共有 4200 余人提交申请。图为中江县永

安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老兵沈兵（左一）为当地退役军人建档立

卡，办理优待证。 舒羽泉摄

74 年前，解放吉林长春的解放军

战士递来的一把黄豆，把范传华从死

亡线上拉了回来。11 岁的他当时抱定

了此生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中学毕

业后毅然参军。

退休后，范传华没有选择颐养天

年的轻松生活，主动参加了辽宁大连

老战士报告团，用朴实动人的讲述向

干部群众传递对党和国家的热爱。这

一讲，就是 25 年。

“1948 年 10 月 长 春 解 放 时 ，我 的

父母和弟弟先后病饿离世，我饿得站

都站不起来，是解放军战士给了我一

把黄豆，救了我的命。是中国共产党

把老百姓从苦难的旧社会解救出来，

我永远感谢党。”范传华深情地说，“我

要做一名永不‘退休’的共产党员，通

过我的宣讲，教育年轻人热爱党、热爱

祖国。这也是我后半生的人生追求。”

25 年来，范传华进军营、进学校、

进社区，开展宣讲 600 多场，整理书写

40 多万字的资料。他家中的书架上塞

满了文件夹，分门别类装着各类资料

和宣讲提纲。每次宣讲，范传华都像

第一次一样认真对待，去图书馆查阅

史 料 ，一 遍 遍 修 改 提 纲 ，力 求 做 到 准

确、生动。

“范老在为我们授课后，还特地去

参观了军史馆，了解我们部队的英模

事迹。”海军无棣舰上等兵杨继尧说。

这是范传华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无论

到哪支部队宣讲，他都要听一听那里

的红色故事和英模事迹，收集起来在

以后的宣讲中与更多的听众分享。

范 传 华 还 认 真 保 存 着 厚 厚 一 摞

笔记本，这是他的宣讲“反馈本”。每

次宣讲结束后，他都会邀请一些听众

将感受写在本子上，对于其中提到的

不足之处，力争在之后的宣讲中加以

改进。

“范老年纪大了，平时走路需要人

搀扶，但宣讲时一直坚持站着和官兵

们交流，说到动情处经常眼含泪花。”

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政治工作部宣传

处处长宇启，曾多次邀请范传华来基

地宣讲，“范老的宣讲内容大都源自他

的亲身经历，非常有感染力，官兵们很

愿意听。”

“听范老讲他的童年，我好像切身

感受到当年百姓的苦难。我们不仅要

珍惜现在的生活，更要练好练强本领，

守 护 岁 月 静 好 ，保 卫 祖 国 的 和 平 安

宁。”海军无棣舰政治教导员马天一深

有感触地说。

在大连老战士报告团，像范传华

一样的老兵还有 20 余人。全国劳动

模范石领娣、“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李光祥等都是报告团成员。他们不顾

年事已高、满怀激情地奔波在宣讲革

命传统的路上，无私奉献着自己的光

和热。

前不久，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

兵 来 到 范 传 华 家 中 慰 问 。 官 兵 们 与

范 传 华 一 同 唱 起 当 年 的 战 斗 歌 曲 。

官兵们说，他们会接力把前辈们的精

神传承下去。

老兵范传华义务开展红色宣讲 25 年

做一名永不“退休”的共产党员
■本报记者 张雨晴 通讯员 李木强 王垣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