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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上世纪 60年代，马志选（中）组织官

兵集体学习。 均为受访者供图

制 图：扈 硕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

么响亮……”灿烂阳光下，动听的歌声

回荡在上海市崇明区实验小学操场上

空。校少先队辅导员兼体育教师、退役

军人陶佳乐正娴熟地打着拍子，带领学

生齐声歌唱。

“立正！向右看齐！”一曲唱罢，陶

佳乐迅速整理好队伍。片刻后，他再次

扬起双手，打出新的节拍。学生们挺直

腰杆，唱响另一支红歌。

站军姿、唱红歌……这是陶佳乐上

体育课时的“标配”内容。2009 年从事

体育教学以来，陶佳乐创新教学方法，

将军事化训练内容融入小学体育课堂，

在增强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培养他们

的爱国情、报国志。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陶佳乐说，

“把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根植于孩子心

灵深处，让祖国的花朵向阳生长。”

2004 年 12 月，在上海体育学院体

育教育专业读大二的陶佳乐参军入伍，

成为原南京军区陆军航空兵某部的一

名 地 勤 兵 。 2 年 间 ，他 精 心 守 护“ 战

鹰”，养成严谨细致、雷厉风行的工作作

风。一次演习任务中，陶佳乐因及时排

除装备故障，荣立三等功。

2006 年退役后，陶佳乐回到学校

继续学业。曾经的军旅经历，让他对体

育教学有了新的思考：在体育课堂中注

入军事元素，更有利于培养学生阳光心

态和阳刚气质。2009 年来到崇明县大

同小学任教后，陶佳乐取得学校支持，

开始试点“军事+体育”教学模式。

从基础的队列训练、喊口号、唱红

歌，到趣味性更强的军体拳、蛇形跑，学

生们学得津津有味，热情满满。“一到上

体育课的时间，孩子们像一群小老虎似

的，特别兴奋。”陶佳乐笑着说。

2011 年，陶佳乐调到崇明县实验

小学（2017 年改为崇明区实验小学）任

教。他继续实践“军事+体育”的教学

模式，受到学生、家长和学校的一致好

评。2015 年，陶佳乐被任命为校少先

队辅导员。

“今天早上升国旗，陶老师请来了

学长仇天成哥哥，他参加过大阅兵，太

帅 了 ！”在 2019 年 的 一 场 升 国 旗 仪 式

上，陶佳乐将毕业于该校、曾参加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的

仇天成请到现场。仇天成挺拔的军姿、

标准的动作，赢得学生们的赞叹。“不少

孩子当场对我说，要学好文化、锻炼好

身体，将来参军报效祖国。”陶佳乐说。

组织学生到军营参观、开展徒步拉

练……陶佳乐多次带领学生走出校园，

参加军事体验类项目。“外出拉练途中，

陶老师一直鼓励我们。有的同学脚上打

了血泡，依然坚持往前走。”崇明区实验

小学足球队的朱博文说。

为了让学生在校园之外也能“动起

来、跑起来、跳起来”，陶佳乐精心设计

了 10 余个趣味运动小游戏，录制成教

学视频，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开展体育

运动，提高身体素质。

水果、饮料瓶、纸张，都成为这些趣

味小游戏的“道具”。两人相对而立，左

右手依次抛接橙子而不使橙子落地的

游戏，被陶佳乐取名为“心想事‘橙’”，

用来提高学生手眼配合度，提升专注

力。将废弃的纸张捏成团，双脚夹住纸

团投进指定的篮子中，被陶佳乐称为

“纸团‘废’舞”，用来锻炼学生的身体协

调能力……在陶佳乐的带动下，该校学

生的运动量大幅提升，肥胖和视力不良

比例逐年下降。

“学生是祖国的花朵，只有体魄强

健、心态阳光，才能健康成长。”陶佳乐

说 ，“ 虽 然 脱 下 军 装 ，我 依 然 是 个 兵 。

我要做一颗蒲公英的种子，把人民军

队的好传统深植在校园中，守护青少

年的成长。”

上图：陶佳乐带领小学生进行少

先队入队宣誓。

赵宏亮摄

上
海
市
崇
明
区
实
验
小
学
﹃
兵
教
师
﹄
陶
佳
乐—

让
祖
国
的
花
朵
向
阳
生
长

■
钱

颖

季
佳
倩

和许多老兵不同，老红军马志选没

有把这么多年获得的各类奖章、纪念章

珍藏在柜子里，而是一直挂在那件老式

军装上。

“您这成天挂着是显摆呀？”儿女们

打趣地问。

“和军装放在一起、穿在身上，不

容易丢。”轻轻抚摸其中一枚中心是颗

红五星的纪念章，马志选言语间透着

自豪：“这是奖励给老红军的，别人没

有……”

2016年 10月，山西省军区一位领导

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纪念

章送到马志选手中时，老人的眼泪“唰”

地一下涌出来，捂着脸哭得像个孩子。

“我活到这么大岁数，党一直关心

着我……80 年了，国家没忘了我……”

这是马志选的大女儿马建华第一

次见父亲流泪。“他打了上百场仗，手指

头被子弹打断、右胳膊让弹片穿透都没

哭，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掉眼泪……”

面对党和国家的关爱，儿女眼中

“山一般刚强”的父亲，干休所工作人员

眼中“山一般深沉”的老首长，如孩童一

般，再也藏不住心底的深情。

104 岁的老红军马志选，把对党和

国家的爱，融进了山一般的信仰。

山的坚定

80 多 年 后 ，父 子
三人“重逢”

上海东方绿舟国防教育基地红军

足印纪念园里，有一枚马志选的右足印，

拓印在金属质地的足印碑上。凭着留下

足印的“铁脚板”，马志选 3次走过茫茫草

地，2次翻越皑皑雪山。

1932年，红军进入四川省到达平昌

县时，穷得没饭吃的马志选和父亲马天

福正栖身在山里一座寺庙中。听说红

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父子俩一同

踏上从军路。他们当时并不知道，马志

选的三哥、在四川省营山县扛长工的马

礼选，第二年也加入了红军队伍。

长征时期，马志选与父亲分属不

同的部队。出发前，父亲找到马志选，

嘱咐他“万事小心”，还将身上一半的

粮食分给他。匆匆一面，父子俩各自

踏上征途。

这段行军路，他们历经万难：“一天

里也找不到能喝的水，吃了有毒的蘑菇

全身发肿……第二次过草地，100 多人

的连队，只有 60 多人走出来……跟着

战友的遗骸走，不用找什么向导……”

马志选咬着牙挺过一关又一关，父

亲却长眠在长征途中。他后来得知，担

任炊事员的父亲在爬雪山时，怎么也不

肯丢下身上的行军锅，狂风袭来，连人

带锅跌入山谷。

像翻过的雪山一样坚定，马志选把

悲痛埋在心底，继续跟着队伍向前走。

当时通信不便，直到 1936 年部队攻打

甘肃山城堡之前，他才从同乡口中意外

得知，三哥马礼选也参了军。

“你哥当排长了，已经跟着西路军

过黄河啦！”这是马志选得到的关于三

哥的最后一条消息。此后 81 年，马礼

选音讯全无。

2017 年，在红军西路军后代联谊

会 帮 助 下 ，马 志 选 得 知 三 哥 早 已 在

1937 年的马场滩战斗中牺牲。

那一战打得悲壮！马礼选所在的

红军西路军 30 军 89 师 264 团在与敌人

优势骑兵的激战中，全团官兵壮烈牺

牲。

马志选的二儿子马朝平回忆，得知

消息那天，父亲沉默了好久，后来对他

说：“小平子，你去把三伯的烈士证给办

了吧。”

2018 年，四川省巴中市川陕苏区

将帅碑林纪念馆将马天福、马礼选、马

志选的事迹刻在同一块纪念碑上。碑

文的开篇写道：“全家三人当红军，父子

二人捐躯……”

父子三人，终获“重逢”。

山的坚守

在 山 窝 里 ，一 干
就是近 30 年

新中国成立后，马志选被任命为驻

豫某仓库首任库长，参与新中国第一批

国防仓库的建设。接到调令，马志选只

托人给妻子带了个口信，就率部钻进太

行山深处。

“当时建库条件十分恶劣，没有机

械设备，炸药也少，只能用钢钎、铁锤一

下下凿。”马志选回忆，建库之初的艰

难，正如驻地流传的顺口溜所言，“地窝

当床铺，钢钎磨皮肤。小米不满肚，夜

晚听狼哭”。

洞库建在坡度近 40度的半山腰上，

没有运输通道，马志选带领官兵开山凿

石，硬是打出 2250个整齐的台阶。架设

钢缆时，牵拉钢缆的麻绳承受不住重量

断开，夺走多名官兵的生命……

2014 年，为纪念老一辈建设者，该

部官兵在仓库的制高点——前山哨所

旁立了一块纪念碑。大家说，这是前辈

们在“天梯”上写就的“天书”。

从一个山窝挪到另一个山窝，近

30 年里，马志选先后在太行山区的几

所国防仓库担任库长、主任等职务，直

至离休。

大山深处，马志选的儿女见证着父

亲的坚守。“父亲眼里不揉沙子，谁要是

影响仓库建设、损害集体利益，他准生

气。”马朝平说。

马朝平记得，有一年春节，自己与

库区的几名小伙伴在山里玩耍，不小心

点火烧着了树。幸亏库区消防人员及

时扑灭火苗，才避免了更大损失。但几

个孩子的棉鞋和衣服都烧破了。

“父亲听说这件事后，让我们几个

站成一排。不管是政委还是主任的孩

子，他挨个批评了一通……”那次经历，

马朝平终生难忘。

大山送别了一代代老兵，又迎来一

批 批 新 兵 。“ 新 兵 ”中 ，有 的 也 是“ 老

兵”。几年前从大山深处考入原解放军

信息工程大学的张庆硕，毕业分配时主

动申请回到前山哨所。有好友不解：一

个穷山沟，为什么要留下？张庆硕笑笑

说：“这是仓库的传统。”

这是从仓库首任库长马志选带的

那代兵开始，就留下来的传统。

在马志选家中，几名前来探望的官

兵围坐在他身旁，高声唱起仓库的“库

歌”《山恋》——

“这里的官呐，他个个两鬓斑；这里

的兵呐，他个个是黑脸汉。无怨无悔到

如今，不声不响甘平凡……”

山的坚实

不 能 吃“ 老 本 ”，
要立新功

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

章、三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

章……马志选常穿的那件老式军装上，

一枚枚奖章、纪念章闪闪发光。儿女们

把它们一一拍摄下来，分别配上颁授背

景和马志选军旅经历的文字说明，制成

精美图册，6 个儿女各珍藏一份。

“看到我们把他的荣誉珍藏起来，

父亲对我们说，不要想着吃‘老本’，要

立新功。”马朝平说。

那一年，马朝平打算参军。有位老

战友得知后找到马志选，说可以让马朝

平到自己所在部队去当兵。马志选听

完连连摆手：“怎么能让他在家门口当

兵？要去就去祖国需要的地方！”

马建华、马朝国、马朝平、马朝军……

马志选给儿女们取的名字，每一个都向

着党、向着国家。他希望儿女们把祖国

建设得越来越好。

马建华告诉记者，父亲最开心的时

刻，是听说家里有小辈入了党。他每次

都要多嘱咐几句：“要好好干，能为党和

国家贡献力量，就尽心尽力去做。”

马志选的儿女，有的是大学教授，

有的是化工厂的普通职工。不论在什

么岗位，他们都牢记父亲的教诲，“堂堂

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能干对不

起党、国家和人民的事情”。

年事已高、认为自己很难再为国

家作贡献的马志选，不想给组织添一

点麻烦。2017 年冬天，由于患上肠道

疾病，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可无论

儿女怎么做工作，就是劝不动他。“我

都这把年纪了，不要再浪费国家的医

疗资源，应该把床位让给需要的人。”

马志选说。

后来，还是干休所领导亲自上门，

耐心劝导：“您是老红军，是国家和部队

的财富，在身体健康方面要听组织的

话。”马志选这才住进医院。

2019 年 9 月，山西当地媒体为了拍

摄一段国庆特辑的新闻素材，邀请马志

选前往太原市汾河公园看一看。

“当年我们在这里打仗，山上是一

望无际的黄土，连棵树都没有。如今不

一样了，发展越来越好，漫山遍野都是

树。”马志选一直望着车窗外，喃喃自

语：“太好了，太好了……”

104岁老红军马志选—

老 兵 如 山
■本报记者 潘 娣

这些天，在“炎陵黄桃”产区湖南省

炎陵县，黄澄澄、沉甸甸的黄桃压满了

枝头。摘个黄桃，咬上一口，肉质细，汁

水丰。

多年前，在黄桃丰收的季节，当地山

民却是一脸愁容：桃是好桃子，可走不出

深山，还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如何帮乡亲们用黄桃找到致富门

路？8 年前，这是摆在炎陵县湖田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袁桂雄面前的难题。

2014 年开春，结束了在醴陵市泗汾

村为期 2 年的党建帮扶工作后，51 岁的

株洲市民政局调研员袁桂雄，来到罗霄

山深处的炎陵县湖田村驻村帮扶。湖田

村民兵营长谭湘林帮袁桂雄在村委会安

顿下来，“添置”了一副床板、一个电饭煲

和几包方便面。

湖田村山多田少，虽然紧邻炎帝陵

景区，并没有“沾到老祖宗多少光”。袁

桂雄刚来村里那天，看到村口有一家人

为 了 修 补 破 漏 的 屋 顶 ，全 家 老 小 齐 上

阵。这让生在罗霄山、长在罗霄山的袁

桂雄很是心疼。

19 岁那年，袁桂雄参军走出大山。

14 年的军旅淬炼，让年近半百的他在受

领重回大山驻村帮扶的任务时，没有太

多的犹豫。

“人这一生，总要做几件有意义的

事。扶贫，我是个‘新兵’，但我这个老兵

不怕苦，我一定尽己所能让老区乡亲们

过上好日子。”

湖田村曾有一座横跨洣水的单孔石

桥。由于年久失修，遇有暴雨，河水上涨

漫过桥面，村民只能绕道走。一次山洪

暴发，洪水不仅淹了桥，还淹了村里几百

亩农田。正在市里开会的袁桂雄驱车赶

回村里，连夜组织村民自救。洪水退去，

村里 87 岁的志愿军老兵唐文喜找到袁

桂雄：“袁队，要能把这座桥修好，我在上

面走一回，死了也值！”

袁桂雄筹来资金，组织村里的民兵

拆除旧桥，建起一座能通车的新桥，取名

“连心桥”。

“筑路建桥修水库，群众盼啥我们干

啥。”袁桂雄与同在湖田村扶贫的炎陵县

人武部工作人员一道，谋划为村里修建

了 3 公里长的环村公路，让湖田村成为

炎帝陵景区的“后花园”，大力发展黄桃、

柰李等特色水果种植产业，帮湖田村摘

掉了贫困帽。

2015 年 10 月，卸下了湖田村帮扶任

务的袁桂雄，又转战茶陵县省级贫困村

左江村。袁桂雄在走访中了解到，村里

用电还是自供电。因为没有保障，村民

家里的电器常常成了“摆设”。

“电的问题不解决，左江村的帮扶工

作就没办法开展。”袁桂雄和工作队多方

奔走，联系省电力公司投资改造电路，并

入国家电网。

致富靠集体，脱贫靠产业。左江村

深在大山，山地多、耕地少，依靠传统种

植难成规模。袁桂雄时常在山里边走边

想：这片山地，适合种点啥？在一次县里

组织的招商引资会议上，他了解到种植

杭白菊大有可为，立刻邀请专家到左江

村调研。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袁桂雄动

员村民成立合作社，发展杭白菊种植。

除了白色的杭白菊，黄牛、黑米、红心柚

和绿色休闲也进入他的视野，共同成为

左江村“五彩左江”的致富品牌。

秉持“村民的幸福感就是驻村干部

获得感”的信条，袁桂雄的乡村振兴“战

场 ”又 拓 展 到 茶 陵 县 的 枧 田 村 和 卧 龙

村。当年，袁桂雄在部队围湖垦荒多年，

落下一个病根：每遇天气变化，他的右脚

便会肿胀穿不进鞋，只能换一只大码的

鞋 子 。 10 年 来 ，他 穿 着 一 大 一 小 的 鞋

子，辗转罗霄山 5 个山村，在弯弯曲曲的

山路上走出了赤诚为民的足迹。

2019年，袁桂雄获评“全国模范退役

军人”。2020 年 11 月，他被评为全国先

进工作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

6 月 21 日，正在茶陵县卧龙村带领

村民查看杭白菊长势的袁桂雄，接到谭

湘林的电话：“老班长，村里的黄桃、柰李

都熟了，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尝尝……”

左图：袁桂雄在果园里。

陈新建摄

山路弯弯 脚印深深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袁桂雄助力乡村振兴纪事

■华 山 谭运平 王 寒

下图：马志选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