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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退役军人

初秋的清晨，阳光透过窗户，洒进

北京市西城区军休六所老干部吴建德

在家中阳台专设的“修理间”。维修台

上，摆着吴建德刚修好的一个电饭煲，

还有一台打开了后盖的收音机。

退 休 11 年 ，吴 建 德 或 埋 首“ 修 理

间”，或热心上门服务，用一双勤劳灵巧

的手，为干休所所在营区住户义务修理

电器、家具、钟表等 1500 多件。

退 休 前 ，吴 建 德 是 一 名 高 级 工 程

师 ，常 年 与 机 械 设 备 和 基 建 管 理 打 交

道 。 早 些 年 ，干 休 所 所 在 营 区 还 没 有

物业公司，吴建德常利用业余时间，帮

助 营 区 住 户 解 决 生 活 中 遇 到 的 难 题 。

2011 年 退 休 后 ，吴 建 德 不 改 热 心 肠 ，

“退休了时间更宽裕，可以更好地为大

家服务”。

近 年 来 ，附 近 的 维 修 店 铺 越 来 越

少，老干部们遇到家中小家电损坏，常

常找不到修理之处。“老干部们大都勤

俭 节 约 ，很 多 小 家 电 陪 伴 他 们 走 过 几

十年，有了感情，坏了也舍不得扔掉。”

为 了 帮 老 干 部 们 排 忧 解 难 ，吴 建 德 把

家里的阳台改造成一个“修理间”，各

种工具、常用耗材样样俱全。电风扇、

热水壶、剃须刀等小家电，吴建德常带

回“修理间”维修。遇到维修家具、屏

风、座钟等大件，或者碰到一些物业师

傅解决不了的用电、用水等难题，只要

老 干 部 们 找 到 吴 建 德 ，他 都 会 热 情 上

门相助。

一 位 老 干 部 家 中 有 一 台 收 录 机 ，

是 结 婚 时 父 母 送 的 礼 物 ，他 一 直 小 心

使 用 ，视 若 珍 宝 。 有 段 时 间 ，收 录 机

不 出 声 了 ，他 抱 着 试 一 试 的 态 度 请 吴

建德帮忙看看。吴建德打开收录机后

盖 ，发 现 皮 带 松 了 。 由 于 机 器 太 老

旧 ，类 似 的 配 件 不 好 找 。 幸 好 吴 建 德

之前“囤”了不少旧零件，其中就有收

录 机 专 用 的 皮 带 ，换 上 之 后 收 录 机 运

转如初。

前不久，一位 80 多岁的老干部家

中的电视突然“黑屏”。下楼散步时，

他 碰 巧 遇 到 吴 建 德 ，简 单 请 教 了 几

句 。 没 想 到 他 回 家 没 多 久 ，便 听 到 有

人 敲 门 ，原 来 是 吴 建 德 主 动 登 门 。 没

一会儿，“黑屏”问题就解决了。老干

部 想 留 吴 建 德 喝 口 茶 表 达 谢 意 ，吴 建

德却急匆匆地说：“老伴做了个手术，

站不住，我得回去做午饭。”这位老干

部特意在干休所老干部的微信群里发

了 一 条 致 谢 感 言 ，引 来 其 他 老 干 部 纷

纷 点 赞 ，都 说 老 吴 是 身 边 的“ 活 雷

锋”。事后，老干部们才得知，吴建德

心中“有本账”。他熟知干休所里年老

体 弱 、行 动 不 便 而 且 儿 女 不 在 身 边 的

老干部家中情况，遇到他们有需求，他

都会尽快上门检查处理。

这些年，吴建德帮老干部们义务修

理家电、家具，所需工具、耗材都是自掏

腰包添置，没收过大家一分钱。老干部

们想让他多少收一点配件费，吴建德却

说：“都是老战友，收什么钱？而且，我

就喜欢鼓捣，图个乐呵！”

乐于助人的吴建德，不仅仅以义务

维修为乐。2016 年，得知不少老干部有

学习使用微信的迫切需求，吴建德主动

向干休所领导请缨，专门开设了一个学

习班。为了让老干部们学起来直观易

懂，他特意编辑制作了一套涵盖微信应

用各个界面的课件。课堂上，吴建德采

用授课与互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老干

部们拿起手机，对照课件边学边练，很

快就掌握了操作技巧。吴建德还根据

老干部的需求不断改进课件内容，从基

础界面操作延伸到支付转账、安全风险

等方面。平日里，老干部们遇到使用手

机的其他问题，吴建德也总是不厌其烦

地耐心解答。

干休所老干部住宅楼地下车库常

逢下雨漏水，几番维修也没有“根治”，

一直是老干部们的一块“心病”。因为

吴建德退休前曾负责单位的基建管理

工 作 ，又 旁 通 土 木 建 筑 的 一 些 专 业 知

识，干休所党委“点将”，希望他能牵头

拿出一个治理方案。面对领导的嘱托

和老干部们的期望，吴建德没有推托，

一口应了下来。

吴建德深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

题并非易事。他找到当年参与车库修

建的施工技术人员，详细了解工程结构

情况，又多次到车库的电缆井、通风井

观察研究，精心拿出了一个综合治理方

案，得到干休所所在营区营房部门的认

可。施工过程中，吴建德亲力亲为、把

关验收，确保施工顺利完成。如今 1 年

多过去，经过治理的地下车库经受了几

场大雨的“考验”，漏水问题终于得到彻

底解决。

11 年里，吴建德把义务为大家服务

当作退休生活的一部分。哪里有需要，

他就会出现在哪里。“有困难找老吴”，

也 成 为 干 休 所 老 干 部 的 一 句 口 头 禅 。

有些老干部问吴建德，打算什么时候真

正“退休”，他爽朗地笑着回答：“只要有

人需要，只要我的身体允许，就会一直

做下去。虽然都是些小事，但能帮助别

人，我的心里就敞亮。”

北京市西城区军休六所老干部吴建德多年义务为营区住户服务

热心为邻里 巧手解众忧
■徐 生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

向 东 ，沿 着 蜿 蜒 的 山 路 驱 车 一 个 半 小

时，便来到凤山镇峨嵋村。

这 是 一 个 地 处 大 山 深 处 的 行 政

村 ，各 村 民 小 组 分 散 在 山 间 各 个 角

落 。 村 民 们 抬 头 见 山 ，低 头 也 是 山 。

连 绵 不 断 的 大 山 ，让 他 们 多 年 来 保 持

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离“外面的世界”

有点远。

1990 年出生在峨嵋村的李春燕，家

中排行老五，村民都叫她“五妹”。童年

时，“五妹”一家七口人，靠着九分地过

活。“10 岁前，我穿的都是姐姐穿旧的、

打着补丁的衣服”，生性好强的“五妹”，

打小就暗下决心：“走出去，再也不回

来！”

然而，走出家乡 8 年后，李春燕回到

大山，再也不愿离开。

走出大山

“谁说女子不如男？
我就要做不一样的人”

2007 年，高中毕业的李春燕看到村

口张贴的征兵宣传标语，心中蹦出一个

大胆的想法：“我要去当兵！”

“你一个妹子，当什么兵？”亲友得

知消息，纷纷表示反对。

“那一天，我爬上村里最高的山，在

山顶坐了一天，也哭了一天，直到月亮

出来才回家。”李春燕说，拗不过自己的

坚 持 ，父 母 同 意 了 她 的 选 择 。 她 如 愿

入伍，来到原武警广西边防总队。“谁说

女子不如男？我就要做不一样的人。”

李春燕说。

大山里走出的孩子不怕苦。来到

警营，遇到脏活累活，李春燕总是抢着

干 。 平 日 里 ，她 暗 暗 和 男 兵 较 劲 ，训

练、执勤样样出色。利用业余时间，她

刻苦学习，取得大专、本科函授文凭，

夯实了文化基础。

“那时候，战友们都说我对自己要求

高。当兵嘛，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这样

才能练出真本事！”回望军旅生活的点点

滴滴，李春燕的脸上总是挂着自信的微

笑。边防线上的见闻、部队的教育，不断

开阔李春燕的眼界，培塑着她奉献担当

的品格。

2009 年，李春燕所在部队接到命令

赴边境一线执行重要任务，军政素质拔

尖的李春燕入选参加。“当时我没敢跟

家人说，偷偷写下遗书……”回忆随队

出征前的情景，她淡淡地说：“军人以服

从命令为天职，任务来了，该做什么就

做什么。”

2010 年 7 月，李春燕在执行重要任

务期间光荣入党。

回归大山

“ 既 然 选 择 了 这 条
路，再难也要担起来”

2015 年，李春燕脱下穿了 8 年的戎

装。她本想到大城市闯出个名堂，考虑

到母亲身体不好、家里也不算富裕，她

最终选择回乡创业。

回到大山时，正逢龙眼成熟的季节，

一串串滚圆金黄的龙眼挂满枝头。李春

燕喜上眉梢，村民们却谈“果”色变。

博白县素有“中国龙眼之乡”的美

誉。然而，“因为交通不便，外地商户收购

龙眼时给的价格很低，之后他们包装成自

己的品牌，就能售出高价。”听着村民诉

苦，摘下一颗又大又圆的龙眼，剥开果皮

放进嘴里，李春燕心中有了主意，“如果把

村民组织起来，自主加工、销售成品，打造

一个叫得响的龙眼品牌，应该有希望盈

利。”

跑市场、搞调研、做策划，怀着“打造

博白人的龙眼品牌，复兴客家龙眼产业”

的愿望，李春燕与几位朋友筹资成立了

一家公司。产品质量控制存在困难，她

到各地考察，反复试验龙眼制干工艺。

公司知名度低难以打开局面，她带着名

片走遍各大商超，逐一向商户推荐。

回首创业经历，李春燕直言“挺苦

的”。每当想要放弃时，她总是这样激

励自己：“跟在部队时一样，既然选择了

这 条 路 ，再 难 也 要 担 起 来 。 苦 是 一 时

的，挺一挺就过去了。”

在李春燕的努力下，公司逐渐在粤

桂地区打开市场。不到两年，公司打造

的 龙 眼 品 牌 成 为 市 场 上 的 明 星 品 牌 。

2018 年，李春燕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

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扩大生

产，承诺无论年景好坏，都会以高于市

场价的价格优先收购与公司合作的果

农产品。

伴随龙眼畅销，李春燕的企业逐渐发

展为当地龙头企业，辐射带动当地近60个

行政村加工龙眼，帮扶120余户村民就业。

乡亲们的口袋鼓了，李春燕也成了

家乡有名的致富带头人。

扎根大山

“靠山吃山，要吃出
不一样的味道”

李春燕的能力，乡亲们看在眼里。

2020 年 4 月，时任峨嵋村村委会主任的

刘景祥，带着一封推荐信找到李春燕，

希望她参选村党支部书记，进一步改善

峨嵋村发展面貌。

推荐信上，盖着峨嵋村村委会的大

红印章；印章周边，密密匝匝按着村民

代表的手印。

接过这封信，性格开朗的李春燕有

些犹豫：“办企业是一份工作，担任村支书

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我能干好吗？”

“ 五 妹 ，乡 亲 们 的 意 思 就 是 跟 着

你干！”老主任的这句话，帮李春燕下

定了决心，“大家信任我，我就应该对得

起这份信任。”经过组织考核、村民选举，

当年 8 月，李春燕成为峨嵋村历史上第

一个“女支书”。

李春燕深知，峨嵋村部分村民生活

的改善，得益于龙眼产业的带动。产业

旺了，村民的钱袋子才能真正鼓起来，

生活质量才能真正好起来。

“靠山吃山，要吃出不一样的味道。”

立足峨嵋村实际，李春燕发挥自身创业

优势，带领村两委班子推动产业发展。

两年来，她组织村民修桥铺路、开渠引

水，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对于村

集体经济无专人管理、果树缺乏专业人

才管护等问题，李春燕提出“合作社+第

三方公司+农户”的管理模式，提高产业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发展水

平。如今，峨嵋村的龙眼、脆李、青柚等

水果种植产业发展迅速，成了十里八乡

有名的果园村。

去年 3 月，李春燕在峨嵋村推进“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的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工作。起初，村

民们积极性不高。李春燕带人挨家挨

户走访，一人一案动员。“那段时间特别

辛苦，没日没夜地登门做工作，一次不

行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李春燕的

“苦口婆心”，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进

来，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碎田”变成了

整田。仅仅 4 个月后，村民们就拿到了

首次分红。

“只要有利于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项

目，咱们就得干。”李春燕的目光放得长

远。依托峨嵋村秀丽的风景，她计划打

造旅游景点，让乡亲们吃上“旅游饭”，

拓宽致富路。

15 年前，想要逃离大山的李春燕，

如今“不想离开了”。她说：“部队教会

我不抛弃、不放弃，离开大山容易，可舍

下 这 里 的 乡 亲 ，太 难 …… 我 要 继 续 努

力，让乡亲们都富起来！”

离不开的大山 舍不下的亲人
——记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广西玉林峨嵋村“兵支书”李春燕

■刘德安

山 东 省 菏 泽 市 张 和 庄 烈 士 陵 园

里 ，136 座 墓 碑 掩 映 在 苍 松 翠 柏 间 。

很多墓碑上只写着 4 个字——“无名

烈士”。

“陵园整修前没有墓碑，只是一个

个坟堆。大家知道这里安葬着烈士，

但烈士来自哪个部队、叫什么名字，没

有人说得出来。”张和庄社区（原张和

庄村）党支部书记、58 岁的退役军人

张景宪说。

1982 年，张景宪参军入伍。当兵

第 3 年，他随队参加边境作战。因为

战斗中表现突出，张景宪荣立三等功。

1987 年，张景宪退役还乡。当过

兵、上过战场的经历，让他对长眠在张

和庄烈士陵园的无名烈士，多了一分

牵挂。

2008 年清明节前夕，刚刚当选张

和庄社区党支部书记的张景宪，组织

社区党员、群众到烈士陵园扫墓。活

动现场，一位老党员对他说：“景宪，你

也打过仗，能不能想想办法，帮这些烈

士找找家？”

老党员的这句话，让张景宪深受

触动。边境作战的一幕幕浮现在他的

脑海里，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他心中

升腾。

“这些烈士属于哪支部队？为什

么牺牲在我们村？”带着疑问，张景宪

遍访村中老人，还先后到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菏泽市地方史志办公

室等单位寻找线索。菏泽市牡丹区原

党史办公室主任祝厚江提供的一则信

息，为寻亲工作打开突破口。

祝厚江介绍，1947 年，华东野战

军第 8 纵队 23 师为策应刘邓大军强渡

黄河，在菏泽一带与敌人展开激战，负

伤官兵被送往位于张和庄村的战地医

院救治。有些官兵因伤重不治牺牲，

村民们从家里找来白布，小心包裹烈

士遗体，安葬在村西头一片田野中。

带着这条线索，张景宪多次前往

山东省荣军总医院及省内一些干休

所，寻找华东野战军第 8 纵队健在老

兵 。 在 老 兵 们 的 帮 助 下 ，张 景 宪 辗

转联系到原第 26 集团军某旅。该旅

的 前 身 部 队 是 华 东 野 战 军 第 8 纵 队

23 师。

令张景宪激动的是，他从该旅珍

藏的烈士花名册上，发现陵园里安葬

的 136 位烈士，有 94 位留下了姓名，其

中 86 位还留下了家乡地址。

山东、河南、江苏、湖南、贵州、广

西、福建……按照烈士花名册上的地

址，张景宪的一封封“寻亲信”发往全

国各地。每封信的信封上，他都特意

标明：“该烈士于 1947 年 12 月牺牲于

菏泽，望邮递员同志辛苦一下，帮烈士

找到家。”

年复一年，张景宪共寄出 1000 余

封“寻亲信”。从最初的“石沉大海”或

原件退回，到“慢慢有了反馈”，张景宪

先后为 40 位烈士找到亲人。

“徐彦墩烈士的家人是 2016 年找

到的。”张景宪从烈士家人口中得知，

徐彦墩的母亲因思念儿子哭瞎了双

眼，临终前拉着大儿子的手千叮万嘱，

一定要找到小儿子。徐彦墩的哥哥找

了半辈子没有结果，去世前嘱咐家人

在自己的墓旁为弟弟修一座墓。

2019 年，湖北籍烈士姚远道的侄

子姚亮喜收到张景宪的信件，第一时

间赶到张和庄烈士陵园。将脸颊紧紧

贴在陵园纪念墙倒数第 7 行“姚远道”

3 个字上，他失声痛哭。回到湖北老

家后，姚亮喜把从张和庄烈士陵园带

回的一抔泥土撒在祖坟前，“好让叔叔

叶落归根”。

一个个“团圆”的动人情景，成为

张景宪为烈士寻亲的不竭动力。他将

这些年结识的热心人组织起来，成立

菏泽市烈士寻亲志愿者协会。随着寻

亲力量的壮大，该协会不仅为张和庄

烈士陵园的烈士找到亲属，还为更多

的烈士寻亲。

2021 年，张景宪拿出积蓄，在张

和庄社区建起一座红色基因传承馆，

并担任义务讲解员，向当地群众讲述

当年的战斗经历和这些年为烈士寻亲

的故事。如今，张和庄烈士陵园、张和

庄战地医院旧址、红色基因传承馆成

为当地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场所，前

来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

“我会帮你们都找到家。”张和庄

烈士陵园里，张景宪蹲下身子，细细擦

拭着一块块“无名烈士”墓碑。为烈士

寻亲，张景宪的脚步不停歇。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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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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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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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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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天一报道：8 月 22 日，在

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北山烈士陵园

里，黑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多部门

联合举行全省首次“为烈士寻亲”铁道兵

烈士亲属集体祭扫活动。烈士亲属、铁

道兵老兵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共 100 余

人参加了祭扫活动。

据 介 绍 ，1964 年 ，遵 照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和 中 央 军 委 指 示 ，原 中 国 人 民 解

放军铁道兵第三、六、九师挺进大兴安

岭开发建设。20 年间，8 万余名铁道兵

前赴后继、爬冰卧雪，在大兴安岭林区

修 筑 铁 路 792 公 里 ，桥 梁 124 座 ，隧 道

14 座，把钢铁轨道铺进林海雪原，在大

兴安岭森林腹地书写了高寒地区铁路

建设史的奇迹。

近年来，黑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通

过媒体开辟专栏，发布大兴安岭开发时期

牺牲、长期无亲人祭扫的 100位铁道兵烈

士寻亲信息，共为 57名烈士找到亲人。

黑龙江省举行铁道兵烈士亲属集体祭扫活动

8月 30日，福建省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退役军人走进漳州市程溪镇下庄

小学开展劳动教育，为小学生们上“开学第一课”。 戴建国摄

右图：李春燕（中）与峨嵋村村民

唠家常。

下图：李春燕分拣晾晒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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