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老 兵 天 地老 兵 天 地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９日 星期六责任编辑/柴华 张培瑶

热带雨林的清晨，云雾缭绕，鸟语

啁啾。

拨开身旁肥厚的芭蕉叶，云南省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野象谷景区亚洲象

观测保护小组组长岩罕陆踏着湿润的

泥土，向雨林深处进发。他的前方，是

勐养自然保护区 150 万亩原始森林；他

的身后，蜿蜒的足印深浅不一。

黝黑的皮肤、紫红的脸庞、斑白的

鬓角，47 岁的布朗族汉子岩罕陆，看起

来比同龄人略显沧桑。日晒雨淋，风餐

露宿，每天徒步 10 公里以上……过去

20 多年里，岩罕陆追寻野生亚洲象的足

迹一路向前，从毛头小伙成长为野生亚

洲象行为习惯方面的专家，从“象爸爸”

升级为“象姥爷”……

理了理褪色的迷彩双肩包，正了正

磨毛了边的迷彩遮阳帽，身穿墨绿色工

装的岩罕陆面露笑容：“森林就是我的

家，大象就像我的家人。”

“我是森林的孩
子，最适合这项工作”

从岩罕陆记事开始，他的衣服大多

是绿色——与热带雨林相同的颜色。

1975 年，岩罕陆出生于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有我国唯一的

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境内大

多数野生亚洲象栖息的家园。

在岩罕陆的童年记忆里，野生亚洲

象不时“光顾”他所在的小村庄。有一

次，大象到他家“造访”，“毫不客气地吃

了地里种的稻谷、玉米”。对于这些体

型庞大却憨态可掬的“大朋友”，岩罕陆

内心充满了好奇。

长期生活在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

大象对色彩鲜艳的事物十分“敏感”。为

了避免象群受到刺激攻击人类，当地村

民的着装，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绿色。

岩罕陆不曾想到，这抹“从小看得

最多的颜色”，会浸染他的青春，成为他

一生的底色。

1994 年，村里传来征兵的消息。怀

着对部队的向往，岩罕陆兴冲冲地报名

应征，成为原武警云南森林总队某支队

一名战士。穿上“橄榄绿”，年轻的岩罕

陆意气风发。巡逻在崎岖的山路上，穿

梭在荆棘丛生的雨林中，岩罕陆和战友

们为保护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打击涉

林违法犯罪不遗余力。

3 年的森警岁月，让岩罕陆的体格

更结实、意志更坚定。面对一段时期盗

猎现象增多和天然林面积减少的现象，

他愈发认识到保护森林生态环境“不是

小事情”。

1997 年，岩罕陆退役。得知家乡野

象谷景区正在招聘护林员，他的脑海中

关于大象的回忆一下子翻涌起来：林间

清新的空气，嬉戏打闹的象群……岩罕

陆第一时间报名应聘。

“我当时一腔热血，家人却不太支

持。”岩罕陆说，与野生亚洲象打交道，

常年跋山涉水、工作条件艰苦。他反复

劝说家人：“野生亚洲象数量越来越少，

如果不去守护，它们未来很有可能就消

失了……我是森林的孩子，最适合这项

工作。”

换上墨绿色工装，岩罕陆正式开启

守护野生亚洲象的人生历程。

2005 年 6 月，野象谷景区成立亚洲

象观测保护小组，业务能力突出的岩罕

陆主动请缨加入。迄今为止，他是在这

一艰苦岗位坚守时间最长的队员之一。

“大家叫我‘象爸
爸’，我就要尽到职责”

“小断鼻”“小缺耳朵”……每次见到

野生亚洲象，岩罕陆几乎都能第一时间

叫出它们家族的名字，“每个野象家族都

有自己的体貌特征，为了区分，我们就以

这种方式给它们命名。”

长期追踪野生亚洲象的活动轨迹，

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岩罕陆和同事们

被许多游客称为“象爸爸”。这个称呼，

岩罕陆当之无愧——哪一个野象家族

经常在哪个区域出没，哪一个家族增加

了新成员，他都了如指掌。

“大家叫我‘象爸爸’，我就要尽到

职责。”岩罕陆说。

加入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第二

个月，岩罕陆就参与救助了一头野象。

那天，岩罕陆正蹲守在一棵大树上对野

象群进行跟踪观察，象群中突然传来一

声吼叫。他和其他小组成员小心靠近，

在河道里发现一头名叫“然然”的雌性

小象。

“小象左后腿被兽夹夹住，伤口很

深并出现溃烂，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岩

罕陆不敢耽搁，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山高沟深，夜黑难行，救援力量难以第

一时间赶到。为避免附近象群、野兽对

“然然”的二次伤害，岩罕陆和同事们通

宵警戒，精心守护。救援力量到达后，

他又不顾一夜没合眼的疲劳，带领大家

采取“迂回靠近”战术，花了 3 个小时将

“然然”与家族隔离开，随后送至救助中

心施救。

多年来，岩罕陆详细记录着每个野

生亚洲象家族的情况，留下每头野象的

个体信息。然而，许多野象虽是他们的

“ 老 朋 友 ”，却 不 一 定 会 给 他 们“ 好 脸

色”。

“亚洲象看起来可爱，实际却是很

危险的动物，它们跑起来比人快。”岩罕

陆说，野外巡查时，与野象“狭路相逢”

是常有的事，因此必须时刻和它们保持

安全距离，“人和象都要安全”。

2013 年 春 节 ，野 象 谷 野 象 出 没 频

繁。大年初三那天，一群野象行进到景

区游道附近时，突然冲向游道上的几百

名游客。岩罕陆回忆：“我当时距离象群

很近，为了转移它们的注意力，只好采取

紧急驱离手段。当时顾不上大象会不会

向我攻击，好在最终有惊无险……”

如“慈父”般呵护着象群，如“严父”

般坚守着安全底线。与野生亚洲象朝

夕相处，“象爸爸”岩罕陆对它们的感情

愈发深厚。

2019 年 9 月 ，“ 然 然 ”产 下 一 头 小

象。得知消息后，岩罕陆激动不已。从

“象爸爸”升级为“象姥爷”，幸福的笑容

挂在他的脸上。

“我们的努力，大
自然是有回应的”

从 2020年春天到 2021年秋天，一场

说走就走、跨越 1000多公里的旅行，让野

生亚洲象“断鼻家族”成为全球明星，也

让它们的家乡野象谷受到各方关注。

为保障人象安全，“断鼻家族”南归

途中，熟悉它们的岩罕陆作为“救护先

锋队”成员之一，参与象群引导行动。

在环境复杂的森林中，先进监测设备有

时很难发挥作用。无人机都找不到象

群的时候，岩罕陆和队友们只能依靠经

验，根据大象留下的粪便、脚印锁定方

向，及时疏散周边居民。

“那段时间的确很累。”岩罕陆说，

为避免惊动象群，追踪的人员不能多。

他和另外两名队友“一路狂奔”，连续追

了 20 多天。

2021 年 5 月 31 日，发生在云南省玉

溪市洛河乡的一幕，岩罕陆记忆犹新。

那 天 晚 上 ，象 群 沿 着 公 路 走 到 玉 溪 郊

区。面对堵在路口的卡车和围观的人

群，一头野象不顾引导，“执意”向市区

方向走去。千钧一发之际，岩罕陆一边

劝说人群远离野象，一边交替用汉语、

傣语呼喊大象家族的名字。让人们没

想到的是，随着一声声“断鼻、断鼻”的

呼唤，野象真的调转了方向。通过食物

引诱，他们最终引导象群绕开了人群密

集的市区。

直到今天，岩罕陆说不清那头野象

是否真的听懂了他的呼唤。在他看来，

这或许正是自己与“断鼻家族”多年来

建立的默契。

寻象这些年，岩罕陆多次体验过这

样的“暖心瞬间”。一次跟踪观察中，正

在山坡上悠闲觅食的“然然”发现了岩

罕陆。它友好地转过身，前腿弯曲，鼻

子轻轻晃动，像是深深鞠了一躬……

“我们的努力，大自然是有回应的。”

面向广袤森林，岩罕陆深有感触地说。

守着野象，也守着艰辛。“饿了就着

辣子吃冷饭，累了就在山里睡，渴了喝

点小溪水，大象来了就上树”，工作虽然

辛苦，岩罕陆却乐在其中。在岩罕陆和

同事们的守护下，截至 2021 年底，云南

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达到 360 头左右，

比 2018 年增长超过 60 头。

“我们为观测、保护和救助野生亚

洲象提供了许多一手资料，工作苦是苦

了点，却很有意义。”在岩罕陆心中，人

象和谐共处，是最美好的生态图景。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岩罕陆—

“大象就像我的家人”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柯 穴

满载农副产品的货车、秩序井然

的现代化厂房、创意十足的“风车长

廊”……初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

勒市恰尔巴格乡下阔什巴格村，一派

热闹景象。

看 着 货 车 上 一 箱 箱 整 齐 码 放 的

“列巴”面包，村党支部书记、退役军人

安金磊笑容满面：“今年‘双 11’，订单

又增加不少。”

老家在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的安

金磊，是地道的中原汉子。然而，过去

近 10 年里，安金磊和下阔什巴格村的

乡亲们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屋，早已

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

“金磊，如果让你选，想去哪里当

兵？”

“去边疆，守边防。”

一段记忆中的对话，将时光拉回

到 2000 年。那一年，18 岁的安金磊满

怀热忱应征入伍，却没能奔赴边疆保

家 卫 国 ，服 役 于 武 警 河 南 总 队 某 支

队。未能如愿的安金磊，将“兵之初”

的那份边关情深埋心底。

2012 年，退役后的安金磊回到家

乡。他原本打算经营一家餐饮店，却

因新疆库尔勒一位战友的电话改变了

想法。“库尔勒的变化一天一个样，有

不少面向退役军人的优惠政策……”

听着战友绘声绘色的讲述，安金磊心

底的热情被点燃，“不穿军装，一样可

以为边疆发展作贡献。”

不久后，安金磊踏上前往新疆的列

车。来到库尔勒，安金磊在战友帮助下

报名应聘，成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热

心服务群众。

一次入户走访，安金磊发现不少

行动不便的老年居民子女不在身边，

需要有人照顾。他一有时间就上门帮

这些老人做家务、给他们读书读报，渐

渐成为社区居民口中的“活雷锋”。

居民们的认可，让安金磊这个落

脚不久的“异乡人”有了归属感。后

来，在社区支持下，安金磊发挥厨艺特

长，开办了一家专为老年居民提供优

惠餐饮服务的“银发餐厅”。他还从餐

厅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用来资助困

难学生，广受群众好评。

2017 年底，社区党支部书记找到

安金磊，带来库尔勒市面向基层招聘

工作人员的消息。凭借出色的工作能

力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安金磊顺利通

过各项考评，2018 年 7 月被选为下阔

什巴格村党支部书记。

下阔什巴格村是恰尔巴格乡最偏

远的一个村落，村民主要靠零散种植

石榴、无花果等农产品为生，村集体闲

置土地较多，资源开发利用不足。安

金磊深思熟虑后向组织表态：“致富路

上一个都不能少，我一定想方设法，带

领乡亲们拔掉穷根。”

经过深入走访调研，安金磊发现，

村干部信心不足、村民思想观念保守是

制约下阔什巴格村发展的主要原因。

他组织村干部、村民代表到周边示范村

取经，提出“引企进村、产业富民”的发

展计划。将家庭式的家具作坊整合成

家具装配厂，打造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

食品加工厂，开展生产加工技能培训，

吸引更多企业入驻合作……一幅致富

图景在安金磊脑海中展开。

然而，许多村民对这幅“蓝图”不

感兴趣。“第一次开村民大会，讲了不

到 5 分钟，有近一半人离场。”安金磊

立即反思，“无法打动乡亲们，是我们

方法不对。会上效果不好，就走到他

们身边去讲。”他将致富计划印制成简

明易懂的“口袋书”，挨家挨户发放、面

对面做工作。1 个月后，绝大多数村

民选择支持村里的致富计划。

邀 请 企 业 代 表 团 到 村 里 实 地 考

察，提出减免租金等惠企政策；协调公

交公司将公交线路延伸到村厂门前，

为职工上下班提供便利；借助网络直

播形式，宣传推介特色产品……在安

金磊的牵头和村集体的共同努力下，

家具装配厂、面包加工厂、自动化养鸡

场等产业相继落户。截至今年 8 月，

进驻下阔什巴格村的各类企业已有

25 家，吸纳 400 余名村民稳定就业。

村民的“口袋”鼓了，安金磊又将打

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的计划提上日

程。下阔什巴格村东头 666米长的“风

车长廊”里，几千只五彩缤纷的风车正

迎风招展。“我们在‘风车长廊’两旁种

植了 60多亩格桑花，一到花开时节，十

里八乡的乡亲都赶来观赏，这里也成为

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安金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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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它是我运动生涯的起点，也将是

我奋斗一生的事业。”右手虎口处那层

厚厚的茧子，是 36 岁老兵王振在乒乓

球领域奋战近 30 年的见证。

“如果拉球多次遭到对方反拉，就要考

虑改变一下落点……”发球、劈长、反拉，拿

起球拍的王振，眼神凌厉、动作利落。走进

王振在北京创办的乒乓球俱乐部，几十名

学生正在他的指导下有序训练。

“将国家队的专业训练方法传授给

更多青少年，做好启蒙教学，是我开办

乒乓球俱乐部的初衷。”坐在黑白电视

机前，津津有味地看一场体育比赛，是

王振童年的美好回忆。父亲送他参加

乒乓球培训班后，凭借天赋与热情，王

振很快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1998 年，

王振首次参加山东省运动会，就以主力

队员身份夺得男子团体和单打双料冠

军，得以入选原八一乒乓球队。

来到新的团队，面对技术更加精湛

的队友，此前表现优异的王振连连“碰

壁”。教练的开导令他茅塞顿开：“你需

要更专业的训练，才能走得更远。”自

此，王振一有空就向教练请教、找队友

切磋，从拿拍、发球到击球技巧，一点点

纠正痼癖动作，技术水平很快提高，在

与队友的较量中屡战屡胜。

1999 年 ，13 岁 的 王 振 入 选 国 家 青

年队。他先后代表中国队参加亚洲青

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多次斩获团体冠军，还曾以陪练身

份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及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能跟着中国队一起参赛

就是一种荣誉，是我人生最宝贵的一段

经历。”王振说。

2011 年 ，王 振 从 乒 乓 球 队 退 役 后

到海军某部工作。他常常抽出时间向

官兵们传授乒乓球技术，组织相关比

赛。为尽己所能将乒乓球技战术、专

业训练方法传授给更多的青少年乒乓

球爱好者。2020 年，王振自主择业后

开办了一家乒乓球俱乐部，先后吸纳

多名原八一乒乓球队退役队员组建教

练团队，积极打造乒乓球后备人才培

养基地。

“乒乓球是‘小球’，在群众中却有

着‘大球’的影响力。”为发挥乒乓球在

全民健身中的积极作用，今年 8 月，王

振牵头俱乐部面向北京市乒乓球爱好

者发起主题联赛，提供标准化比赛场

地，组织专业教练指导，让参赛者尽情

享受乒乓球运动带来的乐趣。

“只要拿起球拍，整个人仿佛年轻了

10 岁。”王振说，自己最大的希望是俱乐

部培养的学员将来能在乒乓球领域有所

作为，为“国球”发展贡献力量。

原国家乒乓球队队员、退役军人王振—

为“国球”传递薪火
■王 皓 吴 超 本报记者 颜士强

本报讯 胡明生、乔振友报道：“首

长，这是我们专门制作的大字版党的二

十大报告”……连日来，辽宁省军区沈阳

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组织工作人员上门

为老干部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贴心

服务。

该 干 休 所 老 干 部 普 遍 进 入“ 双 高

期 ”，且 居 住 分 散 ，学 习 生 活 有 诸 多 不

便。为此，干休所党委充分运用常态化

走访机制，面对面了解老干部及家属需

求，切实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

针对老干部视力、听力下降的实际，

干休所官兵和文职人员组成学习服务

队，将党的最新政策、有关文件精神等摘

录制作成大字版，方便老干部学习。干

休所还成立了生活保障队，为行动不便

的老干部提供理发、水暖维修、订餐送餐

等服务。老干部家里有需求，只要打一

个电话，保障队人员立即登门，确保老干

部生活难题不过夜。

全域覆盖的服务保障体系，赢得老

干部交口称赞。“干休所党委根据我们的

身体状况成立学习服务队和生活保障

队，倾心尽力为我们排忧解难，为所党委

的做法点赞。”前不久，该干休所开展“请

老首长为我们打分”活动，91 岁的离休

干部姜寿昌如是说。

辽 宁 省 军 区 沈 阳 第 二 离
职干部休养所

用心用情为老干部排忧解难

最美退役军人

图①：岩罕陆与野

生亚洲象在一起。

图②：岩罕陆记录

野生亚洲象监测信息。

图③：岩罕陆观察

野生亚洲象粪便。

受访者供图

制图：扈 硕

近日，江苏海洋大学大学生

走进江苏省军区连云港干休所，

携手当地剪纸艺人共同开展剪

纸 活 动 ，丰 富 老 干 部 的 文 化 生

活。

陈 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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