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老 兵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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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 方 桌 ，几 个 沙 发 。 怀 旧 的 军

旅物件、简朴的陈列布置，处处散发着

兵味。

这里，是重庆市江北区退役军人经

常去的“东江聊天室”。

聊天室的创建者名叫李东江，大家

都亲切地称他为“老连长”。这位老连

长 ，是 我 军“ 金 汤 桥 连 ”第 21 任 连 长 。

战场上，他浴血奋战、英勇杀敌，荣立一

等功；退役后，他初心不改，投身志愿服

务，赢得众人称赞。

在央视国防军事频道《老兵你好》

专题访谈节目中，李东江将退休后参

与退役军人工作并创办“东江聊天室”

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个聊天室，是模

拟基层连队的岗位和场景设立的。老

兵们来到这里，就像回到熟悉的连队

一样……”

战斗英雄退役后为何要创办“聊天

室”？这里为什么被老兵们称为“解忧

室”？让我们走进“东江聊天室”，探询

老兵为老兵服务的故事。

建平台 架桥梁
这 个 特 殊 阵 地 ，由 退 役

军人合力筑起

军 人 退 役 回 到 地 方 ，不 但 要 适 应

新 的 环 境 ，还 会 面 临 一 些 实 际 困 难 。

如何让退役军人延续军队光荣传统，

确保思想政治工作不断线，成为重庆

市江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经常思

索的问题。

作为服务老兵的人，他们深知，连

队指导员这一角色在老兵心中有着不

可替代的亲和力。

借 助 指 导 员 这 一 角 色 开 展 工 作 ，

广大退役军人更容易接受。于是，“指

导员在线”工作理念应运而生。通过

不断整合社会力量，江北区建立起以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为依托，以心

理咨询、法律援助、家庭教育和人力资

源等专业骨干为支撑的“指导员在线”

工作团队。

“退役军人离开部队后，需要‘贴

心人’。作为老党员、老兵，我们更要

在 为 军 服 务 中 发 挥 作 用 。”得 知 江 北

区建立退役军人“指导员在线”后，许

多退役军人毫不犹豫地加入进来。

随 着 工 作 逐 步 展 开 ，“ 指 导 员 在

线”引起越来越多功臣模范退役军人

的 关 注 。 功 臣 模 范 退 役 军 人 大 多 阅

历丰富、素质过硬、感召力强，是弘扬

爱 党 爱 国 、自 信 自 强 、敬 业 奉 献 优 良

作风的重要力量。于是，江北区退役

军 人 事 务 局 积 极 探 索“ 老 兵 服 务 老

兵 ”工 作 模 式 ，鼓 励 全 区 数 百 位 功 臣

模 范 退 役 军 人 参 与 到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工作中来。

“时代楷模”马善祥、全军一级英模

臧雷、“突击英雄连”连长李东江等优秀

退役军人相继加入团队。他们充分发

挥与老兵经历相似、心理相通、感情相

连的优势，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中

发挥积极作用。

一 等 功 臣 李 东 江 不 但 立 过 战 功 ，

转业后还有过曲折的人生过往。这些

经历让他在老兵中有很高的声望。“老

连长是我们的骄傲，又是个热心肠，大

家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很多老兵这

样说。

拉近情感距离、建立信任基础，是

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前提。

参与退役军人工作的日子里，李东江时

不时会到服务场所走一走、转一转。见

到战友时，他会热情地打招呼。渐渐

地，找他一起“摆龙门阵”的老战友越来

越多。

“ 战 友 战 友 ，亲 如 兄 弟 。 通 过 聊

天交流的方式，为战友们工作和生活

上 遇 到 的 烦 恼 出 出 主 意 、想 想 办 法 ，

我 觉 得 这 样 做 很 有 意 义 。”朴 实 的 话

语，透露出李东江对退役战友的情真

意切。

“为兵服务需要一个平台，就像带

兵 打 仗 一 样 ，有 了 阵 地 才 能 排 兵 布

阵。”与老兵接触过程中，李东江有了

一些心得。

2019 年 年 底 ，在 江 北 区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的 指 导 和 帮 助 下 ，“ 东 江 聊 天

室”正式组建。李东江模仿连队队部

结构，设立了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

指导员、文书和通信员等岗位。他们

统 筹 各 街 镇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站 社 会 资

源，心理咨询、家庭教育和法律援助等

专业骨干各司其职、分工协作，聚合了

一批有情怀、能力强的优秀退役军人

工作者共同为老兵服务。

为了拉近与老兵们的心理距离，李

东江和战友四处“淘宝”，征集来许多军

旅物品：军被、挎包、水壶、子弹壳……

一件件见证着军人摸爬滚打、艰苦奋斗

的老物件，让走进聊天室的老兵顿生

回“家”的亲切感。

“虽然‘聊天室’是以我个人的名

字命名，但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

们团队一直共同坚守着这方阵地。”李

东江和战友们不断改进服务方式，提

出“ 这 里 非 战 场 训 练 场 ，开 心 聊 天 就

行 ；这 里 似 连 队 皆 战 友 ，真 心 交 流 就

好 ”的 工 作 理 念 ，倡 导“ 让 聊 天 成 为

引 导 思 想 的 过 程 ，将 聊 天 贯 穿 服 务

老 兵 的 全 程 ”，为 退 役 军 人 打 造 温 馨

家园。

解心事 办实事
这间“聊天室”，凝聚兵心

士气

“疫情无情人有情，雪中送炭暖人

心”。“东江聊天室”里挂着这样一面锦旗。

“没有想到，还能在异地他乡得到

战友的帮助。”那名湖北籍老兵送来锦

旗时的场景，江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

作人员历历在目。

2020 年春节前夕，这名老兵订好车

票，与妻子一同来渝。然而，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原来的安排，他们找

不到住处。遇到困难的老兵，无意之中

看到江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办公地

址示意牌，便硬着头皮往里走，想找“娘

家人”寻求帮助。

那天，恰逢李东江在“聊天室”值

班。李东江连忙握住老兵的手，倾听他

的诉说，安抚他的情绪。了解核实老兵

反映的情况后，李东江及时向局领导汇

报并取得支持。

随后，李东江一边召集“副连长”张

渝科采购生活必需品，一边安排“通信

员”肖虹宇协调当地街道为老兵提供紧

急救助，并在小范围内募集部分救助金。

当李东江带着“队部”一行人来到

老兵临时入住的招待所，老兵感动得热

泪盈眶：“真是太感谢了！要不然，我们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着，他向在场的

战友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 战 友 一 家 亲 。 能 为 老 兵 们 做 点

事，我感到很高兴。”这份由革命友谊凝

结而成的同志情、战友爱，感召和影响

着李东江身边每一个人。

2022 年 6 月的一天，李东江和往常

一样，打算向微信群的战友们分享当天

的新闻。不料，群里被 130 多条未读记

录刷了屏。他连忙“爬楼”速览，想弄清

楚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番调查后，李东江明白了事情的

原委。一名老兵向群里发送了一张照

片，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看着大家的议论，李东江一下子眉

头紧皱。凭经验判断，这很可能是退役

军人在网上维权的诉求信号。

其实，李东江早就认识这名老兵。

他是一名二等功臣，在战斗中失去右

腿，退役后在地方工作。

“在群里议论这件事，一定另有隐

情。”李东江和“指导员”唐翔碰头商量

后，决定找这名老兵好好聊聊。

“老连长，又来麻烦你了。”过了两

天，这名老兵拄着拐杖，一脸愁容地走

进聊天室。经过促膝长谈，他向李东江

道出实情。原来，假肢辅具特别沉重，

容易对膝盖造成二次伤害。他想通过

这种方式引起关注……

“咱们都是老兵，有了什么困难可

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在网上发牢骚，

既有损老兵形象，还容易被别有用心的

人利用，对吧？”李东江一席话入情入理。

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关键

在人，要在得法。李东江深知，服务引

导老兵，必须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

际问题结合起来。随后，李东江和唐翔

一起商量办法。他们积极了解核实情

况，又与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科室进行

沟通，最终为这名老兵解决了生活上的

困难。

在“东江聊天室”的办公桌上，有一

沓厚厚的谈话交流登记。权益维护、寻

找战友、法律援助、政策咨询、困难帮

扶……一页页信息详细记录着团队为

兵服务的点点滴滴。“东江聊天室”创办

以来，先后接待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千余人次，成功调解多起权益纠纷问

题，收到大量锦旗、感谢信。

结合退役军人工作特点，“东江聊

天室”团队通过思想上交流、情绪上疏

导、生活上关爱、困难上扶持，用心用

情 服 务 退 役 军 人 。“ 察 言 观 色‘ 望 ’喜

忧，侧耳恭听‘闻’其详，回应关切‘融’

真 情 ，晓 之 以 理‘ 化 ’心 结 ，群 策 群 力

‘商’良策，和衷共济‘合’力帮，思想引

导‘扬’正气。这是我们团队总结出的

‘七字诀’工作法。”在李东江和战友们

努力下，“东江聊天室”渐渐成为优化

服务保障的新载体、连接退役军人的

新 纽 带 ，也 被 老 兵 们 亲 切 地 称 为“ 解

忧室”。

“只要大家需要，我会竭尽所能为

老兵们做点事。团结战友、帮助战友，

是我们永远不变的情怀。”李东江说。

走出去 请进来
这方国防讲台，传播强国

强军正能量

“身边的榜样最感人，亲身的经历

最动人。老连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赶

超的目标。”这一天，重庆某工厂的礼堂

里座无虚席。厂领导向全体员工发出

“向老连长李东江学习”的号召，引发与

会听众的强烈共鸣。

庆祝建军 95 周年之际，李东江穿

上老式军装，戴好军功章，精神抖擞地

站到讲台前，宣讲国防故事，再现老党

员、老兵的风范。

“我一直对老连长很崇敬。之前，在

电视上看到过他。今天，能现场聆听他

的报告，我很受教育和鼓舞。”曾获重庆

市“最美退役军人”的蒋浩冬感慨地说。

这场红色宣讲会，是李东江以重庆

“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身份深入基层

开展国防教育的一个缩影。在党政机

关的会议室、在中学校园的大操场、在

退役军人培训的课堂上，时常有李东江

宣讲的身影。

“强国必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古往今来，国家需要军人来捍卫，军人

因报国而光荣……我坚信，把革命薪火

代代传承，让英烈光芒照亮征程，我们

定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程上奋勇争先、冲锋在前！”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后，李东江积极为群众宣讲党

的二十大精神。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他

坚毅的目光、利落的谈吐，处处洋溢着

军人特有的精气神。

平日里，李东江除了在“东江聊天

室”值班，还积极投身当地“老兵宣讲

团”的活动，常年受邀为机关党员、青年

学生、部队官兵以及社区群众义务上国

防教育课。“我们既要坐下来同退役军

人聊，还要走出去向干部群众讲好军人

故事。这是‘东江聊天室’创办以来做

得最多的两件事。”李东江说。

为了把每一堂国防教育课讲好，李

东江经常和“东江聊天室”的战友们一

起精心备课。他们针对不同场合和不

同对象，确定选题、梳理观点、遴选事

例、规范用语。从拟写教案到课件制

作，再到脱稿试讲，李东江一丝不苟。

江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唐朝

波介绍，“东江聊天室”创办 3 年多来，

通过“走出去”作宣讲报告，“请进来”聊

天谈心，在服务退役军人工作中发挥了

较好的思想引导作用。

如今，李东江已被退役军人事务部

聘为“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当老连

长的英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山城这间

小小的“东江聊天室”里，李东江和战友

们的故事仍在延续。

重庆市江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建“指导员在线”工作团队服务退役军人—

山城有间“东江聊天室”
■陈伟力

上图：李东江（左二）受邀参加央视国防军事频道《老兵你好》专题访谈。 喻 言摄

右上图：李东江（右一）向老兵介绍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政策。 陈伟力摄

我今年 73 岁，是一名光荣在党 54

年的老党员。我也是一个兵，一个经

历过战火洗礼的老兵。很多人都喜欢

称呼我为“老连长”。对我来说，这个

称谓代表着难以割舍的军旅情怀。

“老连长”是刻在骨子里的红色血

脉。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战争的老党员、老战士，我身体里天生

流淌着军人血液。18 岁那年，我如愿

参军，第二年光荣入党。1978年，我从

团司令部作训参谋调任“金汤桥连”连

长。接过前辈们铸就的光荣战旗，成为

这个赫赫有名的英雄连队第 21 任连

长，我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老连长”是经过战场洗礼的特殊

荣誉。当年，我奉命带领全连奔赴保卫

边疆的最前线。作为我军主攻方向的

尖刀连，我们打破了敌人“打不破的防

线”，攻占了敌人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

战后，中央军委授予我连“突击英雄连”

光荣称号。然而，8名战友永远长眠在

祖国边疆，成为我生命中不可言说的痛。

“老连长”是写在我生命中的奋斗

初心。1985 年初，我结束了 16 年军旅

生涯，回到地方。后来，我征战商海，

始终用党性要求筑牢思想防线，以军

人操守诚信经营，干干净净做事，坦坦

荡荡做人。

退休后，我仍时刻关注老兵的现

状。2019 年年底，我应邀加入退役军

人志愿服务工作。在重庆市江北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帮助下，我们创建了

“东江聊天室”，为解决老兵们思想上、

工作上、生活上遇到的实际问题出主

意、想办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3 年多来，我们通过“走出去”作

报告，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受众人数已

达数万人次；通过“请进来”谈心交心，

接待退役军人，为老兵们解难帮困，有

效搭建起退役军人服务机构与老兵之

间的沟通桥梁。

一朝从戎报国，一生本色不改。

作为一名党员、老兵，我会牢记初心使

命，做一名永远奋斗的共产党员和让

党放心的退役军人。

（陈伟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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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的祝福、暖心的红包……一个

春意融融的日子，福建宁德福安市晓阳

镇岭下村 50 多名年过花甲的老人聚在

一起，与前来看望慰问他们的社会爱心

人士拉家常。

最先为老人们送上祝福的，是退役

军人戴瑞奇。作为从闽东革命老区成长

起来的企业家，这些年，戴瑞奇致富不忘

乡邻，为父老乡亲办了不少实在事、暖心

事，2020 年被评为福建宁德首届“最美

退役军人”。

1976 年，戴瑞奇从福建宁德一个贫

困农家参军入伍。火热的军营，不仅让

戴瑞奇收获纯真的战友情谊，也培养了

他遇事不服输的韧劲。20 多年的军旅

生涯，戴瑞奇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团

职军官。脱下军装回到家乡后，因为所

在企业改制，戴瑞奇“下海”经商。“下了

‘海’，差点被‘海水’淹。”回忆往事，戴

瑞 奇 直 言 创 业 之 路 并 不 顺 利 。 然 而 ，

在他看来，“不管遇到多大风浪，都不能

畏惧”。

为了让企业走上正轨，戴瑞奇带领团

队跑市场、跑销售、跑采购。随着市场渐

渐打开，戴瑞奇的企业逐步站稳了脚跟。

栉风沐雨，披荆斩棘。企业规模日

益壮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戴瑞奇有了

新的思考。福建宁德地处闽东革命老

区，一度发展滞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为了帮助家乡改善生态环境、依托

环境资源优势发展相关产业，戴瑞奇立

足企业实际多方奔走、牵线搭桥，协调多

家企业联合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为当地

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福安市晓阳镇位于偏远山区，因发展

落后、交通不便，适龄青少年读书难曾让

许多家庭深受困扰。一次到晓阳镇走访

的经历，让戴瑞奇记住了困难学子求知的

眼神。他不仅自掏腰包，帮助十几名困难

学子完成学业，还号召乡贤共同出资设立

教育基金会，激发当地教师“教”的热情，

提高学子“学”的动力，促进晓阳镇中小学

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

“我虽退役多年，但对部队、对战友

的感情不减。”这些年，不时有工作生活

上遇到困难的战友找到戴瑞奇，请他帮

忙。他从不推脱，总是全力以赴为战友

排忧解难。在戴瑞奇的企业中，优先招

聘退役军人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他还

与几位老战友共同成立了困难战友救助

基金，及时为有需要的老兵送去温暖。

闽东地区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为

更好地弘扬革命精神，戴瑞奇联合当地

几位老红军、新四军后代，在政府支持下

成立新四军研究会，续写军旅情缘。

胸中装满爱心，肩上扛着责任。一

路走来，戴瑞奇时时不忘自己的退役军

人身份。他说：“在人生的战场，我愿永

远保持冲锋姿态，做一枚随时准备出膛

的子弹。”

福建省宁德市“最美退役军人”戴瑞奇——

老 区 的 老 兵 有 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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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军区苏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组织主题插花活动，老干部、

老阿姨们欢聚一堂，共度愉快时光。 朱熙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