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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浙江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

村，游人熙熙攘攘。村西北的陈望道

故居内，分水塘村退役军人服务站站

长陈卫强正给游人讲红色故事。

“当年，陈望道先生在这间柴房里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曾误把墨

水当成红糖蘸着粽子来吃，还觉得很

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个故事就

这样流传开来，为人们所传颂……”

陈望道故居外，还有几位分水塘

村的老兵。除义务讲述红色故事、提

供旅游引导服务外，他们还热情地邀

请游人参观分水塘村退役军人服务站

精心打造的“退役军人博物馆”，展示

村里别具特色的另一抹“红”。

不同时代的军旅照片、展示个人

事迹的展板、熠熠生辉的军功章……

走 进 老 兵 们 口 中 的“ 退 役 军 人 博 物

馆”，浓浓的“军味”扑面而来。陈卫强

介绍，自己担任分水塘村退役军人服

务站站长之初，正是依托这间“退役军

人博物馆”，架起了服务站与老兵之间

的“连心桥”。

2019 年，分水塘村成立退役军人

服务站。第二年，时任分水塘村党支

部委员的陈卫强成为第二任站长。面

对当时服务站规模较小、陈设简单、发

挥作用有限的情况，当了 2 年兵的陈

卫强琢磨：“当过兵的人都有军旅情

怀，增强老兵的归属感，首先要在‘情

怀’二字上做文章。”

每位老兵都有独一无二的军旅故

事，利用分水塘村退役军人服务站提

升改造契机，为全村 37 位退役军人打

造专属“博物馆”，是陈卫强迈出的第

一步。挨家挨户访问村中老兵、征集

军旅老物件，修复破损的旧照片……

看着自己的故事进了“退役军人博物

馆”，老兵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渐渐

地，这间面积不大的“退役军人博物

馆”，成为全村老兵交流情感、分享感

悟的“心灵港湾”。

增强全村老兵凝聚力的同时，陈

卫强着力提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服

务”职能。在他看来，更好服务退役军

人，关键是要抓住老兵的主要需求，了

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老兵陈大伯身体一直不好，长期

服用降压药。惦记着陈大伯的身体状

况，陈卫强时常上门走访。“一次从城

里 办 事 回 来 ，他 专 门 给 我 送 来 降 压

药。”陈大伯说，在此前的走访中，他无

意中说起自己的药品快用完了，没想

到陈卫强记在了心上。

过集体生日、回忆军旅生涯、重

温 军 人 誓 词 、共 唱 军 歌 …… 回 忆 起

两 年 前 分 水 塘 村 退 役 军 人“ 戎 休 仪

式”上的一幕幕，老兵陈尧弟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微笑。截至 2021 年 7 月，

分水塘村 60 岁以上老兵共有 15 人。

为 了 向 这 群 青 年 时 代 投 身 军 旅 、退

役 后 扎 根 平 凡 岗 位 奉 献 的 老 兵 致

敬，陈卫强特意牵头组织了这场“戎

休仪式”。老兵们感慨，充满仪式感

的 活 动 ，让 大 家 幸 福 感 、自 豪 感 满

满，“陈站长再一次把好事办到我们

的心坎上”。

感受尊崇的同时，来自这座“红

色村庄”的老兵们，不忘接续发扬红

色传统。在陈卫强的组织下，分水塘

村退役军人服务站成立了一支“老兵

红星服务队”。从走进中小学开展国

防教育，到为入伍新兵讲革命传统，

再到前往陈望道故居开展志愿服务，

在老兵们的努力下，红色基因接续传

承。

2021 年，分水塘村退役军人服务

站被确立为退役军人事务部着力建强

的“百家红色退役军人服务站”之一。

为更好地服务老兵，陈卫强联动更多

社会力量，从生活服务、健康保障、就

业创业等方面开展“情暖老兵”系列活

动，让服务站与老兵之间的“连心桥”

越建越宽、越筑越牢。

“当兵时，保家卫国是我的职责；

退役了，为老兵服务是我的光荣。”对

于陈卫强而言，用心用情为老兵服务，

是职责所在，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

上图：陈望道故居内，陈卫强（右

一）为游人讲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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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忠、朱峰报道：近日，江

苏省军区镇江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迎来

一批驻地医院医疗专家。他们走进老干

部家中，根据老干部实际需求一对一开

展健康诊疗服务。

据介绍，为提高老干部服务保障工

作的精准性，该所充分征求老干部意见，

采取“问、听、看、测、讲”等方式，详细了

解老干部的身体情况，协调驻地医疗机

构一人一策拟定诊疗方案，做好疾病监

测服务，受到老干部和家属的一致好评。

该所领导介绍，依托军地优质资源，

他们还将继续创新老干部服务保障模

式，着力提供更精准、更贴心的服务保

障，提升老干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江苏省军区镇江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

军地协作提供精准医疗保障

清明时节，浙江省台州市白枫岙公

墓，老兵杨文德的墓前摆放着一束束鲜

花。前来祭扫的人群中，除了杨文德的

亲友，还有他的老战友以及所在企业的

员工。

去年 12 月，积劳成疾的杨文德因

病离世。这位退役后创业致富的老兵

去世前不久，还回到故乡河南省民权

县，为筹建助力家乡产业发展的一个创

业园而忙碌。

杨文德的父亲是一位新四军老战

士，战争年代光荣负伤，退役回乡后任

生 产 队 长 ，拖 着 一 条 伤 腿 继 续“ 干 革

命”。受父亲影响，1980 年杨文德高中

毕业后主动报名参军，成为海军航空兵

某部一名雷达操作员。勤奋好学的他

后来考入原武汉空军雷达学院，毕业后

以优异成绩分配到原东海舰队某团。

雷达设施建在高山或海岛，因交通

不便，一旦出现故障，向团部技术处寻

求支援比较困难。按照惯例，杨文德作

为技术干部，平时可以住在连队，雷达

设施发生故障时再去维修。杨文德却

主动请缨守在一线，以便设施维修做到

“出现故障不过夜”。分析故障原因、研

究修理方案……在杨文德的努力下，连

队雷达设施的故障率也大大降低。

从雷达操作员一步步成长为工程

师，杨文德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工作之余，他还经常义务为驻地周边群

众修理家用电器。

杨文德不仅在业务上扛得起、顶得

上，生活方面也给战友们树立榜样。当

时，驻地条件比较艰苦，连队就在山坡

上开荒种菜。尽管杨文德因日常工作

比较繁忙，按规定可以不参加生产劳

动，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和战友们一起浇

水、施肥，种出新鲜蔬菜改善生活条件。

2002 年 ，杨 文 德 带 着 三 等 功 证 书

退役回乡。响应自主择业的号召，他

凭着扎实的维修技术，从骑着自行车

给居民安装和维修空调开始，慢慢走

上 创 业 路 。 逐 步 掌 握 变 频 技 术 原 理

后，爱琢磨、善钻研的杨文德创造性革

新了电动车控制器系统。创办电子科

技企业后，他又带队创新研发农用喷

雾、消防增压清洗等多项设备，获得国

家专利 20 余项，企业也入选浙江省省

级科技型企业。

2019 年，杨文德的家乡河南省民权

县脱贫摘帽后，他回乡投资创办企业，

助力家乡产业振兴，帮助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新冠疫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带

领员工研发出一款防疫消毒喷雾设备，

捐赠给家乡 30 台，支援当地疫情防控

工作。

2023 年 1 月，杨文德被评为民权县

首届“十大杰出军旅企业家”。他的精

神影响和激励着当地退役军人积极投

身家乡建设发展。

创业路上“老兵新传”
■徐 康 王玉华

4 月 11 日，贵州省安顺

市西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

合当地消防部门，走进安顺

市启新学校开展安全教育活

动。图为小学生进行安全知

识抢答。 严冬阳摄

几场春雨过后，赣鄱大地的万山丛

中，映山红竞相绽放。

每年 4 月，生活在这片红土地的人

们，总不忘折几枝映山红，送到纪念馆

里、英烈墙前、烈士墓旁。如火似血的

映山红，一如烈士燃烧的生命。

在江西，有名有姓的烈士共有近 26

万人。他们的精神，因人们的铭记而永

恒，因人们的守护而传承。映山红盛开

的季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守护英烈的

人，锁定一位老兵、一家六代、一村群

众。

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让红土地上

的映山红，红得更加耀眼、更加夺目。

一位老兵的承诺

“守了 55年，还要
再守一辈子”

清 早 起 身 ，摸 索 着 打 开 桌 上 的 收

音 机 ，江 西 上 饶 德 兴 龙 头 山 革 命 烈 士

纪念馆义务讲解员、82 岁的老兵程樟

柱 仅 用 几 秒 ，就 调 出 一 个 声 音 清 晰 的

频道。

这是老兵每天的“规定动作”。他

听广播，主要是为了获取“新知”——了

解国家大事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好

把新内容及时融入到讲解词之中。

因为眼睛残疾，收音机成了程樟柱

了解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55 年来，他

共用过 16 台收音机。

1968 年，因在部队执行任务时眼部

意 外 受 伤 ，左 眼 失 明 、右 眼 视 力 仅 有

0.04 的程樟柱退役回到德兴老家。本

可以安心享受疗养待遇，程樟柱却主动

向组织提出：“我干不了什么大事了，就

安排我做点小事吧！”

经过半年多的等待，程樟柱等来龙

头山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一把钥匙。

龙头山是方志敏同志被俘地，1954

年，政府在此修建了纪念馆。成为纪念

馆的管理员后，“从小就知道方志敏、佩

服方志敏”的程樟柱决定尽己所能，守

护烈士的英灵。

“从房门出来，往右转弯走 35 步，再

往左转弯走 75 步，上 5 级台阶，往前走

就是纪念馆大门。”拄着自制的盲杖，程

樟柱领着记者走进纪念馆。这座纪念

馆规模不大，但布局合理，环境清幽。

程樟柱刚到这里时，纪念馆只是一座简

陋的砖房。

怀着对烈士的敬仰，“全身都是动

力”的程樟柱一点点整修。因为视力不

好，有一次拔草时，他不慎被毒蛇咬伤，

险些丢掉性命。

为丰富纪念馆有关方志敏烈士事

迹的陈设，程樟柱几乎访遍德兴所有的

老红军。一次次寻访下来，他守护烈士

的劲头越来越足：“有位老红军当年曾

跟方志敏一起出生入死，侥幸逃脱。他

脸上有道两寸多长的疤，皮都被敌人打

掉了。我再摸他的手，上面有很深的一

道槽，是敌人用手铐勒的……”

1970 年的一天，几位游客到焕然一

新的纪念馆参观，请程樟柱讲讲方志敏

烈士的故事。没有准备的程樟柱只好

拿出烈士生平资料，干巴巴地念完。正

是这次经历，让程樟柱开始了义务讲解

之路。

普通话不好，程樟柱就对着收音机

一字一字跟着练。他还学着广播稿的形

式，将方志敏烈士的事迹改编成通俗易

懂的解说词。收音机换了一台又一台，

程樟柱口中的英烈故事，也越讲越生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程樟柱双眼完

全失明。他讲述的英烈故事，却打动了

一批又一批听众。

近几年，纪念馆有了新的讲解员。

家人劝程樟柱回城里养老，他说什么也

不肯离开：“纪念馆就是我的家，守了 55

年，还要再守一辈子。”

六代人的家规

“守护邓军长，是
我们家的传统”

“邓爷爷，又来看您了！”

清 明 时 节 ，江 西 于 都 宽 田 乡 石 含

村。年过古稀的村民谢南京带着家人，

又一次来到后山上的一座烈士墓前，祭

扫、献花、追思。

谢南京口中的“邓爷爷”名叫邓毅

刚，曾担任过红三十五军军长。1932 年

2 月，邓毅刚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被

谢 南 京 的 爷 爷 谢 时 燕 藏 在 家 里 照 顾 。

邓毅刚因伤势过重牺牲后，谢时燕和乡

亲们含泪将他安葬在后山上。

那时，谢时燕并不知道邓毅刚的姓

名 ，只 知 道 他“ 姓 邓 ，是 一 位 红 军 军

长”。此后，谢时燕年年带着家人前去

扫墓。

“爷爷交代我父亲，父亲又交代我，

邓军长用生命守护过我们，要世世代代

记住他。”谢南京回忆，那年父亲谢本荣

突发脑溢血，病重时不忘嘱咐他“要把

邓 军 长 当 成 亲 人 ，像 对 待 自 家 祖 坟 一

样，守护好他的墓”。

谨遵这样的“家规”，谢家的一代代

后人，接力守护着这座烈士墓。

20 世纪 80 年代，石含村后山遭遇

洪水，导致烈士墓受损。“那时候，家里

并不富裕。为修缮烈士墓，父亲变卖了

家传的金镯子……”谢南京的儿子谢金

石告诉记者，一向节俭的父亲，在为邓

军长修墓时“异常大方”。

谢南京则回忆，儿子谢金石事业刚

起步的那一年清明，曾不惜婉拒来之不

易的订单、推迟与客户的谈判，只为及

时赶回家中为邓军长扫墓。

尽 心 尽 力 守 墓 的 同 时 ，谢 家 人 不

忘 寻 找 烈 士 的 姓 名 。 2010 年 8 月 ，有

关 部 门 经 过 多 方 考 证 ，确 认 这 座 墓 的

主人为湖南汝城籍烈士邓毅刚。谢南

京 这 才 知 道 ，邓 军 长 牺 牲 时 年 仅 28

岁 ，曾 经 参 加 过 南 昌 起 义 、中 央 苏 区

反“围剿”斗争，有着短暂却辉煌的一

生。

后来，谢南京为烈士重新立起一块

墓碑。墓碑上的名字，由“邓军长”改为

“邓毅刚烈士”。

清明时节，与谢南京一起为邓毅刚

烈士扫墓的，还有他的曾孙女谢雨萱。

踉踉跄跄地迈着小步子，谢雨萱将从路

边 摘 来 的 几 朵 映 山 红 ，轻 轻 放 在 墓 碑

前。

“加上雨萱，我家已有六代人为烈

士守墓。”谢南京自豪地说，“守护邓军

长，是我们家的传统。”

一村人的接力

“17位勇士，化作
17棵不老松”

从江西瑞金市区出发，沿 319 国道

走 10 多公里路程，有一个叫华屋的村

庄。村庄不大，风景秀美，后山上的 17

棵青松格外引人注目。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为粉碎敌人“围

剿”，中央苏区开展大规模扩红运动。

仅有 43 户人家的华屋村积极响应，将

17 位青年送入红军队伍。

1934 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这 17

位华屋籍战士回乡与亲人道别。大家

商量，每人到后山种一棵松树，寄托乡

愁。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他们先

后牺牲在长征途中。

后来，华屋村村民把烈士的名字刻

在 木 牌 上 ，挂 在 树 干 的 醒 目 位 置 。 从

此，这片松林被乡亲们叫作“信念林”。

人 们 说 ，“17 位 勇 士 ，化 作 17 棵 不 老

松。”

今天站在华屋村口，时光在这里交

汇碰撞——向左望去，是一排排白墙黛

瓦的精致小楼；向右望去，是 7 座歪斜的

土坯老屋。

华屋村党支部书记华盛告诉记者，

村名虽叫“华屋”，过去家家户户却住着

破旧的土坯房，“小雨过后墙小补，大雨

过后要大补”。

近年来，在国家助力苏区振兴发展

政策的支持下，华屋村焕然一新：泥泞

土路变成宽广的水泥路，家家户户搬进

新修的小楼。借助红色旅游产业，村集

体经济不断发展，村民的幸福感不断提

升。

搬进新家那天，村民华水林专门来

到爷爷华钦材烈士栽种的松树前，诉说

家里的新变化。“爷爷倘若泉下有知，一

定会很欣慰。他们当年浴血奋战，不就

是为了今天……”

饮水思源。乡村改造中，华屋人特

意将村口烈士居住过的 7 座土坯房保留

下来，警示后人不忘来时路。

数 十 年 来 ，一 代 代 华 屋 人 还 形 成

独特的乡规民约：新人结婚，要到“信

念林”祭拜英烈 ；每年清明，要举办祭

英烈活动；开学季，新生们到“信念林”

上“ 开 学 第 一 课 ”；新 兵 入 伍 、民 兵 入

队 、老 兵 退 伍 时 ，要 向 17 位 烈 士“ 报

告”……

“在‘信念林’东北，我们又开辟了

一片‘青年林’。”华盛告诉记者，华屋村

的后人，凡是参军入伍的，都会种上一

棵青松，陆续已种下近 20 棵。

这片生机勃勃的“青年林”与“信念

林”一样，守护着华屋村，传承着烈士的

精神和信仰。

图①：老兵程樟柱（左一）为游客义

务讲解。 余 伟摄

图②：谢南京在邓毅刚烈士墓前清

扫。 新华社发

图③：华屋村村民浇灌“信念林”中

的青松。 新华社发

制 图：扈 硕

盛开在心底的映山红
—江西革命老区群众守护英烈的一组故事

■刘 航 郭丽城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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