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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退伍不褪军人本色，卸甲不卸报国之志——这是中国退伍军人的风采；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这是军民
鱼水情深的写照。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八一”前夕，让我们聆听部分退役军人和拥军人物的故事，致敬在平凡岗位
继续服务人民的平凡老兵，致敬以涓滴善举心系军营、情暖军心的拥军模范。

黝黑的肤色、有神的双眼、挺拔的
身姿⋯⋯岁月的风霜，似乎并没有给接
受过 11 年军魂洗礼的梁樟军，留下太
多的痕迹。

“若有战，召必回⋯⋯”日前，记者
刚见到梁樟军，他就给记者播放了一则
视频。为了迎接建军 95 周年，他和几
位退伍军人组织了一场军训。嘹亮的
口号，整齐的动作，视频中的老兵们英
姿飒爽，风采不减当年。

“ 怎 么 样 ，退 役 20 多 年 了 ，我 的
动 作 还 标 准 吧 ⋯⋯”梁 樟 军 爽 朗 一
笑 ，仿 佛 回 到 了 那 段 难 忘 的 峥 嵘
岁月。

梁樟军从小就对军人十分崇拜，
1986 年 11 月他如愿入伍，1997 年 12 月
退役，军旅生涯锻造了他坚毅果敢、一
往无前的品质。退役后他白手起家，在
文旅行业开辟了人生的“第二战场”，
2011 年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复员退伍军
人。他感恩部队，拥军优属，先后获得
绍兴市爱国拥军模范个人、浙江省首届

“最美拥军人物”等荣誉。
这位“老兵”是如何创造出富有传

奇色彩的人生，他的身上又发生过什么
样的故事？

他是一个“爱管闲事”、乐于助人的
热血男儿。

梁樟军从小就有一副热心肠，从军
后 更 是 把 帮 助 他 人 当 成 神 圣 职 责 。
1995年春节，梁樟军到杭州的丈母娘家
探亲，遇到对面四楼突发火灾。他二话
不说冲了上去，沿着水管爬上阳台，几
经波折终于将火扑灭。事后他才感觉
到，自己在救火中扭伤了脚，新买的羊
毛衫也被烧出了几个窟窿。

“我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梁
樟军笑着说，因此，他多次荣获“学雷锋
标兵”，还荣立过三等功。

他是一个眼光独到、敢闯敢拼的创
业“战士”。

梁樟军首次创业在 1999 年，他发
现人们对出行的要求越来越高，就向几
位战友借钱买了一辆大巴车跑起了客
运。后来，他又发现，不少客运班车为
了拉满乘客，老是兜兜转转不准时出

发，让许多乘客很无奈，又带头搞了准
时直达的“快客”模式。

一开始因为拉不满人，接连 3 个月
都严重亏损。“有人劝我不要再搞了，但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只要坚持下去一定
能够成功。”果然，3 个月后，快客大受乘
客欢迎，生意十分火爆。

“从军和创业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但我觉得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都需要
有为国为民的初心、敢闯敢拼的勇气和
力争上游的精神。”

为了把家乡的好山好水推介出去，
2002 年梁樟军成立了浙江省新昌旅行
社有限公司，并坚持诚信经营、优质服
务，文旅产业越做越大。经营酒店，投
资景区，他逐步构建起行、游、吃、住的
一条龙服务模式。

如今，梁樟军的企业每年为新昌带
来 30 多万人次的客流，为家乡人民带
来了众多的就业机会，花生、茶叶、玉米
饼等特色农副产品也成为热卖的“网
红”产品。2020 年，梁樟军被评为浙江
省最美文旅人。

他是一个心怀感恩、拥军优属的道
德典范。

“对于部队，我始终有着一份怀念

和感恩。”退役后，梁樟军一直心系军
营，为现役、退役军人以及军属提供
福利。

在他投资运营的国家 3A 级景区天
烛仙境，全国现役、退役军人免费游览
是一项长期政策。他经营的酒店设立
了新昌首家“军人驿站”，为来新昌旅
游、探亲的现役军人及直系亲属提供免
费住宿及其他志愿服务。

去年，新昌县双拥办举行了“荣光
共享 共铸国防”活动，邀请新昌武警部
队优秀战士的家属“走进新昌”，梁樟军
得知后主动为家属们提供免费的出行、
食宿服务。

退伍不退志，梁樟军经常在重要关
头、危急时刻冲锋在前。2021 年 12 月，
在绍兴上虞发生疫情之时，他第一时间
组织公司车队的 13 辆大巴车驰援上
虞，随后又组织成立新昌文旅抗疫小分
队，为抗疫贡献力量。

“ 从 军 是 保 家 卫 国 ，创 业 是 服 务
百姓。不论何时，我永远有一腔热血
在心头。”如今，梁樟军最大的愿望，
就是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新昌、了解
新昌、爱上新昌，带领更多的群众增收
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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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阳似火，正午时分的平湖市钟埭
街道大力村，四下几无荫蔽。村党委书
记冯建卫在热浪中行色匆匆。他身上的
衬衫汗迹斑驳，墨镜遮不住泛黑的眼
圈。这几天，为了尽快落实村里的一系
列基建提升项目，他几乎一天掰作三天
用，顾不上休息。

谁曾想，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过去
是西装革履、收入可观的“金牌保险”，也
是一名久经考验的退役军人——1998
年，冯建卫是随部队战斗在江西九江抗
洪一线的子弟兵；退役后，他成为了保险
公司的服务标兵；2013 年，他不顾家人
反对，辞去工作，当起了乡村振兴的排
头兵。

“党组织有号召，我就要把任务不折
不扣完成好。”冯建卫说，“抗洪时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不到十年光景，他先后
在钟南村、大力村担任村书记，各项工作
开展得有声有色。

“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选择了
这条路的冯建卫并非独行。2021年，包
括他在内的 10 名嘉兴优秀村社党组织
书记组成乡村振兴优秀“兵支书”集体，
被评为省第二届“最美退役军人”。

“兵支书”为什么行？他们中的“老
班长”、海宁市周王庙镇博儒桥村党委书
记吴清江说，“兵支书”最大的优势，就是

“骨子里的觉悟和干劲”。
说到干劲，秀洲区王店镇南梅村党

总支书记陆华颇有发言权。他的妻子笑
称，进部队前，陆华是学校里的“小透
明”。而他的家乡南梅村，因地理位置
偏、经济底子薄，在当地也是个缺少存在
感的小村庄。

部队的锤炼，让内向的陆华变得“敢
拼、敢做、敢学”。退役后，他接连考出会
计、统计等多项职业资格证书，还完成了
在职专科和本科的学业。

接手南梅村时，陆华发现，村干部普
遍比较迷茫，改变现状的意识不强。于
是，他带头洗厕所、扫庭院，把部队“抓内

务”“开班务会”等做法带进了日常队伍
管理。“有了执行力，才有公信力。”陆
华说。

这些细到一草一木的做法，村民们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渐渐地，大家都
愿意跟上这位“兵支书”的脚步，一起奋
斗。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浙江
省新时代美丽乡村、浙江省全面小康建
设示范村⋯⋯南梅村的集体年经营性
收入在陆华的带领下翻了十倍。2020
年初，南梅村成功承办嘉兴“我们的村
晚 ”活 动 ，成 为 了 远 近 闻 名 的“ 网 红
村”。陆华说，这是迄今为止他最引以
为傲的事。

“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兵支
书”活跃在田间地头，带村民闯出致富
路，也在家长里短中，解决群众的“急难
愁盼”。

王萍自 2005 年起担任嘉兴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嘉北街道阳光社区党委书
记。早年间，她是嘉兴市招聘的首批年
轻社区干部之一。

阳光社区以迁置农民为主体，“农转
居”情况复杂。面对邻里间的琐碎事务，

王 萍 是 公 认 的“ 事 必 躬 亲 ”“ 眼 尖 心
细”——老人们酷爱聚会闲谈，她安排盖
了一座凉亭作为场地；发现居民户外拉绳
晾衣服的习惯很难改变，她就开辟区域、
统一设施，让大家有序晾晒、安全晾晒。

“当兵的，多干不吃亏。”王萍总把这
句话挂在嘴边。她一直保留在部队的习
惯，动腿、动脑比年轻干部还要勤快。社
区里的职业技能培训班、企业招聘会、阳
光绣花站，就是她用无数个昼夜的“多
干”得来的成果。十多年来，社区累计培
训妇女 2000 多人次，有 1500 多人借此
实现就业。用社区居民、九旬老人吴金
凤的话讲，王萍是大家都信赖的“好女
儿”。

如今，“兵支书”们在嘉兴1165个村
社组织中的比例已达到 39%。在浙江
大地上，他们演绎的故事，亦是一种别样
的“山海情”。冯建卫说，希望有越来越
多的退役军人，成长为建设基层的骨干
力量。戎装虽脱下，但为人民服务的志
气不会磨灭。这份信念，支撑着“兵支
书”们，一代接着一代，去往最需要他们
的地方。

“兵支书”集体演绎别样的“山海情”——

“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见习记者 宋哲源

最近，宁波北仑大榭中学师生，收到
了几千公里外的南沙赤瓜礁守备部队官
兵寄来的信。这是该校师生最近3年来
收到的第20封来自赤瓜礁官兵的来信，
它们见证了大榭中学师生和赤瓜礁官
兵的友情。这份友情，始于该校教师胡
四海，正是他，带着学生坚持给赤瓜礁
官兵写信，一写就是 34 年，来往书信
200多封。

黑发悄然转白，信纸渐渐泛黄。
34年来，守礁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大
榭中学的学生毕业了一届又一届，但
他们的书信往来从未中断。一封封书
信，记录的是一代代赤瓜礁官兵坚守
在南沙前沿的无私奉献，更是军民之
间最真挚动人情谊的写照。胡四海本
人，也因这份坚持，最近被评为浙江省
首届“最美拥军人物”。

“这是一块远离陆地的小海礁，却
一直有一群热血军人守卫着！”记者来
到大榭中学时，胡四海正带着5名初二
学生，在“最是动人鱼水情”大榭中学
双拥展厅，讲述大榭中学师生和赤瓜
礁守礁官兵之间的故事。

“这个展厅，存放着师生和守礁官
兵部分来往信件，胡老师给大家讲的，
是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大榭中学
党委书记胡美珍介绍说。

胡四海的故事，要从 34 年前讲
起。1988 年 3 月，他从报纸上看到
一则新闻，详细介绍了驻守南沙群
岛的官兵日常训练的场景。看到守
礁官兵的身体浸泡在海水中，紧握
钢枪、高举手臂的宣誓场景，胡四海
不禁泪流。

一定要让孩子们记住这些“最可
爱的人”，这是胡四海当时最强烈的想
法。由此，他带着报纸走进教室，开了
一次名为“祖国神圣领土不可侵犯”的
特殊主题班会。

“守礁战士在艰苦地方守卫国土，
才有了我们的和平安宁，我们能为他
们做些什么？”在胡四海引导下，学生
们展开讨论，一致决定给赤瓜礁上的
解放军叔叔们写封信。

1988 年 5 月，胡四海带着学生们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第一次向赤瓜礁
寄去几封书信。其中一封书信的署
名，叫“我们一直与你们同在”。

由于路途遥远、邮寄地址不够详
细，直到1990年8月，当时的守礁官兵
才收到信件。他们既惊讶又惊喜，立
即着手给学生们回信。

当胡四海收到第一封带有海水印
记的回信时，已是 1991 年元旦，寄信
的学生也已毕业离校。胡四海一边挨
个通知，一边发动在校学生继承“鸿雁
传书”这份光荣的使命。从此，互寄书
信成了双方的一项传统，最期待的是
尽快收到回信。

所有寄出的书信，都要抄写两份，
一份寄出，一份留底。在展厅，记者看
到了这一封封字迹工整的书信，表达
了孩子们对战士的崇敬之情和向他们
学习的决心，而战士们的回信，同样饱
含深情。

“一艘渔船路过时间仅 3 分钟。
捎信一封，勿挂念，感谢你的诚意！”
一封不足百字的信是这样写的，那是
1996 年，写信的战士叫钱靖，时年 20
岁。当时，一艘渔船经过赤瓜礁，钱
靖得知后，匆忙中写了这封书信，委

托渔民带出海，待渔船靠岸后投寄邮
局。

这些信件，改变了很多孩子的人
生轨迹。这些年，不少大榭中学的学
生在守礁官兵的激励下参军入伍，追
随“偶像们”的足迹走上保家卫国的
道路。

“赤瓜礁战士们的精神感动了我，我
决心将来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去年被
宁波效实中学海航班录取的王同学说，

“我刚到大榭中学时，就了解到赤瓜礁和
大榭中学鱼水情深的渊源。初二时，听
了不远千里来大榭中学探亲的赤瓜礁官
兵代表做的报告，更是深受感动，我希望
像守护赤瓜礁的叔叔一样，将来为国家
海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榭人有拥军的传统。”大榭中
学原校长章军说，1949年 8 月，刚刚成
立不久的人民海军发起渡海作战，成
功解放大榭岛。“大
榭 人 都 爱 戴 解 放
军。”目前，大榭中
学已将这些书信编
入德育课程，让赤
瓜礁精神在大榭中
学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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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到来前夕，杭州市
上城区清波街道清波门社区又有十位
居民与部队年轻官兵结对为“母子”。
往常这样的活动，作为社区资深“兵妈
妈”的俞涤萍肯定会带着她的“兵儿
子”李帅一起参加。可由于患病住院，
俞涤萍不得不遗憾地请假，并嘱咐社
区工作人员，“不要告诉孩子，部队工
作忙，可别让他担心了。”

俞涤萍瞒着李帅，不愿影响他工
作，而另一边，久未接到“干妈”电话的
李帅，早已起疑。他偷偷跟“干爸”打
电话，悄悄关注着“干妈”的病情变
化。“‘干妈’现在情况还不错，等她出
院了，我就去接她回家。”李帅说。

从 2018 年结对以来，俞涤萍陪伴
着李帅成长，逢人就说这是她的“帅儿
子”；李帅也从她这儿感受“母爱”，在
杭州有了一个“家”。

清波门开展结对工作时，俞涤萍
是第一位报名参加的社区居民。“孩子
们大老远来从军报国，很不容易。我
想尽自己的一分力，照顾他们。”这是
俞涤萍成为“兵妈妈”的初衷。从1996
年以来，她先后结对了 15 位“兵儿子”
和 1 位“兵女儿”，给了他们来自“第二
故乡”的母爱。

俞涤萍结对的第一个“兵儿子”来
自义乌，20 岁不到的孩子，离家入伍，
正是需要关心关爱的时候。“听到他叫
我‘干妈’，心里一下就暖了起来。”对
俞涤萍来说，这一声“干妈”，不仅是一
份责任，还是将她和孩子们紧紧连在
一起的纽带。

传统节日是俞涤萍最忙碌的时
候。“端午的粽子、小年的水饺，他们不
能回家，但节日的味道不能少。”每次
节日前，她就会赶早去市场买上新鲜
的原料，用心包粽子、做饺子，好在节
日当天让孩子们吃上热乎乎的美食。

“我把他们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们的
口味、喜好，我都一清二楚。”

平常，“兵儿子”“兵女儿”身在军
营，不便外出。不见面的日子，俞涤萍
不时会给他们打上几个电话，“训练辛
苦不辛苦？最近新学了什么知识？有
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临挂断电话时还
总会说上一句，“有什么需要都要跟

‘干妈’说，别不好意思。”
购买书写纸张、做家常便饭，俞涤

萍不仅照顾“兵儿子”“兵女儿”的生
活，也关心他们的精神需求。“我不
是‘干妈’结对的第一个‘儿子’，但结
对时间是最久的。”李帅告诉记者，他
最喜欢的就是跟着“干妈”练字。“刚来
部队时，心情有点浮躁，‘干妈’就带着
我练字，让我平心静气。”李帅的宿舍
里还放着俞涤萍给他买的“文房四
宝”，字越写越好，也成了他训练之余
的一大收获。

今 年 初 ，俞 涤 萍 的 亲 生 儿 子 去
世，李帅跟“干妈”的通话更频繁了。

“反而是‘干妈’安慰我，让我在队里
不要分心。”李帅说，之前哥哥因病在
床，但“干妈”总是笑得暖暖的，家里
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生活上的不快，

她从不表露，永远都是那么积极乐
观。”

亲生儿子去世后，俞涤萍虽然难
过，但她的精神支柱没有倒。“我还有
女儿，还有结对的‘儿子’、‘女儿’。儿
女双全，怎么说都是幸运的。”俞涤萍
红了眼眶，但依旧笑着。

“有干妈在，我们会觉得在这里有
了个家，有归属感。”这是所有“兵儿
子”“兵女儿”的心声。一声“干妈”，也
是军民鱼水情最质朴的诠释。

在浓厚的拥军氛围下，清波门社
区催生了“兵妈妈”这类特殊群体。这
群特殊的“母亲”，结对部队里的年轻
官兵，给予他们关怀，至今已有 40 年
的历史。这份特殊的亲情，不仅使这
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感受到了“家”的
温 暖 ，也 让 老 人
们获得了精神慰
藉 。 迄 今 为 止 ，
清波门社区已成
功 结 对 184 对

“兵妈妈”与“兵
儿女”。

“兵妈妈”俞涤萍先后结对16名“兵儿女”——

“儿女双全，怎么说都是幸运的”
本报记者 徐子渊

爱我人民爱我军爱我人民爱我军

梁樟军在“荣光共享 共铸国防”活动中和战士们相互致敬 受访者供图 胡四海（中）展示与南沙官兵的来往信件 本报记者 李震宇 摄胡四海（中）展示与南沙官兵的来往信件 本报记者 李震宇 摄

嘉兴乡村振兴优秀“兵支书”集体 嘉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供图 “兵儿子”上门看望“干妈”俞涤萍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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