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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特殊的人：有默默无闻的

守陵人、踽踽独行的乡村邮递员；有国务

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奋发有为的民营企

业家。

这是一个个特别能战斗的集体：有

坚持准军事化管理、担负电力应急抢修

任务的退役军人党员服务队，有由退役

不褪色的老兵组成的抗洪抢险突击队，

有决战脱贫攻坚战场的“兵支书”群体。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最美退役

军人。

从 2018 年起，由中央宣传部、退役

军 人 事 务 部 、中 央 军 委 政 治 工 作 部 共

同 发 起 的“ 最 美 退 役 军 人 ”表 彰 活 动 ，

已连续举办 3 年，57 位“最美退役军人”

和 3 个“最美退役军人群体”相继受到表

彰。这一活动给广大军民带来诸多双拥

启示。

双拥热土培育最美人物

“最美退役军人”用行动表明：军地

双方共同支持，当过兵的人干啥像啥，干

啥成啥，为双拥赋能，为时代添彩。

1.农民科学家 2020 年度“最美退

役军人”陈炳金，是四川省川椒种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被誉为“中国辣

椒大王”。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他单独

完成有关杂交辣椒和科学种椒的专著多

部，发表专业论文 70 余篇。

谁能想到，陈炳金入伍时只有初中

文化程度？“感谢部队这所大学校的教育

培养！”陈炳金回忆说，自己入伍短短一

年，就在有线通信技能比武中夺得第一。

陈炳金退役后发明“辣椒冬季育苗

方法”成功申请国家专利，得益于退役军

人受优待：干事有机会，发明有奖励。当

兵爱部队，务农爱百姓，陈炳金凭借“最

美”发明当选基层党代表，出席自贡市党

代会，还被富顺县聘请指导全县蔬菜种

植。

2.旅长村支书 “土坷垃最养人，当

农民不丢人。”许多“最美退役军人”来自

“三农”第一线，“旅长村支书”林上斗就

是其中一位。

2015 年 3 月，他从旅长岗位退役时，

将组织关系迁回了家乡福建省尤溪县梅

仙镇半山村。“半山村生我养我十几年，

我要踏踏实实为村里干点事。”林上斗与

几位村民自掏腰包买来几条竹筏，推广

“坐竹排、观鹭鸟、赏古树”特色乡村旅

游，开业 3 天收入 1 万多元。

这一举动赢得了群众信任。当年 6

月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林上斗全票当选

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治村如带兵，短短

几年间摘掉了落后村的帽子，与乡亲们

一起打造出远近闻名的示范村。

3. 教授原来是个兵 2008 年 9 月，

郁文贤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转业，顺利

通过上海交通大学全球院长竞聘，成了

一位知名教授。由他牵头成立的“智能

探测与识别”等实验室，取得一系列令人

刮目相看的成果。

与郁文贤一样，“最美退役军人”孔

金珠、李剑川都曾在有科技助民传统的

国防科技大学工作。拥政爱民与爱国拥

军的统一，让从科技助民到科技拥军的

角色变换顺理成章。

品味“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人

们强烈地感到：乡村振兴、军民协同创新

都呼唤双拥工作的“最美支撑”，双拥之

美既美在军民同心同德，又美在创业创

新顺应时代，更美在闯关夺隘永不言败。

最美人物浓厚双拥氛围

双拥能激活个人潜能，也能创造美

好生活。“最美退役军人”用大爱温暖人

心，用专业技能擦亮民族品牌，浓厚了全

社会的双拥氛围。

4.五位患者重获新生 “我那侄儿

真是个好孩子！”每当提起胡晨，当过兵

的叔叔总会这样说。安徽省铜陵市枞阳

县雨坛镇双丰村退役军人胡晨，生命定

格在了 31 岁。

2004 年入伍的胡晨，在部队就是一

个好兵：第一年获评优秀学兵，第二年获

评优秀士兵。部队调整精简，他把留队

机会让给了战友。

胡晨退役后与父亲一起打工，日子

过得充实而快乐，不幸却一次又一次降

临：妻子去世后，他被确诊患上了病毒性

脑炎。社会各界及时伸出援手，千方百

计救助在重症监护室的他。

社会厚爱当过兵的人，当过兵的人

更懂得回报社会。胡晨弥留之际强忍病

痛，毅然决定捐献自己的肝脏、肾脏和眼

角膜。当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5 位

患者获得了新生。

5.守陵人也是讲解员 班长郑林书

把最后一个馒头给了他，他活了下来，而

班长却永远地倒下了。41 年后，陈俊贵

依然忘不了那一幕。

1985 年 陈 俊 贵 携 妻 子 远 离 故 乡 ，

在 新 疆 尼 勒 克 县 的 乔 尔 玛 烈 士 陵 园 ，

默 默 为 郑 班 长 守 陵 。“ 清 明 ”“ 八 一 ”期

间，到陵园祭奠的人很多，守陵人陈俊

贵 当 起 了 讲 解 员 。 人 们 蓦 然 发 觉 ，独

库 公 路 大 会 战 和 天 山 精 神 ，都 在 讲 述

中鲜活起来。

6.“金手指”名不虚传 在裴永斌家

的书柜里，有一块灰色石头被他视为珍

宝。这块石头来自被拆除的柏林墙。作

为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首席技师，那

段在德国柏林进修的日子，总是让裴永

斌感慨万千。

裴永斌 1985 年退役以来，一直在生

产一线与机床相伴。靠着军队养成的坚

韧和国外培训打下的底子，他掌握了双

手一摸便能“自测”油箱壁厚和表面粗糙

度的绝活儿，精度和效率超过专用仪器，

成为行业公认的“金手指”。

社 会 给 退 役 军 人 一 次 机 会 ，退 役

军人还社会一分精彩。裴永斌以工匠

精 神 擦 亮 民 族 品 牌 ，用 老 兵 新 传 为 军

人争光。

当兵的时候拥政爱民不留遗憾，为

民的时候爱国拥军一往情深。活跃在各

个领域的“最美退役军人”用行动感召世

人：双拥工作助力公益慈善，公益慈善将

惠及更多军民；双拥工作助力国防教育，

国防教育将展示更大魅力；双拥工作助

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必将带动形成军

地双向受益的可喜局面。

军民同心唱响嘹亮军歌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

防是全民国防。“最美退役军人”身体力

行发出庄严召唤：军民勠力同心，一切奇

迹都能创造出来。

7.一家 6人上过前线 这组令人震

撼的数字足以展示“满门忠烈”的当代传

奇：一家 8 人参军，6 人上过前线，5 人立

功，两个儿子壮烈牺牲。传奇背后的“英

雄母亲”，就是获评 2020 年度“最美退役

军人”的王昌群，她是云南省粮油运输公

司的一位退休干部。

15 岁参军的王昌群先后参加过解

放西南、剿灭匪患、保卫边疆等军事行

动，后来与曾担任云南省保山军分区司

令员的丈夫一起扎根边陲。老干部是党

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王昌群退而不休，传

承红色家风，充分展示了老干部群体对

双拥工作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作用。

8.从戈壁滩到实验室 从大漠戈壁

的军营退役时，张励年近 40 岁。从零开

始的她，凭实力成长为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第八研究院项目总师。

从 2008 年至 2015 年间，张励组建了

一支优秀团队，成功研制 4 套国内首创

的大型仿真系统。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的女中豪杰用胆识和创举证明，支

持练兵备战，科技力量不可或缺，女性群

体大有可为。

9.不一样的战斗集体 “一群人一

条路/坚持一直走下去/在一起不容易/

相守更加了不起……”这首题为《不放

弃》的歌曲，就像是专门唱给 3 个“最美

退役军人”群体的。

成立于 2001 年的国网江苏电力（如

东公司）退役军人共产党员服务队，由 6

位 党 员 发 起 成 立 ，其 中 4 人 为 退 役 军

人。如今已经发展至 3 个班组和 14 支分

队，人数增至 166 人，他们穿着印有“共

产党员”字样的红马甲，双拥在基层有了

新传承。

“长跑、爬绳、负重，练就过硬本领；

灭火、救人、拆解，救群众于水火。”这是

对安徽省庐江县退役军人抗洪抢险突击

一分队的最美写真。2020 年 7 月 22 日

早晨，安徽省庐江县同大镇石大圩连河

段 突 然 漫 堤 溃 口 ，未 撤 离 群 众 急 待 救

援。他们逆行而上，被困群众安全了。

“‘兵支书’服役期间形成的吃苦耐

劳、甘于奉献、敢打硬仗的顽强作风，正

是决战贫困所需要的。”贵州省安顺市委

主要领导介绍，决战脱贫攻坚和推进乡

村振兴，全市共有 916 名“兵支书”长期

奋战在 532 个村。

军歌嘹亮，见证双拥新貌。一位老

双拥感慨地说：最美双拥，就是关注国

家 现 代 化 建 设 ，平 常 日 子 更 要 发 挥 作

用；就是支持练兵备战，和平年代更要

突出重点；就是救民于水火，危急关头

更要冲锋陷阵。

军歌依然嘹亮
—连续3年寻访和表彰“最美退役军人”的双拥启示

■刘进伟 王腾腾

为庆祝建党百年，本版今起推出
“新时代双拥新貌”专栏，聚焦区域实
践、行业突破、人物典型，通过专题调
研，从不同角度展示新时代双拥工作
新气象。

专 栏 稿 件 定 位 以 新 闻 述 评 为
主，有述有评，夹叙夹议，力求给读

者 以 更 多 有 益 启 示 ，字 数 控 制 在
3000 字以内为宜。统一收稿邮箱：
jfjbjmrh@qq.com。

今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双拥课题组的来稿，敬请关
注。

——编 者

新时代双拥新貌

人物群像·家国情怀

2020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现场 王 峰摄

艾叶流芳，粽香四溢。端午节来

临之际，笔者不禁想起了当年在贵州

与苗族群众共度端午节的情景。部队

驻地紧挨着一个叫加禾的苗寨，每到

端午节，苗族群众都会带上糯米和粽

叶来到部队，与官兵一起包粽子。姑

娘们将艾草编织的花环、用五彩线扎

的香囊送给战士们；小伙子则鼓足劲

头，与官兵争旗鼓、赛龙舟……热闹祥

和的气氛，包含着祈福风调雨顺、国泰

民安的朴素情感，也体现了浓浓的家

国情怀和军民鱼水之情。

双拥点亮新民俗，就是将双拥元

素纳入民俗节日，这无疑是一个新的

课题。在欢度节日中感受军政军民守

望相助的温暖、共克时艰的力量、开创

未来的信心，这是新时代双拥的题中

应有之义。

回望我党我军光辉历史，民俗节

日犹如一条纽带，将军政军民紧紧联

系在一起，既留下难忘记忆，更增添前

行力量。

“正月里来呀是新春，赶上那猪羊

出呀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

给那英勇的八路军”。这首脍炙人口的

《拥军秧歌》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

深情厚谊和踊跃支前的情景，蕴含了“军

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真谛。

人民子弟兵又何尝不是心系人民、

体恤人民、处处替人民群众着想呢！

当年，在苏北战场，正准备过年的

新四军某部突然奉命出发。那时的淮

北地区很穷，老百姓过年才能有点好

吃的。如果在老乡家过年，乡亲们势

必要把平时难得吃到的水饺、白面馒

头、猪羊肉慰问子弟兵，于是部队决定

从腊月二十九起，在野外露营 3天。得

知这一原委后，许多人感动得落泪。

世上哪有这样的军队？为了让群

众过个好年，宁愿自己挨冻受饿；为了

不打扰市民，宁肯露宿街头；为了遵守

群众纪律，路过苹果园不摘一个苹果；

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以吃酸菜为

荣……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正是我军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

爱。这种爱既体现在平日，更体现在

节日。1947 年春节前夕，太行山根据

地的群众惦记刘伯承的身体，以贺年

的名义送来食品和衣物，小高壁村妇

救会还给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写了一封

信：“我们也像你一样爱他，可我们不

能亲自去照顾他……”刘伯承将乡亲

们送来的年礼全部分给了战士，把信

件传给战士们看。他说，我们要多打

胜仗，用胜利捷报为人民恭贺新春。

几年前，在军校课堂上，教员说到

一位外国作家对中国长城的质疑：“一

座长城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安全吗？”教

员提问“有没有这样的长城”，一名学

员站起来回答：“有！众志成城！”顿

时，掌声雷动。

“东方看消息，万物有精神。”在我

们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每一个民

俗节日都是好消息的汇聚，都是精气

神的弘扬。赋予民俗节日以崭新的双

拥内涵，我们责无旁贷。

赋
予
民
俗
双
拥
内
涵

■
向
贤
彪

2019 年 6 月的一个午后，我路过

山 西 省 太 原 市 汾 河 大 桥 ，岸 边 突 然

传 来 呼 救 声 。 远 远 望 去 ，有 位 老 人

不 慎 落 水 。 我 立 即 飞 奔 过 去 ，毫 不

犹 豫 地 跳 进 河 中 ，迅 速 向 落 水 老 人

游去。

初 夏 时 节 ，河 水 仍 然 冰 冷 。 短

短 几 十 米 距 离 ，跳 水 时 不 慎 弄 丢 了

眼 镜 的 我 眼 前 一 片 模 糊 。 我 双 脚 踩

水 ，双 手 推 着 老 人 ，一 点 点 向 岸 边 艰

难移动。

距离河岸还有 10 米左右的时候，

我渐感体力不支。我潜入水中，凭借

最后一丝力气将老人推向河岸。路人

争相施救，老人被营救上岸。水流湍

急，我呛了几口水后，身体开始下沉。

好在双脚触及河底，我迅速蹬地浮游

至岸边。爬上岸后，我穿着湿透的衣

服，悄悄离开了现场。

老人和家人四处打听，接连寻找

了几天，从朋友那里得知我在杏花岭

区人武部工作。“感谢亲人子弟兵！”老

人赶到人武部，当面向我表示感谢并

赠送了锦旗。

子弟兵救民于水火，已成为广大

军民的共识。在我看来，穿“孔雀蓝”

的军队文职人员一样姓军为民，人民

群众遇到危险时，同样应该挺身而出。

转 改 文 职 人 员 以 来 ，穿 上“ 孔 雀

蓝”的我积极发挥军地桥梁纽带作用，

主动联系地方公安部门，健全完善了

军警民联防协作机制，在辖区尝试推

行民兵信息员网络化管理，及时掌握

驻地社情和舆情。在山火扑救、城市

防汛、护林巡逻、安保执勤等任务中，

我总是主动请战，冲在一线。

2019 年 3 月 29 日，山西省沁源县

发生特大森林火灾，上级命令杏花岭

区人武部率远程灭火分队驰援。原本

可 留 下 值 班 的 我 主 动 请 缨 加 入 突 击

队，冲向火场，紧急开辟隔离带。火势

较大，我的衣服被烧穿了一个洞，头发

也烧焦了一片。火情控制后，我又主

动请战，组织布设阵地，加强警戒，防

止出现新的险情。

2020 年 4 月，我又主动参加了忻

州 五 台 和 晋 中 榆 社 森 林 火 灾 扑 救 任

务。

太原市杏花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挂牌成立后，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统计

退役军人信息。部分退役军人因为档

案遗失无法登记，一位 68 岁的退役老

兵，因服役部队历经多次调整改编，个

人档案去向不明。他奔波无果，找到

了区人武部。我辗转 3 个区县，与当地

人 武 部 、民 政 局 、公 安 局 一 起 多 番 努

力，终于帮他核实了入伍信息。家里

挂上光荣牌的那一刻，年近古稀的退

役老兵两眼含泪，激动地握着我的手，

一个劲儿地表达感谢。

工作之余，我还热心参加公益事

业，将获得的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奖金，

用于资助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并为生

活困难的烈士亲属与军人家庭送去慰

问品和慰问金。

从军多年，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早

已深深融入了我的血脉。

“孔雀蓝”一样姓军为民

双拥模范话双拥

6 月 5 日，由军地共同兴建、以当地

军事志为主要内容的军史长廊，在辽宁

省葫芦岛市龙港区竣工并正式对外开

放。这一军史长廊成为广大市民接受国

防教育、开展党史学习的一个新场所。

军史长廊一开放，立即吸引了市民驻足

浏览。

军史长廊
引人驻足
■杨宇聪 袁长立文/图

■

人物名片

裴占飞，汉族，山西清徐人，2005年

9月入伍，2018年 8月转改为军队文职

人员，现任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

武装部政治工作科科长。曾荣立二等

功 1次，三等功 1次，被山西省表彰为

见义勇为道德模范。2020年 10月 20

日，被表彰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