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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禹州市“兵之梦”战友艺
术团正在利用业余时间，加紧排练节
目，以参加“出彩河南人”之首届退役
军人发布晚会的首场演出。

团长刘国贤介绍，出场的节目是
《整装再出发》，所以，他们经常坐下来
研究具体细节，力争尽善尽美，以展现
军人昂扬的精神风貌。

谈起为何组建战友艺术团时，刘国
贤道出了原因。原来，过去8年的军旅生
涯，使他忘不了部队生活的点点滴滴，
更忘不了部队领导和战友们的关心和
帮助，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禹州市有着优良的拥军传统，先
后出现了赵趁妮、吴新芬等闻名全国
的拥军模范人物。作为一名退役军人，

我想在拥军方面做点儿事情。”刘国贤
说，他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吴新芬和其
丈夫王俊景的支持。

就这样，刘国贤组织复转军人、军
属及有军人梦想的人，于 2014 年 7 月
成立了禹州市“兵之梦”战友艺术团，
在工作之余开展拥军活动，进行国防
宣传，帮扶贫困老兵，用退役军人特有
的情怀，为国防事业奉献爱心。

每年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国
庆节等，刘国贤都会带领大家唱军歌、
红歌，以充满激情的歌声和蓬勃向上
的精神风貌为驻地官兵演出。

让刘国贤记忆犹新的是 2014年八
一建军节前夕，他带领团队首次到驻禹
部队慰问演出。官兵们的喝彩声响彻营

区，老兵们也找回了昔日的荣光。
今年端午节期间，禹州市“兵之

梦”战友艺术团的团员一起来到驻禹
武警某部，为官兵包粽子、唱红歌。

“活动中，刘国贤团长和战士们打
成一片，还为战士做思想工作，鼓励他
们扎根第二故乡，安心在军营建功立
业。”从北京三军仪仗队退役回乡的杜
喜明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刘国贤的妻子王亚娟
也非常支持丈夫的拥军事业，经常在
家里为官兵缝制鞋垫，参加他们的活
动。“俺孩儿刘通也是一名士兵。他在
信阳当武警，被评为优秀士兵！”王亚
娟自豪地说。

除了给部队官兵表演文艺节目，
禹州市“兵之梦”战友艺术团对学生进
行国防教育外，还持续关注多名禹州
市贫困老兵和贫困家庭，逢年过节带
着慰问品去看望。

今年 7 月 6 日，天气炎热，刘国贤
带着杜喜明、周梦洋等人驱车来到禹

州市浅井镇张地村，看望 66 岁的老兵
李贵才。2018 年新年伊始，他们来到无
梁镇寇庄村，为该村的 3 家贫苦户送
去了米、面、食用油及棉衣等慰问品，
同时还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如今，禹州市“兵之梦”战友艺术
团由最初的 13 人发展为 80 多人，先后
到部队开展慰问活动 19 次，组织各类
文化下乡活动 50 余场次，参加各类演
出 30余场次，捐款捐物 4万余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于成绩突
出，禹州市“兵之梦”战友艺术团在河
南省第七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评
选活动中，获得“优秀复转军人团体
奖”，其党支部不久前荣获“许昌市先
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荣誉，也是
我们退役军人的荣誉。”禹州市“兵之
梦”战友艺术团团长刘国贤表示，下一
步，他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唱响
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真正把拥军工作
进行到底。

高歌军旅情 整装再出发
本报记者 朱庆安

初见邓学恩，理着一头蛮精神的
短发，举手投足之间透出军人的气质。

今年 56 岁的邓学恩是建安区椹
涧乡邓辛庄人，1982 年参军，1996 年
退伍回到许昌，现就职于建安区水务
局河湖水系管理处。

“我小时候就十分崇敬军人，向往
部队生活，立志从军，当年咱们许昌征
兵时，刚满 19 岁的我毫不犹豫就报了
名。”邓学恩回忆道。青葱少年就这样
带着一腔热血，坐上了开往原沈阳军
区的军列，开始了自己近 15 年的军旅
生涯。到部队后，邓学恩先在营部当通
讯员，后来调到连队当司务长，直到
1987 年 4 月，他所在的部队开始挑选
尖兵，组建侦察连开往云南战场前线，
当时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邓学恩本不
在被选之列，一听说上前线的消息，邓
学恩主动找到刚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
战场回到沈阳的副连长王建筑，表明
自己想要去前线的意愿。在通过了各
项技能及思想考核后，1987 年 11 月，
他和战友们登上了开往云南的军列。

“一周后我们抵达昆明，又换乘汽
车前往云南省麻栗坡县，一路上，越往

南去，大家的心情就越紧张，到达麻栗
坡县后，我们就开始修整，做常规准备
工作。”邓学恩说。中越交界的边境地
区全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日常进
出都是临时开辟道路，条件十分艰苦。

1988 年，我军在距离中越边境线
20 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越军的驻
军点，一番周密部署后，决定在 9 月 14
日晚上，实施一次常规的抓俘虏行动。
这次行动的前期都十分顺利，当天夜
里 2 点左右，一名越军士兵起夜时发
现了动静，情况突然出现变化，在敌人
的密集防御射击中，副连长张建刚被
越军投掷的一颗手雷击中，当场倒地，
当时还有一丝气息的张建刚拼命向身
后的战友喊道：“别管我，带着俘虏往
回撤。”看到这一幕的战友立即就红了
眼，开始猛烈还击，在火力掩护下，两

个战友押着俘虏，剩下的人抬着副连
长往安全区撤。邓学恩当时是接应组
成员，很快就知道了张建刚受伤的消
息，一心想着尽快把人送回营地治疗，
没想到战友们抬着张建刚到达接应点
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看到浑身是血
的张建刚的那一刻，他深深地体会到
了战争的无情，生命的宝贵…… 讲到
到这儿，邓学恩很长时间没在讲话，眼
睛被眼泪湿润了，几分钟后才慢慢地
从生死回忆中走出来。这次捕俘战斗
结束，战友在整理张建刚遗体时，从张
建刚身上取出的弹片就达 107 片。邓
学恩也因在此次战斗中的出色表现被
授予个人三等功。

1989年 1月，邓学恩所在的侦察连
完成了在云南的任务，返回吉林，在经
历了枪林弹雨失去了好战友、好老乡等

诸多事情后，邓学恩的思想心态也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更加珍惜自己的
生命，遇到再大的苦难，他都咬牙坚持，
从未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始终保持积极
乐观的心态，对生活充满感恩。

“是部队培养了我，让我成为一个
能吃苦，不怕累，意志坚韧的军人；军
旅生涯让我终身受益，我以我当过兵
而自豪。”邓学恩说。

如今，邓学恩在建安区水务局的
河湖水系管理处上班，日常负责清潩
河和饮马河的巡查工作。“我当过兵，
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应该不忘初心，为
社会多干点儿实事!”邓学恩总是这样
说。在日常工作中，脏活累活他抢着
干，同事请事假，他就会主动顶上去，
奉献是军人的底色，邓学恩始终没忘
记这一点。

邓学恩：

不忘共产党员初心 永葆革命军人本色
本报记者 孔刚领 通讯员 赵华亭 伽阳

7月 26日，禹州市钧台街道办事处万丰社区志愿者尹媛媛正在给孩子辅导绘画。据了解，今年以来，该社区结合多年开
办“四点半课堂”教学经验，率先启动免费暑假辅导班，既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又能为家长解除后顾之忧。

朱庆安 摄

“ 希 望 广 大 志 愿 者 、志 愿 服 务 组
织、志愿服务工作者立足新时代、展现
新作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继续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
代的雷锋故事。”近日，习近平总书记
对为志愿服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我国的志愿服务是长期开展学雷锋活
动的发展和延续，是新形势下推进精
神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途 径 。 就 我 市 而
言，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全面提升志愿服务水平，不
断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对于建设

“智造之都、宜居之城”具有重要意义。
当下，随着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的持续深化，补短板强弱项的
“十大提升”行动全面铺开。以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推动志愿服务再上台阶
为主要内容的文明风尚提升行动，引

领着越来越多的许昌人成为志愿者，
志 愿 服 务 正 在 成 为 推 进 人 们 相 互 关
爱、传递文明的重要渠道，成为增进社
会信任、促进社会和谐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人能力有
大小，但只要有白求恩一样毫无自私
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
民的人。志愿者就是这样的人。正是
志愿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这座
全国文明城市的道德标尺越来越高。

志愿服务传递人间真情，引领社
会风尚。作为深化文明城市创建的有
力 抓 手 ，提 升 文 明 风 尚 ，弘 扬 志 愿 精
神，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如大力培
育志愿服务文化，让志愿服务观念深
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公民的价值追
求和自觉行动；如不断丰富志愿服务

形式，准确把握利他、自愿、无偿的基
本要求，把志愿服务与创新社会治理
结合起来，融入城乡社区治理；如持续
完 善 志 愿 服 务 机 制 ，以“ 单 位 牵 头 组
织，社区属地管理”为原则，鼓励支持
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完善志愿者招募
注册机制等。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要顺应
时代潮流，弘扬传统美德，积聚力量，乘
势而上，全面提升志愿服务水平，真正让
志愿服务“动”起来、让志愿服务“实”起
来、让志愿服务“强”起来！

让志愿服务“强”起来
建山

本报讯（记者 孔刚领 通讯员 孔国
栋）7月 25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志愿
服务人员冒着高温酷暑来到长葛市石固
镇花杨村开展“扶贫扶智”志愿服务。

当天下午，志愿者先后来到贫困户
家中，开展“扶贫扶智”志愿服务活动。
每到一户，志愿者都与贫困群众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家庭状况、收入情况和困
难诉求等。宣传扶贫政策，坚持扶贫先
扶志、扶智，注重在贫困群众中扶思想、
扶观念、扶信心，切实做到宣传引导立
志，文化引领励志，典型带动壮志，切实
把贫困群众主动脱贫的志气扶起来，帮
助贫困群众树立战胜困难和摆脱贫困
的信心，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让贫

困群众努力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
脱贫”转变。在现场，几名志愿者为贫困
群众拖地、擦洗桌椅、整理房间等，将贫
困群众家里里外外打扫得焕然一新。义
务劳动之余，志愿者还不失时机向贫困
户宣传党的扶贫攻坚政策。

随后，志愿者和驻村干部一起走访
慰问了部分贫困户，为他们送上了食用
油和生活用品，在走访慰问过程中，并
与他们拉家常、谋生产，详细了解贫困
家庭现状、生活生产情况和他们目前存
在的困难，鼓励他们乐观生活，勤劳致
富，早日脱贫。不少贫困户表示，下一步
要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争取早日过
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展“扶贫扶智”志愿服务活动

“ 煤 矿 职 工 奋 不 顾 身 救 人 ，
真是好样的” 连日来，平禹煤电
公司一矿二队党支部书记陈要军舍
身勇救轻生跳湖小情侣事迹在微信
朋友圈被传为佳话。7 月 26 日，平
禹煤电公司一矿党委已作出决定，
号召全矿干部职工向陈要军学习。

7 月 24 日 9 时 40 分左右，陈要
军在禹州市区办完事后，绕道森林
植物园乘凉小栖，他刚进东门，便
听到了一声紧接一声的来自颍湖方
向 的 女 孩 儿 呼 救 声 ：“ 有 人 跳 湖
啦，快来救人啊！”。

听到呼救，陈要军迅速朝着颍
湖跑去。紧跑 50 多米后，冲刺般
的他来到了颍湖北岸。放眼望去，
只见一个女孩儿正在水中奋力挣扎
着向湖中的一个男孩儿靠近，而那
个离湖中心已不远的男孩儿却还在
执迷不悟地向湖中心移动。

“救人要紧，刻不容缓！”陈要
军连衣服都顾不得脱就跳入湖中开
始了施救。他先是安慰呼喊救命的
小女孩儿稍安毋躁，慢慢向岸边回
走，然后便奋力地朝男孩儿游去。

抓到男孩儿的胳膊后，陈要军
用尽全力将男孩儿托起，任凭男孩
儿一再挣脱，他始终紧抓不放，因
为他清楚，稍有含糊，后果不堪设
想。于是，他抓托着男孩儿奋力回
游，经过女孩儿身边时，又腾出一
只手拉上了女孩儿。就这样，陈要
军不遗余力地把两人救上了岸。

两人获救后，陈要军这才知道
男 孩 儿 、 女 孩 儿 是 一 对 “95 后 ”
的小情侣。俩人原本高高兴兴地来
植物园拍摄婚纱照，就因为发生争
执，一时头脑发热，才发生了不该
发生的“双双轻生跳湖”的一幕。

“没有过不去的坎，有事好好
沟通，好好商量，千万不能头脑一
热不顾一切。你们都很年轻，要走
的路还很长，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
命，对得起父母和家人，请勿再做
轻生的傻事了。”分手告别时，陈
要军还语重心长地如是告诫这对谢
声连连的小情侣。

煤矿职工
勇救轻生情侣

本报记者 孔刚领 通讯员 贺景昌

“如今，走在俺屈岗社区，心情格外
舒畅，楼房整齐，街道干净，花坛内鲜花
盛开，田野里花木葱茏，非常美丽。”近
日，在鄢陵县大马镇屈岗社区，一位社
区居民自豪地说。

屈岗于 2017年村改社区。过去的屈
岗村是出了名的“脏乱差”村，道路年久
失修，坑洼不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
泞难行，不仅严重影响群众出行，而且制
约着村经济的发展，村民怨声载道。

要想富，先修路。对于村里的情况，
屈岗村党支部书记陈春生看在眼里，急
在心上。他召集村“两委”班子成员认真
研究村民修路问题。人多出智慧，最后
决定通过两种渠道募集修路资金：一是
鼓励本村在外务工人员捐资，二是协调
爱心企业捐助。

目标明确后，屈岗村“两委”向在外
务工人员广发邀请函，邀请他们参与村
里的道路建设。最终，在村“两委”的倡
导 和 鼓 励 下 ，在 外 务 工 人 员 共 捐 款
15.38 万元。仅靠这些钱修路还远远不
够，陈春生又带领村干部到许昌三鼎实
业有限公司求助。该公司党支部书记史
建利曾在屈岗村驻村工作过一年。屈岗
村“两委”向公司负责人介绍村里的困
难后，该公司慷慨解囊，为村里解决修
路资金 20 万元。用这两笔捐款，屈岗村
把村内 5 条主干道修成了水泥路，总长
3.6 公里。路修好后，村民非常开心地称
这几条路为“民心路”“致富路”。

2016 年，为进一步提升乡村环境，
陈春生带领村干部身先士卒，积极投身
美丽乡村建设。那段时间，他们加班加
点，困了就在村室打个盹，饿了就吃包
方便面。在陈春生的带领下，美丽乡村
建设进展顺利，村里填荒坑 2200 平方
米，绿化街道 2 公里，添置垃圾桶 50 个，

新建垃圾池 5 个，还在村出口处打造了
总长为 1.3 公里的绿化长廊，种植栾树
1300 余棵，使村内环境显著改善。

屈岗村共有 252 户村民，其中 6 户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6 户贫困户均是因
病或因残致贫。

贫困户黄俊杰家里共 5 口人，他常
年有病，孩子年幼，一家人仅靠 8 亩地
维持生计。屈岗村“两委”先是让黄俊杰
家充分享受各类扶贫政策，又协调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鄢陵支公
司聘请黄俊杰的妻子为农村协保员，每
月给黄俊杰的妻子发 440 元的工资。此
外，村里有什么需要干的活儿，也总是
优先让黄俊杰的妻子干，以增加其收
入。村里的真情帮扶让黄俊杰夫妇非常
感动，一家人齐心协力加油干，近两年
人均年收入达 4100 元，远远超出了脱
贫标准。“目前，6 户贫困户已经脱贫了
4 户，剩余的两户预计今年年底均能脱
贫。”陈春生表示。

2017 年，屈岗村被划定为社区。为
使社区居民能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幸
福生活，屈岗社区在促进贫困户脱贫的
同时，大力开展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
完善社区居民公约，倡导文明健康的生
活习惯。如今的屈岗社区和以往大有不
同，不仅环境美了，也更文明了，各家各
户门前设置垃圾分类桶，争先恐后比卫
生，各家各户立家训，你追我赶比家风。

“这些年，俺屈岗先后被评为河南
省创建无邪教示范村、许昌市生态文明
村、许昌市‘党建 200 强’、鄢陵县党建
示范村、鄢陵县平安建设先进村、鄢陵
县‘最美村庄’等称号。下一步，社区要
大力发展经济，带领群众走向富裕。”陈
春生表示。

屈岗社区的美丽嬗变
本报记者 刘晓敏

“自从被评为贫困户那天起，我一
直感到心里不踏实，睡觉都不安稳。如
今，我家终于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脱贫摘
帽，睡觉更加安稳，脸面更加荣光。”7
月 28 日，现年 47 岁襄城县十里铺乡方
头村村民牛卫红对记者说。

2007 年，牛卫红的丈夫李国要在
平煤集团上班时，因劳累过度患脑出
血，经医院及时抢救保住了生命，但留
下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全家人的重
担一下子落在了牛卫红的身上。

谁知屋漏偏遇连阴雨。2014 年牛
卫红被医院诊断为动脉血管瘤，干不了
重活了，全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
境。

牛卫红家因病致贫，村干部了解到
实际情况后，及时将全家 4 口人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当时，牛卫红感觉丢
人，说啥也不愿当贫困户，经村干部反
复做工作，她才勉强答应下来。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推进，各
项优惠政策惠及贫困户，牛卫红家的生
活有明显改善。个别村民说，牛卫红这
回好了，被评上贫困户，啥都不用干就
等着上边给钱花。她听了这些话，心里
很 不 是 滋 味 ，感 到 脸 上 火 辣 辣 地 刺
痛。

“在困难面前，我决不能低头。”牛
卫红常常告诉自己，只要勤劳苦干，生
活就一定可以好起来，一定能够摘掉贫
困户的帽子。

包村干部和帮扶队员也多次到她
家制定脱贫规划，为她讲解怎么增收脱
贫，在了解相关政策后，牛卫红脱贫致
富的决心更大了。

“家里 7 亩多地种的传统粮食作物
根本卖不了多少钱，我要将土地有效利

用起来，让它发挥出更大的效益。”牛卫
红得到村干部的启发后，萌生了这样一
个想法。

说干就干，牛卫红把 5 亩田地种上
了时令菜，有豆角、小葱、空心菜等。这
些菜从播种到锄草，从浇灌再到收获，
每一个环节都浸透着她辛勤的汗水，也
让全家人的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

“我种的蔬菜，使用的是农家肥，种
出来的菜不仅好看，而且好吃，吃过的
顾客都赞不绝口，因此我的菜不愁卖。”
牛卫红告诉记者，经过努力学习技术和
精心管理，种菜获得了可观的效益，收
入比种粮强多了。

不仅如此，牛卫红还利用农闲时
节，到村党支部书记王狗碰介绍的桂林
园工作，每月收入 2000 元，使全家的收
入不断增加。

在多方的鼓励和帮助下，不仅让身
处困境的一家人看到了希望、感到了温
暖，而且鼓舞了全家人共同战胜困难的
斗志和坚定摆脱贫困的决心。正是牛
卫 红 不 屈 不 挠 的 精 神 ，让 全 家 人 于
2018 年 11月光荣脱贫。

“赶上了党的好政策，我们的好
日子有盼头，更有奔头了。”牛卫红说，
她一直坚信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创
未来才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如今，全家人的日子好了起来，成
为左村右邻致富的榜样，但牛卫红依旧
忙里忙外、不肯歇息。

牛卫红

苦干脱贫最光荣
本报记者 朱庆安 通讯员 孙淑华 崔银龙

BAIXING G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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