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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岁参军，21 岁入党， 先后参加过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一等功、三
等功各 1 次，获得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 70 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河南
省中原先锋等多个荣誉奖章……

这就是 92 岁的老英雄蔡广合光辉的人生
写照。 11 月 18 日， “百年百位老英雄 百年百
个红家庭” 集中寻访活动第二十五站， 在濮
阳县梨园乡西孙集村， 我们聆听了老英雄那
感人的故事。

听说我们来， 蔡广合老人特意穿上自己
保存多年的旧军装，戴上军帽，早早地在家等
候我们了。 虽然年逾九旬，除了耳背以外，老人
身体还算硬朗，行动自如，头脑清晰，对当兵打
仗的时间、地点、 人名记得清清楚楚。

“我记事的时候， 我爷爷就这样耳背。 我
问过他， 说是当兵打仗时候， 让炮弹给震聋
了。” 老人的孙子蔡江坤告诉我们。 我们采访
时提的问题， 都是由他大声喊给爷爷听的。

“我老家是王助大村的。 小时候家里穷 ，
爹娘带着我们弟兄 3 个逃荒来到这里， 后来
就在这里落了户 。” 提起过往 ， 老人不胜唏
嘘。

“8 到 9 岁 ， 我跟着母亲要饭 ； 1945 年 ，
在范县入伍。 我当过理发员、 副班长、 上士、
副排长； 接受文化培训， 识字 1500 个； 入伍
作战 14 次……” 老人提供的档案材料复印件，
证明了老英雄经历的苦难和辉煌。

“当兵打仗哪有不受罪的！ 流血牺牲都是
常有的事儿！” 老人感慨地说。 1947 年解放战
争中， 攻打浚县的时候， 蔡广合和团长上前

线察看地形， 突然一声炮响， 敌人的炮弹在他
们不远处爆炸， 一块炮弹皮 “嗖” 地一下穿进
蔡广合的小腿。 “你看看， 这是伤口。” 老人
把裤腿卷起来， 一块伤疤赫然在目。 “差点儿
就把腿穿透了。”

“后来， 我调到营部， 负责保管、 运输枪
支弹药。 一门迫击炮一二百斤重， 那时候吃得
不好， 身体不行， 不用猛劲儿根本抬不起来。
有一回， 我跟战友抬着大炮一下子跑了一二十
里地， 膀子肿了老高， 胳膊好几天抬不起来。”

“吃这点苦算啥呀 ！ 打淮海战役的时候 ，
我们上去一个营， 能活着回来的只有十二三个
人。 有时候打扫战场， 那尸体都是成堆成堆
的！” 老人说到这里， 禁不住老泪纵横， 感慨
良多， “跟他们比， 能活着回来， 我这就算不
错啦！”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蔡广合奉命赶赴朝
鲜战场。 “我们军是最厉害的 ， 人家叫我们
‘鹞子军’。 打得美军最后被迫停战， 我们军是
立了大功的。” 说到这里， 老人一下子来了精
神， 给我们说了几句朝鲜语， 还兴致盎然地唱
了起来：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
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
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 打败美帝野心狼……”

1953 年，蔡广合退伍后，曾到安阳钢厂工
作。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回乡务农，一直到今天。

采访结束时， 蔡广合老人对记者说：“看看
现在，我们国家富强了，老百姓日子过好了；再
回想我们当兵打仗时的吃苦受累、流血牺牲，都
值了！ ”

本报记者 王同录 通讯员 范亚贞 文/图

在部队，他恪尽职守，精诚履职，多次立
功、受嘉奖；回乡任职后，他任劳任怨，一心
为民， 把一个远近闻名混乱村打造成全国
“乡村综合治理示范村” ……他就是河南省
第三届最美退役军人候选人、南乐县近德固
乡王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守伟。

“部队是个大熔炉！我在部
队学到了很多东西， 一辈子受
用。 特别是在部队培养起来的
坚强的作风、不服输的精神，都
是我宝贵的财富， 对我后来的
成长影响巨大。”谈起在部队的
生活，王守伟至今记忆犹新。王
守伟 1986 年入伍，在部队期间
荣立 3 等功 1 次、受嘉奖 5 次，
获得原济南军区“二五普法教育”先进个人称号。

1993 年退役后，王守伟回乡发展，先后任王村支
部委员、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

20 世纪 90 年代， 王村涌现多个村办集体企业，
集体经济曾经红火一时，但由于账目不清、管理混乱，
村办企业陷入瘫痪状态。南乐县曾经两次派去驻村工
作组，但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2011 年年底，在群众
中威信高、声望好的王守伟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这
时的他，自己的事业干得风生水起，小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如果接了这个“烂摊子”，极有可能出力不讨好，
还不得不放弃自己一个月能赚几千元的老本行，王守
伟心里着实犹豫了半天。 “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

名退役军人，不能只为了个人，不能临阵退缩，不能辜
负王村全体群众的信任和期望！ ”王守伟坚定信心走
向了新的岗位。

上任后， 王守伟从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着手，
通过多次走访老党员、老干部和群众，摸透矛盾点；成
立村理财小组， 使王村每一项收入和开支都透明公
开；对庄基、低保等热点问题，及时召开大会征求党
员、群众意见……渐渐地，干群关系变得融洽，村民纷

纷支持村委会工作，修路、征地等老大难工作得以顺
利开展。

近年来， 王守伟积极带领村民打造最美乡村建
设。王村土地平整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但是传
统种植模式导致农民增收难。王守伟通过调研、学习，
大力推广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邀请农业专家现场
教学，科学调控、种植优质小麦。 在他的努力下，王村
解放了更多的劳动力去从事其他产业，村民的钱包越
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同时，王守伟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
群众生活条件。 近年来，王村建设了 1600 平方米的文
化广场，建设了村卫生室和村史馆，引进了丹江水，维

修了天然气管道，完成了旱厕改造。如今的王村，村容
村貌干净整洁，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发展驶入了良性
轨道，先后荣获“濮阳市五好村级党组织”“濮阳市文
明村”“全国综合治理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2020 年，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王守伟第一
时间组织全体党员干部积极报名义务值班值守，坚持
奋战防疫一线 “不打烊”， 带头捐款捐物价值 1 万余
元。 疫情形式稍缓后，王守伟重点围绕贫困劳动力务

工、发展生产等工作，迅速掌握
务工需求和遇到的问题， 帮助
办理健康证明， 妥善安排交通
出行，组织村民返岗务工。

“坚守从军报效祖国初心，
不忘回乡服务人民使命”。王守
伟的事迹感动着每一个人，也
赢得党和人民的认可和信任，
先后荣获濮阳市退役军人先进

个人和南乐县优先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多
项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王同录 通讯员 王敬英

1981 年出生的林凡磊，1997 年当兵入
伍，在部队两次荣立三等功，11 次被表彰为
“优秀士兵 （官）”，13 次获嘉奖，6 次被表彰
为“优秀共产党员”。

林凡磊在部队时， 每月只有 35 元的津
贴， 但他每月都会拿出 30 元寄给山区的贫
困学子。 退伍后，林凡磊一如既往地热心公
益事业 ,怀着一颗乐于助人的心，默默地帮
助身边的人，不计代价 ，无私奉献 ，不图回
报，用善良和真诚谱写着世间最美的篇章。

2014 年， 林凡磊发起成立了台前县首
个志愿服务队———台前县阳光志愿服务队。
服务队成立以来，他带领志愿者走访慰问孤
儿、 单亲儿童及特贫家庭 490 余户 586 人，
为 326 名帮扶儿童送去服装、图书、玩具。发
动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款捐物价

值 50 余万元，发放助学金 6.3 万元，学习用品 3.8 万余元，开展各类
助学和公益活动 568 期。其中，他个人捐款捐物总价值 30 余万元，先
后资助 12 名孤儿及特贫儿童上学等。

林凡磊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的， 对父辈们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贫困生活记忆犹新，“黄河十年九涝，一场大水，墙倒屋塌，庄
稼颗粒无收，一切从头再来”的场景深深烙在他脑海里，成为抹不去
的痛。 2013 年退伍后，林凡磊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了收入稳定的城
里工作，毅然回到地处黄河滩区的家乡，积极投身扶贫济困和脱贫攻
坚工作。

要想富，上项目。 为改变林楼村落后的面貌，让村民尽快脱贫致
富，过上好日子，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林凡磊，自掏腰
包，拿出多年来积攒的全部资金，加上求亲告友筹措、银行贷款等，建
设非洲大雁、鹅、鸭等 27 个养殖棚，同时发展麦冬种植 300 余亩，让
村民入股分红参与进来，提高了村民的积极性。他通过亲情招商引进
劳动密集型加工厂 2 个，解决就业岗位 200 余个，不但解决了林楼村
贫困人口就业问题，也带动了周边村庄村民务工。

看到村内基础设施落后，林凡磊带头捐款 2 万元，为村里修建柏
油路，积极协调争取资金建设村文化广场，带领村民建设绿化带、乡
村游园，安装路灯……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为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落一户一人，林凡磊组织村“两
委”干部和驻村工作队，主动分片包户，深入分析致贫原因、贫困程
度，准确掌握贫困户的困难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 贫困户肖广
俊因缺技术致贫，林凡磊主动联系村里的技术人员上门传教，并为他
申请无息贷款 5 万元，购买了大型拖拉机进行农耕，使其如期高质量
脱贫。 贫困户林凡鲁的父亲意外去世， 母亲一人抚养 3 个孩子， 因
无法承担学习费用， 开学时有让孩子辍学的想法， 林凡磊知道后，
主动拿出 2000 元现金， 让孩子们如期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 他带领党员干部带头签下 “请战书”、
按下“红手印”，主动请战；组织发动党员、 民兵成立了党员先锋突击
队、 青年突击队、 纠察队、 消杀队， 对返乡人员进行地毯式登记摸
排； 对排查出的 9 户 16 人进行居家隔离观察， 每天对隔离人员进
行 2 次体温测量， 带头 24 小时卡点值班， 守护着家乡父老的安宁。

疫情防控形势稍有好转， 黄河又出现了十几年来最为严峻的汛
情，他立即发动党员、民兵和群众 3000 余人次参加抗洪抢险。 6 月 29
日 23 时许，黄河放水量已超每秒 5200 立方米，水面不断上涨，形势
非常严峻。 此时特大暴雨来袭，他冒着倾盆大雨，带领党员群众捆绑
树木、搬运沙袋，连续奋战了一晚上，加固了堤身，随后他又坚持 20
天吃住在坝堤。由于日夜操劳，他嗓子喊哑了，手掌磨破了，身上也掉
皮了。

濮阳市第六届道德模范、濮阳市最美退役军人、濮阳市乡村好支
书、出彩濮阳好青年、濮阳市志愿服务工作贡献奖……一项项荣誉称
号纷至沓来，他的先进事迹先后被 20 余家媒体宣传。

林凡磊表示：将时刻践行自己的入党誓言，严格要求自己，为助
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做带领村民致富的“带头人”和弘
扬社会正能量的“排头兵”，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记者 王同录 通讯员 王敬英

“咱共产党员不怕苦不怕死！ 共产党员就要不怕
牺牲、 不脱离群众， 跟群众打成一片， 啥事儿都要跑
在前面 ！” 11 月 4 日上午 ， 阳光灿烂 ， 惠风和畅 ，
“百年百位老英雄 百年百个红家庭” 集中寻访活动第
二十四站， 在华龙区岳村镇敬老院， 记者认真聆听翟
金栾老人的军旅往事……

翟金栾老人是华龙区岳村镇瓦岗村人， 生于 1928
年， 1947 年 3 月入伍， 1949 年入党。 他曾经参加作战
3 次， 荣立敌前学习、 朝鲜备战三等功各 1 次， 1955
年 3 月退伍回乡。

乐观、 年轻， 是退役老兵、 94 岁的翟金栾老人给
记者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 。 他精神矍铄 ， 行动自
如 ， 而且待人和善 ， 总是未语先笑 ， 让人感觉非常
温暖 。 翟金栾老人非常爱整洁， 喜欢将自己的房间
收拾得干干净净、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他多才多艺，
会唱 《东方红》、 会跳 《小苹果》 ……大家都说翟金
栾老人看上去只有 70 余岁。

“你问我哪年当的兵 ？ 1947 年 。 那一年 ， 国家
扩军 。 我当兵就是为了保家卫国 。 当时 ， 我参加的
是陈毅部队 ， 第三野战军 23 军 69 师 32 团第 8 连 。
我先参加淮海战役 ， 我们部队打上海 ， 随后到杭州
整顿 ， 然后在 1953 年跨过鸭绿江赶到朝鲜战场抗
美援朝……” 翟金栾老人笑眯眯地一边回忆一边
说。

“在淮海战役中， 我们部队消灭了国民党军队黄
伯韬、 杜聿明的 3 个兵团……我们把敌人包围， 今天

打这个， 明天打那个，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消
灭掉了……” 翟金栾老人继续回忆道。

“在朝鲜战场， 我们没有参战， 主要是学文化、 挖
战壕。 当时， 朝鲜上冻了， 战场条件非常艰苦， 好多
人的脚都被冻伤了， 我总是一边走一边跺脚， 跺得浑
身发热。 上面让我们挖战壕备战， 我挖得又好又快 ，
大家伙儿推荐我挖得好 ， 我就立功了 。” 翟金栾老
英雄一边说 ， 一边兴高采烈地演示当时挖战壕的动
作。

1955 年， 翟金栾老人退伍后回到村里， 被大家选
为生产队队长， 带领老百姓一起干农活儿。

翟金栾老人非常关心国家大事， 他喜欢看新闻、
看战争片。 当被问及现状时， 翟金栾老人表示， 自己
对目前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 在敬老院里不但不用花
钱， 而且吃得好穿得好， 工作人员一直把他照顾得很
好， 说着说着他唱起了 《东方红》 …… “习近平总书
记领导得很好， 咱们国家形势很好、 发展得很好！” 翟
金栾老人开心地说。

翟金栾老人为我们现场演示了叠军被。 随后， 在
欢快的伴奏乐 《小苹果》 歌曲声中， 他和敬老院另一
名 80 余岁的老人开心地跳起来……

华龙区岳村镇敬老院院长尹慧霞告诉记者， 翟金
栾老人天天乐呵呵的， 人缘非常好。 “这么多年来，
翟金栾老人从没有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 他总说不能
给上级添麻烦。” 尹慧霞感动地说。

本报记者 关咏梅 通讯员 范亚贞 文/图

“百年百位老英雄 百年百个红家庭”集中寻访活动之十一

翟金栾：共产党员不怕苦不怕死

蔡广合：流血牺牲 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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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 为 民 终 不 悔
———记南乐县近德固乡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守伟

“咱共产党员不
怕苦不怕死 ！ 共产
党员就要不怕牺牲、
不脱离群众 ， 跟群
众打成一片， 啥事儿
都要跑在前面！”

“我是一名老兵， 不管走到哪里，
军人的素质不能丢， 吃苦耐劳、 奉献
爱心的军人作风不能丢 。” 这是他的
口头禅。

在部队服役期间 ， 他表现优异 ，
多次立功受奖 ； 转业后 ， 他扎根滩
区 、 扶贫济困 、 倾情奉献 、 造福一
方 ， 用钢铁意志书写了 “退役不褪
色、 退伍不退志” 精彩人生。

他就是今年刚刚入选 “中国好人
榜” 的我市优秀退役军人、 台前县夹
河乡林楼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林凡磊。

翟金栾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当兵打仗哪有不

受罪的！ 流血牺牲都是

常有的事儿！ ”

“看看现在，我们国
家富强了， 老百姓日子
好了； 再回想我们当兵
打仗时的吃苦受累、流
血牺牲，都值了！ ”

蔡广合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讯 “拥抱暖冬、 遇见心
动”。 11 月 20 日 ， 由团市委 、 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 濮阳军分区政治
工作处主办， 市青年就业创业服务
中心、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协办， 市
爱心红娘志愿服务队承办的 “我和
青春有个约定” 驻濮单身现役军人
联谊交友活动圆满举行 ， 40 余名
军地优秀单身青年参加联谊交友活

动。
联谊交友活动以 “我和青春有

个约定” 为主题， 旨在为军地双方
青年提供一个相互认识 、 相互交
流、 缔结友谊、 寻觅知音的平台和
机会。 活动现场喜庆热闹。 男青年
们是驻濮部队的现役军人， 阳光挺
拔、 英姿飒爽； 女青年们颜值高、
素质高， 对军人和军营有着特别的
情结。

联谊交友活动在 “兵哥哥” 的
表演下拉开帷幕， 女青年们同样带
来了青春活力的才艺展示， 现场气
氛热烈活跃。 随后， 通过主办方精
心设计的 “击鼓传花、 报纸传情、
挤气球” 等趣味互动游戏， 大家敞
开心扉真诚交流。 活动最后设置了
表白环节， 不少嘉宾勇敢说出心中
所想， 大胆表达和表现自己， 最终
有 ６ 对男女青年牵手成功。

此次联谊交友活动既是一次青

春的聚会， 又是一曲军民合奏拥军
爱民的交响乐。 联谊会的举办将更
好地促进我市双拥工作发展， 整合
军地青年、 退役军人队伍中单身资
源， 将联谊活动和双拥工作规划结
合起来， 在社会上营造尊崇军人职
业、 尊重军人的浓厚氛围。

（赵洁 陈多文）

“我和青春有个约定”

驻濮单身现役军人联谊交友活动圆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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