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稀老人济困助学 12年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帮助孩子们上学，我是很开心
的。 ”8 月 3 日，75 岁的黄承义对记
者说。 黄承义是旌德县济困助学志
愿者协会名誉会长。 12 年来，他奔
走在济困助学一线，不曾停歇。

“小时候我是享受着国家助学
才读完书的，踏上工作岗位后不能
忘恩。 ”黄承义告诉记者，在他十来
岁时，双亲相继离去，继续读书成了
困难。 班主任得知后，帮他向学校
申请了助学金，才得以顺利完成学
业，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旌德县从
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直到 2006 年
从旌德县农委退休。

退而不休念恩情 ， 助学救困
作贡献。 2010 年，在一次和朋友聊
天时 ， 黄承义得知家住版书镇南
关村的小学生范文娟 ， 家境十分
贫寒 ，母亲身有残疾 ，父亲因受伤
无法从事过重劳动 。 当即他就决
定按照小学每年资助 1000 元 、中
学 1200 元、大学 1500 元的标准资
助她直至参加工作 。 如今范文娟
已完成学业参加工作 ， 而黄承义
资助的学生也已达 9 人 ， 个人累

计捐款 5.5 万余元。
公益之路越走越远， 一人力量

愈发有限。 2017 年 3 月 31 日，在版
书镇关工委和朋友的支持下， 黄承
义尝试利用网络招募结对帮扶志愿
者，建立了济困助学志愿者微信群，
当晚就有 16 个人为困难学生捐赠
了 4050 元钱。 “想不到爱心人士这
么多，我兴奋得一夜都没睡着。 ”

点滴爱心终汇成滔滔洪流 。
2017 年 10 月 3 日， 黄承义发起成
立了 “旌德县济困助学志愿者协
会”， 组织协会常年开展济困助学、
敬老爱幼、移风易俗、社区矫正等志
愿服务。 4 年间，协会共吸纳志愿者
1500 多人 ， 累计募集捐款 142 万
元，资助困难学生 640 人次，受益学
生 264 人。

今年 “七一 ”前夕 ，48 年党龄
的他还拿出 1 万元作为特殊党费
交给了党组织。 “我将尽我所能把
爱心公益事业做好做久 ， 以实际
行动回报党的恩情。 ”黄承义坚定
地说。 12 年来，他先后荣获“宣城
好人 ”“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
个人 ”等称号 。 前不久 ，他被评为
“安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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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录··

“八一勋章”获得者、原火箭军一
级军士长王忠心是黄山市休宁县海阳
镇汪金桥村人，是赫赫有名的“导弹兵
王”。去年 5月，王忠心光荣退休，脱下
戎装，告别战位，回到了日夜思念的休
宁老家———

访老兵，送新兵
“兵王工作室”发光发热

“在部队做好传帮带，回到地方后也要发挥军人的
自身优势，在‘新战位’上发光发热，退休不褪色。”王忠
心说。 去年 5 月，王忠心正式光荣退休，回到了阔别 34
年的故土———休宁县海阳镇。

王忠心陪伴老母亲，居住在汪金桥村的老屋，灰
瓦白墙，并不显眼。 村里有两条清澈的溪流，宛如玉
带般相互缠绕 ；村外三面临山 ，盛夏时节虫鸣阵阵 ，
绿阴遮日。

王忠心在汪金桥村家喻户晓， 村民经常会在路上
遇到他。 退休一年多，王忠心比以前略黑略胖，两鬓斑
白。平日给母亲做做饭，和好友聊聊天，与亲友叙叙旧，
到池塘钓钓鱼……他的脸上总挂着朴实的笑容， 走在
家乡青石板路上的步伐十分轻快。

“在家里照顾年迈的母亲，在外面保持着军人的本
色，他经常参加当地组织的志愿服务献爱心。 ”妻子杨
洪苗说。 今年 3 月 14 日，重新穿回军装的王忠心特地
参加休宁新兵送行仪式，鼓励他们要努力工作训练，争
取成为优秀军人。 “王忠心是我们征兵工作的‘金字招
牌’，我们休宁兵有个好榜样。”休宁县人武部副部长翟
小辉说。

在休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有一间办公室门口挂
着“兵王工作室”标识，墙上公示着工作室职责，桌上铺
着迷彩桌布， 柜子上陈列着休宁县历年来优秀退役军
人的奖励证书，角落里还有一个小巧精致的图书角。王
忠心经常在这里接待老兵咨询、宣传退役军人保障法、
帮助困难老兵等， 用实际行动扛起了一个老兵沉甸甸
的社会责任。

“为更好地发挥‘兵王’王忠心的示范引领作用，
我们成立‘兵王工作室’，标志着双拥共建和退役军人
服务体系的创新升级，为关心关爱、常态化精准服务退
役军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休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局长吴春晖说。

当征兵宣传大使，做国防教育大使，王忠心欣然
接受与“兵”有关的所有工作。 一些企业重金聘请王
忠心担任 “代言人 ”，有的社会组织以高薪邀请他担
任“顾问”，都被王忠心一一回绝。 “我在部队上是怎
么做的，到了地方还会这么做。 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尽自己应该尽的责， 不管在哪里都要对得起这身军
装。 ”王忠心说。

献爱心，做公益 为民脚步从未停歇

以前，他在阵地战位上奔跑；
现在，他在田间地头奔波。 解甲归
田的王忠心， 依然忙碌在家乡的
大街小巷。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也是
王忠心的牵挂。 王忠心把 10 万元
荣誉慰问金全部捐出， 其中 2 万
元捐赠给困难学生，18 名家庭遭
遇不幸的困难学生得到资助。 在
助学金发放仪式上， 王忠心鼓励
孩子们努力学习， 将来成为建设
国家有用的人。

不仅如此， 王忠心定期为孩
子们带来国防教育课， 厚植家国
情怀，强化国防观念，引导他们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一到学校，
王忠心就成了 “校园明星 ”，孩子

们排起长长的队伍， 耐心等待王
忠心给他们签名。 有时候，名字还
没有签完， 孩子们就迫不及待给
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王忠心笑得
灿烂又腼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也是
无声的。 “我要像他一样，为祖国
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成为像他一
样的英雄人物。 ” 休宁县海阳中
学学生张梓洋说。

去年端午节， 王忠心和退役
军人代表、社区工作者共同度过。
包粽子、插艾叶、话家常……他鼓
励年轻人为国防建设和家乡经济
社会发展而努力。 34 岁的退役军
人邱晓君见到王忠心格外激动 ：
“我能和老班长一起包粽子，特别

自豪。 我要向老班长学习，把事业
干好 ， 把老兵志愿服务队发展
好。 ”

“谁能想到 ，老王离开部队
后对自己更严格了 。 ”杨洪苗笑
着说 。 去年 5 月 ，黄山市电视台
邀请王忠心录制国防教育宣传
片 ，普通话并不标准的他开始每
天反复练习吐字发声 ，叫女儿录
制一版正规清晰的讲话 “模板 ”，
他再按照女儿的发声努力训练。

告别部队以来， 王忠心几乎
每个月都参加志愿服务， 国防教
育宣传 、植树造林 、看望老兵 、讲
党课、 慰问困难群众都有他的身
影，为人民服务的脚步从未停歇。

葆本色，当人梯 “新战位”上续写“传奇”
7 月 1 日，王忠心作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观礼
英模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和 7
万余名各界群众代表， 共同度过
了终生难忘的激动时刻。 大会结
束后， 王忠心想在第一时间与昔
日战友分享这份喜悦， 就直接回
到了自己的老部队。

回到老部队，王忠心和战友们
一起学习探讨。 “虽然退休了，但我
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永远是党和
人民的一个兵。 ”王忠心说。

他告诉记者， 自己一定不遗
余力、只争朝夕，继续在党员 “战
位”上接续奋斗。

入伍时什么样， 退休时还是
什么样， 王忠心始终保持着军人
的初心和本色。34 年来，他始终扎

根连队、坚守岗位，熟练掌握操作
多种型号导弹武器，精通 19 个导
弹测控专业， 先后执行重大军事
任务 30 多次 ， 没有下错一个口
令、 做错一个动作、 按错一个按
钮，是实至名归的“导弹兵王”。

“论年龄兵龄 ，全旅数他最
长；比专业操作，‘第一把交椅’非
他莫属；新兵第一次参观旅史馆，
班长都要指着他的照片津津乐
道。 ”火箭军某部战士赵洋说。 旅
教导队导弹专业教室定期开讲 ，
王忠心是“铁定 ”的授课人 ，面对
刚从地方大学入伍的新学员 ，他
从不觉疲倦， 恨不能把自己所掌
握的技能全部传授给大家。

退休前那几年， 王忠心倾力
传帮带，牵头成立“士官工作室”，

带领其他高级士官研究破解专业
难题，编写新型装备操作规范，帮
助单位选拔骨干人才 。 他担任
大项任务技术把关， 悉心培养新
人，系统梳理业务心得，编写出厚
厚的《测控专业操作指南》。 在他
的带动下， 先后培养出数百名优
秀导弹号手，人人均可独当一面。

“一辈子当兵 ，当一辈子精
兵”是王忠心的人生信条。 无论在
什么地方， 王忠心用赤子之心抒
写着一名士兵的无限忠诚， 留下
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

题图上： 王忠心在新兵送行
仪式上鼓励新兵。

题图下：王忠心在“兵王工作
室”接待老兵 。 武时化 摄

■ 本报记者 张岳

“邻居之爱”守护困难家庭
■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有人说我是‘一根筋’，我也确
实就是‘一根筋’，看到别人有困难
我就是撂不下。 我的举手之劳能让
他们家的日子好过些。 ”近日，荣获
7 月份“安徽好人”称号、家住淮南
市八公山区劳动村小区居民罗孝根
对记者说。

2012 年， 罗孝根从杭州返乡
搬迁至八公山区劳动村居住。 他家
楼下住着一家三口，户主苏启良无
业，因为脑出血引发后遗症而意识
不清醒 、行动不便 ；他的妻子胡静
梅因患病常年瘫痪在床，并于去年
去世 ；儿子苏喜身体不好 ，因为脑
出血复发一度瘫痪在床。 全家没有
一个劳动力，除了社区办理的低保
等各项国家补助外，没有任何经济
来源，生活极其困难。 罗孝根看在
眼里 ，记在心里 ，于是毅然承担起
照顾楼下一家的责任，而这一做就
是 9 年。

9 年来，为苏启良一家买菜做
饭 、洗衣洗澡 、打扫卫生 。 除了生
活上的悉心照料 ， 罗孝根还会带
他们去医院看病检查 ， 同时还会
抽时间陪他们聊天谈心 。 在苏喜

面对疾病心灰意冷时 ， 罗孝根总
会来到苏家 ，慢慢开导苏喜 ，帮助
他做康复锻炼。 在他的帮助下，苏
喜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 去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 罗孝根
每天更是把时间都用在陪伴他们
一家上 ， 和他们讲解外面的防疫
形势 ， 有效纾解了他们对疫情的
紧张不安情绪。

罗孝根的老母亲年岁已高身
体不好 ， 妻子因为颈椎炎不能干
重活 ，女儿还在上小学 ，都需要他
照顾 。 但他靠着一颗助人为乐的
心、 一腔无私奉献的热血 ，9 年来
默默照顾着楼下的困难邻居 。 善
良会潜移默化的感染周围的人 。
如今 ， 罗孝根的善举影响着全小
区的住户 ，大家不仅称赞 ，许多住
户也纷纷加入到帮助苏启良家的
队伍中。

罗孝根用自己的无私奉献，诠
释了“远亲不如近邻”这句俗语的含
义， 用自己的爱心和善举守护了一
个生活困难的家庭。“我们就住上下
楼，平日里又是朋友，看到他们家现
在遭遇到这种事， 只想着能拉一把
是一把，能照顾一天是一天。 ”罗孝
根说。

·荣辱观·

输得起，了不起！
■ 吴林红

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提前
出局， 无缘八强之战， 留下不小遗
憾。 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表示，“输
球不能输人”。 中国女排“在输球的
时候也要昂起头”，将女排精神发挥
得淋漓尽致，不能不令人钦佩。不论
体育竞技还是人生长跑， 这种不屈
不挠的精神都值得学习：输得起，了
不起！

与此相对的是一种输不起的心

态。以体育竞技为例，有的人一看获
胜就欣喜若狂， 一见失利就气急败
坏，许多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简直
令人不齿。 这种人只看成败不论其
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目光短
浅、急功近利的典型代表。 赢得起，
输不起，可以说是一种弱者心态。正
如有人说，输不起的人，往往也赢不
了。他们或许能侥幸赢得一时，可是
最终会输得很惨。

输得起，一不怕输，二输不怕，
三敢再来，说到底是强者心态。输赢
乃人生常态，没有谁是“常胜将军”。
赢了固然可喜，输了也不可怕，毕竟
跌倒还能爬起来。即便是屡战屡败，
只要你屡败屡战， 谁敢轻言结果如
何？能不能输得起，检验奋斗者的勇
气，见证拼搏者的志气。

输得起必须放得下赢的执念。
唐代围棋大师王积薪总结出 “围棋
十诀”，其中第一诀就是“不贪胜”。
不论下棋还是做事， 我们都要求胜
而不贪胜。 人不求胜，何来动力？ 可
是，一旦贪胜就会急功近利，有可能
利令智昏，一心想赢结果却输了。有
心理学家做过实验： 给小小的缝衣
针穿线的时候， 你越是全神贯注地
努力，线越不容易穿入。这种现象被
称为“目的颤抖”，也叫“穿针心理”，

就是目的性越强就越不容易成功。
这与“欲速则不达”是一个道理。 只
有放下赢的执念，才能轻装上阵、全
心投入，发挥出更好水平。

输得起必须放得下输的负累。
许多时候，输可能是大概率事件，是
难以避免的结果。一个输不起的人，
只要输了就会背上失败包袱， 结果
可能是悲剧性的———从一次失败走

向一直失败。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
被打倒。不怕被打败，才可以从头再
来；一旦被打倒，有可能一蹶不振。
打倒你的， 往往不是输这个暂时结
果，而是它带来的巨大阴影。输得起
就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以最快速
度“满血复活”，向着目标顽强奋斗。
只有放下输的负累， 才能做好赢的
准备，不再重复昨天的故事。

输得起， 不是单纯的不怕输，
而是对输赢的一种超越。 不论什么
竞争，都会有输有赢———有时输中

有赢 ，有时赢中有输 ，有时输赢参
半。 有的赢并不比输更值得赞许，
有的输却要比赢更令人尊敬。 因为
一时输赢， 不是我们追求的全部。
著名作家史铁生曾在 《我的梦想》
中，这样阐释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
解 ：“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
人战败，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
耀人类的不屈，命定的局限尽可永
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 ”
这是富有哲学意味的阐释，也是人
类奋斗价值的注脚。 究其根本，挑
战自我、战胜自我、完善自我，才是
更快更高更强的终极目标，才是一
切奋斗的核心价值。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与输赢无
关。真正的强者，都输得起———赢就

赢得精彩，输也输得漂亮。不论结果
输赢，都是一种胜利。这是奋斗者的
荣光，也是了不起的地方！

王忠心到海阳中学授课间隙，，同学们和他拥抱。。 武时化 摄

“ ”：此生不改是兵心导导导弹弹弹兵兵兵王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