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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录··

�� 11550000多户““光荣之家””，，550000多人被授予““光荣在党 5500年””纪念章，，330000多人获全国各
类荣誉称号…………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蜀山区五里墩街道走访革命英雄、、科技
专家、、模范功臣,,挖掘他们的背后故事，，用身边英雄事迹，，滋养红色初心。。 日前，，记者走访
了这些老英雄，，听他们讲述过往的经历——————

·荣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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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家有个孩

子 ， 家门口读完大
学，准备到外地找工
作。这位亲戚十分焦
虑：“请你帮忙劝劝，
还是在家门口工作

好 ， 有事情我们都
能照应 。 他一个人
到外面打拼 ， 不知
道要摔多少跟头 ，
才能站得住脚……”
笔 者 不 禁 哑 然 失

笑 ： “这 么 大 的 人
了 ，到外面闯闯 ，有
什么不好 ？ 不得不
摔的跟头 ， 就让他
摔去吧 ， 不摔打怎
么能成才……”因为
怕孩子摔跟头 ，就
不让他独自闯荡世

界， 这种 “父母心”
从 情 感 上 或 可 理

解 ， 但理性地看乃
是一种伤害。

如今，许多孩子
不论年龄大小，都是
父母眼里的“宝宝”。
从小的时候起，父母
对待他们就是“捧在
手里怕摔了，含在嘴
里怕化了，看在眼里
也怕丢了”， 根本舍
不得让他们经风历

雨、吃苦受累。 这些
娇生惯养的孩子，说
是“温室里的花朵”，
一点也不夸张。哪里
有困难，哪里就有父
母，他们不必直面生
活挑战，就很难有什
么担当。从物质到精
神， 全面依赖父母，
他们长得再大，也还
是“宝宝”。有的成年
子女不想工作，理直
气壮地“啃老”，父母
也不觉得是个问题；
有的人年纪一大把，
还是胡搅蛮缠的小

孩脾气，我们经常称
之为“巨婴”。 从根本上说，这都是娇惯出来
的毛病。 有心理学家提出：“我们 90%的爱与
痛，都和一个基本事实有关———大多数成年

人，心理水平是婴儿。 ”切中问题要害。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如何面对“十

之八九 ”不如意 ，是每个人成长路上的 “必
修课”。 可是，一些父母宁愿自己吃天大的
苦，也不忍心让子女受一点委屈。 他们要么
想方设法为孩子清除路障， 即使只是几颗
小小石子；要么不顾一切替孩子遮风避雨，
或许就是一阵毛毛雨。 来自父母的过度保
护，在阻挡挫折的同时，也剥夺了子女在挫
折中成长的机会。 许多“宝宝”一遇到挫折
就容易崩溃， 有时一点打击或些许琐事就
可能诱发难以挽回的悲剧。 有多么“强大”
的父母，就有多么脆弱的子女。 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把子女保护得太好，反而不是一件
好事。 正如古人说的：“虽曰爱之， 其实害
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 这是以爱的名义
造成的巨大伤害。

古人有云：“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
远。 ”作为父母，既要立足当下、为子女创造
良好成长环境，更要着眼长远、让子女去开
拓更大发展空间。 为人父母者，不是承担子
女义务的无限责任公司， 而是支持子女成
长的有限责任主体。 谁的人生没有坎坷，摔
几个跟头有什么了不起。 不得不摔的跟头，
就让他们去摔吧！ 子女摔跟头，父母不是撒
手不管，而是不该大包大揽，只能在必要时
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毕竟，随着子女
慢慢长大，父母只是他们的坚强后盾，而不
是他们的开路先锋。

孩子，勇敢地往前走吧！ 你不要怕摔跟
头，父母也不能怕你摔跟头。 小时候，我们跌
跌撞撞才学会走路；长大了也是一样，摔摔
打打才能自立自强。 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
起来， 从哪里爬起来就从哪里学着长大，每
一代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不愿领伤残抚恤金的老战士

在合肥市军休三所的住处，89 岁的王新
低下头， 露出后脑勺上一块碗口大的伤疤。
“受伤时昏迷了一天一夜， 医生当时都说我
活不长了。 ”王新的话语里充满了乐观。

其实，头上的伤没少让王新受罪。 受伤
时他才 16 岁，此后的 70 多年，王新一直饱
受头疼、失眠的痛苦。 尤其是年轻时，头疼
让他整夜睡不着觉。 直到现在，还要吃药控
制。 即使如此， 王新也没有申请过伤残抚
恤。 “是共产党让老百姓翻了身，给了我们
好日子。 我只觉得自己为党没尽到力，哪还
想去领抚恤金呢。 ”王新说出了心里话。

时间回到 1947 年，15 岁的王新参加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当时的滁县军分区做一
名通讯兵。 王新 10 岁就给别人放牛，家里经
常没东西吃，参加解放军让穷人得解放成了
他最大的心愿。 到部队后，王新勤奋学习通
讯技术，很快就被任命为通讯班班长。

1948年 5 月，王新所在的连队接到一个
任务，从滁县向扬州架设一条电话线。 王新
带领通讯班，沿着长江北岸架杆连线，朝着
扬州进发。 一天，王新在江苏六合地区架线，
突然遭遇国民党飞机的袭击。 当时，王新正
在电话杆上工作，根本来不及躲藏。

“轰炸离我越来越近，子弹就从头顶上
飞过，战友在地面上大喊，让我赶紧下来。 ”
王新回忆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情急
之下，他顾不上解开脚蹬就从电话杆上滑下
来。 哪知刚到地面，就被随即落下的脚蹬砸
中了头顶，当时就开了一个大口子，血很快
淌得满头满脸。 王新昏倒在电话杆下。

当地没有医生，是老百姓用香灰简单处
理了伤口。 等回到后方医院，医生断定王新
“活不长了”。 不过，王新还是捡回一条命，并
且一直活到了今天。 伤疤就这样留在了王新
的脑袋上。

光荣负了伤，可王新从没有动过申请伤
残抚恤的念头。 哪怕是在家人面前，他也没
有提及受伤原因， 只说是不小心跌破了脑
袋。 直到结婚 20 多年后，妻子李福英才从战
友口中得知，丈夫头上的伤疤原是战争中留
下的。 “与那些在前线拼杀的战士相比，我这
点伤算什么，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

王新想的是多给党和群众作贡献。 他向
希望工程捐款，向地震、洪水灾区群众捐款。
去年疫情爆发，王新第一时间向党组织交了
6000 元特殊党费。“我是一名党员，只要我还
有力气，就想多为党和人民作贡献。 ”

热衷讲述英雄故事的宣讲员

王新、张德骞、顾时忠等人的故事能被
更多人知道，陈相珍出力最多。

今年 66 岁的陈相珍， 是合肥市军休三
所第三党支部书记，也是五里墩街道先锋宣
讲团副团长。 作为一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
战的老兵，陈相珍有着浓厚的英雄情结。 陈
相珍的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在他小时候，
经常听父亲讲述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故事。 陈
相珍入伍后，团长是一名抗日老兵，又经常
跟他聊抗日故事。

现在，讲故事的人变成了陈相珍。 2013
年，陈相珍来到合肥市军休三所，开始搜集
军休所老战士的事迹。 他想让更多人知道老
战士的故事，而不是让它们一直埋藏在档案
堆里。 为此，陈相珍既翻档案，又做采访，搜
集了合肥市军休三所、 军休四所 70 多位功
勋卓著的老战士的故事。 “他们参加过解放
战争 、抗美援朝 ，是国家的英雄 、人民的英
雄，值得被更多人认识、铭记。 ”

在搜集老战士事迹过程中， 陈相珍又
接触到 38 所、二二一厂人员的故事。 他们
曾坚守深山高原隐姓埋名几十年的经历 ，
同样引起了陈相珍的兴趣， 他扩大采访范
围，一趟又一趟登门拜访采访对象。 多年下
来，搜集的资料装满了整整一个大木箱子。

陈相珍成了五里墩街道英雄故事的

“活字典 ”，机关 、学校 、社区等多家单位邀
请他去宣讲。 把英雄的故事讲好， 陈相珍
有自己的办法。 “人多的就用 PPT，人少的
就现场展示照片， 有时还把宣讲对象邀请
到现场 ，现身说法 。 ”虽然方言浓厚 ，但陈
相珍讲述时极为投入专注，故事细节丰富，
让他的宣讲极富感染力。 今年， 陈相珍受
邀到合肥工业大学进行宣讲， 结束后一些
学生甚至来到五里墩街道实地参观 。 “这
说明英雄的故事， 任何时候都是有生命力
的。 ”陈相珍说。

挖掘和利用好辖区的红色资源， 街道
也在行动 。 五里墩街道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 ，新建了 “红色口述史 ”档案馆 ，并且开
展 “青年先锋说 ”活动 ，通过入户采访 、查
阅档案， 梳理出一份含有老战士、“两弹一
星”参试者、雷达工程师、全国劳模等 41 人
的 “身边榜样库 ”，组织青年宣讲员在辖区
传播英雄事迹。 “传颂英雄事迹，传承英雄
精神，是青年的使命担当。 ”五里墩街道党
委委员朱红英说。

滁州南谯区创新设立

“文明实践日”， 在每个星
期天的固定活动日， 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为群众

提供优质的志愿服务。
本报通讯员 卢志永 摄

不同的英雄故事

共同的赤子之心

一心要把国家事干好的电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句中国人熟
知的名言， 在顾时忠那里有更通俗的版本：
“国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61 年前，23 岁
的顾时忠正是抱着为国家干事的信念，奔赴
青海的金银滩草原，成为代号为二二一基地
的一名电力工人。

金银滩草原，一个颇具诗意引人遐想的
地名。 可 60 多年前，在那些从全国各地汇聚
到此的年轻人眼里却是另一番模样。 “那里
非常偏远、荒凉，周围毫无人烟，野草比人还
高，风沙大得有时让人无法睁眼。 ”初到金银
滩时的情景，顾时忠永远都忘不了。

去金银滩干什么？ 不仅顾时忠不知道，
同来的人都不知道。 有的猜测是在草原上搞
农业开发，有的想是要修建大工程，但都没
定论。 虽然不知道干什么，但依然不影响大
家热火朝天的干劲。 “我们那一代人，有着强
烈的为国奉献的思想。 大家都想着，是国家
号召我们过来的， 就一定要把国家的事干
好！ ”顾时忠激动地说。

然而苦难着实不少。 金银滩草原平均海
拔 3200 米，平均气温在 0℃以下，自然条件
十分恶劣。 一开始没有房子住，只能住帐篷，
甚至住牛羊圈。 再加上高原空气稀薄，刚到
时难以适应，人总感觉呼吸气短，头重脚轻，

晚上睡不着觉，不少人腿脚浮肿。
最难熬的是饥饿。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

害时期，粮食供应不足，在高原上的顾时忠，
一天的伙食配给，只有 7 个“火柴盒大小”的
青稞面馒头。 吃不到蔬菜，就在草原上挖野
菜，寻点野萝卜、蕨菜充饥。 冬天的时候，连
野菜都找不到，顾时忠就和同事们组成打鱼
队，到青海湖去捞鱼。 “技术不过关，一条鱼
没捞着。 ”顾时忠哈哈大笑。

吃不饱饭， 还要赶工期。 顾时忠回忆，
为了加强电力保障， 当时电厂建设几乎每
天都要加班。 看大家空着肚子加班饿得难
受，车间书记主动向上申请，希望每人多给
一碗稀饭喝。 不过申请没通过，实在没有多
余的粮食。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 不少人在电视上看到实况转播，
大家才知道，自己参与的竟是如此伟大的一
项事业。 “听到爆炸成功的消息， 别提多激
动，我当时就觉得，这辈子值了！ ”顾时忠说。

1974 年， 顾时忠检修线路时遭遇事故，
失去了双臂。 现如今 ８４ 岁高龄、戴着假肢的
顾时忠向记者回忆过往，金银滩依然是他最
美好的记忆。 “那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我也出
了一把力。 ”为国图强的红色国防工程师

“欢迎未来的红色国防工程师，要为祖
国健康地工作 50 年。 ”时至今日，张德骞仍
然清晰地记得 65 年前北京工业学院欢迎新
生的标语。

今年 84 岁的张德骞， 退休前是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第三十八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副
所长。 守护祖国是他从小就立下的志向。 张
德骞亲身经历过日寇侵华的黑暗，他和家人
一路从沦陷区向后方逃难，见过太多山河破
碎、同胞受难的景象。 爱国的种子在他幼小
的心灵扎下根。

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让张德骞在
最好的年华，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号召，
坚守贵州深山 20 余年， 参与研制了中国第
一部三坐标雷达、 第一部炮兵目标指示雷
达、第一部低空补盲雷达；也让他在年近六
旬时， 再次奉命进京参与预警机研制工作，
成为我国现代预警机负责结构工艺总体设
计的第一任副总设计师。

新中国国防事业起步晚，发展遇到不少
困难，尤其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存在不少
“卡脖子”难题。 在参与国家某大型重点工程
项目时， 张德骞曾随团到合作方出访考察。

对方的接待很热情，安排
专人带着考察团转了不
少景区。 “但就是不带我

们参观工厂的核心车间，也不让我们与第三
方技术人员单独接触。 ”

还有一次，合作方承诺将一款产品说明
书提供给考察团，可在团队回国之前，对方
却突然变卦，要收回说明书。 当时张德骞等
人已经打包好行李，正准备从酒店出发去机
场， 一行人只得在对方监视下现场打开行
李，交还了说明书。 “国防是买不来的，特别
是核心技术买不来，唯有靠我们自力更生。 ”
这两次经历，张德骞记忆尤深。

知耻而后勇。 张德骞和团队成员发愤图
强，立志要靠独立自主实现自我突破。 正是
靠这股不求人的干劲，张德骞和同事们克服
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不仅掌握了雷达等
领域的核心技术，还实现了对欧美国家的技
术赶超，很多产品出口到国外。

譬如研制 JY-9 低空补盲雷达时，在方
舱内部 “人机工程 ”设计环节 ，张德骞提出
“为雷达兵服务 ”的理念 ，优化了方舱内部
构造， 能够使雷达兵在更加舒适的环境空
间里长时间保持头脑清醒， 进行准确的判
断和操作。 “这款雷达出口到国外时，外方
人员一进入方舱， 居然认为是流行的英美
产品。 ”

将毕生精力献给国防事业，并在有生之
年见到国家今日的强大， 张德骞无比自豪。
“国防事业要靠自立自强， 这是每一名国防
工程师的职责与使命。 ”他始终不忘叮嘱后
辈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