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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当年寄往前线的慰问信。受访者供图

5月10日，首届四川省“爱我国防”宣
讲大赛决赛在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举
行，活动迎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参赛选
手，他就是来自成都市武侯军休中心万福
苑站的军休干部范良。他以《寄写慰问信
的亲人——你们在哪里？》为题，短短6分
钟的宣讲，引来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作为一位老兵，他的参赛出发点赋
予了比赛特殊的意义，我们感受到了他
的大情怀、大格局，值得学习！”有人这样
评价老兵范良，可他却表示，此次来绵阳
参赛，既是宣传国防事业，也是为了完成
自己一个心愿——找到45年前给前线寄
慰问信的“亲人”。这些“亲人”中，有一
位正是来自梓潼。

老兵回忆
慰问信是战火中能见到的唯一“亲人”

范良，河南项城人，1953年12月出
生，1972年12月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
泸州军分区原司令员。历任战士、高炮
技师、正连职干事、正连职参谋、副部长、
部长、副旅长、副政委、政委、军分区司令
员，4次立功，多次受奖，曾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接见。

退休后的范良被安置在成都武侯区
军休中心，他不忘军人本色，充分发挥退
役军人优势和特长，积极参与基层党建，
为机关、医院、部队、学校等单位做宣讲、
上党课，持续为传承红色基因奉献力量。

5月10日，首届四川省“爱我国防”

宣讲大赛决赛在梓潼“两弹城”举行，经
过多番角逐，范良带着他的“寻亲”故事，
走上了决赛赛场。

范良寻亲的动因，源于一位老同学
的询问。

今年3月，范良与老伴邓美兰回河南
约见同学，一位生病住院名叫赵义勇的
同学发来微信：“我在沈丘县一所中学担
任班主任期间，全班76位同学，全部主动
给老山前线的战士写了慰问信，我写了
六封。这些信，不知英雄们收到没有，有
无存留下来。”

收到这条消息，范良受到极大触动，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每一次上战场，都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飞向前沿
阵地。仗打到哪里，祖国人民就牵挂到哪
里。”范良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慰问信是我们当年在猫耳洞见到的
唯一‘亲人’。”

范良从一位牺牲战友的身上，见到

过一份被鲜血浸染的慰问信。“148师442
团5连，542高地争夺战，是当年历时最
久、打得最为惨烈的一场局部阵地攻防
战。”范良回忆，战斗结束，他们为牺牲战
友剪去身上的血衣，解下胸前的子弹带，
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与他同年入伍、同
是26岁的442团5连副连长李哲禹的最后
遗物，就是一封被热血浸染的慰问信。

“在前沿阵地，在战斗中，慰问信是我
们见到的唯一‘亲人’啊！”范良说，战友倒下
了，阵地被敌人包围了，他们并未感到孤单，
也从不畏惧。因为他们一直相信，背后有
千千万万的“亲人”，与他们一起在战斗！

翻出9封信
寻找寄信人但无结果

回到成都后，范良立即翻箱倒柜地
寻找。“多想找到一封当年与自己一起出
征、一起历经生死、一起凯旋的慰问信
啊！”范良说，他最终找到了成都253信箱
子弟校寄给“最可爱的人”的慰问信。由
于年代久远，有些地方字迹已经模糊，

“但信中折射出的强烈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伟大的爱国情怀，依然温暖激荡着老
兵的心。”

“您参加本次宣讲大赛的初衷是什
么呢？”面对记者的提问，范良说：“我已
年逾古稀，是来向年轻选手、专家评委学
习的。更是希望借助这样的平台和媒
体，寻找当年写慰问信的老师、同学。”

据范良介绍，他一共找到了战场上保

存下来的9封慰问信，7封来自成都，另2封
分别来自梓潼和南充。“这封是成都铁中
高二七班的戎晋蓉写的……”“这封是梓
潼县城关二小四年级三班张永所写……”

退休后，范良也曾找过这些“亲人”，
但遗憾的是没有结果。他时常在心底默
念：“当年写信的老师、同学们，你们都好
吗？你们在哪里？”

爱我国防
“慰问信并未过时，更应该发扬！”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施行第一
年。“当年的慰问信，火烧血染，与阵地同
在、与英雄同在、与胜利同在！已经在炮
火硝烟中走过了45年，45年来，我们没
有忘记写信的师生们，一线指战员想念
你们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军事冲突多点爆发，老师们、同学
们当年的慰问信永远值得铭记！”范良
说，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当今，在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写慰问
信的方式并不过时，“只要军民团结如一
人，我们就能永远无敌于天下。”

见字如面，如果您是当年的写信人，
或者是他们的亲人，或者您有相关的线
索，请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为老兵的

“寻亲之旅”接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攀

王祥龙 见习记者崔瑶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前
往内江市资中县球溪镇大象寺村采访，
接近村办公室时，目之所及，皆是柠檬柚
树和血橙树。

2022年12月，资中文旅集团综合管理
部副主任周忠杰被选派到大象寺村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报到当天，他也看到了漫
山遍野的果树。不同的是，眼下这个时
节，树上已经挂果，预示着丰收和希望。

周忠杰今年28岁，驻村一年多来，他
走村入户了解老百姓生产生活的难题，
补强基础设施短板，抓产业发展，带领乡
亲们跑出了乡村振兴“加速度”。

暗下决心
要靠实干赢得村民信任

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一副书生模
样，周忠杰刚到村里时，村民们投来了怀
疑的眼光。

他记得最初走访一户人家时，刚转
身离开，就听到了背后村民的议论，“这
么年轻下来能做啥子，估计混两年就走
了。”

“老百姓觉得你可能在走过场，不会
给村里带来什么变化，当时很想回过头去
告诉他们事实不是这样。”夜深人静，周忠
杰躺在床上睡不着，反复琢磨着如何才能
尽快打开工作局面，赢得大家的信任。

就在他感到迷茫之际，村里老党员

帮助他打开了局面。
2022年深冬，周忠杰在大象寺村

办公室开展了一场主题党课。党课结
束后，好几位老党员握着他的手说：

“小周书记，我们村子沿河而建，老百姓
种果树、种庄稼都是靠天吃饭，村里发展
缓慢。你是年轻人，一定能带领我们村
发展。”

周忠杰明白，老党员们的这番话既
是信任更是期望。“把他乡当故乡，把群
众的事当自己的事。带领乡亲们把产业
强起来、日子富起来、村子美起来。”周忠
杰暗下决心，作为一名年轻党员，要想得
到群众的认可，就必须拿出实干的劲头，
用成绩来说话。

修提灌站
破除产业发展最大瓶颈

大象寺村地处资中与资阳交界处，
有4个村民小组，共1215人。村里除了
常规的水稻外，还有种植资中血橙和柠

檬柚的传统。
在全面掌握村况后，周忠杰逐渐理

清了发展思路：果业兴村、产业强村。他
决定从解决大家最迫切的事入手，先修
提灌站，打破产业靠天吃饭这一瓶颈。

修提灌站没有项目资金，周忠杰就
一家家单位跑，最多一天跑了好几个单
位。几个月后，成功争取到项目资金近
70万元，大象寺村两个提灌站项目开建，
现如今已建成投用一个，有效解决了村
民旱季生产用水问题。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村里就开始种
植柠檬柚和血橙。然而长期以来，柠檬
柚滞销，血橙卖不起价，一度让村民萌生
了弃种的念头。

为了让果子“卖得出”“卖好价”，周
忠杰一方面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
帮助农户销售柠檬柚、血橙；另一方面，
协调柠檬柚上架京东中国特产资中馆，

“线上+线下”打开销售渠道。2023年，
全村柠檬柚产量30余万斤，产值超150

万元；血橙产量300余万斤，产值超450
万元，村民人均增收近5000元。

乡村已蜕变
期待更多年轻人参与

立夏后，大象寺村村民忙着田间除
草、浇灌果树。村民赵群家中种着五六
亩庄稼和四五亩果树，去年因为干旱，血
橙和柠檬柚减产三分之二，今年她不再
担心这个问题，“多亏小周书记，提灌站
建好了，不愁灌溉用水了。村上还是要
有年轻人才好。”赵群说。

产业发展起来了，文明氛围也要跟
上。周忠杰在全村探索开展乡风文明积
分制活动，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当天，村民郑家勇使用12个积分兑换了
一盒蚊香。“爱护公共卫生、邻里相互帮
助、孝敬父母……兑换蚊香的积分就是这
样攒出来的，还要继续努力积分。”他说。

在大象寺村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周丽看来，周忠杰的到来不仅促进了产
业发展，增添了基础设施，也让村子渐渐
有了活力。“比如带来的惠民演出，如今
村民们空闲时都开始跳坝坝舞，不像以
前只会埋头做农活，展现出了村民活泼
的一面。”

乡村在蜕变，周忠杰也有了获得感：
“看到老百姓的笑脸，一句‘小周书记好
样的’，比什么都值。”

如今，周忠杰把眼光放到了村级后
备干部的培养上。“作为第一书记，我的
任期终究是有限的。希望不仅是我来的
这几年村里有改变，而是我走之后变化
是持续的，这就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进来。”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贾娇

“95后”驻村第一书记周忠杰：

用青春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带着45年前战场上收到的慰问信走上赛场

七旬老兵呼唤：当年寄信的亲人，你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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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杰与村民一起修提灌站。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