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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版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李祯媛
实习生 吴婉莹

“我上学早 ， 入伍时才 13 岁 ，
那时候一腔热血， 看到同学们都在报
名参军， 我也很想到前线、 边防去，
报效祖国。” 在长沙市开福区一六三
家园， 记者见到了今年 65 岁的军休
干部徐军， 一头利落的短发， 面色红
润， 声音洪亮， 回忆起当初入伍的情
形， 她仍记忆犹新。

提起军旅生涯， 徐军说： “有了
当兵的经历， 一辈子不后悔。”

性格刚毅
不愿当部队里的“小姐兵”

徐军入伍时， 同为军人的父亲曾
希望她留在长沙， 但她带着少年的意
气风发 ， 毅然决定报名前往祖国前
线 。 1970 年， 徐军被分配到广西宜
州第 32 野战医院， 参加部队训练与
医院建设。

在一次拉练中， 年幼的徐军发了
高烧， 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 双腿
如灌了铅般沉重。 昏昏沉沉之际， 部
队领导要求她中止拉练， 坐车与部队
同行。 但徐军坚持不肯上车， 小小的
身板背着装满医疗用品的携行包， 走
到双足长满血泡 ， 也坚持完成了拉
练。 “这个小姑娘很有个性。” 徐军
所在部队的领导曾这么评价她。

1975 年， 徐军被分配到饲养班。
回忆那一段时光， 她说： “我不愿意
别人说我们是来部队镀金的 ‘小姐
兵’， 于是脏活累活都拼命去做。” 不
管是冒着大雨捞水葫芦做猪饲料， 还

是忍着臭味打扫猪圈， 徐军永远一丝
不苟地完成组织交给她的任务。 后来
到了炊事班， 徐军更是把自己当男兵
使， 25 公斤的面、 100 公斤的米， 她
说扛就扛， 从不说苦喊累。 “别看那
些小女兵， 可能干了。” 想起领导说
的这句话， 徐军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奔赴前线
勇当战场上的生命守护者

徐军记得， 1978 年 10 月， 20 辆
解放牌汽车整整齐齐开进广西宜山
野战医院操场的情形： “大家只当是
次较大规模的拉练 ， 背着包就上车
了。” 到第三天 ， 汽车依然在前进 ，
此刻大家才隐约意识到， 这可能不是
演习， 真正的战争要来了。

徐军参加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
她作为加强医疗队员， 选派到师医院
参加战伤救治 ， 战时在距边境线仅
300 米的野战帐篷里不分昼夜地抢救
前线送来的伤员。 “我们在救护中曾
接到空袭警报， 为监护一名不能搬运
的危重伤员， 我留下守护伤员， 直到
警报解除坚持未离开伤员半步。” 徐
军动情地说 ， “当时真的是舍生忘
死， 没觉得危险， 那些在前线的战士
们才是最了不起的。 我弟弟当年也在
前线， 我非常担心， 一有空就会去不
远处的烈士收容处看看， 只求他平安
归来。”

“我们大概有 9 天基本上没怎么
睡觉， 因为伤员被送过来是没有任何
规律的 。” 说起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伤
员， 徐军有些动容。 那是一位副连长，

他的臀部被炸开了一大块， 整条腿血
肉模糊 ， 口里还在说着 ： “让我回
去！ 让我回到战场上去！” 这样惨烈
又残酷的情形在战场上屡见不鲜， 让
徐军印象深刻的还有个 17 岁的小战
士， 他的一只眼球已经被炸出眼眶，
另一只眼睛也保不住， 但这个战士完
全不知道今后要在黑暗中度过， 还在
兴奋地说着他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
徐军日夜守护在伤员的身边， 为他们
处理伤口， 听他们讲述激烈的战场情
形， 在炮火的洗礼中深切感受到军人
保家卫国守卫疆土的热血与担当。

发挥余热
公益宣讲传承红色基因

“随着战事的推进， 伤员送到我
们这里的路程越来越远， 天气也越来
越热， 有些伤员送来时意识都不太清
晰了。 他们到了之后， 我们在其左上
衣口袋找到伤票 ， 上面有姓名 、 部
队、 诊断， 当时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
事， 就是喊他们的名字： ‘张宏， 你

回来了！ 回到祖国了！ 你睁开眼睛！
你能听见我讲话吗？’ 这比什么药都
管用……” 话至此处， 徐军的眼泪止
不住地涌了出来， 战场上的峥嵘岁月
仿佛还在眼前。 徐军告诉记者 ， 通
过 演 讲这 一 段 战 场 的 往 事 ， 她 在
长沙 市 军 休 系 统 “老 兵 永 远 跟 党
走 ， 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
人” 主题演讲比赛中获一等奖， 感动
了现场的所有人。

1983 年 ， 徐军调入长沙联勤保
障部队第九二一医院， 先后从事临床、
营养、 保健、 教学工作， 学术成果和造
诣得到业内肯定。 2006 年退休后关系
移交至观沙岭军休站， 站里利用军休
干部在政治、 经验、 威望、 学识上的
优势， 引导徐军和其他军休干部走进
社区 、 学校 、 企业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深入基层一线进行红色宣讲、 参
与公益志愿服务活动， 奉献社会。

“我这一辈子好奇心重， 练字、
写作 、 健身 、 看书……兴趣比较广
泛。 站里当时推荐我去宣讲团， 一方
面我自己想去尝试， 另一方面是因为
我有几十年的军旅生涯， 组织交代的
任务我不会拒绝， 而且会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做好。” 提起受聘为长沙市
退 役 军 人 党 史 宣讲 团 成 员 、 副 团
长 、 长沙市教育系统党史宣讲员的
经历， 徐军言语谦虚。 在她看来， 虽
已退休， 但仍需发挥余热， 时刻保持
军人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作风， 用老党
员、 老战士的亲身经历感染、 鼓舞年
轻一代， 让红色基因、 革命薪火代代
相传。

2021 年 ， 一对夫妻来军工苑小
区旁边的素食店吃饭， 因找不到停车
位， 便把车开到小区里， 但小区内的
车位也很紧张， 无法容纳社会车辆，
小区保安便阻拦该车驶入， 双方吵了
起来， 还差点打起来。 这时， 陆晓玲
看到了， 马上上去劝架。 “打赢了进
派出所， 打输了进医院， 你们觉得打
架值得吗？” 在她的劝和下， 双方情
绪渐渐平和， 最后， 在陆晓玲的努力
下， 解决了餐厅长期面临的停车难问
题， 从此再无停车吵架的事件发生。

“听说他们当时手里还拿着刀，
你劝和时怕吗？” “不怕， 我只想着
冲上去调和矛盾， 没想这么多。” 陆
晓玲语气坚定。

2020 年的一天 ， 正在小区散步
的陆晓玲看到三个陌生面孔进入小
区， 她一眼看出这三个人神情不对，
察觉可能是小偷， 这时刚好马路上一
辆警车开过， 其中一人听到警车的鸣

笛声， 不自觉地将双手抱头， 这一举
动让陆晓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于是大声呼喊抓小偷， 她边追边喊， 身
手矫健的她还抓获其中一人。 自那时
起， 小区内再没有出现过偷盗事件。

作为一名党员志愿者， 在疫情防
控期间， 陆晓玲始终发挥着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 将 “为人民服务” 的责
任扛在肩， 不论是核酸检测现场维持
秩序、 引导居民扫场所码， 还是为行
动不便的老人买菜……都能看到她
忙碌的身影。

“晓玲这人真的好， 经常帮忙买
水买电 ， 有点什么事 ， 我就喜欢找
她， 她总是二话不说就来了……” 说
起陆晓玲， 居民曹爹爹赞不绝口。

七旬热心爹爹
发挥余热投身志愿服务

75 岁的杨建润 ， 是信息苑小区
的党支部书记， 参与志愿服务已有 6

年。 在信息苑小区， 只要一提到杨老，
无论是社区工作者， 还是居民， 都会伸
出大拇指夸奖： 他可是出了名的热心
人， 尤其对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2019 年大年三十的晚上 7 时
30 分， 我接到社区书记徐香的电话，
向我们支部的全体党员祝贺新春， 同
时提醒大家， 这次暴发的新冠肺炎疫
情比较严重， 老同志们要多多做好防
范工作， 一定要注意身体。 如今， 我
们小区能建设得这么好， 全靠徐书记
带领得好。 我是受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的影响， 才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的。”
杨建润告诉记者， 他认为自己做得还不
够， 还要多向身边的志愿者学习。

就是这样一位老党员， 从不提自己
做了什么， 永远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信息苑小区有 41 个党员， 且大
部分是老党员， 但每天最少有 3 位党
员志愿者在小区巡逻。 这让小区的青
少年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一到寒

暑期， 青少年们便积极参与到小区的
志愿服务中来。 多年来， 信息苑小区
以 “大手牵小手” 的形式开展志愿服
务， 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假期生活，
还培养了青少年志愿服务意识。

军区社区党委书记徐香告诉记
者， 社区依托 “鱼水书院”， 以 “奉
献爱心、 多行善举、 扎根社区、 服务
居民” 为宗旨， 建立志愿服务队伍。
从夜间巡逻到开设手机课堂， 从法治
宣传教育到调节邻里纠纷， 从党史学
习教育到环境卫生整治……志愿者
在社区日常工作中践行着 “奉献、 友
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 多年
来 ， 社区真正实现了 “小事不出小
区， 大事不出社区”。

“鱼水书院” 里既讲浓墨重彩的
大事件， 也讲触动心灵的小故事， 在
看见与听见、 脚印与烙印的交融中，
党员干部和居民群众一起共绘美好
生活新蓝图。

观沙岭军休站徐军：

无悔军旅生涯， 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徐军正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