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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

——《淮南子》”

“兵王”背后的故事
□吴洁

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今年一月份，习主席视察二炮
某基地，在军史馆看到一张宣传图片时，他一眼就认出了
画面当中他接见过两次的一位老兵：“这个兵我认识。”图
片中的老兵是我们安徽老乡，也是我的休宁同乡，第二炮
兵某旅技术营的一名一级军士长——王忠心。今天，我
就和大家讲讲他的故事。

第一次见到他，他黝黑的皮肤，瘦削的脸庞，个子不
高，一脸亲切憨厚的微笑，一件不太合身的蓝色T恤穿
在身上，这几乎让我没有办法把他跟那个电视上的传奇

“兵王”联系在一起。
我对他的采访，自然从我们的家乡聊起。王忠心出生

在农村，小时候，兄妹多，家里穷，他是10岁才上的小学，初
中毕业时，已是18岁。18岁那年年底，他光荣入伍。

“家里吃不上饭，我才来到部队的。”回想起29年前的
一幕幕，他有些腼腆地说道。紧接着，神情一震：“但来部
队不是为了吃饭，我要干出点名堂! ”

第二炮兵是我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向来以高科技、严
要求著称。入伍时只有初中文化的他，要想“干出点名
堂”谈何容易？唯有勤学苦练！入伍第二年，他考取了士
官学校，7年后成为导弹测控技师。

我问他：“29年来，您实现了一千多次零失误操作，这
期间还多次遇到部队换装、武器更新，您是怎么做到的？”

王忠心想了一下，反问我说：“你愿意在高速公路上
坐牛车吗？部队武器更新换代，我愿意天天当‘小学
生’。但我这个‘小学生’，在测控技术上，要说了算!”

“我要说了算!”掷地有声。可我知道，这“说了算”
的背后，是永不服输的韧劲和悬梁刺股的刻苦，是10多
万字的读书笔记和数十年数万次的细致操作。从军29
年来，他能够操控3种型号导弹，保障过20多次重大军
事任务，参加实装操作训练1300多次，没有下错一个口
令、连错一根电缆、按错一个按钮，用29年零差错零失

误铸就一个“兵王”传奇。
29 年来，王忠心带了好几百个徒弟，其中不乏博

士、硕士，后来不少提了干，有些已经走上了旅团领导岗
位。而他却始终只是一个兵，虽然“贵”为一级军士长
——这个比将军还要少的职位，但，这依然是“兵”。

“这些年，您有过怨言吗？”我轻声问他。
他爽朗地笑着说：“老实说，当时有一点不平衡，但

很快就想通了。提不提干没有关系，其实啊，我就是舍
不得脱下这身军装，我爱部队不讲条件。”

后来我在采访他母亲时，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那
是1999年，王忠心志愿兵服役满13年，按照规定退伍回
家了。妻子热火朝天地准备着开一家服装店，可王忠心
总是心里空落落的，直到88天后接到旅部发来的一封
电报——速回部队！那段日子，他妈妈告诉我：“就是魂
不守舍的，后来电报来了啊，他整个人就变了，好像有劲
了，第二天，他就跟我们讲，他要回部队了，他还是呆
（在）部队里好。”知子莫如母，说到这里，老母亲也是会
心一笑。就这样，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回到了军营，而这
一去，又是整整16年！

王忠心堪称当“兵”最久的军人之一，对部队的“忠
心”常人难以企及。但对家人，却是满满的愧疚。老母亲
今年70岁了，至今还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平时总是忙里
忙外，就算生病，也总在事后才轻描淡写报个平安。家里
大事小事，妻子也从不指望他。“我陪他们的时间太少
了。”谈起家人，王忠心稍微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今
年，女儿考上军校了，真棒，像我！”王忠心边说边点了点
头，“明年年底，我要退休了，就和妻子回休宁老家，养鸡
种地，母亲年龄大了，也该享享我这个儿子的清福啦！”

作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和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候
选人，王忠心参加了“9·3”阅兵的观礼。在最近的一次采访
中，王忠心拿出当时在观礼台的照片，肩上扛着的“四道
拐”分外醒目，身着军装的他更是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
名中国军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正如习主席说的那样，祖国终将记得奉献于祖国的
人，祖国终将选择忠诚于祖国的人！

传递爱传递正能量
□马慧

（画面）这是一组流传很广的照片，照片上白发苍苍、
驼着腰背的老母亲照顾病儿的形象，感动了无数人。她
喂给儿子的粥也被称为“人世间最温暖的一碗粥”。

（画面）这儿就是许张氏的家。作为记者，老人40年
如一日照顾卧床儿子的感人事迹深深吸引了我去关注。
许张氏的故事，要从遥远的40多年前说起。

生于1916年，裹着小脚的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夫家
和父家的姓氏加在一起就成了她的正式称谓。

许张氏有七个子女，1970年，17岁的小儿子许全意
突然患上精神分裂症，不久后又下肢瘫痪，丧失语言能
力，老人变卖了所有的家产给儿子治病，却不见好转。

丈夫去世后，年过七旬的许张氏开始一个人照顾
儿子。

老人的儿女告诉我，他们之前早就提出要照顾这个兄
弟，可老人说，我不能拖累你们，你们各有各的家庭，这个
儿子是我生的我养的，这个罪应该由我来受。

（画面）这根拐杖伴随许张氏走过大半辈子，每天
清晨，老人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儿子有没有大小便，
然后替他换衣、擦身、喂饭，晚上也得守着儿子睡着了老
人才能休息。

（画面）屋里这个烧煤的小炉子每天24小时地煲着
粥，就是为让儿子随时都有一口热饭吃。至于自己吃什
么，老人从来不提要求，每次儿孙们来看她，给她带好吃
的，她都舍不得吃，总是给小儿子留着。

采访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最让我感动。每次老人
用勺子喂饭的时候，她都要把汤放到自己嘴里先舔一
下，试一下温度，就像一个年轻的母亲，呵护新生儿那
样，那么细心。

从17岁到61岁，许全意卧床44年，虽然瘦弱，但身
上干干净净，没得过一次褥疮，虽然不能言语，但他的眼
神始终追着母亲。

（画面）这些针线是老人为儿子缝补尿布用的。90
多岁了，一针一线，密密麻麻，尽是深深的母爱。虽然家
境贫困，许张氏却有自己的原则，好心人送来的钱物一
概不收，除了这些旧衣裳、破布头。

（画面）上海的一家企业老总通过网络了解到许张氏
的故事后，特地送来了十万元善款，也被老人婉言谢绝了。

老人不愿意要钱，一些热心人就希望其他子女暂
时代为保管，但老人告诉子女们说：谁敢拿人家的钱，就
别认我这个娘。

(画面）2011年9月，许张氏老人当选为“中国好人
榜”“孝老爱亲”好人。

她的事迹还被改编成情景剧，搬上舞台，在全省各
地巡演。（画面）

（画面）经过众多媒体的报道，许张氏老人的事迹
得到全社会关注，人们称她为“天下最坚强的母亲”。
2013年9月，许张氏老人当选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2013年8月的一天，老人在家不小心摔了一跤，到
了12月，当我们再次见到她，老人开始全身酸疼，饭量
下降，经检查，医生发现许张氏的部分身体器官已经萎
缩。12月22日晚，因放不下家中的儿子，精神稍微好转
后，老人就坚持要出院回家。似乎是有了某种预感，老
人看着躺在床上无法言语的孩子，第一次痛不欲生。

同期声：许张氏：我的儿啊，马上50年了，我这该死
了，我看看你，咋好吧，我的儿啊，我的心都在这，我的儿啊。

老人叫来了所有子女，作出了最后的请求。请求
儿女们，在自己走后，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这个兄弟，不要
让他受哪怕一丁点儿委屈。

（画面）2013年12月23日，这位98岁高龄的老人离
开了人世，人们从四面八方自发赶来，伫立在寒风中，手
捧白色菊花为她送行。

中央文明办也发来唁电，悼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
母亲——许张氏。

（画面)老人离开后，许全意的生活由妹妹许长荣全
面照顾，离开母亲的日子里，虽然不能言语，但是他常常
流泪，眼睛也总会望着一个方向。那是母亲始终不变的
床铺的位置。

有人说，父母的爱是一条生生不息、爱意泛滥的
河，这条河造就了我们生命中的美丽风景，让我们陶醉
其中，给我们快意人生。可是当我们慢慢长大，父母渐
渐变老，那些曾经给予过我们的爱，我们将如何回报呢？

爱老、敬老、孝老，让我们一起呵护父母，呵护老
人！每个人刚出生时，都曾被父母温柔对待，在婴儿
车里度过那些没有意识的甜蜜岁月；当父母老的时
候，也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孩子，不要让这些经历了坎
坷、挫折的老婴儿们在最后的光阴里，孤独寂寞，饱受
病痛摧残，给他们快乐和温暖，爱他们，一如他们从前
爱我们一般！

星报讯（记者 吴笑文） 为推动新闻战线深化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弘扬新闻工作优良传统，加强

新闻队伍建设，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主办的安徽省新闻战线第二届“好记者讲好故事”

演讲比赛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举行。

经过初选，来自全省各地各新闻单位的23名选手

参加了此次角逐。历时 4 个小时的演讲比赛中，选手

们通过讲述凡人小事、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了当代新闻工作者的良好

形象。经过激烈角逐，将会有 10 人分获一、二、三等

奖。其中，3 名优秀选手将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新闻

战线演讲比赛。

今、明两晚10:10，安徽广播电视台科教频道将播

出演讲比赛前十名选手的精彩演讲。

我的同事高思杰
□高韪

大家好，我是阜阳广播电视台的高韪。十年前刚入行，我

就听到一句话，说“选择传媒，注定一生一路奔跑”！后来的工

作中，我认识了说这句话的人——他叫高思杰，阜阳广播电视

台外宣科记者。熟悉的人都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拼命三

郎”。 今年42岁，入行18年，扛着沉重的摄像机，不是在采访

那一定是在去采访的路上；他每年在央视、省台发稿200条以

上，他的作品屡获大奖，他还获得过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

人、首届安徽省道德模范等37项荣誉称号。一个人为什么能

取得这么多成绩？我想邀请各位跟我一起寻找答案。

说出来简直难以置信，18年的记者生涯中，高思杰连续

17个大年夜，没有和家人团聚。2004年除夕，雪下得特别大，

高思杰连续采访了9个单位的值班人员，最后一站他去了火

车站，拍摄给乘客送水饺的新闻，结束时工作人员看到他累得

坐在大厅休息，才赶忙想起去给他下碗饺子，可端出来的时

候，看到的却是高思杰渐行渐远的身影，还有雪地里那一长串

的脚印，原来为了抢央视的午夜新闻，他回台里加班了，大年

初一凌晨打不到车的他，在雪地里走了1个多小时才到家。

这些年他在火车站和返乡民工一起过年，在军营和武警战士

一起过年，在王家坝和搬迁群众一起过年，在医院和医护人员

一起过年。一篇篇鲜活的新闻报道，是他最好的新年礼物。

2007 年夏季，一场五十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席卷淮河流

域。没到过现场的人可能根本无法想象在那样高温的夏

天，头顶着烈日，脚淌着洪水，夜里入睡时三张床上挤了十

几个人还要忍受大个的蚊虫叮咬是怎样的难熬。可高思杰

不分昼夜一待就是32天，饿了吃方便面，渴了别人丢在地上

的半瓶矿泉水他捡起来就喝。一天，在连续工作十几个小

时后，他突然感到胸口发闷，一下子摔倒在泥泞不堪的大堤

上。最终，60多条新闻报道在各级媒体的播出，让全国的观

众了解到在安徽阜阳有一种王家坝精神。

非典的病房，抗击冰雪的现场，春运的火车站，走基层的路

上！长期的奔波劳累，高思杰患上慢性胃炎、心绞痛、网球肘等

疾病。现在在他的双腿上，还留有十个手术刀口——由于严重

的静脉曲张，他双腿的大隐静脉都被抽掉了。这是一种什么病

呢？医生说，假如一个人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到了五六十岁

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而他做手术时还不到34岁。

2007年11月，高思杰作为唯一一名基层记者代表安徽，

参加了中央电视台“首届全国广播影视系统先进事迹报告

会”，主持人张越在采访高思杰时说:“这么大的发稿量，天天

好几条，你怎么就老有得可拍？我觉得对你拍摄的这片土

地、这群人，你得在乎他，你关心他们，就有话可说。”

从种粮大户葛浩新，到全国劳动模范答朝荣，还有老党

员苗为民，高思杰通过自己的镜头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榜

样。干起工作风风火火、帮助他人从不犹豫，可每当提起家

人，他总是沉默。由于和爱人工作都很忙，女儿高雨桐从小

是在姥姥身边长大的，有时十天半个月也见不上一面。那

个时候孩子总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爸爸为什么从来

不到幼儿园接我？爸爸我能去你家吗？

两年前，高思杰和爱人终于把女儿接回身边。可是美

好的时光太短暂了，去年底，脑干肿瘤、丘脑肿瘤相继出现

在雨桐的病历上。他们带着女儿辗转各地求医治疗，竭尽

全力，可孩子一天比一天虚弱，从不能走路、不能吃饭，到不

能说话，再到最后无法自主呼吸……高思杰说，那个过程，

就像一次时间的倒流：你能想象吗？十多年前，孩子从呱呱

坠地的婴儿，一步步学会吃饭、说话、走路，慢慢成长为一个

大姑娘。可现在，时光全部倒流了。

女儿才12 岁，如何能让她在这个世上留下印迹……痛

定思痛，高思杰和爱人商量后，一起签下了《中国人体器官

登记表》，决定捐献女儿的眼角膜、肾脏以及肝脏。2月14日

凌晨，小雨桐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这个一直坚强的父

亲失声痛哭：“孩子，不要走好不好？给爸爸一点补偿的机

会，爸爸带你去你最想看的大海，好不好？”……

这个痛苦的决定也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选择，第二天的下

午，雨桐的眼角膜让2名患者重见光明。两个肾脏也使两名肾

病患者重获新生。12岁的孩子，走后足足救了四个人！

今年的大年初三，女儿离世后没几天，高思杰又扛着摄

像机去了阜阳火车站。之后的日子一系列采访接踵而至。

白天忙于工作，晚上迈着疲惫的脚步回家时，他总会想起女

儿。今年的4月1日，高思杰到红十字会填写了器官捐献志

愿书，他说：“女儿只陪了我们12年3个月零26天，我真的舍

不得孩子，我想这样陪着她一直走下去。”

正如王学军等省委领导批示的那样：高思杰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忘我的情怀、奉献

的精神、执着的追求，诠释着对百姓、对事业的无疆大爱，创

造了非凡的工作业绩，树立起实干兴皖的学习榜样。

这就是我的同事高思杰。

今明两晚荧屏看好记者讲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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