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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96个建军节。都说军人是“最可爱的人”，在部队，他们是强军路上的可靠支撑；回到
地方，他们怀着练就的一颗“兵”心，不负岁月。

赶在“八一”前，记者先后走访了省级优秀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傅卫洪、原101医院骨科创始人
刘富华和无锡市最美退役军人杨涛，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在不同战场的“战斗”。

在离文化名人吴文藻和冰心故
居陈列馆不远的夏港南巷122号，
是退役军人吴惠忠的家，这里是一
座“老兵驿站”，也是退役军人指导
员之家。老吴的手机号码直接上
墙，邻里纠纷、占道停车、环境提升
以及空巢老人遇到难事都可以找他
帮忙。

在夏港，傅卫洪拓宽思路、大胆
创新，选聘了12名像老吴这样思想
素质好、群众威望高的退伍军人作为
指导员，设立退役军人指导员之家。
这些受过部队锤炼的退役军人参与
各种志愿服务，解决基层难题，架起
村（社区）与退役军人之间的桥梁。

傅卫洪在工作中坚持“六个
一”：一张笑脸、一声问候、一杯热

茶、一把椅子、一站服务、一办到底。把退役老兵当亲人，
把他们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做，很快用速度、温度、热度打开
了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新局面。

4年来，他把夏港退役军人服务站打造成江阴标杆。
这里先后获得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模范服务站，他本人
入选2022年全省100名优秀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并获
无锡市、江阴市双拥模范个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
傅卫洪说，“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军人钢铁般的意志已经融
入了血液，一日为军人，终身有军魂！”

杨涛的选择也是一样的。在新冠疫情期间，他把旗下所
有的酒店免费提供出来，他说，“疫情来临，我仍是一个兵”。

杨涛在无锡当兵时，连队集体资助了一个江西女孩小
郑，改变了小姑娘的人生。受此启发，杨涛在酒店行业创

业小有起色时，就开始了自己的助学之路。除了个人，
他还聚拢数百人的团队，一起来做助学。12年来，团

队资助的学生超过500人次，金额超过300万
元。受助家庭中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杨涛说，
他也感到莫名的快乐，这些是金钱无法带来
的。

近年来，杨涛先后获得无锡市首届最
美退役军人、无锡最美志愿者、无锡最美拥
军人物等称号。“没有部队的锻炼，就没有

我的今天”，杨涛说，他要为那抹橄榄绿增色。
刘富华所在的原101医院起初没有骨科，

只有大外科。但部队官兵经常会有训练伤，地方
百姓对骨科的需求也很大。上世纪70年代，刘富华一级
级跑，院内终于成立了单独的骨科，床位从原来的30多张
变成了近200张。那时，地方小儿麻痹症患者很多，刘富
华的团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4700例矫正，使病人
的腿部功能得以改善。团队在军事训练伤、腰腿痛、人工
关节置换、显微外科人体组织移植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
色，开创了100多种新手术。

“我是一个穷人出身的放牛娃，是部队培养了我”，刘
富华说，自己没想到会成为一名军医。在这个岗位上，余
生只要有能力发一点光和热，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晚报记者 黄孝萍）

“八一”前夕，江阴夏港
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傅卫洪
来到九旬老人王玉琴的家中
慰问走访。见到这位四年前
为自家挂上“光荣之家”牌子
的人，王玉琴特别开心。

四年前，傅卫洪接到求
助，说王玉琴1950年在常熟
入伍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后
因种种原因离开了工作单
位，档案也不知去向。随着
年事渐长，老人希望能够确
认她的当兵经历。

傅卫洪花了一个多月时
间，在江阴、常熟等地走访核
实。常熟当地多名村民证实
王玉琴因参军离开村子。在
确认王玉琴的身份后，傅卫
洪帮她家挂了牌。

在酒店行业创业小有
成绩的杨涛在“八一”前也
没歇着，他和团队成员一起
到滨湖区一家养老院慰问

老人，带去了水果、牛奶
等。“人民子弟兵为人民”，
杨涛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忆
当兵的日子。

院内年过八旬的荣老伯
当过兵，得知杨涛也曾是一
名军人，两人顿时热络起
来。杨涛说，每年他还会回
安徽老家的敬老院看看那里
入住的困难老人，为老人做
点什么，心里就踏实了。

对于无锡市军休中心惠
龙服务站的刘富华来说，尽
管已从军医岗位上退休，却
依旧发挥着余热，有人找他
看片子或咨询手术方案，他
都热情接待。

刘富华1961年入伍，一
直在部队卫生系统。他担任
过无锡市骨科专业组主任委
员、南京军区101中心医院
骨科主任、南京军区骨科专
业组副主任委员和南京军区

军事训练伤防治主任，在骨
科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外地
的人遇到疑难杂症也经常向
他求助，他从不推托。这就
是军人的担当。

脱下军装，继续做“最可爱的人”——

他们不变的“兵”心

无论身处何方都发光发热

信念为他们打上军人底色

刘富华在家中学习中草药知识。（黄孝萍 摄）傅卫洪接待前来咨询的老兵。（受访者供图） 杨涛在助学公益活动中。（受访者供图）

在吴惠忠家中的“老兵驿站”，大家一起商讨做好退
役士兵服务工作。（黄孝萍 摄）

“其实我本来应该在宜
兴当一名老师”，刘富华回
忆，1961年，他19岁，部队
第一次在高中生和中专生中
招兵。当年即将升中师三年
级的他，报名入伍。被批准
后，刘富华被分到了通讯连，
本该是名无线电兵。但参军
前，在师范学校搞生产时，他
的脚踝被扎破，再加上新兵
连的高强度训练，脚部开始
发炎，只能住院养伤。他没
能赶上无线电业务训练，连
队让他在团卫生队等处学习
医疗知识。阴差阳错，他成
了一名卫生员。

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
经常会被蚊虫叮咬染上疟
疾，感冒和拉肚子也多发，刘
富华想了很多办法来消毒防
病。1964 年，他被送到军
校，成为南京军区第一期军
医训练班中的一员。

学成后他回到部队，又
到了当时的101医院成为军
医训练队助教。为了节省经
费，教学时的各种人体骨骼、
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和生殖
系统挂图，都是他发挥师范
生特长，一手画出来的。训
练队队长对他的评价是：刘
助教手很巧、人聪明，干一样
像一样。

傅卫洪18岁高中毕业，
没考上大学，去当了初中代
课老师，后来又去参军、考
军校。军医大学毕业后
在部队干了18年，转
业回老家江阴夏港
工作。入伍之初，对
他而言，是谋一份前
程。然而，军旅生涯
却带给了他更多人生
感悟，傅卫洪明白，公
道正派，真心实意帮助
别人，才会有关键时候与

你一起向前冲锋的队友。
对于杨涛而言，从老家

安徽定远来到无锡武警部队
当兵的原因，有儿时对军人
的敬仰。在部队服役8年，
他对保家卫国有了更深的
理解，在部队苦练本领，从
战士一直到代理排长，两次
获个人三等功，一次获集体
三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