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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接受过别梦依稀
28年戎马烽火岁月的战争洗礼，从普通士兵一步步地升为班长、排长、连
长、营副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荣立一等功2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3
次，两次受到毛主席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相关部门为他颁
发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
章。他，就是白城市退伍老兵刘忠才。

入伍出征立战功
1929年冬，刘忠才出生在原大赉县第五区（今大安市月亮泡镇）一个贫苦

的农民家庭，打小就给地主家当“半拉子”，放过马、赶过羊，受尽剥削和欺凌。
从十三四岁时起，心里便种下了仇恨旧社会、盼望新社会的种子。1948年3
月，他的家乡路过一支开往前线的解放军队伍，刚满18岁的刘忠才便毅然报名
参了军，走上了“打败蒋匪军，解放全中国”的革命道路。入伍后，他被编入中国
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总队三支队桥梁大队，成为一名铁道兵。那时民间曾有“当
了铁道兵，九死难一生”之说，意谓铁道兵走的是“阴阳道”，过的是“鬼门关”，打
的多是大仗、恶仗、生死仗，遭遇敌机狂轰滥炸和大炮猛烈轰击是常事，随时随
地都有牺牲的可能。

1948年7月，刘忠才入伍后参加的第一场战斗就是抢修松花江铁路大
桥。他回忆说：“那是个漆黑的夜，队伍刚进入松花江铁路大桥抢修阵地，就遭
遇5架敌机的猛烈扫射轰炸。炸得树倒石翻，弹坑累累，硝烟弥漫，汽油弹的火
焰烧红了阵地。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我和战友们奋不顾身，拼死抢修。经过
一整夜的鏖战，硬是冒着枪林弹雨将大桥抢修好，恢复了交通，保证了运输。”战
后，刘忠才被记大功一次。

同年9月，刘忠才又随队伍转战安徽蚌埠铁路大桥抢修阵地。蚌埠铁路大
桥是出入津浦、淮南铁路干线的咽喉要道，是人民解放军南下的交通枢纽，为
此，敌军不惜动用飞机和大炮疯狂阻止他们抢修。天刚擦黑，一场激战就打响
了。12架敌机不停地袭扰、扫射、投掷炸弹，与地面配置的15门大炮同时开
火。方圆十几里炮声震耳，烈焰升腾，硝烟翻滚，桥上桥下被炸成了一片焦土。
这场激战持续了14个多小时，最终，在解放军高射炮部队的猛烈反击下，敌机
仓惶逃窜，敌炮哑无声息，蚌埠铁路大桥在战火中抢修成功，恢复通车。刘忠才
因在抢修中表现英勇，又被记大功一次，并在火线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被提升为班长。

抗美援朝载誉归
1950年10月，刘忠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赴朝作战。队伍刚过图

们江大桥入朝还未顾上休整，就打响了抢修恢复新义州火车站及铁路线的入朝第
一仗。所见的新义州火车站已被美机炸得千疮百孔，残骸遍地，废墟一片，整条
铁路线毁损瘫痪。为躲避白天敌机的偷袭轰炸，部队不得不昼伏夜出，且不能生
火、照明、点烟，稍有不慎就会暴露目标，但即便遭遇敌机袭扰和轰炸，也
要不惜一切代价，随炸随修，血战到底。抢修中，战士们一股劲地猛干，争
分夺秒地快干，只用了4个整夜时间，就把这一艰巨的抢修任务攻下来了，提
前恢复了通车。

紧接着，刘忠才随队投入到一场不同寻常的大同江铁路大桥抢修战。桥下
江水浪大、流急，加之天已入冬，北风呼号，阴雨连绵，寒气袭人，已来不及浇铸

钢筋混凝土铁路桥墩，只得用堆垒加高的枕木“桥墩”来替代。战士们站在齐胸
深的江水里，将一根根铁道枕木扛在肩上，一步步地平侧移动到桥下，再一层层
横竖交错地堆垒成枕木“桥墩”。施工中没船又没雨衣，人人浑身湿透，冻得发
抖，但没人叫一声苦，一直不停地抢修。经过两天两夜的苦战，终于在一座座枕
木“桥墩”上将铁轨一举铺设成功，大同江铁路大桥腾空而起。不久，刘忠才被
提升为排长。

1951年10月，刘忠才从朝鲜战场载誉而归，回国出席了在沈阳召开的铁
道兵首届劳模大会。1952年8月，部队送他去石家庄铁道学院学习，并出席了
1953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中国人民志愿军庆功大会，受到朱德委员长的亲
切接见。4年学成毕业后，他被提升为福建铁道兵一师54团二连连长。之后，
他带领连队出色地完成了福州至马尾海港铁道抢修任务，荣获了“安全质量先进
连队”“文化扫盲先进连队”“爱民模范连队”三项荣誉称号，他本人也荣立三等功3
次。1959年5月7日，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一”观礼代表，受到毛主席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4年10月5日，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庆15周
年观礼代表，再次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1965年5月，他升任铁
道兵九师四十五团三营副教导员，后又升任团政治处主任。直至1976年转业，
被安置在原白城地区医药管理站担任纪检书记兼工会主席；1992年光荣离休。

忠诚报国笑颜开
在28年的戎马烽火岁月中，刘忠才参加抢修铁路大桥8座、铁路线数千公

里，和战友们用血肉之躯和革命斗志筑起了一条条打不滥、炸不断的钢铁交通
大动脉，保证了一支支作战部队和一批批军需物质安然通过。期间，他曾4次
遭遇生死劫难，所幸的是他一次次地幸存下来，

一次早上，他在参加抢修松花江铁路大桥时，班长发现堆放在江岸上的一
些枕木滚入到风大流急的江水里，便喊一旁的刘忠才和另一名战士同他一起下
江打捞。孰料，刘忠才不会水是个“旱鸭子”，下水不一会儿，就呛了好几口水，
身子渐渐下沉，已危在旦夕，命悬一线，幸亏被战友及时发现奋力营救，才捡回
了一条性命。

又一次，是在抢修新义州火车站的一个白天里，班长刘忠才和班里战士们
正隐蔽在驻地的一空闲农舍的卧室里，望见4驾美机正在上空盘旋侦查。瞬
间，一枚汽油弹落在农舍的房顶上，一声轰响把舍内厨房间炸塌，幸亏没有燃烧
起火，才躲过一劫。不然，他和班里十几个战友都将葬身火海。

还有一次，是在1952年4月的一天里。刘忠才排里有个战士发现位于
99——101施工铁道线路基旁200米处的一个弹坑里，有敌人安放的一枚一米
多高、1000多磅重的定时炸弹。正要找工兵排除时，驻地上空响起了紧急防空
枪声，他组织全排战士只得快速躲进防空掩体。等解除防空枪声响起时，他带
领战士刚刚从掩体里跑出，就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这枚定时炸弹引爆了，钢
轨都炸成了麻花形。幸亏解除防空枪声响得恰到好处，若稍早或稍晚一点点，
他和排里的战士就会生命不保。

1960年8月的一天上午。刘忠才在铁八师组织入伍新兵军训时，不曾料
想到一名四川籍新兵在手榴弹实弹训练中只投掷出5米多远，手榴弹炸响飞起
的一块碎弹片瞬间从他戴的大盖帽遮底部直上直下平穿而过，若是斜穿而过，
他当场就牺牲了。为此，有人说他福大命大，他对此却难言福祸，是悲是喜，心
里总要缅怀那些曾并肩战斗过的战友，若是没有他们付出的牺牲，又怎会有自
己幸存的今天，幸福的生活。

斗转星移，岁月匆匆。一晃刘忠才离休27年，已是年届90高龄的老人
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他为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巨
变和取得的举世瞩目伟大成就，而深感骄傲和自豪，也倍感生活在这样一个如
此可爱的国度，而无比温馨和幸福。作为一名退伍老兵，将永葆本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以示对祖国矢志不渝的忠诚和热爱。

10月7日，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迎来
了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白城市关爱夕阳服务志愿总队的志愿者
们走进洮北区洮河镇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
心，开展阳光周末·志愿同行——重阳节关爱
夕阳敬老活动。志愿者们购买了水果等慰问
品来到敬老院，把深切的问候和浓浓的关爱
送到老人心中，陪老人们过一个专属于他们
的节日。

经过一小时左右的路程，志愿者们到达
了目的地。在志愿者吴大义的组织下，来自
白城第十四中学的学生志愿者们，将粒大饱
满的甜葡萄、香醇的牛奶、松软的面包、好
吃的水果罐头……按生活在服务中心的老人
人数分好，然后逐一送到老人们的手中。捧
着慰问品，老人们喜笑颜开，纷纷表示谢
意；一些年长的志愿者，则忙着用带来的面

粉、蔬菜和肉馅，为老人们包饺子。这期间，
许多志愿者陪老人们聊天，对老人们嘘寒问
暖，了解老人的日常生活及健康状况。老人
们则向亲人般的志愿者描述着目前的生活状
况，倾听着志愿者们讲述的趣闻……

人多好干活儿，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志
愿者们就包好了饺子。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饺子
就出锅了。吃着香喷喷的饺子、聊着开心事儿，
志愿者吴大义表示，今天是中国传统的敬老日，
能有这么多爱心志愿者牺牲自己的宝贵假期
来慰问、陪伴这些老人们，令人感动之余，
也更坚定了我们在公益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
心。敬老、爱老是我们公益活动的主要项目
之一，希望能感召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敬老爱
老活动中，让中华民族敬老的优秀传统形成
时代的风尚，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下图为志愿者在为老人们包爱心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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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开展戒毒工作中，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高度重视戒毒人员心理矫治工作，以
改善戒毒人员不良心理为重点，以创新心理
矫治方式方法为突破，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为根本，多措并举，持续发力，帮助戒毒人员
戒断“心瘾”。

加强心理矫治队伍建设，打造业务过硬
“心精英”。着眼于改善民警队伍知识结构，
引进心理学专业人才，增强心理学专业人才
储备；从外在“输血”向内部“造血”转
变，鼓励民警学习心理学相关知识，获得从
业资格；组织心理咨询师民警开展业务学
习、业务交流及外出参观，让他们真正在学
习中获得知识、在交流中提高技能、在参观
中开拓视野。该所现有心理咨询师28人，
其中二级心理咨询师2人，三级心理咨询师
26人。

加强心理矫治硬件建设，制造治本攻心
“新硬核”。投资建设个体咨询室、音乐治疗
室、团体辅导室等心理矫治功能室，为心理矫
治工作开展提供硬件保障；配备司法版心理
测试软件等专业设备，发挥专业软件在心理
矫治中的作用，让科技“发声”，让数据“说
话”，累计开展专业测试100余次。

加强心理矫治网络建设，实现心理矫治
“零距离”。在该所成立心理矫治中心，配齐
配强专兼职心理咨询师，明确岗位职责，建
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实现心理矫治中心实
体化运作；在各大队成立心理矫治工作站，
大队心理咨询师民警对戒毒人员开展个体心
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及个案化心理矫治，
让戒毒人员心理问题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在
戒毒人员中成立心理矫治互助小组，将戒毒
大队戒毒人员分成若干心理矫治互助小组，
定期组织戒毒人员开展讨论、互动及交流，让
戒毒人员敞开心扉、真诚交流。

加强心理矫治合作建设，形成交流互动
“新模式”。建立“专业机构+场所”合作，
实行精准化培训、专业化培训，邀请白城师
范学院、白城市常青藤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开展心理矫治业务培
训，使戒毒场所心理咨询师知识结构、专业
素养与承担的心理矫治职责任务相适应；借
力借智，以课题研究、数据分析等方式深化合
作，通过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和智慧，增强心
理咨询师心理矫治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补
齐戒毒场所心理矫治方面存在的短板。

（姜润 本报记者 汪伦）

创建于1981年3月的吉林向海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经过几代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
对保护区的动植物进行调查研究，在鸟类栖
息繁殖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许
多重大突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保护区位于通榆县境内，是国家4A级景
区、“吉林八景”前三甲，总面积1054.67平方公
里，包括林地2.9万公顷、湖泊水域1.2万公顷，
植物覆盖率70%以上，形成了沙丘榆林、湖泊
水域、蒲草苇荡、羊草草原的“四大生态景观”。
区内共有野生植物595种、脊椎动物374种，其
中绝大多数为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和《中
国保护候鸟及栖息环境协定》《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中保护的野生动物。丰富
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多样性的物种基因体
和天然的博物馆，是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
等专家、学者从事科学研究的圣地。

多年来，他们进行了湿地生态监测、濒危
伤病鸟类的救治、丹顶鹤的半散养繁殖等方
面的研究活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们先后

对鹤类、东方白鹳、大鸨等进行了人工驯养和
繁殖，对栗斑腹鹀、半蹼鹬、紫背苇鸟等鸟类
的个体繁殖生态研究，为野生动物研究积累
了珍贵资料；先后与瑞典、德国、中国香港等
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合作项目，完成了丹顶鹤、
东方白鹳、雁鸭、大鸨、狍子等繁殖基地建设
和科研救护中心建设及向海自然博物馆的建
设等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科研基础设施体系。

为了增加丹顶鹤的种群数量，他们重点
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丹顶鹤人工繁育技
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截至目前，已人
工繁育成活丹顶鹤206只，成功放飞160只，
并监测到它们在江苏盐城安家落户的足迹。

与此同时，他们还非常注重总结、归纳科
研成果，先后发表在《中国环境科学》《农业环
境科学学报》《地理科学》《湿地科学》《自然资
源学报》等期刊上的生态资源类、保护区管理
研究类、保护与功能开发类、鸟类研究类等六
大类学术论文近百篇。 （林宝庆 商智刚）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帮助戒毒人员戒断“心瘾”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本报记者 薄秀芳 文/摄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成果业绩喜人

图左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章。
图右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精神矍铄的刘忠才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