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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娘家住着革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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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家园”杯

原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战争年代曾在冀中战斗，与当地百姓结下深厚友谊，与献

县堡垒户彭大娘的故事更是被传为美谈——

“““爱我如母爱我如母爱我如母”””背后的红色往事背后的红色往事背后的红色往事
在任丘，有这样一名退役军人，

他退伍不褪色，始终保持军人本色，
引领退役军人积极就业创业，带领退
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以一个“领头
雁”的姿态，践行着一名军人的初心
使命。他，就是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任丘市美好家园河北环保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宝民。

创业立身
三成职工为退役军人及家属

刘宝民，1990年 3月入伍参军。
1993年 12月退役。在从山东回沧州
的列车上，刘宝民就和战友郭忠旺满
怀豪情地谈论起回乡后创业发展的问
题，二人发誓一定要拼搏出一个更好
的未来。

回家后，他以军人不服输的精
神，凭借骨子里的韧劲，先后创立了
任丘市合洋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和美好
家园河北环保有限公司。内心浓浓的
军人情结，让他在招聘员工时，一直
坚持退役军人和军属优先。2200多
名员工中，三成为退役军人及其家
属。美好家园公司还被任丘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确定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示范基地”。

2021年，在退役军人事务局的
支持下，刘宝民和一些退役军人、社
会爱心人士一起创办了任丘市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促进会。经多方举荐，刘
宝民担任会长。通过政策宣传、就业
培训、推荐就业、创业指导、帮助救
助等形式，做好退役军人的就业工
作。这一团体的会员单位已达 30多
个，涉及汽车维修、环境保护、文化
传播、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

今年 66 岁的退役军人王永安，
原来经营一家小型轧钢厂。 2012
年，发生了意外事故，妻子左臂被轧
钢机碾压，生命垂危。当时，任丘市
医院和华油总医院都束手无策。为了

抢救妻子的生命，王永安全家举债。
刘宝民得知后，一边联系北京医院，
一边拿出8万元送到他手中，自己开
车连夜把王永安的妻子转送到北京抢
救。好在抢救及时，生命得以保全，
但左臂落下了终身残疾。

事故后，小型轧钢厂也不得不关
闭，全家失去了生活来源。为了让王
永安全家摆脱生活困境，刘宝民将他
招到“美好家园”负责市区环卫工
作。王妻康复后，刘宝民又把她安排
到公司车队停车场工作，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

46 岁的王东兴是一名退役军
人。2019年，经战友介绍，从吉林
来到了美好家园公司工作。“刘总对
我们很关心，各项待遇都很好，让我
们有了家的感觉。”王东兴一身是
油，脸上笑容灿烂。

这些年，刘宝民不光在自己企业
安排退役军人，还积极为其他几家企
业推荐了优秀退役军人几十名。

吹响集结号
做退役军人创业“领头雁”

作为一名返乡创业人和一名共产
党员，刘宝民在自身发展好的同时，
把更多目光转移到如何带动更多的企
业服务退役军人的就业创业上来。

2020年，刘宝民在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的大力支持下，牵头联系 30
余家乡镇企业，组建了任丘市退役军
人创业就业促进会，并担任退役军人
创促会会长，搭建起了引领退役军人
创业发展的大平台。

日前，已吸纳会员单位 50 余
家，创办创促会微信公众号，定期举
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为广大退役
军人创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形成了引领退役军人就业的“向心
力”，壮大了带领退役军人创业发展

的“朋友圈”。
他针对退役军人回乡创业的短

板，组建了美好家园职业技术培训学
校，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培训，不断
提高退役军人的技能和就业能力。围
绕当地特色产业，从技能培训入手，
通过搭建退役军人培训主体，提高退
役军人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为农村社
会事业发展的带头人、新型农业经营
的带头人、乡村种养能手和农村创业
创新的带头人，成为带领乡村振兴的
顶梁柱。

学校先后举办了汽车维修、农村
电工、乡镇企业管理、电子商务等培
训班12期，累计培训退役军人800余
人，许多退役军人通过培训成为乡村
致富领路人。

怀着为家乡发展办实事的梦想，
刘宝民不顾家人和管理层的劝阻，投
资120余万元，执意在乡村创办了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示范推广了温室蔬
菜栽培等新技术，吸纳张德银、刘宝
国、王东青等 20余名退役军人在此
创业，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现代生产
技术，丰富他们的管理经验。

今年，他又投资 80万元，建成
了任丘市首家垃圾分拣处理中心，有
效地解决了农业垃圾和农村大件生活
垃圾处理难的问题，推动了农村垃圾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为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提供了有力保障。

热心公益
退役军人脱贫致富的“贴心人”

刘宝民一直热心公益，长期扶持
退役军人困难群体脱贫致富。他先后
与梁召镇田国富、辛中驿镇孟长军、
西环路办事处刘建国等 57名困难退
役军人家庭结成帮扶对子，给他们送
物资、送温暖，还帮助他们想办法脱
贫致富，增强“造血”功能。

为了把更多的退役军人集结到

服务乡村振兴的队伍中来，刘宝民
组织 120 余名退役军人，组成了

“八一志愿服务大队”和“通用汽车
民兵连”。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志愿
服务大队深入乡村，清理卫生死角
和坑塘沟渠，积极参加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志愿活动；在今年疫情防控
中，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快速反
应，及时应对，购进消杀设备，在
城乡开展卫生消杀；成立“兵哥”
配送队，为城乡居民解决生活实际
困难。通用汽车民兵连开展卫生清
运和物资配送应急服务，充分体现
了退役军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和
勇于奉献的可贵精神。

为了传递红色基因，他创办了
“红色印记展览室”和“军旅记忆展
览室”，开展爱国主义和“双拥”教
育活动，由老兵志愿讲解，义务接待
参观人员，传承红色基因，让爱国主
义扎根城乡大地。仅今年就举办各类
志愿服务活动7次，参与活动的退役
军人达1200余人次。

刘宝民十分关注环卫生态项目建
设，把工作重点集中到农村生态建设
上来。他针对农村改厕工程后续管护
服务不够的问题，组建了“乡村兵哥
厕改管护服务队”，对任丘市 12.9万
座农村厕所开展厕所维修、粪污抽
运、资源化利用三大服务。为服务农
产品质量安全，他成功争取到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与任丘市农
业农村局签订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置协议，定期对全市产生的农药包
装废弃物集中回收、转运，依法依规
进行无害化处置。

当年军营铁骨硬汉，今日乡村振
兴尖兵。人们都说，刘宝民脱掉的仅
仅是戎装，兵心依旧，初心不改，始
终割舍不下的是乡土情和肩负的责任
与使命。

刘宝民刘宝民（（中中））

干净的二进院，90岁的佟
华珍径直领我们到了后院，一
边指点，一边说着。这个院以
前的东屋，曾悬挂着一幅字，
上写“爱我如母”。字的书写
者是时任冀中支前后勤司令部
政委的罗玉川，而“母亲”便
是佟华珍的婆婆彭大娘。虽然
这幅字在1963年洪水中与倒塌
的屋子都已寻不见了痕迹，但
这对“母子”的故事却被人们
记在了心里，并代代传诵着。

罗玉川是满城县人，1930年3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
争爆发后，曾在冀中区四地委、五地
委、八分区担任要职。1944年，冀中
区党委、行署、军区恢复建制，罗玉川
任行署主任。他宣传动员、组织领导当
地人民群众努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领导冀中人民
进行土地改革，开展大生产运动，动员
青年参军参战。他和冀中区党委书记林
铁、司令员孙毅组织指挥并粉碎了国民
党突袭石家庄、企图进攻西柏坡、扰乱
中共中央和华北人民政府的阴谋。平津
战役期间，罗玉川兼任冀中支前后勤司
令部政委。从1947年4月至1949年1
月，发动组织民工485万名、大车34万
余辆、担架8.5万多副、民兵1100多个
连、船5900多艘，为平津战役的胜利
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罗玉川历任农业部
副部长、党组书记。1952年8月7日，
调任林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89
年 9月 3日，因病在京逝世，享年 80
岁。

与彭大娘的母子情缘，正是在冀中
地区革命期间结下的。彭大娘的孙子彭
宝新讲起奶奶的故事，满是自豪。彭大
娘原名谭和府，是献县谭庄村人。生于
1891年，后嫁到三堤口乡（现献县陈
庄镇）牛辛庄村。抗日战争时期，她家
是抗战堡垒户，抗日军政人员都亲切地
称她“彭大娘”。

1938年，牛辛庄村党支部成立农
民夜校，彭大娘参加了学习，懂得了许
多革命道理，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她带头送子参军参战，把大儿子彭
代峰、二儿子彭晓峰送到部队，把三儿
子彭芝峰送到区里工作。3个儿子在外
革命，她的家则成了掩护八路军干部战
士的战斗堡垒。因牛辛庄村的党支部工
作出色，群众基础好，中共抗日军政人
员经常来牛辛庄开会学习，也常住在彭
大娘家。这其中就有时任冀中行署主任
的罗玉川和爱人，时任冀中行署妇救会
主任的肖鹏，以县委书记李珍为主的县
委同志，以段连长为首的特务连和区四
小队的同志们。

爱护战士胜过亲生儿子

当时敌我斗争环境残酷，日
军在周围村庄设有很多据点。这
些革命同志，住在彭大娘家，就
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踏实。那时兵
荒马乱，地里打不了多少粮食，
生活条件很差，彭大娘千方百计
调理粗茶淡饭，尽量让同志们吃
好喝好。

一次，亲戚给彭大娘送来一
篮子杏，彭大娘怕孩子吃，就挂
在了闲屋的房顶上。10来岁的四
儿子彭瑞峰想吃又够不着，结果
把篮子扒翻了，杏撒了一地。彭
大娘很生气，训斥瑞峰说：“你不
知道这是给你大哥罗玉川留的
吗？”当时，彭大娘家有里外两个

院，10多间坯房，屋里、院里挖
有 4条秘密地道，易躲易藏。每
逢同志们工作、学习的时候，彭
大娘和小儿子彭瑞峰就为同志们
站岗放哨，传递情报。

1941年的一天，区干部正在
彭大娘家开会，日伪军突然包围
了院子。正在门口放哨的彭大娘
和敌人巧妙周旋拖延时间，同志
们才都躲进地道藏了起来。敌人
进院后屋里屋外东翻西找一无所
获，气急败坏地对彭大娘动刑，
皮鞋踢、枪托砸、木棒打、凉水
灌，彭大娘被折磨得遍体鳞伤。
但她一直横眉冷对，毫无惧色，
最后被打昏在地，敌人才离开。

日伪军走后，同志们看着彭大娘
的满身伤痕心疼得泪如雨下。彭
大娘反而安慰大家说：“别难过，
只要同志们没事就好。”

罗玉川和爱人肖鹏等人巡查
工作，住在彭大娘家。不巧罗玉
川得了肺结核，彭大娘心急火
燎，踮着小脚四处寻医买药。彭
大娘家养的有母羊，她挤下羊奶
给罗玉川补充营养。有一次，罗
玉川和彭大娘出去放羊，被汉奸
发现，彭大娘开口就说：“这是我
儿子！”千般周旋，罗玉川才没被
抓走。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玉川
来牛辛庄看望彭大娘，挥笔写下
了“爱我如母”四个大字。

子孙四代饱含红色情怀

“咱娘临终前说了，你大哥回
来的时候，别忘了给他倒碗咱家
的水喝。”1981年，罗玉川再回彭
大娘家，听到这些话禁不住热泪
盈眶。彭大娘 1968年去世，临终
前最想念的就是他的“儿子”罗

玉川，惦记着再给他做顿饭、倒
碗水。

彭瑞峰端上这碗热水的时
候，罗玉川早已泣不成声，双手
颤巍巍地接过来，一气儿喝完，
就像当年母亲给倒的水一样温暖
甘甜。

彭大娘的孙子彭宝新说，他
的大伯彭代峰参军后就化名为窦
亚民。1940年，在高碑店附近从
事地下工作，随后跟随部队南
下，一路战斗，转业后分配到广
西桂林邮电局任局长。彭宝新
说，大伯极其节俭，离休后，生
病住院国家给的补贴，只要是价
格贵的药他都给退了。每年都有
的旅游补贴，他到了旅游地，车
都不舍得坐，剩下的全部退回。

二儿子彭晓峰，当时参军
时给县委书记当警卫员，后升
任连长。彭宝新说：“那时的二
伯年轻力壮，双枪在手，很是
勇猛。”彭晓峰 1946年牺牲在满
城。三儿子彭芝峰当时在县大
队当兵，经历过数百次战争，

解放后担任了牛辛庄村党支部
书记。

1988年，在村中小学任教的
孙女彭荣新曾去北京看望罗玉
川。彭荣新回忆说，虽担任要
职，但罗大伯一家都特别热情朴
素，已年近八旬的老人因眼疾有
些看不清了，还是持笔写下了

“做个好的小学教师，要像园丁
培 养 花 木 那 样 培 养 教 育 孩 子
们！”这也成了彭荣新几十年的
教学信念，激励支撑着她教好每
一个学生，教学成绩一直在全县
名列前茅。

红色故事，传承了红色家
风。现在的老彭家是“共产党员
户”“光荣之家”，家中四代子
孙，已经工作的十几个孩子都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各自的岗位
上兢兢业业。他家也成了远近闻
名的红色之家，做每一件事都在
维护大局，甘于奉献。而罗玉川
和彭大娘的“母子”之情也必将
在今后的岁月中，世代传承，影
响更多人。

本报讯 （记者） 广受
关注的“美好家园杯”我
市首届“发现最美兵支
书”活动，经过网络投
票、纸媒投票和评委评
审，昨日，“十佳最美兵支
书”揭晓。石炳启、王成
东、胡宗权等 10 人获评

“十佳”。26日上午将在市
图书馆举行发布仪式。

在报道的 30位“兵支
书”中，有石炳启这样的
大校村官，有王成东这样
的省级劳模，有 16 年热
心公益的王成良，还有参
加过嫩江抗洪抢险的周维
德……这些退伍老兵，从

“ 兵 哥 哥 ” 变 身 “ 兵 支
书”，身份变了，但“为人
民服务”的思想没有变，

“退伍不褪色”就成为他们
从兵营进入社会的做人准
则。他们心里装着百姓，
紧跟时代，根植于民，正
村风，提村貌，成为百姓
的“主心骨”、村里致富的

“领头雁”。
此次活动自开展以来，

广受各界关注，共收到选票5
万余张。许多读者来电来信
表达自己的心声。我市诗人
吕宏友不仅寄来了选票，还
写来热情洋溢的书信，对活
动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基
层行不行，基层稳不稳，与

“当家人”有很大关系。这些
在部队的大熔炉里接受过教
育的人，吃苦耐劳、意志坚
定、作风硬朗、勇于付出。
他们卸去了戎装，却为基层

党支部注入了优秀的基因，
“军民鱼水情”“情为民所
系”，赓续了我们的党和军队
优良的传统。为他们点赞！

吕宏友在信中还说，他
的父亲也是一名退伍军人，
曾像这些最美“兵支书”一
样扎根基层，服务百姓。受
父亲的影响，他也曾心向兵
营，梦想成为一名军人。这
次评选，让他再次感受到军
人的荣光。感谢组织单位向
社会传递了源于军人应有的
正能量，传递了来自基层党
支部的光芒。这次评选，
不管谁当选，都当之无
愧。任何一名进入评选队
伍的“兵支书”都无愧于

“最美兵支书”的称号。向他
们致敬！

首届首届““十佳最十佳最美兵支书美兵支书””揭晓揭晓
热心读者致信为活动点赞热心读者致信为活动点赞

彭大娘的小儿媳佟华珍彭大娘的小儿媳佟华珍（（坐坐）、）、彭大娘的孙子彭宝新彭大娘的孙子彭宝新（（右二右二）、）、孙女彭荣新孙女彭荣新（（右四右四））

石炳启 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
王成东 新华区吴官屯村党总支书记
任树军 肃宁县付家佐镇西泊庄村党支部书记
孙红旗 吴桥县桑园镇西街街委会党支部书记
王仁江 泊头市郝村镇王孔村党支部书记
胡宗权 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党支部书记
陈世伟 任丘市石门桥镇东关张村党支部书记
臧元青 东光县南霞口镇王青村党支部书记
苏良喜 沧县杜林回族乡赵庄子村党支部书记
彭国胜 孟村回族自治县辛店镇辛店村党支部书记

十佳最美“兵支书”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