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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指导孩子上路练车双双被罚
近日，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交管大队执勤民警在例行检查时，一辆小型轿车在距离

民警300米处突然靠边停车。随后，男子杨某离开驾驶座，女子高某从副驾驶位置跨到了

驾驶位置，准备充当驾驶员，不料这一幕被交警携带的执法记录仪记录下来。

经查，杨某未取得驾照的未成年人，高某是其母亲，有C1驾驶证。为了准备考驾照，高

某指导儿子提前开车上路练习。最终，母子俩的违法行为分别被处以2000元罚款，由于两

人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不予吊销高某的驾驶证。 （邱 瑢）

71年前，他放下锄头扛起钢枪。战场上立下的3次大功、4次小功，记录着他出生入死、浴血战场的英雄本色。

65年来，他深藏功名搞建设。立杆架线一心扑在农村电网建设上，家乡父老的认可与信任，才是他最在意的“军功章”。

如今，他不求享乐轻得失。不愿浪费国家一分钱、不愿给社会造成一点麻烦，耄耋之年仍作着力所能及的贡献。

他是94岁的张贵斌，是战斗英雄，是建设尖兵，也是知足自在的老人。

“7 天 6 夜，我们一直

守在壕沟里战斗，阵地一

步也没后退。我们人少，敌

人人多，打胜仗凭的就是

不怕死的精神。战友受伤

了、倒下了，我们就玩命背

回来……敌机不停地轰

炸，炮弹炸伤了我的腿，简

单包扎一下就继续上战

场。一场战斗下来，全连只

活下来我们3个人。”回忆

起塔山阻击战的场景，张

贵斌忍不住哽咽。

枪不离手，坚守阵地

——展现出优秀作战素养

的张贵斌，只是一名刚入

伍半年多的新兵。

1948 年初，出生于辽

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西柳镇

小码头村的张贵斌决定参

加解放军。“因为把地主家

的驴弄丢了，我爹丧了命，

哥哥被国民党抓走充壮丁，

旧社会让我家破人亡。”那

时，张贵斌结婚不久，妻子

也刚刚有了身孕。但为了让

更多人过上太平日子，他决

定放下锄头扛起钢枪。

参军没多久，张贵斌

就经历了艰难的塔山阻击

战。这是辽沈战役最惨烈

的一战，作为东北野战军

四纵41军后勤担架营2连

3 排 12 班战士，张贵斌和

战友们用血肉之躯，将国

民党救援锦州的部队死死

挡在了塔山。

因在塔山阻击战的英

勇表现，张贵斌获得“人民

功臣”荣誉称号，并获记大

功一次。“1949年2月6日，

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我

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名党员，当时全连

才3名党员。”说到这里，张

贵斌的脸上洋溢着骄傲。

后来，张贵斌跟随部队

参加了解放武汉、长沙、桂

林的战斗，在攻打桂林时负

重伤。因伤在部队休养了一

段时间后，张贵斌于1954年

12月复员回到了家乡。

几十年间，他很少提

起战争时代的往事，包括

儿女、单位同事、邻居在内

的所有人，都只知道他是

一名打过仗的普通老兵。

2017 年，张贵斌所在

单位国网鞍山供电公司曾

做过退役军人的专题节

目。张贵斌在节目中说：

“我们趴在战友的尸体后

面战斗，我这个新兵活了

下来，火线入党。”对战功，

他还是只字未提。

直到 2019 年，鞍山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反复要求

核实老兵立功信息，张贵

斌才将军功章、立功证、喜

报从箱底拿出来。

根据档案查阅证实，

张贵斌曾获大功3次、小功

4 次——看到他的勋章和

证书时，在场的人都惊讶不

已。尤其是塔山阻击战那张

“报功书”，泛黄的纸页边角

已然破损，但上面“最近在

塔山阻击战作战中英勇果

敢，经评定立一大功，特此

报喜”的寥寥数字，却清晰

记录着这名战斗英雄爱国

报国、浴血战场的事迹。

与功勋荣誉一起，被

张贵斌深藏心底的，是他

对战友的思念，他想再“看

看”战友。今年10 月，他如

愿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

——苍松翠柏，青碑石刻，

94岁的张贵斌用饱经战火

和岁月洗礼的双手，轻轻抚

摸烈士名录墙上战友的名

字，低声呢喃：“战友们，终

于又见到你们了。国家强大

了，现在不用打仗了。”

英雄无言，历史有痕。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都

不在了。比起他们，我能活

到现在，过上这么好的日

子，享受到国家给的待遇，

已经得到太多，不应该再

要求什么。”面对各种各样

的赞誉，张贵斌这样说。

“我要回乡参加建设，

回家孝敬老母。”1954年转

业后，张贵斌回到了家乡。

收起了军功章，但张

贵斌身上雷厉风行、一心

为民的军人作风却一点没

有改变。回乡第一年，张贵

斌被推选为小码头乡生产

社委员。由于生产社刚刚成

立，生产条件欠缺，张贵斌

就把自己的复员疗养费全

都拿了出来，为社里买了3

匹马和一驾马车，通过跑运

输等方式增加社员的收入。

几十年过去，张贵斌

的老邻居、83 岁的王素清

老人每每想起这件事时，

还是满口称赞：“他事事做

在先，啥事都替咱村民着

想，大伙儿打心里敬佩他、

信服他。”

1964 年，张贵斌被调

到海城市农电局西柳供电

所任会计。供电所距农电

局 15 公里，张贵斌经常拖

着伤腿，骑自行车去局里

办事，每次往返都要三四

个小时——寒来暑往，他

一干就是6年。

为了保证资金安全，

张贵斌自制了一个“钱褡

子”。往来款领回时，还带着

他的体温。再后来，张贵斌

被调到海城市农电局物资

器材库工作。“海城农村那

时候还没通电，我们每天的

工作就是给农村架电网。”

张贵斌回忆，他们需要从火

车站接运器材，一列车的电

杆电线变压器，只能靠人拉

肩扛的方式装上马车。

“建设器材每天都是前

脚进库，后脚就被拉走用

了。我们工作热情特别高，

常常忙到三更半夜。”看到

各村都通了电，乡亲们家里

的灯泡一盏盏亮了起来，张

贵斌“高兴得睡不着觉”。

1978年，张贵斌离休。

当时正值物资器材库扩

建，海城农电局决定返聘

张贵斌。物资存放全靠记

账，是实打实的良心活儿，

必须找政治素质过硬还懂

业务的人干——张贵斌成

了不二人选，一笔笔“良心

账”，他算得清清楚楚。

“祖国更强大了，为祖

国骄傲、为祖国自豪！跟着

中国共产党走，我们的日子

一定会越来越好。”今年10

月 1 日，张贵斌早早起床，

穿上军装、戴正军帽，端端

正正地坐在电视机前，收看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

“牺牲的战友们没有

等到今天的好时光，我要

替他们好好看看我们的国

家，看看我们祖国今天的

繁荣昌盛。”说完这句话，

张贵斌的泪水在眼眶里打

转，眼前的国泰民安与那

段血与火的岁月仿佛在他

的眼里不断交织。

在炮火硝烟中成长起

来的张贵斌对物质生活的

要求少之又少。“比起牺牲

的战友，我已经享受到太

多；现在我老了，不能给国

家作更多的贡献，就管好小

家，尽量不给国家添麻烦。”

如今，张贵斌和老伴

丁凤珍住的房子仅有31平

方米，家具简单陈旧，甚至

连个厨房都没有。可张贵

斌说够住了。

最近几年，上了年纪的

张贵斌常常因病住院。作为

离休干部，他的住院费能全

额报销，并可以选择条件好

些的医院，但每次只要能下

床走动，张贵斌就催着女儿

办出院。日常买药也用自己

的工资，不让孩子去报销。

他说：“我省下来，国家还能

用在别处。再说了，国家给

的工资不少，不能再花国

家的钱了。”

眼不花、耳不背、行走

利索，94 岁的张贵斌和老

伴如今还会收集旧衣服和

鞋子，让女儿清洗干净、消

毒，然后放在院子里的台

阶上。“有生活更困难的

人，他们就拿去穿。党和父

母给我的教育就是多做好

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物质上毫无所求，精

神上却追求很高。“我只有

小学两年文化，后来是在

部队接受的教育。是党给

了我知识，教会我做人，给

了我现在安稳的生活，我

永远感谢党和国家。”张贵

斌激动地说。十几年前，他

就嘱咐儿女：“我死了就给

我盖上一面党旗，其他的

什么都不要准备。”

“啊，功名深藏，初心

永恒；啊，英雄无悔，天地

有情”……连日来，歌唱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

歌曲红遍网络，吸引亿万

网民点击跟唱。

如张富清一样，张贵

斌甘做隐姓埋名人，退伍

不褪共产党人本色。

无论是在战场上用血

肉之躯守住阵地的战斗英

雄，还是为乡亲父老奉献

后半生的普通人——哪一

个张贵斌，都不平凡。

【立奇功】

热血男儿奋勇当先

【隐功名】

一颗丹心为公为民

【轻得失】

不求享乐艰苦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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