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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新欣
耄耋之年本该在家颐养天

年，但已 87岁高龄的尹树民却丝

毫没有闲着，致力于宣讲爱国主

义，为关心下一代工作默默地奉

献自己的力量。

从一名士兵到一名教师

17岁时，尹树民参军入伍，

在炮校学习数年，毕业后就参加

了抗美援朝战争。对于曾经的从

军经历，尹树民回忆起来至今历

历在目，“那时条件艰苦，医疗资

源落后，差点回不来了。”说起当

时的艰难情况，尹树民的语气如

同讲故事一般轻松。当时他是一

位信息情报员，不需要上前线，但

是他曾数次向领导提出前往前

线，最终终于有了一次摸到大炮

与敌人作战的机会，这让尹树民

激动了许久。正是这样的经历，

让他的爱党、爱国之心格外强烈，

这样的信念伴随了他的一生，他

始终牢记自己的初心，身体力行

成为一名好党员。

后来由于身体原因，尹树民

退伍转入了教育岗位，成了一名

语文老师，在莼湖教书育人，一干

就是近 40年。尹树民认为，加强

青少年思想教育，重点是要抓好

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应

成为青少年德育的纲，纲举才能目

张。为此，离休后的 25年，尹树民

不辞劳苦，悉心收集、精心编写各类

资料，并制订了一套在青少年中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民族精神的

宣传教育计划，用心血和汗水描绘

着自己夕阳的风采。

离休不离岗，关注青少年教育

尹树民还在学校任教时就开始

关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但当时他

还只在本校宣讲。离休后，他更加

重视这项工作，曾多次前往各学校

进行爱国主义宣讲，莼湖、西坞、松

岙等地的中小学、城区内实验中学、

实验小学等，都留下了尹树民讲课

的身影。

尹树民宣讲较多的是抗日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每一次讲课

前，他总是提前准备宣讲内容。他

整理了 30多份讲课内容，每份都十

分详尽清楚，一笔一划注明了各种知

识。有时为了表达更清楚，尹树民还

亲手绘制地图，朝鲜南北对峙图、红军

长征路线图、吴家埠日寇暴行图等，他

都了然于心。他把这些地图细心收

藏着，每次需要宣讲的时候就拿出

来。2003年神州 5号发射后，他又

绘制了一张神州 5号图，甚至后来

发生战争的伊拉克地图也有。

吴家埠村曾是日寇占领奉化期

间的重灾区。为真实记录这段充满

屈辱的历史，尹树民用了一个月时

间深入走访经历者，调查日寇犯下

的罪行，写就了《日寇在吴家埠的暴

行》一文，向各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后来他又用了 2个月时间，从

45篇有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文

章中，精心选辑了一些内容，并配上

70多幅插图，贴在牛皮纸上，到各

个学校巡回展出。

此外，尹树民用了整整一年的

时间，将原有的《爱国主义教育资

料》按照时间、内容重新整理，编成

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

参考资料手册》。手册分民族劫难、

民族抗争、民族振兴三个部分，约

20余万字。该手册由关工委印发，

分发给全区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的

同志，作为向青少年宣讲爱国主义、

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料。

除了重视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

育，尹树民几乎每年都会帮助一两个

学生或是贫困家庭。任何有需要帮

助的地方，他都会伸出援手，汶川地

震、玉树地震，他也积极参与捐款。

坚守初心，一生无悔的爱国情怀

离休后的尹树民从不闲着，他

每天早上坚持看报，了解时事热点，

给自己“充电”。从 1999年开始，他

多次到党史办、宣传部、文化局、台

办、图书馆等部门和单位查阅资料；

从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报刊上选

辑资料，分门别类、编注说明后装订

成册。至今，尹树民已收集整理了

《中日关系大事记》《海峡两岸》《神

州大地》《台湾大事记》等系列内容

近 200本“报刊选辑”，其中 70余本

被奉化区档案局收藏。

2014年，尹树民将自己数十年

来阅读报刊所摘记的心得进行归纳

整理，2015年汇编成《小百姓看大

世界》一书。书中的短文大多是以

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来评述当前

时政，细读过该书的人都会发现，里

面从头至尾、字里行间贯穿着尹树

民的“爱国情怀”。

从去年 12月开始，尹树民每个

月 25日都会去给自己所在村的党

员上课，每次上课前，他会想好要讲

的内容，准备所需资料，仿佛自己还

在学校当老师那般。除了村里，许

多其他的村、单位也会邀请他讲课，

尹树民总会不辞辛苦地前往，目的

就是为了能让更多人接受到爱国主

义教育。

“一个人的一生必须坚持自己

的信念，我愿我的爱国信念坚持到

最后。”这是尹树民记录在笔记本里

的一段话，也许这就是他这么多年

来，仍无悔地走在爱国主义宣讲道

路上的原因。

抗美援朝老兵尹树民：

关心下一代20余载 耄耋之年仍发挥余热

■银辉风采

江哲民
我们这群 1969年冬应征入伍

的奉化籍退役军人，入伍当兵距今

已整整 50年了。忆及当年军旅生

活，让我最难忘的还是当新兵的那

段日子。

不及格的投弹成绩
当年我分配的连队在苏北海

边，是 120迫击炮连。虽是炮连，但

走队列、冲锋枪射击、手榴弹投掷

……新兵的训练这些军事课目同样

是不能少的。我被编在新兵一班，

每天由上两年入伍的班长姚掌财带

我们在营区边上的盐碱地这一天然

操场上进行训练。

队列、射击这些课目训练难不

倒我。拿冲锋枪射击训练来说，瞄

准时掌握了“三点成一线”的要领，

实弹射击时除了 5 发子弹连发射

击，后面几发子弹因枪托振动大会

脱靶，单发射击时，每发子弹命中成

绩都在 8环以上，难的是手榴弹投

掷。那时我身体很瘦弱，体重不到

55公斤。由于平时掷石子什么使

贯了左手，别人投弹训练用右手，我

都用左手，别的新兵每次能投 30米
开外，我只能投25米左右。

连队文书金启龙是投弹好手，

每次能投 45米开外。由于平时与

他常接触，他对我的投弹训练很上

心，晚间自由活动时间，我和几个新

兵在操场上练习投弹，他好几次来

现场对我进行指导，也给我讲解手

榴弹投掷“用小臂带动大臂”的要

领，尽管如此，我每次投弹的成绩从

没超过30米。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训练，实弹

投掷开始了。那是黄海海滩上难得

无风的一个下午，副连长李长香带

领我们这群新兵来到营区西边

1000米外的滩地上，在壕沟里向我

们讲了番手榴弹投掷的注意事项，

就一个个正式开始投弹了。我是第

8个，当打开手榴弹弦盖，左手无

名指套上连着那根白色弦线的金属

圈后，我放平心态，向后退了几

步，然后又向前猛跑几步，借用跑

力把手榴弹投了出去，随即扑倒在

掩体里……“28米！”手榴弹爆炸

后，前面的新兵班班长传来了我的

投弹成绩，及格是 30米，28米显然

不够。

在连队当兵一年后，我被调到

团政治机关，再也没投掷过实弹。

“28”这个数字，成了我脑中挥之不

去的记忆。每当我看电影、电视战

斗节目中手榴弹投掷的镜头，总会

想起自己那28米的投弹成绩。

第一次站岗
一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

被分配到了侦察班，下到班里夜里

就要轮值站岗。东阳籍士兵许朝纯

在他夜里站岗班头还带我“预习”了

一下，向我讲述夜间站岗的注意事

项，就这样我正式开始站岗了！

当过兵的都知道，夜里站岗最

好的班头是吹过熄灯号后的第一岗

和快起床的最末一岗。

我们侦察班是从无线电班接岗

过来的，我第一次站岗轮到的是第

二岗，时间为十二点至凌晨两点。

那年冬天，黄海滩气温低至零

下 10℃，白天洗好的军服在阳光下

晾出没多久就成了冰衣。夜里气温

更低，我戴着棉帽、穿着大衣，手上

套了厚棉手套，还不时地哆嗦。除

了冷，还有心里紧张。营区四周没

有围墙，五六幢营房兀立在滩面上，

东面一公里外就是黑乎乎的黄海，

甚是可怕。天冷，内心紧张，时间过

去仿佛特别慢，我在营区转了两圈，

看看时间才过去 5分钟，好不容易

站上 2小时，轮到换岗，钻进那冰冷

的被窝，到天亮还没把双脚捂热。

特殊的年夜饭
下到班里，待上 20多天，就到

了1970年春节了。

临近春节，连队杀了头自养的

150多公斤的肥猪，我们几个奉化

兵总要跑到仓库去瞧瞧年三十给我

们买来了什么好吃的，牛肉、鸡、鱼

……还有整箱的洋河大曲，买来的

菜非常丰盛，我们都以为这顿年夜

饭肯定不会太差，暗暗期待。

然而情况突然起了变化。1969
年，珍宝岛事件后，北疆战云密布，

部队战备教育抓得很紧。我们下到

班里这会，全军上下开展了忆阶级

苦、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

的“两忆三查”的新式整风运动。从

连队到班里，各种活动一个接着一

个，饭堂的墙上贴满了指战员写的

“两忆三查”体会文章。我清楚记

得，来连队挂职当副指导员的军政

治部新闻干事严希仁，写的文章，讲

述的是他父亲在解放战争中被“还

乡团”杀害的经过。到了年三十上

午，从连部传来消息，为了配合“两

忆三查”，年夜饭改吃忆苦饭。

晚上，在饭堂里，全连百来号人

没有一人出声，吃了起忆苦饭。忆

苦饭是用海边盐洼地里的盐蒿做

的，我盛了半碗黑乎乎的忆苦饭，一

尝，又苦又涩！直到现在每次吃年

夜饭，我还是会想起 50年前军营的

那顿特殊的年夜饭。

当新兵的日子里

阮显平
秋高气爽，北雁南飞，我乘坐在

明亮干净的高铁列车上，以每小时

三百公里高速，奔驰在广袤的神州

大地上，窗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飞驰而过，田野上稻香醉人。祖国

处处朝气蓬勃，日新月异，我喜悦之

心早已飞向那魂牵梦萦的祖国心脏

——北京。

人逢喜事精神爽，孙女考入北

京语言大学，又加上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华诞，怎不叫我喜上眉梢，于

是趁着送孙女上学的机会，我去北

京游了一趟。

北京，风景如画，车水马龙，火

树银花不夜天，看不尽首都目不暇

接的景色。安顿好行李后，第二天

一早我们就来到雄伟庄严的天安门

前观看升旗仪式。1949年 10月 1
日，毛主席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向

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逐

渐迎来了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我们到了不久，就看到太阳从地平

线上冉冉升起，仪仗队在旗手引领

下，从金水桥出发，迈着雄壮有力、

整齐划一的步伐，来到广场升旗台，

庄严敬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国旗

缓缓升起。在这热血沸腾的激动时

刻，全体在场的民众个个都挺身站

立、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国旗的

尊敬和对祖国的热爱。我的心中激

动万分，伟大的祖国，无数英雄先

烈，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国家强

大、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才换

来今天美好的生活。当今中国改革

开放，曙光升腾，民族复兴，科技兴

国，有导弹、核弹镇国之神器，有航

母、核潜艇扬我国威，高铁、跨海大

桥、高速公路世界第一，天眼神镜遥

望宇宙，神州飞船奔赴月球……全

国上下朝气蓬勃，处处日新月异，人

民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荣，国强民

富，令人欢欣鼓舞。

因孙女学校临近报到，时间紧

张，我们只游览了恭王府和颐和园

两处景区，景区内风景如画，各处建

筑飞檐朱窗，金銮铜瓦，湖面碧水盈

盈，曲桥九弯，显现了我国劳动人民

的聪明才智和古代能工巧匠鬼斧神

工的高超手艺。

三天后，我们来到北京语言大

学。据了解北京语言大学是在周恩

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于 1962年创

办的，是中国唯一一所以对来华留

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

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校园环境优

雅，一座座巍峨的现代化教育大楼

分布其中，教室内窗明几净，现代化

教育仪器一应俱全，校内走道边插

满了世界各国的国旗，组成了一道

与众不同的风景线，这里素有“小联

合国”之称，是为国家培养与世界各

国交流人才的基地。孙女学的是英

文翻译，毕业后主要从事中英文翻

译工作。学校还召开了本科新生家

长见面会，表达了对家长和学生的

欢迎之意，同时寄语新生努力学习，

不虚度年华，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

栋梁之材，报答父母和国家培养之

恩。

时光飞逝，返程路上，我乘坐在

飞驰的列车，不觉思绪万千，当今可

爱的新中国，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

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民族团

结，众志成城，必将更加繁荣富强。

北京行

飞扬·奋进
一个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的晴

好日子，锦屏成校“人文行走”之“弥

勒文化”探索班开启。

追寻着奉化弥勒文化传承者们

的足迹，我们来到传说中弥勒化身，

布袋和尚的现身地，岳林街道长汀

社区洪郎潭。再到他出家圆寂的岳

林寺。参观了奉化弥勒文化践行者

斥资自筹的“弥勒博物馆”和“弥勒

文化园”，馆内有 28吨重的高大楠

木雕塑，有精细极致的石雕书画。

各具神态的弥勒佛像，应有尽有，让

我们大饱眼福。

每一尊栩栩如生的弥勒佛像，

他笑口常开，大肚能容，和善智慧；

他来自民间，与民为善，受民爱戴。

弥勒“大肚能容天下事”，其“包容、

欢喜”的文化形象已融入中国人的

文化因子之中，成为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

统优秀文化中“尚和合”的代表。

布袋和尚是奉化人，奉化是弥

勒文化之乡。弥勒文化展现了包

容、欢喜、慈悲、自在的人文精神和

理念，更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

重要意义。近几年来，我区加快了

以雪窦寺为核心的佛教五大名山建

设步伐，而奉化民间的参与积极性

也很高，形成一支从事弥勒文化的

研究和书法、楹联、绘画、雕塑等创

作、收藏队伍。

传承弥勒文化

汪逸芬
奉化人杰地灵，是个书香与

花香之城。

读了《奉化日报》10月17日关

于图书馆搬迁的报道，顿感依恋，十

六载翰墨飘香，春华秋实，这座奉化

唯一的图书馆，留下了多少奉化人

的阅读记忆。因此这次区图书馆

搬迁牵动了不少市民的心，也盼望

新馆早日揭开其神秘面纱。

原奉化图书馆，新中国成立

前为县图书馆，后为中正图书馆，

始建于 1928年。1949年 9月改

为奉化县人民图书馆。几经周折

直至 2004年 1月 8日迁址于奉化

中山东路 16号（岳林广场内），整

个建筑水泥结构，建筑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内设办公室、采编室、地方

文献部、外借阅览室、财务室、资料

室、儿童阅览室等。

奉化图书馆因有侨胞叶泰海的

捐资，故又名叶傅图书馆，馆内可容

藏 30万册书，提供阅览座位 800多
个，是奉化标志性的建筑之一。自

2004年起，连续四年被评定为国家

一级图书馆。

社会在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在提高，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增

加。图书馆对于奉化爱阅读的人而

言，是一条无言的精神河流，它滋润

着奉化人民的心灵，灌溉着奉化人

民的生活。图书馆里的藏书成了奉

化人的精神食粮，同时这里也有许

多形式多样的活动，有为孩子们举

办的春芽故事会，有专家学者定期

开讲“凤麓讲堂”，巴人读书节，还有

各类摄影展，书画作品展等。悦读

在奉化，奉化逐渐开启了全民阅读

的新征程。

我从小爱好文学，因而时常光

顾图书馆，也办了借书卡，每次过去

总要借几本回来家中慢慢品味，做

好阅后笔记，将书中精华，好的词语

运用到实际写作中去。阅读是我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我人

生伴侣，为我排忧解难。每次去图

书馆我都会邂逅几位同好者，虽不

熟悉，但是见面了大家会默契地相

视一笑，然后开始埋头于书海。图

书馆环境优雅，书卷气极浓，像是一

个与世隔绝的世界。读者都如鱼得

水，翱游在书的海洋里。这里也会

有很多年轻妈妈带着孩子来，他们

能自觉遵守阅读纪律，自觉前往儿

童阅览区挑选自己喜欢的读物，阅

后放回到原处。这些小读者，让我

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听说位于大成路的新图书馆面

积有 1.2万平方米，藏书容量有 70
万册，在原有的设施上新增了视障

阅览室、自习区、小儿幼儿阅览区，

开设英语绘本阅览活动等。搬迁是

为了更好的遇见，让我们共同期待

和新馆正式见面的时刻吧！

图书馆的变迁

何培兴
10月 25日是岳林街道明化

村志愿团队成立一周年的日子。

一年来，团队志愿者放弃家事，牺

牲个人休息时间，不计辛劳、不辞

酬报，为村里做了大量实事、好

事，使得志愿者无私奉献精神得

到发扬。

岳林街道明化村是由何、李、

潘、孙、土埭五个自然村组成的行

政村。沿着启门河而建的自然村

环境复杂路线长，这对环境治理

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明化村志

愿团队成立后，不仅积极栽种花

草美化村庄，还主动挑起整治环

境卫生重担。他们身穿志愿者红

色服装，手拿工具，冒着酷暑严寒

奋战在每村各个角落。他们走进

小店，走进工厂，走进人家家里，

给村里人分发传单，宣传扫黑除

恶、垃圾分类等知识。每个星期

日是志愿团的固定活动日，他们

会对河边、埠头、村庄四周公路两

侧垃圾进行仔细清理，一年来从

未间断过……目前正在进行的垃

圾分类工作，他们更是积极响应，

每个自然村的垃圾桶附近都会志

愿者每日两三次的监管巡查，他

们劝说村民垃圾分类入桶，清扫

桶外垃圾，发现建筑垃圾立即联

系专人用电动三轮运至填埋点处

理，为农村全面实行垃圾分类打

好了前期基础。

持之以恒，无私奉献，为社会

传递正能量，这就是明化村志愿

团队。

聚心换芬芳 恒心作奉献

■奉邑风情

■似火晚霞

■心香一瓣

丰收的大地 王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