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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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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态

军民情深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
乐……”5 月 9 日，武警福建省总
队三明支队官兵和福建高速三明
公司志愿者们，一起来到“福建
好人、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获得
者陈惠青家中，看望其高危截瘫
常年卧床的丈夫陈荣喜，并为陈
惠青送上生日祝福。

这是一场爱的坚守，更是一
场因爱而发生的奇迹。2004 年的
夏天，陈荣喜不幸遭遇车祸，几
近倾家荡产才挽回生命，却彻底
丧失了劳动能力，全身瘫痪。不
久，陈惠青下岗，由于压力过大
也病倒了。

那时，陈家唯一的儿子大学毕
业后留在老家上海工作，其他亲戚
也都远在上海。正当陈惠青夫妇陷
入困境之际，得知情况的武警三明
市支队三大队官兵及时伸出援手，
全体官兵纷纷捐款捐物帮助陈家渡
过难关。那段时间，官兵们每天冒
着高温轮流到陈荣喜家，照顾他
们。一日三餐，由时任七中队司务

长的胡宗华准点送来。为方便联
系，胡宗华还用自己的工资为陈家
安装了固定电话。

9 月初的一天，正在值班的胡
宗华突然接到陈惠青的电话，电话
中传来一阵痛苦呻吟声后就无人应
答了。

“陈阿姨可能出意外了。”胡宗
华立即放下手中工作，赶到陈家。
原来，身体虚弱的陈惠青给老伴洗
澡，想挪动老伴的身体，却不慎摔
倒。胡宗华立即把陈惠青送往医院
检查，还好没有太大的问题。之
后，他又匆匆扶着陈惠青回家，并
为陈荣喜擦身洗澡。临走时，胡宗
华坚定地说：“陈阿姨，请放心，
今后我们帮你照顾叔叔！”

从那时起，每个周末，给陈荣
喜洗澡的任务便落在中队官兵的肩
上，帮助做家务、带老人到医院就
医、解决家中的实际困难，周周如
此，从未间断。19年来，不管时代
如何变迁，部队如何改革，官兵换
了一茬又一茬，接力棒交到了驻扎

在附近的八中队 （现为机动中队）
手里，不间断的爱心接力，在老人
心里写满了爱的故事。

为了更好地照顾陈惠青夫妇，
武警三明支队机动中队官兵们编排
了《爱心哨位表》，还专门制作了一
个《爱心哨位登记本》，每次战士们
回来，都会将自己内心感受记录下
来。在陈惠青的眼里，武警三明支
队的官兵们是她最感谢的恩人，可
爱淳朴，每逢过节、新兵下队、老
兵退伍，陈惠青都会到部队看望她
的“兵孩子”，每年老兵退伍卸衔那
天，她都会带上自己早早准备的礼
物，去部队送退伍老兵，和他们合
影留念。有的时候，她会把闲时手
工做的小零食送到中队，有时也会
买些纪念品送给可爱的人。

“这是武警官兵帮我爱人洗澡的
日子，这是他们带我爱人逛街的日
子，这是和我们过节的日子……”
在陈惠青家，一本记录了十几年来
武警官兵照顾陈荣喜的日记本，写
满了人民子弟兵对人民的深情。

5 月 12 日，位于建宁县溪口镇枧
头村的战狼兵团户外拓展基地内，热
闹非凡，县城关小学五年级 234 名学
生在这里开展5天4夜的研学实践活
动。队列训练、劳动实践、射击体验、
合力搭建、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孩
子们化身兵娃娃，体验一项项既有乐
趣又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基地采取军事化管理，让学
员们通过对若干主题进行真实的或模
拟的情景表现，锻炼他们的体魄、增强
组织纪律、激发感恩之心、培养爱国主
义精神。”基地负责人曹水兴说。

创办战狼兵团
续写部队荣光

37岁的曹水兴是建宁县濉溪镇水
西村人。2004年，他光荣入伍，成为一
名武警战士。5 年后，曹水兴退伍返
乡，跟着亲戚在福州鞋城做生意。

2012 年，靠着之前积累的人脉
和经验，曹水兴回建宁开了家回力鞋
专卖店。除了做生意，曹水兴还是建
宁县人民武装部特聘的国防教育军事
教员，每年他都会带学生参加入学前
军训。

偶然的一天，曹水兴在建宁县武
警中队的朋友，建议他去创办训练营，
帮助更多需要锻炼的孩子。

“当时听到这个建议，很兴奋。”曹
水兴回忆，虽然退伍了，但还是很怀念部队的美好时光。于
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经过3个月筹备，曹水兴和战友揭从
平一起合办了回力训练营。

2015年7月，第一届训练营正式开启。“一开始，知道的
人并不多，只有33个学员。”曹水兴说，那时条件不成熟，找
不到合适的地点，只能把食宿点和训练场地分开，煮饭在民
房、住宿在宾馆、训练在体育馆……既不便于管理，又存在
安全隐患。

一边摸索，一边成长。第二年，训练营壮大了队伍，合
伙人增加至4个，同时，还聘请了兼职教练员及辅导员共9
人。2017年，建宁县人民武装部为了支持退伍军人创业，
帮助回力训练营补齐营业执照、国防教育上岗证等各种证
件，并指导曹水兴注册成立了建宁县战狼兵团户外拓展有
限公司。同时，了解到他们没有合适的场所后，人武部还发
动多方力量帮忙，找到了水南钓鱼台，那里的各项设施条件
都非常符合军事化训练要求。

在钓鱼台场所待了近两年后，曹水兴发现这里的客容
量还是太小。于是，2019年，在枧头村省派驻村第一书记
的帮助协调下，枧头村将村里荒废的粮站出租给曹水兴，不
仅解决了战狼兵团户外拓展基地的场地问题，还盘活了村
里闲置资产。

“有了一个这么好的场地，我们迎来了全国63个城市，
包括8个国家的华侨子女共300多人，战狼兵团也越来越好
了。”曹水兴说。

打造研学基地 赋能乡村振兴

研学不仅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还
可以提高他们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创新
思维和实践能力。

与时俱进。2022年，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
曹水兴团队开始对接县教育部门，承接研学业务。

“前期，我们组织基地的教官走访了周边县城，还到省
外的基地参观，专门学习研学的相关经验。”曹水兴说，由于
他自己和团队的教官基本上都是退伍军人，基地又在农村，
所以研学以“军事+农耕”为主，一方面锻炼学生的身体，另
一方面让学生体验农事，感悟粮食来之不易的人生道理。

眼下，曹水兴基地内的教官稳定在12人以上，至今已
接待研学人数近9000人次。

“从创办训练营再到现在的战狼兵团，除了为地方做点
事情，主要还可以和战友们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回
想起这几年的经历，曹水兴感慨不已，基地内的教官，一年
的收入可达7万元左右。

23岁的李宏是基地最年轻的教官，当过兵、上过大学，
连大学暑期都会抽空来基地勤工俭学。“当兵之前，我就跟
着曹班长，学习部队的队列、军体拳等等。”李宏笑着说，现
在能把部队学到的东西学以致用，很开心。

除了带领战友们创业增收，基地组织的红色教育课程
还聘请了周边的村民当讲解员，基地的后勤保障人员也基
本为当地的村民，让他们不出村就能轻松挣钱。

曹水兴的情怀远不止这些，慰问驻地部队官兵、给村里
的高龄老人送慰问品、成立应急救援基地……自创业来，他
一直用部队的优良传统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近年来，曹水兴带动指导了20名退役军人创业，带动
80名退役军人增收，先后为全县1.5万余名中小学生开展
国防教育，并对慕名而来的10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事
爱好者开展训练教育。本人也先后被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聘为创业指导团队成员，被三明市人民政府评为消防安
全生产先进个人。

曹
水
兴
：
自
主
创
业
再
续
军
旅
情

●
本
报
建
宁
记
者
站

曾

程

文/

图

5 月 12 日，全市室内烟火特性培训
班，在三明沙县现代化实战消防综合训
练基地结束最后一日的培训，来自基层
一线队站的消防员们参加培训。

室内烟火特性训练（CFBT）是指在建
筑火灾扑救中的火灾特性、消防射流、通
风排烟等方面的训练。仅仅通过课堂培
训并不能对极端火灾现象有实际的理解，
由理论知识转变为实际运用需要在真火
环境中进行训练。因此，学员们在参加完
理论培训后，还将参加实操演练。

为科学应对这一突发状况，提升广大
消防指战员的应急应对能力。去年，市消
防救援支队成立的CFBT研究小组历经一
年攻关，成功打造“室内烟火特性训练系
统装置（英文简称CFBT）”，摸清了发生回
燃现象的条件，掌握了一定的模拟回燃现
象的方法。

“回燃是一种爆炸式的燃烧现象，发
生十分突然。”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
科科长熊玮介绍，当室内通风不良、燃烧
处于缺氧状态时，由于氧气的引入导致
热烟气发生爆炸性或快速燃烧的现象，
形成高压火球向开口喷出，对开口附近
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获救的受困
人员，以及周围的建筑物产生难以估计
的伤害，这是导致消防救援人员伤亡率
最高的火灾现象之一。

为了让消防救援人员科学有效应对

回燃现象，减少、杜绝回燃现象出现，增强
消防救援人员灭火救援能力和实战水平，
去年以来，市消防救援支队9名对火灾现
象研究无限热爱的消防救援人员成立了
CFBT研究小组，共同打造CFBT，成功模
拟、复现了回燃现象。

去年，CFBT 小组在三明市消防救援
支队成立教学团队，团队紧紧围绕训练技
战术科目创建、战术训练操作规程编制、
烟火训练操法建设等训练环节，致力于为
社会培养室内烟火装置研究、消防救援、
消防指挥、应急管理等多方面人才。

培训班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种针对
不同人群的课程，主要设置有：室内烟火特
性训练（CFBT）技术基础知识授课、装备运
用、紧急避险技术、排烟技术等课程。

中心不仅可以在消防救援队伍内部
开展培训教学，同样也可以服务于地方

“防灾减灾”培训工作。如各种形式消防
救援队伍、中青班培训、高校学生实习实
训等。教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内外消防救
援专题培训、论坛等活动，进一步提升室
内烟火特性训练、培训和教学水平。

截至目前，中心已开展23期室内烟火
特性专项培训班，受训群体已超700人次，
基层队员实战能力和初战指挥水平得到
明显提升，全市消防救援支队基地化训练
模式得到有力推进，消防救援队伍训练改
革得到有效印证。

CFBT训练班：
提升消防员灭火救援能力

●本报沙县记者站 黄 悦

5月9日，大田县开展“我与老兵面对面”宣讲活动，前坪
乡应急民兵排12名村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和26名在乡退役
军人，进行面对面宣讲。

“我们每两个月开展一次宣讲活动，这是今年开展的第二
期宣讲活动。”前坪乡人武部部长章双标介绍，前坪乡聘请优
秀“兵支书”“兵能手”林佳山、林青初等12名退役军人作为宣
讲员，围绕思想政治教育、乡村振兴实践、特色产业发展等多
个专题宣讲。通过宣讲活动，引导广大退役军人争当乡村治
理、乡村振兴的带头人，营造“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的良好氛围。

前坪乡是全省首个县级“退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示范
乡镇，乡里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优势，积极探索退役军人正向
引导和荣誉激励新路子，走出一条退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的
新路径。

人才回引，军雁归巢，圆致富梦。2018年，大田县邀请已
退休的解放军某部部队长、大校林佳山回前坪乡上地村任党
支部书记，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注册农业公司，大力发展茶
叶、蔬菜和油茶种植，养殖肉鸡、蛋鸡，把优质农产品销售给部
队，促进“军队+央企+村”融合。在全县回引的第一位“兵支
书”林佳山影响下，辐射带动全乡186名退役军人干事创业，涌
现出“中校书记”林新领、“兵支书”张春巍和林绍作等11名优
秀退役军人回村任职，并争取“新知青”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办
公室干部胡超任上地村第一书记，补齐乡村振兴人才短板。

为了更好地发挥退役军人示范带头作用，前坪乡把“我
与老兵面对面”宣讲活动与“我为老兵办实事”实践活动、“老
兵永远跟党走”志愿服务、跨地区“拥军支前”经验总结和“兵
能手”优势特色产业项目推广等重点工作有机融合，形成以

“退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基地为阵地、“党的领导、政策
解读、教育管理、典型引领、帮扶关爱”为主线，培育退役军人
先进典型、解读乡村振兴政策、介绍退役军人工作重点、分享
特色产业发展经验、解决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实际困难等为
主要内容的“1+1+5”面对面宣讲新模式。

我与老兵面对面
●本报大田记者站 罗珍华 苏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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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们为陈惠青过生日

曹水兴（左）为参加训练营的孩子整理着装

▲ 陈惠青在写笔记
◀ 笔记本里记录了志

愿者们到来的点点滴滴

排长严道浚带着老人“云参观”书香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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