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我建这个家庭展

厅，不图名，不为利，是要让子孙后代永远牢记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老退役军人平武海激动

地说。

7月 30日上午，在夏店镇夏南村 6组平武海

家二楼“三老展览厅”

里，今年 79岁的平武海
老人用手仔细擦拭着

40年前自己手持钢枪
飒爽英姿的戎装照片，

百感交集，当年参军入

伍、三线当工人等一段

段令人难忘的往事涌上

心头。

入伍建功。 1963
年 12月，年仅 19岁的
平武海光荣入伍，成

为兰州军区某独立师

的一名战士。1964年，
他和部队一起参加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试验，在沙漠中住

地窝子、战风沙 5 个
多月，高标准搭建抗爆试验设施，冒危险收取

有关爆炸当量数据，圆满完成了试验任务。

1965年 10月，他和部队参加了中印边境冲突
战斗，平武海以特等射手身份，被选拔为团部

直属警卫班班长，率领全班 27名勇士拱卫团

部翻过唐古拉山，到达中印边境，进入预定战

斗位置潜伏，对面印军的活动看的一清二楚，

在战斗即将打响的最后时刻，突然接到命令撤

退。在部队期间，他不怕苦，不怕累，各项训练

成绩优秀，先后 5次被评为五好战士、7次受
到连营级嘉奖，代表团部参加了兰州军区学习

标兵表彰大会。1966年 5月平武海在部队光荣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奉献三线。1969年 12月，平武海从部队转业
被分配到 9689厂工作。9689厂位于豫西汝阳县
大山里，属于三线军工企业，主要生产枪炮子弹、

修理枪械。平武海服从分配，成为军工厂一名汽

车修理工。他勤奋好学，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国

防建设中。经过两年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平武海

基本上掌握了汽车维修技术，开始奔波于南阳

市、洛阳市等地为部队维修车辆。20多年摸爬滚
打，他从一个门外汉成为七级汽车机械修理工，

练就了一身闻车响懂车病的硬功夫，经他修好的

军车千辆以上，为国家节省和挽回经济损失达数

百万元，多次荣获军工厂嘉奖。一次汝阳杜康酒

厂往郑州送货的车在半路发生了故障，让人检查

说必须拆机器维修。军工厂派平武海到达后，他

用手晃了晃飞轮，打开车盖，伸手在活塞缸摸出

了一块废铁片，车正常启动了。

发挥余热。2003年平武海退休后回到故乡
夏店镇夏南村，他退而不休，继续保持着在部队

养成的优良作风，时时处处发挥了一个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夏南村硬化户户通水泥道

路，平武海自告奋勇当上了义务监工员，一个月

中他认真严把施工质量关，确保了夏南村 5公
里户户通道路高质量建成投用。村里硬化生产

路，计划从平武海家承包的地中间过，平武海闻

讯后表示义务贡献自己家的三分地，支持村党

支部为群众办好事。

坚强后盾。平武海亏欠老伴薛巧太多了。

1968年秋，时年 24岁的庙下乡薛庄村姑娘薛
巧和在部队服役的平武海结为夫妻，彩礼为

100块钱和一条灯芯绒裤子、一条斜纹裤子。因
平武海家庭困难，这 100块钱是贷款，2条裤子
是借大姐家的。就连新房和床、桌子、箱子等物

品都是临时借亲戚家的。事情暴露后，有志气

的薛巧没有责怪丈夫，而是马上退还了大姐家

裤子和亲戚家的物品，一家人动手，拾掇了族

人弃用的 3间土坯房子，有了自己的家。薛巧
干活不惜力气，丈夫长年在外，两个小姑子年

幼，婆婆年迈，她一人种 5个人的地，用架子车

拉石子修路赛过男劳力。薛巧勤俭持家，丈夫

在部队服役补贴少，在三线工作工资低，她合

理计划家庭开支，总是让老人和孩子吃穿无

忧，并能接济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薛巧善良淳

朴，孝敬公婆，从没有和公婆红过脸，直到把公

婆伺候到 90岁辞世。她待两个小姑子像亲姐
妹，感情笃深。薛巧教子有方，三子一女均成家

立业。老伴的全力支持，让平武海解除了后顾

之忧，平武海说自己的军功章上有老伴儿薛巧

的一多半。

“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要永远要听党话，跟

党走。”穷苦出身的平武海为了不忘过去那段光

荣岁月，去年他把昔日在部队服役和军工厂工作

时荣获的数十枚奖章，20多本荣誉证书，30多件
老物件，100多张老照片，100多本书籍，分门别
类，摆在一间用板凳和木板拼成的简陋展台上。

结合自己老军人、老工人、老党员的经历，他为展

室起了一个雅号———“三老展览厅”。

一年来，“三老展览厅”先后接待了汝州市和

周边县市闻讯而来参观的客人 300余人，人们为
夏店镇有这样一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崇德向

善的老人和家庭而感动着。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平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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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公益事业 他几乎每次都“冲锋在前”

张增是个机械能手，从拖拉机到挖掘机、铲车，大小机械

都会开，前些年家里弟兄 4个凑钱买了六七台工程机械，专门
在附近承包基础工程，日子过得比较富裕。

“张书记家里有点积蓄，另外他办啥事不爱张扬，也不愿

给镇里、市里添麻烦，所以上级布置的工作，他为了干好，总是

自己出钱先干。除了这，村里有啥矛盾纠纷，他去协调解决，也

是自己先出钱把问题化解了再说。”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关照回

忆说，仅他知道的事情就有好多。

2005年，村里从附近的斋公店村引水建设人畜安全饮水
工程，打水井、铺设 2600米的主管道等等，花了 10余万元，资
金大部分都是张增张罗的。

2018年，村里的养猪场发生病害，需要集中销毁病猪，张
增又筹措资金 8万元，使问题快速得到解决。

最近几年村里搞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全村村民每年将近 2
万元的卫生费，都是张增协调的资金。

村里新建的村部，主体工程建成后，村部前面的小广场和

院墙，缺少配套资金，张增把自己家的铲车、挖机开过来免费

使用，又自己掏钱买来砂石、水泥，很快就建好了。

2019年春节前，村里修建两个自然村到行政村的乡村道
路，花了 15万多元。为了让施工队赶在春节前修好，张增承担
了先期的垫付资金。

2021年，市镇两级部署开展农村危房拆除。张增带着村两
委会干部一家一家做村民的工作，并开着自家的铲车忙了几

天，高质量完成了 43处危房拆旧复垦工作。为此，汝州市农村
危房拆旧复垦工作现场会在柏树吴村召开。

一心扑在为群众谋幸福的事业上，遇到难题，总是牺牲个

人的利益，以集体的利益为重。2020年，张增经过多方努力，为
村里招商引进了牧原公司养殖场项目。“俺哥为了让养猪场尽

早开工，涉及征地，他先从我们弟兄几个的耕地入手，第一个

被征了地。”张增的弟弟张相坤说。

“当干部不能占小便宜，占小便宜自己屁股都坐不正，咋

还去领导群众？”这是张增经常给村组干部说的一句话。

就在前不久，从平顶山市到汝州市王寨乡的 22万伏高压
输电线路经过柏树吴村辖区。张增再次告诫全体村组干部谁

也不能给施工队找麻烦，并跑前跑后为工程方协调与村民的

关系。“张书记人真是正派，我们算是服了，”该工程负责人不

止一次感慨地说。

天天忙忙碌碌的张增，带给村里的巨大变化是，地处偏僻

的柏树吴村街道大部分硬化，还装上了路灯，田间道路也平坦

了许多，村会议室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荣誉牌匾。

最忙的村书记，每天忙的都是村民的事儿

惊闻张增突然去世的消息，村民们都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不是张书记，我咋能这么快吃上自来水！俺还有好多话

没跟他说呢……”72岁的监测户齐新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就在张增突然去世的 5天前，在他跑前跑后的张罗下，齐

新兴一家用上了自来水。

齐新兴的儿子早些年去世，老伴常年有病，孙子孙女都在

上学，家里日子有些凄惶。张增经常去他家里嘘寒问暖。

齐新兴家里原先有个水井，由于前一段天旱，水井也干

了，一家人的吃水成了问题。张增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处事低调的他啥也没说，用自己家里的挖机挖了水沟，又从镇

上买来水管，半天下来，就给齐新兴一家装上了自来水。

像齐新兴家的事情，自打 2008年担任村委会主任，后来又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张增不声不响干了多少，就连村民们也说

不清楚。

在老伴冯香的眼里，丈夫就是一个“天生劳碌命，啥时候

都闲不下来，天天都是忙群众的事儿。”

而在村民们的眼里，张增能干、低调、爱管闲事，群众家里有

个啥作难事，只要和他“吱”一声，他比谁都跑得快，有时候即使

不和他说，他只要知道，就会主动跑到村民家里，出主意、想办

法，哪怕自己贴着钱找人，也得把村民的事情办好，他才放心。

“我个人给群众拿的钱，不用上账，也不用村里还。”这是

村会计齐帅卫听张增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对待群众的大小事情，他更像是“操心的大管家”。

村里谁家的后生谈了对象，要结婚了，家里不宽裕，只要给

他说一声，他就会送上 1万元、2万元“先解燃眉之急”，事后从不
提让对方还钱的事儿，这些年张增资助的村民有 10余户。

村民闫天玉的女儿闫茜雅，2022年考上了河南科技学院，
家里筹集学费生活费有困难，他很快送去了 5000元。

关庄自然村一村民在砖厂干活腿被砸骨折了，因为赔偿

问题与砖厂谈不拢，形成信访苗头，他二话没说拿出 2万余
元，解决了村民的医疗费。

“这些年，张增书记为了村里的工作、村民的困难事，想各

种办法筹集的资金粗略算了一下，不低于 50万元，这还是我
们大概知道的，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村会计齐帅卫

回忆说。

“我大哥天天难见他一面，有时候好不容易和他见上一

面，他和你说话也是心不在焉，脑子里想的都是村里的事儿，

正和你说着话，接一个电话，是村民打过来的，他开上车就走

了。”家住市区的张增的弟弟张相坤回忆说。

对待村民“出手大方”的他，自己却是“艰苦朴素”。“他经

常饮食没有规律，老是在村里一忙，过了饭点，就在村部弄两

根火腿肠、泡上一包方便面一吃就完事了。”在村党支部副书

记陈关照的印象中，两个人在村部忙到半夜，一起去找开水泡

方便面的事情经常发生。

“这两年接的活少，几台大型机械基本上在家闲着，没挣

到钱，我知道大哥真的是紧张了。他去世后，我们从他的几个

存折、银行卡上，总共算了一下，只有 1000多块钱了，”张相坤
说着，眼圈有点红了。

突然倒下，点亮平凡的人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村干部在村里当志愿者，大

家都感染了，感染期间多少都会出现一点胸闷。所以他这一

次突然去世 10天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过有点压
气胸闷，当时他还开玩笑说是新冠肺炎后遗症，没多大事

儿，再说连阴雨刚停了两天，焦麦炸豆，大家都在忙着抢收

抢种。他说没事，我们也没在意，没想到就出了这事儿……”

陈关照说，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悔。

5月中下旬以来，正是小麦灌浆成熟的关键期，我市持续

阴雨和大风天气，给小麦的成熟和收割带来极大威胁。

眼看着地里的麦子熟得勾了头，老天却没有住雨放晴的

迹象，张增和村民们心急如焚。5月 30日，老天终于暂时停息
了无休止的降雨。下午从镇里开完抢收抢种紧急会议的张增

回到村里，急忙召开了村两委会干部紧急会议。

会后，张增立即通过亲朋好友联系收割机，第二天开始抢

收成熟的麦子。

5月 31日，从关庄自然村开始收割，张增和村两委会干部
在地里一直忙到晚上 10点。“地里的小麦太湿了，割到晚上 10
点的时候，卷进收割机的湿麦秆把收割机的轮子都缠住了，没

有办法，只好停下来，张书记还和我商量着第二天割麦的事

情。”陈关照回忆说。

陈关照至今清楚记得，6月 1日凌晨 5时 21分，他接到张
增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开车带着老伴在地里看村民的麦子，并

联系收割机尽快开始收割。“没想到，十几分钟后，张书记突然

就去了”，陈关照痛心地说道。

早上 5时 40分，张增开车回到家门口，下车后，走了有五
六米，突然一头栽倒，不省人事。随后赶来的汝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医生初步判断为心肌梗死……

噩耗传来，全村老百姓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纷纷自发到

他家里吊唁。

刚刚用上自来水的监测户齐新兴忍不住老泪纵横：“张书

记是累死的呀！好人咋就不长命？”

蟒川镇党委书记于跃峰带领班子成员到张增的家里吊唁

慰问。

6月 3日，是送别张增的日子。一大早，蟒川镇党委政府班
子成员、机关干部、34个行政村负责人赶到张增家里，300余名
村民自发组织起来，送别这位情系群众的好书记最后一程

……

“张书记是我们村最忙的人，成天为了村里的事情、村民

的事情跑前跑后，很少能吃个应时饭，他是累的呀。他这种把

群众的事儿放在心上的情怀，值得村两委会干部好好学习，我

们大家都很怀念他，决心以他为榜样，把村里的各项工作干

好，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关照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马鹏亮

把群众的事儿当作自己的事儿
———追记蟒川镇柏树吴村党支部原书记张增

7月 31日上午，蟒川镇柏树吴村周围的坡地上，齐腰深的玉米苗一片翠绿，“今年雨水好，现在玉米苗都长得不赖，总算对张书记有个交代了”，该村党支部副书记
陈关照看着周边的玉米地，眼眶有些润湿。

眼下正是大秋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回到村部的陈关照，准备和村会计齐帅卫等商量秋作物管理和“五星”支部创建的一些事儿。几个人坐到一楼会议室的桌子

旁，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个位子是张书记生前经常坐的位子，如今他不在了，我们总觉得少了一位拿主意的主心骨，以前村里的工作都是张书记具体安排的，现在

没人招呼大伙了。直到现在，我们都觉得这好像一场梦。”

陈关照言语中的“张书记”，就是柏树吴村党支部原书记张增，两个月前的 6月 1日早上 5：40，在地里看完待收割麦子，联系好收割机的他，开车走到家门口，突发
心梗，离开了他日夜牵挂的村民。

平武海：无悔人生六十年

平武海在讲述战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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