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郝铎：

用“郝氏作业法”创造“中国速度”
□ 记者 殷博华

“随着汛期来临，项目部专门成立了防

汛工作专班，保障工程施工进度顺利。”7月

29日，记者见到全国“最美退役军人”、中铁

一局西康高铁长安梁场作业队队长郝铎

时，他正和同事们研究施工方案。他所承

担的是西康高铁项目XKZQ-1标段内 406
孔箱梁预制和架设工作，眼下项目正进行

架梁施工作业。

郝铎是一名“80后”，2008年退伍后，他

来到中铁一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建设

高速铁路。多年来，他参与了 10多条高铁

线路的建设，带领团队高质量完成了10830
余孔、连起来长达 346.56公里的“900吨箱

梁”架设任务。在工程建设中，他还创新探

索出“郝氏作业法”，5次刷新全国高铁铺架

施工纪录，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等殊荣。

2004 年 11 月，18 岁的郝铎入伍。当

时，国内没有开通高铁，从陕西兴平到新疆

奎屯 2800多公里，40多个小时的硬座颠簸

让他和战友们苦不堪言。

“如果我们国家的火车能再快一些该

有多好。”郝铎说，那时自己就萌生过退伍

后投身铁路建设的想法。

2008 年 4 月，退伍的郝铎被分配到

郑西客专华县段架梁项目部。第一次走进

工地，他就被眼前的施工场景震撼了。

重达 900吨的箱梁是如何放置在桥墩

上的？巨大的架桥机工作原理是什么？

郝铎带着满脸好奇走上了工作岗位。

成长之路并非坦途。为了解各类机械

的作业原理和操作方法，郝铎虚心请教、刻

苦学习，凭借着钢铁般的军人意志，终于成

长为企业一线的骨干。

2012年 12月，郝铎参与了兰州至新疆

的高铁项目施工。当时，项目驻地漫天大

雪，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一次，项目部运

梁车因连续作业，主油泵出现漏油，内部部

件也严重磨损。他主动申请维修车辆，由

于车辆动力室内部空间狭小，他只能脱掉

棉衣进去维修。20分钟后出来时，他的耳

朵、脸颊和手指失去了知觉。

“虽然身处极寒之地，但依旧阻挡不了

我们为祖国建功立业的热情。”郝铎自豪地

说，随后自己带领团队，仅用17天就完成了

最后14孔900吨箱梁的架设任务。该项目

建成后，新疆到西安的时间由原来的 48个

小时缩短至13个小时。

近年来，郝铎还主动承担起技术创新

和“传帮带”任务。“郝氏作业法”就是他根

据多年工作经验和理论知识创新出的一套

工作方法。利用这一作业法，完成一孔箱

梁架设时间缩短了2个小时，他和团队也先

后5次刷新全国高铁铺架施工纪录。

2010年，在西宝客专施工中，郝铎利用

该方法实现了单机11小时50分钟架设4孔

箱梁的高产纪录。多年来，他参与创新的9
项成果均得到推广运用，累计为企业节省

成本和创造效益2500余万元。

“在部队时，自己的使命是保家卫国；

作为一名铁路工人，新时代的使命则是继

承前辈们的‘开路先锋’精神，为实现铁路

安全、交通强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郝铎说。 郝铎 受访者供图

让尊崇军人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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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张涵博

“为何说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烈士亲

人从来就不是一件小事？”7月 28日，抗美

援朝战争胜利 71 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

韩佳龙在朋友圈分享了这篇文章。

走访 15座城市，为 230余名抗美援朝

老兵拍摄影像资料，发布的老兵视频在哔

哩哔哩、抖音等平台播放量过亿次……身

为一名“95后”，咸阳市爱星青年公益服务

中心创始人韩佳龙把自己的青春之光，闪

耀在为抗美援朝老兵拍照的公益之路上。

韩佳龙与志愿军老兵结缘始于 2020
年。那年，爱好纪实摄影的他刚从西安理

工大学摄影专业毕业。10月23日上午，纪

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看着电视里的

直播画面，他想到了自己的爷爷。

韩佳龙的爷爷韩俊英也是一名志愿军

老兵。“我爷爷没怎么和家里人讲起过入朝

作战经历，也没有什么影像留存，家里唯一

一张爷爷的照片，是爷爷奶奶与我的合

影。”韩佳龙说。

“用影像定格时间、留存历史。”带着对

爷爷的遗憾，他开始了自己的“志愿军肖像

拍摄计划”。为此，他成立了咸阳市爱星青

年公益服务中心，不仅把大学期间勤工俭

学赚来的钱全部投入购置设备，还请父亲

当司机，找来 3名同学做搭档。一辆小板

车、若干摄影器材……带着自己的“移动影

棚”，韩佳龙以陕西为中心走向全国，踏上

为老兵拍照的征程。

经朋友介绍，他联系上第一位老兵——

家住咸阳市旬邑县的乔建中。拍摄那天，

这位老兵早早换好老式军装，小心翼翼地

在胸前挂上珍藏已久的军功章。

选好位置、架好相机、调整参数……随

着快门咔嚓声，一身戎装的乔建中被定

格。20分钟后看到照片，老人激动万分。

“在前线排雷的时候，我的班长踩到了

子母弹，当场被炸死……”老人在回忆中泣

不成声。这一刻，深深触动着韩佳龙的心。

此后，韩佳龙踏上了跋山涉水、走村串

户的“寻兵路”。仅在西安蓝田县，他就专

程寻访 3 次。在走访完掌握信息的老兵

后，他开始联系相关部门寻求帮助。令韩

佳龙欣喜的是，随着寻访老兵视频发到互

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老兵家属及相关部

门主动联系他。

2023年春天，受志愿军老战士家属和

攀枝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韩佳龙带

着团队自费前往四川，历时 3 个月，在成

都、攀枝花两地共为123名老兵拍了照。

在成都，韩佳龙见到了志愿军老战士

涂伯毅。这位首批入朝参战的战士因救战

友被汽油弹毁容，双手也残疾了。2020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以涂伯毅为代表

的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的

回信中写道：“志愿军将士及英雄模范们的

功绩，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那场战争，如果我们自己不去打，那

么我们的下一代就要去打。”面对镜头，涂

伯毅敬着军礼说，“虽然我的面部改观了，

但是我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没有变！”

听着涂伯毅唱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歌》，韩佳龙两行热泪无声滑落。他说：

“涂老爷子的歌声是那样地有气势、那样地

震撼。他说被汽油弹打中时，身上的肉像

被融化了一样往下掉落。如今，他还在坚

持不懈宣讲志愿军英勇战斗的感人事迹，

我感受到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

在这条光影交错之路上，韩佳龙记录

下利用手榴弹“打空爆”，一天内抵挡住敌

军 7次连排级冲锋的副班长蔡兴海；用老

式飞机打下喷气式战斗机，被授予一等功

臣的空中英雄刘绍基；19岁奔赴朝鲜战场，

在枪林弹雨中坚持送信的杨思泉……

为了让更多人铭记老兵们的丰功伟

绩，2023年12月，爱星青年公益发起的“星

火传承·中国人民志愿军影像展”首站走进

韩佳龙的母校西安理工大学。这次展览共

展出了102位抗美援朝老兵的肖像。10天

的展览，让青年学子在一张张照片中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洗礼。

历史长河奔流，韩佳龙拍摄过的老兵

中已有十几位离世。就像当年志愿军在战

场奋勇冲锋那样，韩佳龙深知自己必须分

秒必争，以镜头珍存老英雄们的荣光，“我

还会一直为志愿军拍照，因为我不忍心这

样的老英雄没有任何历史记录留下。”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抚摸着工

作室墙上数百张老兵照片，韩佳龙念起儿

时学过的课文，“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

是最可爱的人。”

用镜头“追赶”老兵荣光
——韩佳龙和他的志愿军肖像拍摄计划

2023年4月，四川省攀枝花市，韩佳龙（左）与志愿军老兵周代福（右）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 首席记者 李荣

看望慰问烈士遗属、为退役老兵送去

节日祝福、举办“八一”慰问演出、在双拥主

题公园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八一”建军

节前夕，西安市以多种形式开展双拥共建

活动，弘扬双拥工作光荣传统，进一步密切

军政军民关系，共叙军民鱼水情。

连日来，走在西安街头，崇军拥军爱军的

氛围越来越浓，以双拥为主题的街道、公园、社

区随处可见，崇军拥军成为社会新风尚。

“‘军民鱼水情、双拥暖人心’，奶奶，你

看我读得对不对……”7月 28日，在西安市

碑林区标新街，6岁的乐乐指着墙上的红

色汉字逐字认读，身旁的奶奶不时为他

“解读”。

乐乐奶奶说，这不仅是一条双拥文化

街，也是一条红色文化宣传街。每次走过，

看着墙上的字，就觉得亲切。自己带着孩

子一起来，就是让他从小知道“谁是最可爱

的人”。

2021年7月29日，西安首条“双拥示范

街”在标新街揭牌。沿着这条长 600米的

街道一路走，双拥共建公约、英雄人物事迹

在南墙上依次展开，主题宣传栏里的国防

教育内容丰富，营造出崇尚英雄、学习英

雄、关爱英雄的浓浓感召氛围。

碑林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打造“双拥示范街”，碑林区扩大

双拥工作群众基础，拓宽双拥工作领域，调

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积

极性，推进社会化双拥发展进程，形成了

“千家万店齐拥军”的浓厚社会氛围。

一幅幅拥军标语、一件件惠军实事……

走在西安街头，从医、食、住、行中深切感受

到尊崇军人的清风扑面而来，宛如一股暖

流激荡人心。

“赵叔来了，你先坐，看今天吃点啥？”7
月29日中午11时许，在位于西安东郊公园

南路的西安五一饭店，退役军人赵大爷像往

常一样，在出示优待证后要了一份“优惠餐”。

“从舌尖到心间，我们用心服务好每一

位退役军人，通过这种方式让退役军人、老

年群众感受到企业的关怀。”西安五一饭店

公园南路店店长杨义涛说。

5月 23日，西安“饭大爷”拥军食堂在

五一饭店公园南路店揭牌，目前推出了持

老年卡、退役军人优待证享受八折优惠的

服务，平时主要供应馒头、稀饭、快餐米饭

等家常便饭，深受周边群众好评。截至目

前，该店已累计服务辖区退役军人 2500余

人次。

新城区韩森寨街道工作人员张静说，

韩森寨“饭大爷”拥军食堂所在区域紧邻某

驻地部队，靠近秦川厂、黄河厂等军转安置

大户，服务范围内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人数

多，考虑到周边实际，街办对接食堂运营方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双拥工作，将

优惠优待惠民温暖送到退役军人心中。

为了给辖区退役军人提供“家门口”

的优质医疗服务，今年 6 月，韩森寨街道

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进西北大学第

一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建立了西安首家关

爱社区退役军人健康为主体的服务站。

服务站不仅为退役军人提供优先咨询、挂

号、就诊等服务，每年还为他们提供 1 次

免费体检。

“辖区有 5000多名退役军人，其中 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较大，做好他们的健康

管理工作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张静说，

今年上半年，街道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

家庭悬挂光荣牌 20 块，发放各类优抚金

153万余元，办理并发放全国退役军人及优

抚对象优待证73张。此外，还创新成立咸

东小哥“拥军联盟”，辖区15家拥军联盟企

业为退役军人提供各种优惠活动，累计优

惠金额7万余元。

近年来，西安市坚持服务国防和军队

建设，有效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尊崇氛

围更加浓厚。

太华路街道与爱心企业签订双拥联建

协议，挂牌成立2家退役军人养老服务站，

探索“养老＋退役军人”服务链组合，为老

年退役军人提供上门助浴、日间照顾、保健

康复、家政服务等服务；

西安市四季玉兰精选酒店自2021年8
月“军人驿站”揭牌以来，每天向现役军人、

烈士遗属、消防人员提供3间免费房，表达

对军人的崇敬与关爱之情；

西安市莲湖区人武部联合空军工程大

学信息与导航学院、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市

公交四公司等单位，共同创建 407拥军品

牌公交专线，在车厢里布置拥军元素，营造

浓浓的拥军氛围；

……

在西安，除了街道、公园、饭店推出崇

军拥军举措外，机场、车站、景区等售票窗

口及医院、税务、公安等部门服务窗口均开

设军人绿色通道，“军人优先”体现在一件

又一件实事之中。

记者从西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

到，为营造浓厚双拥氛围，该局依托各级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门户网站、宣传平台，

以及全市185个街道（乡镇）、3163个村（社

区）宣传橱窗，设立了永久性双拥宣传牌、

文化墙；推进特色创建示范，打造军地青年

联谊、爱国拥军电影院线等多项拥军活动

品牌，设立市退役军人职业技能承训机构

20家，认定就业创业基地 49个、创业导师

98名，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依托西安市

“退役军人服务协会”“英烈褒扬促进会”

“爱国拥军促进分会”、退役军人志愿服务

队和拥军企业联盟品牌“崇军荟”，以及 25
家非基层类退役军人服务站，为现役军人、

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更为广泛的

服务项目。

“军人用热血和汗水保卫祖国，他们

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用心尊敬。”西安市政

协委员、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一站站长助

理江永木说，拥军文化深入人心离不开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把拥军意识融入生

活的方方面面，让崇军拥军成为全社会公

民的自觉行动，才能构建起坚不可摧的国

防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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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位
军
嫂
的
故
事

□ 记者 李荣 张璐 实习记者 秦瑶

军嫂是一个神圣的称谓，从拥有那天起，

就意味着奉献与牺牲、思念与辛劳。又到一

年建军节，让我们一起聆听三位军嫂为爱坚

守的故事。

刘美茹：
你守护“大家”，我守护“小家”
当军嫂是怎样一种体验？

“学会等待、学会坚强、学会成长。”今年

38岁的刘美茹快人快语，“当军嫂可不是轻松

的事儿，这个称呼听着挺美，背后却有太多的

辛苦，但我从不后悔嫁给军人！”

刘美茹的丈夫冯肖在新疆喀什某部服

役，两人相识于校园，大学毕业后相恋。正当

他们计划结婚时，刘美茹身边的亲朋好友却

劝她，“嫁给军人聚少离多，将来会吃不少苦”。

但在刘美茹心里，“嫁给他心里踏实”。

2012年的一天，刘美茹如愿成了军嫂。

婚后分隔两地，刘美茹与丈夫见面次数屈指可数。“他单位

管理严格，加上工作繁忙，即使他有空，我也舍不得他来回奔

波。”为了不耽搁丈夫工作，每次丈夫休假，刘美茹就前去看望。

一摞“红票根”，成了她往返两地最好见证。

2015年，刘美茹怀孕，为照顾孩子她辞去了工作。“生老大

的时候，虽然丈夫不在身边，但有家人陪伴，我很知足。”刘美茹

说，最艰难的是2020年生小女儿时，因为疫情影响，家人不能陪

在身边，自己既要喂养刚出生的小女儿，还要照看年幼的大女

儿，就这样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女汉子”。

刘美茹患有桥本甲状腺炎，在怀小女儿时每个月都要去做

检查，但当时没人帮忙照看大女儿，她就强撑着一直没去医院，

导致耽搁了病情。

“虽然结婚前我就做好了独自生活的准备，但还是没想到军

婚所要面临的问题远不止想得这么简单。”刘美茹说，联系不上丈

夫、消息不回、电话接通没说几句就挂掉都已经成了常事，由于双

方父母身体都不好，照顾孩子的重任就压在了自己身上。

作为全职妈妈，吃不上热乎饭、睡不上安稳觉，一手抱娃一

手做菜，这几乎是刘美茹生活的常态。

“有时候真想给他打电话诉诉苦，但我知道自己不能这样

做。”刘美茹说，作为军嫂，更应该理解和支持军人。

在刘美茹的支持下，冯肖从军15年来，因工作表现突出，多

次获得“四有”优秀军官、三等功奖章、优秀基层干部等荣誉。

“他守护‘大家’，我守护‘小家’；他把青春献给国家，我就把

青春献给我们的小家。”看着身边嬉戏的女儿，刘美茹一脸幸福。

郝嘉乐：约定好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

“最近是汛期，周末仍要安排人值班”“书记，我来吧”……

7月26日上午，在西安市新城区解放门街道卫民社区，社区党委

副书记郝嘉乐主动请缨加班。

今年27岁的郝嘉乐的另一个身份是军嫂，丈夫在空军某部

工作。2022年6月结婚以来，两人聚少离多，但她从来没抱怨过。

“从我决定嫁给他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自己，要习惯一个人

生活。”郝嘉乐说，社区工作宛如一团散乱缠绕的毛线，结与结之

间互相牵扯，但她一直用军人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鞭策自己，

全心全意为群众做好服务工作。

卫民社区共有 33个小区院落，其中多数为老旧小区。自

2021年到社区工作以来，郝嘉乐坚持入户走访，倾听群众诉求，

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情况。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但无论再苦再累，郝嘉乐都会抽空去

看望公公婆婆，为的是让丈夫在部队安心。她常对丈夫说：“家

中的事你不用操心，一切都有我呢，我能照顾好家里！”正是她的

默默付出，丈夫才得以在部队安心工作，并多次受到单位表彰。

2023年丈夫休假回家，郝嘉乐看着丈夫满手老茧心疼不

已。为了不让彼此担心，郝嘉乐跟丈夫约定，都要在各自岗位

上发光发热。

2022年疫情期间，郝嘉乐每天忙到很晚，疲惫不堪的她多

少次想跟丈夫倾诉，但她知道这个电话不能打。

习惯了独自坚强，郝嘉乐把思念化作工作动力。作为一名

社区工作者，她贴心对待社区居民的事，赢得了群众好评。

高歌：家庭就是我的“战场”

“风景如画”，这是高歌对新疆不变的印象。7月8日，两个

儿子期末考试结束，高歌提早申请了探亲假，三人马不停蹄奔

向新疆乌鲁木齐。

“要去见爸爸喽！”孩子们兴奋的声音回荡在开往新疆的列

车上。

丈夫华松是高歌的中学同学，2007年被分配到新疆阿克苏

地区阿拉尔市某部，如今在乌鲁木齐武警某院校任教。大学期

间，刚考上军校的华松常因训练艰辛给高歌打电话，就这样日

久生情，2010年终于喜结良缘。

“军嫂”二字对于高歌，是一次次从现实生活中得到的感悟。

2011年5月，大儿子呱呱坠地。华松结束任务赶到医院时，

儿子已被送进新生儿科，一周后才得以相见。孩子满月后，华

松又匆匆返回驻地，近一年时间未归家，等再见面时，儿子已在

蹒跚学步。

“家庭就是我的‘战场’！”2017年 1月，小儿子降生后，高

歌在工作之余还肩负起照料 4位长辈的重任。准备早饭、送

孩子上学、辅导功课……因为疲倦，高歌时常将儿子们的课

本搞混。

2022年疫情期间母亲生病，高歌一边坚守岗位，一边穿梭

于医院与家之间，短短半个月，整个人消瘦许多，眼中写满疲惫。

“单位领导都知道我的情况，平日里十分照顾，家里有事情

都会适当通融。”高歌告诉记者，有时也会因为家事和工作与丈

夫生气，可冷静下来，想到丈夫“舍小家、为大家”的不易，便又释

然了。“毕竟，这份牺牲与奉献，是作为一名军属必须承担的。”

为了减轻妻子压力，弥补无法陪伴儿子成长的遗憾，华松

经常利用晚上休息时间通过手机“云管娃”，每逢休假回来，还主

动包揽所有家务。“只要他回来，我就像是放假了。”高歌笑着说。

如今，高歌已习惯了两地分居生活。她深知，丈夫坚守边

疆是为了更多家庭的幸福。每每想到这些，高歌就会心生自

豪。“他胸前满满的军功章，有一半是我的。”

——西安市多措并举扩大社会化拥军“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