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通新闻·城事 09

2023年3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李维 组版：李志坚 校对：姚翊

爷爷舍身救人立下三等功

走进庵宝村8组曹波家可以看
到，门口的小菜园打理得井井有条，2
层小楼房第一眼看着十分朴素，但走
近一看，悬挂于大门上方的三张“光荣
之家”荣誉牌顿时让人肃然起敬。

今年79岁的曹炳成是曹波的爷
爷，中等个儿，精神矍铄、步履稳健。
得知记者要来采访，他特意换了身旧
式军装，戴了一顶军帽，军人气质犹
存。谈话间，老人从房中取出一张微
微泛黄的纸，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开，一
边向大家讲述往事。

1966年是曹炳成在浙江嵊泗列
岛当兵的第3年。一天，他在外出执
行送信任务时，经过岛上的一个大水
库。“我突然看见水库中有一个孩子在
里面一沉一浮，当即就觉察出不对，这
孩子肯定是溺水了。”曹炳成说，“其实
我自己水性也不是很好，但当时根本
来不及想，马上跳进去救人。”水库的
水很深，曹炳成几乎豁出去半条命才
将孩子救上岸，万幸的是，孩子没事，
但他自己不仅灌了一肚子水，还因高
热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而曹炳成手
里拿的这张纸就是当年自己不顾个人
安危、舍己救人，被部队授予三等功的

“奖励登记表”。

三代参军塑造军人家风

“很高兴我的孙子能为国家作贡
献，延续家里的优良传统。我们家三
代人，有五个当兵人，我、我的儿子、我
的女婿、我的孙子、我的孙女婿都是军
人！”说起这次孙子曹波在部队荣立三
等功，曹炳成难掩心中的喜悦和激动，
他笑着对记者说，“我的女婿也立过三
等功，孙女婿还在部队服役，他们都是
好样的，是整个家族的骄傲。”

在教育下一代这件事上，曹炳成相
信言传身教。对儿子、对孙子，亦是如
此。“所谓军人家风不是刻意营造的，而
是需要一代一代人树立起榜样，让子女
们能感受到做一名军人的荣誉感。”曹炳
成发自肺腑地说道。如今，虽然三代人生
活在不同的地方，即便逢年过节也不能团
聚，特别是在部队工作的曹波，近5年加起
来只回家7天。“说不想念那是假的，但我更
希望孙子尽职尽责，无愧祖国的栽培和人
民的期望。”曹炳成说，“作为一名优秀的
军人，即便是退役后，也要以军人的素质
严格要求自己，不管在任何岗位、任何地
方，都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荣誉不能传承但信念可以

“要有军人的‘表’，更要有军人的
‘里’……”每每和远在北京当兵的孙子
曹波通电话，曹炳成都会叮嘱他几句，

“好好干，思想不能松懈。”面对一桌子三
代人积累的奖状、荣誉证书，曹炳成轻轻
拂拭，十分平静地说：“荣誉不能继承，但
信念可以。”

当年高考分数出来后，曹波曾一度
犹豫过。在电话中，曹波告诉记者：“当
时记得超过一本分数线不少，所以有过
一番思想斗争，觉得选择自己喜欢的专
业，学好知识，一样可以服务社会。但就
像我爷爷说的，来自军人家庭从小的耳
濡目染，看见长辈们穿着军装的帅气照
片，最终让我下定决心，一二三志愿全部
选择了军校。”如今回过头去想，曹波内
心十分感激长辈们身为军人带给他的影
响，“这种感激并不是因为现在我取得的
一点荣誉或成就，而是他们向我展现了
一名军人的责任，让我有勇气‘接下这一
棒’，并且学会了如何更好地把这一种信
念传递给下一代人。”

本报通讯员彭炜峰 徐菲菲
本报记者黄天玲

一家三代五个兵 祖孙从军续荣光

一根报国“接力棒”传了半个多世纪

晚报讯 “立功喜报送到家，军属
光荣又暖心”。昨天，海门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联合区人武部，为四甲镇两名
荣立二等功的军人家庭送去了喜报和
祝福。

家住四甲镇合兴村的周春荣现任
海军某部参谋长，服役期间4次荣立
三等功。2022年度因完成任务成绩
突出，荣立二等功，这是他第3次荣立
个人二等功。同为现役军人的妻子邵
华，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大
学服役，收到喜报时，她激动地表示，
两人将继续扎根部队，为军队添功、为
家乡争彩。

一行人随后来到四甲镇靶场村，
将立功喜报、“二等功臣之家”牌匾及

奖励金、慰问金送到姜晓栋家属手中。
姜晓栋现任第72集团军某旅连长，在
2022年度工作中表现突出，荣立战备训
练二等功。他带领的连队两年来完成实
战化演训活动50余次，分别荣立集体一
等功1次、二等功2次。姜晓栋服役期
间事迹突出，前不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在京参会。“今天来送喜报，我们全家人
都感到很温暖。”姜晓栋的妻子张佳丽
说，作为家属，希望他在部队再接再厉，
做出更多的成绩来，“他保护‘大家’，我
守护‘小家’，做他最坚强的后盾。”

据统计，去年以来，海门籍现役军
人共有4人荣立二等功，44人荣立三
等功。

通讯员张隽 记者何家玉

近日，海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海门区人武部共同
为常乐镇庵宝村现役军人曹波家送去三等功喜报，交谈中
得知，这一大家子三代人，有五人从过军。在场的人纷纷感
慨道：“一家三代五人参军，一根报国的‘接力棒’传了半个
多世纪，变的是时光荏苒，不变的是家国情怀。”

两名海门籍现役军人荣立二等功
一人三次荣立二等功 一人为全国人大代表

晚报讯 21日上午，记者来到崇
川区幸福街道祖望社区，顺着楼梯拾级
而上，来到二楼的韬奋书吧，书香扑面而
来，一棵银杏树模型象征着宋祖望烈士
的精神传承。社区“残疾人之家”成员孟
建兵正利用空余时间帮忙录入新的图书
借阅证数据，“今年增加了300多张图
书证，图书种类也越来越多，家门口就
有这么惬意的阅读环境，很幸福！”

自从韬奋书吧开到了家门口，社
区居民赞不绝口，看书也成了大家闲
暇之余的最大乐趣。近年来，幸福街
道祖望社区通过整合社区资源，不断
推进社区书吧建设，于2021年获评南
通市五星级书吧。韬奋书吧占地200

余平方米，分设图书借阅区、电子阅览
区、小型活动区等多个特色功能区，藏
书5000余册，与崇川区图书馆互联互
通、资源共享。韬奋书吧里还藏着一
个国学社——谦士德汉学塾，每两周
一次的国学课程让孩子们在书香里接
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开设多年来深受
孩子和家长的青睐。

依托韬奋书吧的资源，祖望社区打
造了“银杏树下”红色阅读品牌，将阅读
融入大大小小的活动中，让居民在“银
杏树下”穿越时空，学习红色文化。每
期的乡贤故事会、文化展览、节日主题活
动等，社区都会根据活动主题和参与群
体购入相应的书籍。见习记者卢铖卉

晚报讯 “军山气象台是哪一年
开始发布天气预报的？”“气候对肤色
影响的3个因素？”昨天下午，上海气
象博物馆携手南通气象博物馆以及军
山气象科普园（军山气象台旧址），通
过直播开展世界气象日科普宣传活
动，探秘气象“风云变幻”，直播一小时
内共吸引了近万人在线观看。

“1917年1月1日，军山气象台
正式开始制作和发布天气预报……”

“军山气象台由张謇先生倾力筹建，
也是中国历史上国人自建的第一座气
象台……”从古代气象馆到近代气象
馆，南通气象博物馆馆长刘佳面对镜
头，细心进行气象历史的科普讲解。

“哇，原来是这样！”不少观众在弹幕
中赞叹这样的“直播科普课堂”太有

意思了。
直播中，主持人介绍了今年世界

气象日的主题为“天气气候水，代代向
未来”，刘佳携手上海气象博物馆馆长
赵国新，带领观众在线参观了南通气
象博物馆，观看了军山气象台的介绍
视频，并不时与上海气象博物馆讲解
老师提问互动，内容浅显易懂、生动有
趣，直播间的观众纷纷点赞。

本次活动中南通、上海两地三馆
联动，通过专业人员的讲解、近距离接
触气象观测仪器等形式，一次打卡3
家气象科普场馆，展示了中国气象历
史的精华、气象文化的精髓、气象科学
的精粹，全面呈现中国悠久的气象文
化，给公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气象科
普“大餐”。 见习记者吕雪琦

长三角气象两地三馆线上科普联动

探秘气象“风云变幻”

实现全民阅读零距离

红色韬奋书吧开出“精神之花”

20日，启东市经济开发区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老师、家长的带领下，兴
致勃勃地参观新建成的启东市河长制主题公园。第36届“中国水周”系列
纪念活动在此开展，这也标志着历时一年半筹建的南通市首个河长制主题
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记者唐佳美 通讯员卫慧 朱建 杨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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