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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一个人写的信，
这是所有抗美援朝老兵的心声！”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重庆云阳籍抗美援朝伤残军人涂伯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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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重庆电力启动北斗卫星应用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10月 26日，由国网重庆信通公

司负责建设的国网重庆电力北斗卫
星应用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建设正式
启动。该项目将深化北斗各项技术
在重庆电网各领域的应用，全面提升
重庆电网自动化、信息化水平，提高
电力系统应用的安全性、可靠性，提
升重庆电网应对灾情的预警预报、抗
灾抢险能力。

快速定位、短报文通信和精密授时
是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三大特色
功能，可以为全球能源互联网、智能电

网建设提供卫星导航、定位、精确授时
和短报文通信服务等基础技术支撑。

在项目建设中，该公司以党建为引
领，以红岩（信通）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
为核心，组织精兵强将开展项目建设。
该平台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功能为基
础，结合电力部门具体业务需求，主要
为电网调度、无人机巡检杆塔、输电线
路安全在线监测、基建现场安全管控提
供智能化精准时空服务支撑。

该平台建成后，北斗系统高精度
授时功能对电力系统中调度自动化系

统等自动化设备，进行精准授时便于
电网故障的分析、定位，从根源上减少
故障隐患重复发生概率。

该平台还为输配电巡检人员安上
了“千里眼”，一旦地质灾害发生，无需
人员抵达现场，即能了解变电站、输电
铁塔等电网设施情况。同时，在无公
网区域作业时，电力职工只需携带微
型短报文通信终端，即可将现场情况
和位置信息等发送至后方，为巡视巡
检带来极大便利。

杨渝海 陈露

行风监督员明察暗访 提升供电服务水平
10月26日，沙坪坝区青木关镇4

名行风监督员正式“走马上任”，采取
听、查、看、问、访等方式，对青木关片
区供电营业厅的环境、员工形象、服
务质量等方面进行明察暗访，全方
位、全动态评测供电服务。

今年以来，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
司结合当前供电服务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加强行风建设
和优质服务工作，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问题，建立健全监督机制，通

过聘请社会人士担任行风监督员，不
断完善社会行风监督网络，切实发挥
电力部门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地
方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该公司
始终以党建为引领，聚焦客户需求，
主动作为，转变服务态度，提升服务
品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全力推进
电网建设，不断提高供电质量，以外
监督，促内提升，进一步优化供电营
商环境，持续提升我市“获得电力”水
平。

在此次暗访过程中，行风监督员

对该公司推行的“三零”服务表示充
分肯定，对该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主动服务经济发展、服务民生给
予高度评价。他们表示，今年遭遇新
冠肺炎疫情，随之而后又是企业复工
复产，电力部门在这个特殊时期始终
坚持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
主动对接，超前服务，全力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彰显了国家电网的责任与
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电业为
人民”的服务宗旨，为地方经济发展
贡献了力量。 韩薇 陈德为

□本报记者 陈波

六页纸、千言信，重庆云阳籍89岁抗美援
朝一级伤残军人涂伯毅代表全体伤残军人，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表
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本色，继续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的决心。

不足半月，习近平总书记热情回信，深深
鼓舞和振奋了一众老兵。

一封写给总书记的信

据新华社10月21日报道，在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
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往直前，浴血奋战，
为保家卫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志愿军将士
及英雄模范们的功绩，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
记。

10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赶赴四川省革
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实地采访给总书记写信的
具体执笔人、抗美援朝一级伤残军人、89岁的
重庆云阳籍志愿军战士涂伯毅。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始建于
1951年，先后集中供养了2800多名伤残军
人，其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约 2200 人。
2019年，该院被表彰为“全国退役军人工作
模范单位”。

“这不是我一个人写的信，这是所有抗美
援朝老兵的心声！”谈及收到总书记回信一
事，涂伯毅仍旧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与鼓舞之
中。

“为啥子要写这封信？你听我慢慢摆！”
70年过去了，这位重庆云阳籍的英雄老兵，仍
旧是一口地道的重庆话，高亢洪亮的嗓音中，
还带有重庆人特有的那股子火辣味。

原来，今年9月底的一天，涂伯毅在和
休养院的战友闲聊时，聊到即将到来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
家很希望能够向总书记写一封信，汇报工作
和生活情况，表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
本色，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
瓦的决心。

因涂伯毅长期坚持练习书法，于是就由他
代表全体伤残军人，亲手执笔，然后综合全体
战友的心声，给总书记写信。

“我一笔一划，以楷书写的信，写了一个下
午。”涂伯毅表示，写信时一直满怀激动。

“打仗亲兄弟，说的就是我们”

“只有从战场上的血与火中一步步走过来
的老兵，才更清楚新时代的和平幸福多么来之
不易。”涂伯毅说，这正是他们写这封信的初衷
和根本。

不忘旧社会的艰难，才会懂得新时代的幸
福；牢记战争的残酷，才会珍惜和平的美好。
老兵涂伯毅以他的一生，诠释着英雄在战争时
期与和平时期应有的表现。

1931年，涂伯毅出生在重庆云阳县双江
镇稻场村一个普通农户家中。

涂伯毅是家中长子，此后三个弟弟和两个
妹妹陆续出世，他们在带给家人快乐的同时也
令那个本不殷实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时局更加
动荡。当抗战最激烈的时候，日寇的飞机经常
飞临云阳县轰炸。

当年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正在读小学的涂
伯毅不得不从当时的双江镇转到黄石乡临时
读书。

“即便这样，日寇飞机还是经常来轰炸。
为躲避轰炸，老师就带着我们这些小学生躲到
树林子里去。”即便已是89岁高龄，涂伯毅说
起“日寇”二字时，依旧咬牙切齿。

就是在那些躲避日机轰炸的日子里，当时
不足10岁的涂伯毅看到了至今难以忘怀的震
撼一幕。

“有一天，日机来轰炸，我们又躲进附近树
林，我们的老师居然提了一块黑板，找了个树
枝挂上，然后随手捡起一根树枝条当教棍，就
继续给我们讲课！”回忆至此，涂伯毅音量再度
提高，显示出他内心难抑的激动。

那一幕，在年幼的涂伯毅心中刻下两道深
深的印记：一是日军的残酷，二是老师的临危
不乱和对日军的不屑。

1949年，涂伯毅18岁。
那一年年底的一天，突然有乡邻高喊“解

放军来了”。
“我当时就想解开一个谜，解放军到底是

不是‘棒老虎’？”涂伯毅所说的“棒老虎”，在旧
社会指的是土匪。

他跑到云阳街头，看到了一支军容整齐、
秋毫无犯的队伍，也看到了一片载歌载舞的欢
乐景象。

“我要参加解放军！”被深深震撼的涂伯
毅，当时就暗暗下了决心。

参军那天，涂伯毅只把这件事告诉了母
亲，后来二弟涂伯华也知道了，偷偷为他送
行。

涂伯毅的参军之举，让涂伯华也怦然心
动，当场决定跟大哥一起参加解放军。

“打仗亲兄弟，说的就是我们！”涂伯毅对
这样的结果充满自豪。

面对重庆日报记者“如果再选择一次，当
年还会不会参军”的问题，这位老兵的眼中没
有流露出丝毫犹豫的神情：“再选一百次，我还
是会去朝鲜打美国佬！绝不拉稀摆带！”

凝固汽油弹轰炸下的幸存老兵

抗美援朝，对和平年代的中国人而言，也
许只是一个历史事件；但对涂伯毅和他的战友
们而言，那是他们创造的辉煌历史。

所有看到过涂伯毅面孔的人，第一反应或
许是受惊；但当知道他的事迹后，所有人的反
应就只剩下肃然起敬。

1950年，19岁的涂伯毅和战友一起，高唱
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歌》，跨入异国他乡开始一场接
一场的血战。

“你问我怕不怕？重庆人，雄起！”涂伯毅
极具重庆方言特色的一句“言子”，为重庆日报
记者拉开了那场震惊世界的战争图景。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第三
次战役、第四次战役，尽管战争残酷，涂伯毅却
一直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只要真刀真枪跟美国兵干过仗，你就晓
得，根本不用怕他们！”涂伯毅一拳砸在茶几
上，一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炮火连天的异国战
场。

1951年，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打响，涂伯
毅奉命在汉江北岸一带的山沟里潜伏。当时
他与谢洪钧、谢尚文两位战友一道组成战斗小
组，潜伏在一个叫文福里的山村旁一处山坡草
丛中。

1951年2月14日下午3时许，美军俯冲
轰炸机来袭。因为志愿军缺乏防空手段，美军
轰炸机飞得极低，涂伯毅甚至可以看到机窗和
机身上的英文字母。

因敌机飞得低，涂伯毅眼睁睁地看着敌机
肆意投弹。他下意识以标准战术动作，寻找掩
蔽点卧倒。

“结果没听到爆炸声，只听到一声沉闷的
‘扑哧’声，我当时心头一惊，就晓得要遭！”已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经历了一年多高强度战斗
的涂伯毅，早已经验十足。

他的判断很快得到证实，美军投下的不是
普通航空炸弹，而是被称为“小型原子弹”的凝
固汽油弹。

“当时四面都是火，已经分不清任何东西
了，可能石头都在燃烧吧。”涂伯毅的讲述开始
低沉下来。

那时，涂伯毅不仅身上着火，连呼吸的每
一口空气仿佛都被火焰“烤焦”了。在难以承
受的超高温下，他靠着战场中练就的坚韧毅
力，靠着最初的记忆，避开左边的悬崖，凭直觉
冲向了右边的火海。

万幸的是，火海之中，他看到了一处小石
洞，便迅速冲了进去。然后就地打滚、撕扯身
上的衣服……涂伯毅当时经历了什么，他自己
都无法准确地描述，只是每一句话都带着颤
抖。

在扑灭身上大火，神志略略清醒一点后，
涂伯毅感受到无法忍受的疼痛从身上每一个
毛孔向外渗透。尽管彼时的他全身被大火烧
得已没剩下几个毛孔了。

当天晚上7点左右，夜幕降临，担架队上
来，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涂伯毅。

那一次，三人战斗小组中的谢尚文牺牲，
涂伯毅和谢洪钧因严重烧伤，被迅速转往战地
医院。

此后，涂伯毅转往国内治疗。至于治疗过
程，涂伯毅向重庆日报记者摆了摆手，淡淡地
说：“八次大手术，捡回一条命。”

说到抗美援朝战争最后的结果，涂伯毅却
很自豪：“当年麦克阿瑟夸下海口，他们想回去
好好过个圣诞节，结果证明他们是做梦！”

“我是替我的战友们领奖”

回国治疗的日子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
让涂伯毅照镜子，并且收走了病房里的镜子，
甚至连能照出人影的反光物体也全部收走。

一年之后，涂伯毅才瞅准一个空当，跑出
医院找到一个水塘，看到了自己的模样：双眼
眼皮全无，眼睛凸出在外；脸上已完全失去皮
肤；鼻子也基本不存在……

“你看我现在的样子吓人吧？告诉你，如
果是那个时候，你肯定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涂伯毅幽幽地自问自答：“因为我自己都不敢

多看自己一眼。”
经过数年的植皮治疗，涂伯毅才有了现在

的面容。“不瞒你说，那几年里，我不敢出门，
不敢跟人见面，甚至不愿跟人说话。”涂伯毅
说，在那段意志消沉的日子里，他就把自己
关起来看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涂伯毅都不
记得看了多少遍。还有《把一切献给党》等一
切可以找到的书，他也翻了好多遍。

“那时我才20岁出头，难道一辈子就像耗
子（方言，老鼠的意思）一样过下去？”渐渐地，
书中主人公展现的精神，战友们的关心，以及
休养院上上下下的关怀，让涂伯毅开始思考活
着的意义。

“我毁容了，残疾了，但是我的心不能残疾
啊！”涂伯毅说。

涂伯毅从主动承担休养院档案管理工作
开始，一步步艰难地回归社会。

当时恰逢休养院组建伤残军人演出队，涂
伯毅先是自学电工和舞台美工，做一些幕后工
作。

当演出队领导第一次试探着让涂伯毅上
台表演时，他连连摆手摇头。但领导一句“你
是我们休养院里，为数不多的四肢健全、双眼
不瞎、耳朵不聋的人……”

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让涂伯毅全身颤栗。
“是啊！我在想些啥子啊？我几乎是休养

院里残疾程度最低的那个人啊！”涂伯毅自我
剖析，就连评为一级伤残军人，也是组织上的
关怀，因为和那些重残甚至牺牲的战友相比，
自己的伤“根本不算啥”。

“我如果因为相貌就担心这、担心那，怎么
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呢？”连续数夜的自
我反省，让涂伯毅甩掉了思想包袱。此后，他
不仅担任了舞蹈表演的主力，还出任合唱队指
挥等一系列在他之前看来“绝对不敢沾边的
事”。

1958年，已小有名气的涂伯毅，随四川省
伤残军人演出队赴北京演出。当年6月1日，
在北京政协礼堂，涂伯毅随队向中央领导进行
汇报演出。

“周总理跟我握手时，还亲切地问我负了
几次伤？他说我现在还能够唱、跳，还能够指
挥，真不错！又问我现在身体怎么样？叮嘱我
好好保重身体。我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来
了。”涂伯毅回忆说。

几十年来，涂伯毅和战友们义务到部队、
学校、企事业单位，为广大官兵、师生和干部职
工作爱国主义教育报告近万场，行程几十万公
里，听众近300万人次。

老兵不忘人民，人民也从未忘记老兵。
涂伯毅先后被评为“成都好人”“四川省最

美老人”“四川省优秀退役军人”和“全国模范
退役军人”，成为伤残军人的一面旗帜。

只要提及获得的这些荣誉，这位89岁的
老兵就会说：“作为抗美援朝的老兵，我是幸运
的！所有的荣誉，都是我替我那些战友们获得
的。”

“我是替我的战友们领奖！”涂伯毅坚定地
说。

涂
伯
毅
珍
藏
着
一
九
五
八
年
在
北
京
政
协
礼
堂
给
中
央
领

导
汇
报
演
出
后
拍
的
照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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