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4月6日讯 4 月 6 日，青岛市
军休服务中心与青岛理工大学开展红
色宣讲共建合作，并签署共建协议。双
方将在未来的共建中实现资源互通、优
势共享。市军休服务中心将充分发挥

“军”字优势，定期派军休干部志愿宣讲
团成员走进学校进行宣讲，在全校范围
内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凝聚
红色合力。共建合作签约仪式结束
后，军休干部刘长敏面向学校百余名
学生进行了以“致敬英雄”为主题的红
色宣讲。

军休干部进校园

签约仪式上，青岛理工大学聘请军
休干部志愿宣讲团 21 名成员为学校红
色教育校外辅导员，并为军休干部代表
刘长敏颁发了聘书。

青岛理工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武
装部部长焦红良表示，一直以来，学校高

度重视国防教育工作，以军事理论课和
军训为基础，不断扩大爱国主义教育形
式，军休干部志愿宣讲团扩大了学校国
防教育的教学主体，宣讲团成员以老党
员、老英雄的独特视角讲战斗经历、讲
革命历史、讲国防知识，发挥军休干部

“活教材”作用，为学校国防教育赋予新
的内涵和活力，用英雄文化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

为了充分发挥军休干部的红色资源
优势，今年以来，市军休服务中心不断为
军休干部搭建平台，积极链接社会资源，
先后组织多场军休干部进校园、进部队
红色宣讲活动。

市军休服务中心副主任秦咏梅表
示，军休干部志愿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

军旅经历，更能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英雄的故事。希望通过双方的结对
共建，在全校营造关爱老兵、崇尚英雄、
铭记历史的浓厚红色文化氛围。

传递“红色”接力棒

签约仪式结束后，军休干部刘长敏
为学生们进行了“致敬英雄”主题宣
讲。作为海军原某部政委，刘长敏曾多
次随舰艇编队赴太平洋、印度洋执行远
航训练和出访任务，被表彰为海军“优
等师职指挥员”，荣立三等功一次，荣获

“国防服役”金质奖章。退休后，他仍积
极发挥余热，先后40余次进社区、进机
关、进学校宣讲国防与海军知识，宣扬

爱国主义精神。
在“致敬英雄”主题宣讲中，刘长敏结

合自身从军经历，向学生们介绍了海军三
大舰队、五大兵种，还讲述了战争年代及
和平年代的英雄。尤其在讲到“人民楷
模”朱彦夫的“极限人生”时，在场的大学
生热泪盈眶。“希望大家永远做自己人生
的英雄。”刘长敏说。

“这种沉浸式的课堂太震撼了，通过
听宣讲，我真切地感受到基层官兵最可
敬、青年战士最可爱。更加坚定了我携笔
从戎，投身国防的决心。”青岛理工大学机
械与汽车工程学院车辆工程 2021 级 1 班
汤纪第说。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
员 游潇）

差一点成为钱伟长的学生

王连绅老人身高1.8米，虽已是耄耋
之年但精神矍铄，举手投足间尽显军人
豪迈气质。记者拜访王连绅老人时，他
刚在军休中心挥毫写下“长城”两个大
字，字体苍劲洒脱，一旁的众多书法爱好
者连连称赞。

“当年，我差点成为钱伟长的学生。”
王连绅老人笑呵呵地说。一段令人敬佩
的传奇往事，伴随着他的讲述随之呈现。

王连绅在胶南一中上学期间，每次
考试所有科目都能拿到5分，也是当时
的最高分。至今，在胶南一中的杰出校
友名录中，还有关于王连绅的照片和简
介。“按照现在的说法，我是一名‘学
霸’。从家里到学校有3里地，我就在上
学的路上背大段古文、英文单词和课
文。那时候，晚上学习还是用煤油灯，我
的鼻子经常被熏黑。”王连绅说。

1961年，在高考前王连绅拿到了清
华大学数学力学专业的保送生资格，可
是他却选择了海军航空大学。“1961年6
月份，学校组织体检，经过体检和政审，
最后选中了3个人，其中就有我。”王连
绅老人自豪地说，他被海军航空大学选
上了。“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一心只想报
效国家，在家人的支持下，我最终选择了
去军校上学。我也成为家里第一个参军
的人。”王连绅说。

时隔多年后，原清华大学数学力学
专家钱伟长到海军某基地视察时，接见
了王连绅，“当年我差点到清华大学成为
您的学生，后来我来到军校学习。”王连
绅向钱伟长汇报说，钱伟长鼓励他在自
己热爱的事业上继续前行。

他要为国铸“倚天长剑”

王连绅当时学习的是发动机专业，
这是当时国家急需的尖刀专业，他所在
的是工程师班。“为了能够熟练地掌握
专业技能，我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

除了专业课程，王连绅还喜欢文学、
体育，在大学里他学到了本领，练就了健
康的体魄，这也为他后来在多种极端条
件下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年参军

时，我一米八的大个子，体重才94斤，在
军校里经过高强度学习和体能训练，学
校的伙食也不错，我体重增加到120斤，
回家后，连老娘都不敢认我了。”王连绅
笑着说。

“为了打造我们国家的‘倚天长剑’，
大批知识青年响应祖国号召加入到了研
发大军，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这是我一
生的荣耀。”谈及此事，王连绅老人语调一
顿，沉浸在对往昔的追忆中。

作为专业人才，王连绅先后被任命
为某部参谋长、部队长、总工程师，全程
负责国家某项重大技术测试工作。从
此，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为
了掌握一手资料，他走遍了与该项技术
研发有关的科研院所和生产厂家。“还记
得去一个工厂，出发前厂方要求我们带

着猪板油去，等我们过去才发现那里的
条件异常艰苦，荒无人烟，设计人员住的
是土坯房，吃的是窝窝头和猪板油炒的
咸菜，所谓的工厂就是一个简陋的车间，
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相当艰苦。”

长年的奔波、艰苦的生活条件和不
规律的作息，让王连绅的体重降到了
100 斤，但他始终精神饱满，“当时我们
没有资料和经验，也不可能向其他国家
学习，只能自力更生，只能艰苦奋斗，我
们必须快马加鞭，掉点肉算什么，就算是
流血牺牲，我也在所不惜。”王连绅说。

试验成功他泪流满面

担负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在参与
国家重大技术研制的17年中，王连绅没

有向身边任何人讲述自己的工作情况。“作
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就要舍身为国，这
是军人的血性，更是天职。”

“担任要职的那些年，我常年不能回
家，但我只能舍小家顾大家，这是我亏欠他
们的地方。”王连绅老人说。自古忠孝两难
全，一寸丹心图报国。王连绅和战友们终
于见证了试验成功的那一刻：我们国家有
了自己的“倚天长剑”。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那一刻，王连绅吟唱着苏轼的《江城子·密
州出猎》，那一刻，17 年来的所有艰苦和
努力，化成一行行热泪流淌在他的脸上。

“那一刻，我知道这一辈子没白活，值了。”
王连绅说到此处格外激动。“历尽千帆过
境，归来仍是少年。”这样的豪气和胆气让
人敬佩。

在王连绅的带领下，某部顺利完成了
试验后续工作，为装备部队提供了前提条
件。王连绅也因此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国家给他颁发了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退休归来热心公益事业

王连绅老人多才多艺，在上初三时就
曾经在青岛《海鸥》杂志上发表过诗歌。工
作之余他笔耕不辍，虽然学习的是理科，但
他的文学素养极高，经典名句张口即来。
有一次到西安灞桥，他随口吟出了李白写
的“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让在场的
西安朋友纷纷称赞。如今他是青岛市军休
服务中心的“才子”，不光是书法造诣炉火纯
青，他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科普小文章。

在保家卫国43年后，王连绅退休回到
青岛，脱下军装奉献社会。他热心公益事
业，在志愿服务的岗位上经常见到他的身
影，在这里再展军人风采。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的国
家越来越强盛，我们的军队越来越强大，回
想起当年的从军经历，我备感自豪。作为
一名军休干部，我将继续发扬人民军队的
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各项志愿服务活动。
我入党54年，我将牢记党员身份坚定理想
信念，退休不褪色，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增光添彩，发挥余热。”王连绅说。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游潇 刘朋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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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铸“剑”是一生荣耀
青岛军休干部王连绅保家卫国43年 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

他，当年胶
南 一 中 的“ 学
霸”级人物，20
岁那年奔赴军
营；他，走遍大
漠湖海，历经17
年为国铸“剑”；
他，一身戎装，
43 年无怨无悔
传佳话。近日，
早报记者走进
青岛市军休服
务中心，采访了
82 岁的军休干
部王连绅，倾听
了老人的红色
故事。

发挥“军”字优势 搭建育人平台
市军休服务中心携手青岛理工大学开展红色宣讲结对共建活动

王连绅展示他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