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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讯

“兵母子”结对 27载 薪火相传谱新篇

大熔炉里锤炼出赤诚本色
———记退役老兵、共产党员陈品兴的事迹

王为人肯定天山非改工作

本报讯 7 月 8日上午，区委书记
王为人、副书记陈华文来天山调研非
成套房改造工作，在非改工作专班召
开工作推进会。区委办、区司法局、区
规划资源局、区房管局、天山路街道和
新长宁集团负责同志参加调研。王为
人一行先后到联建新村（仙霞路 15
弄）和古北路 363 弄实地调研非成套
改造实施情况。截至 6月 29日，天山
路街道列入改造的 92 幢房屋中，90
幢房屋已完成群众签约工作，已竣工
15幢，正在施工 49幢。
王为人一行听取天山路街道非成

套房屋改造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后，充分
肯定了非改工作的推进成效，认为结果
实属不易，成绩振奋人心。希望工作专
班和天山路街道继续保持充足干劲，再
接再励，把为民实事工程做得更好。

（街道党政办）

本报讯（特约记者 姚志康） “八一”当
天下午，由天山路街道主办的“军民心连心、
共筑强军梦”———庆祝建军 92 周年文艺汇
演暨“兵母子”结对仪式，在上海武警总队执
勤一支队执勤一大队营区举行。仪式上，又有
6 位武警战士与 6 位社区妈妈结为 “兵母
子”。至此，始于 1993 年天山路街道仙霞居
民区的双拥特色活动“兵母子”共计结对
131 对。
时光穿越回 1993年，武警天山消防中队

属地天山路街道娄山居委会（后改为仙霞居
委会）在街道的扶持下，开创了一项名为“兵
妈妈在我身边”的双拥共建活动，让远离家乡
的年轻战士感受第二故乡的母爱亲情。这一
创意源自民间“认干亲”的习俗，但赋予全新
的内涵，体现出新时期“军民鱼水情”和地方
支持驻军（警）建设的一种路径方式。初始的
“兵妈妈”由仙霞居委干部担当，“兵儿子”

则是每年入伍来到天山消防中队的新兵。随
着这项双拥活动的持续开展，“兵妈妈”逐渐
扩充到其他居委干部、街道事业干部、教师、
企业负责人等成分。2019年新增的 6位“兵
妈妈”就体现这一“扩充”，其中一位是友谊
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一位是社区党建服务
中心的干部，一位是某投资公司的行政部经

理，一位是上海银行天山路支行的行长，还有
两位则来自“兵妈妈”发源地仙霞居委会，也
是居委干部。这 6位“兵妈妈”平均年龄不到
50岁。
在原武警天山消防中队退出现役之前的

25 年间，逢年遇节，兵妈妈们总会带上精心
准备的礼物，或是亲手编织的毛衣来到中队，
探望兵儿子。“兵母子”一起包元宵，一起包
粽子；一起学烹饪，一起演节目。更多的是敞
开心扉的交流。妈妈们还会把聊天中了解到
的情况反馈给中队党支部，发挥了编外“指导
员”的作用。帮助兵儿子们克服成长道路上的
一个个“障碍”，使之茁壮成长。兵妈妈们还
利用各自的资源，将健康讲座、法律咨询、就
业创业、文化体育等活动送入军营。这一“部
队、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士兵培育模式，得
到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天山消防中队因此
连续十年荣膺“全国青年文明号”。天山路街

道也因此荣获“双拥模范街道”八连冠，成为
天山社区乃至长宁区双拥工作的一张亮丽的
名片。
25 年间，天山路街道与天山消防中队结

下 122对“兵母子”。其中，19名战士被评为
优秀共青团员，36人入党，36人晋升班长，17
人考上军校，30人次荣立三等功，3人被评为
上海市公安系统“新长征突击手”。兵儿子们
以优异的成绩报答了兵妈妈们的母爱情深，
回报了党和军队的悉心培育。
随着消防部队退出现役的改革，由天山

路街道和消防天山中队共同点燃的 “兵母
子”双拥薪火，自 2018 年起，由驻区武警基
层部队接棒。警地双方一致看好“兵母子”这
一双拥特色活动，并表示将不断赋予新的时
代内涵。

□特约记者 姚志康

今年春节过后， 记者采访了友谊居民区
新联大楼业委会主任陈品兴， 那次采访是报
道新联大楼如何由乱到治，变成“美丽楼道”
的过程。

前不久，获悉老陈荣登“长宁区社区治理
能人榜单”，想着老陈名片上的“厂长”“党总
支书记”“总经理”的一串头衔，以及有过军旅
生涯的经历，“八一”前夕，记者二度采访陈品
兴， 旨在了解一个老兵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故
事———

海军技术兵年年评“五好”

1964年 9月，17 岁的初中毕业生陈品兴
被海军军械学校录取，穿上军装，告别父母，来
到南京挹江门外的军校从戎。原本两年学期，
因抗美援越的战事需要，提前一年结业，派驻
海南岛，加入南海舰队的海军装备检修队。当
时检修队的任务帮助越南人民军修理鱼雷、水
雷等武器装备。海军有句行话：船上一个，岸上
三个。意思是海军后勤保障任务之繁重。装备
检修队的驻地在海口，隶属南海舰队海口水警
区。老陈动手能力强，源自他年轻时在海军检
修所学得的一手好技术，堪称“童子功”。
其间，他参与了海军 384 装备仓库的建

设，仓库选址五指山深处。没有路先筑路，没
有营房自己建。仓库所在地连个地名都没有，
战士们起了个“十六公里半”的地名，就是从
营区外出到达搭上长途班车的公路有 16.5
公里路。热带丛林的气候，让来自江南和北方
的官兵们吃够了苦头，虫叮蚊咬、疟疾、腹泻、
皮肤病轮番折磨着指战员。一茶缸开水能沉
淀出缸底厚厚一层水垢，一条白毛巾三天后
变成黄毛巾。来自上海的战士陈品兴不比来
自农村的战士表现差，年年被评为“五好战
士”（当时部队的创优争先名为“四好连队、
五好战士”），连续三年受到嘉奖，还被评为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被抽调去南
海舰队各基层单位作讲用报告。
让记者萌生疑问的是，这么优秀的战士，

为何没在部队入党，而是退役回到地方五年
后才解决。老陈道出原委：“当时，部队也受到
‘文革’影响，一度组织发展停滞，所服役的
装备仓库党支部都没成立”。

能力素质强备受组织器重

回到地方后的陈品兴方知部队对他不
薄。他，一个非党退役战士的档案材料竟然直
接送达市纺织工业局组织处，由组织处安排
他的工作。局组织处将工作介绍信开至第一
织布公司的组织科。就这样，非党员的小陈同
志竟然在公司组织科工作了近四年。1973
年，他下到基层，担任色织四厂的工会主席，
那年他才26岁。1974 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加
入了向往已久的党组织。
老陈回顾，自己年纪轻轻就得到各级组

织的器重，一个重要原因是，时值“文革”动
乱，企业干部难免不受当时“派性”影响，而他
却是一个和“派性”毫无瓜葛的“空降兵”，而
且在部队表现又出色，自然备受地方领导的器
重。1978年，他调任古北路上的色织整理二厂
（行业中老大，3000职工的中型企业），先任
宣传科长，后任设备科长。1988年，调任市委
研究室企业处任主任科员；1989 年调任纺织
工业局组织处，负责基层党组织整顿。1991年
调任色织三厂，先任书记后任厂长。

记者对老陈的工作经历颇有“突兀感”。
老陈告知，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约
十年时间里，他被公司或局里七次“点将”，
抽调进“调查组”或“工作组”，进驻一些班
子有问题的厂子，帮助建立新班子，恢复生产
秩序。因此，他被上级领导戏称为“消防队
员”。这种“消防队员”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
既要政治意识强，又要懂业务，更要会做群众
工作，还得动笔杆子，老陈文武全才一肩挑。
其间，他有过许多次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去
公司或者局机关工作。喜欢在基层干实事的
老陈不为所动，还是回到“原点”，在基层当
领导。

为职工利益和企业共命运

老陈 1991 年踏进色织三厂大门，注定其
下半辈子要和这家厂子绑在一起。1995年 11
月，市国资委通过市经委瞄上了色织三厂。那
一年，上海要在企业所有制改革上探索路径，
也就是后来称之为“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
全市工业系统选中四家厂，色织三厂占其一。
为了搞好这次试点，局里为老陈考虑得很周
全，可谓：能进能退。进，跟随厂子一起转制，
成为民营厂的厂长；退，改制结束，回到局里，
局里留了贸易处副处长的职位，等待他就任。
在这“进”与“退”两条路外，还有第三条路，

一家熟悉他的合资企业向他伸出橄榄枝，只
要愿意去就任厂长，送一套房，配一辆车，年
薪 10万元（当时的高薪）。
面对这三条路的选择，老陈几乎没犹豫，

选择了“进”。记者问他，你不怕丢弃你已有的
地位利益？要是搞砸了，想回都回不去。老陈反
问记者：“那1500名在职职工和1000名退休
职工有‘进退’吗？谁去考虑？我在，我能替他们
着想，我拍拍屁股走人，这 2500 名职工谁管？
要知道，当时社会保障体系还没建立吶！”
老陈的一番话如鼓槌敲击着记者的心

房，咚咚作响。老陈的高风亮节，感动了市里
方方面面的领导，也感动了出资方。出资方委
任他继续担任色织三厂的法人代表。色织三
厂平稳过渡了体制改革这一关。
1999 年，全市纺织业全面退出上海产业

序列，谓之“砸锭停产”，色织三厂在所难免。
有些想不通的职工写人民来信告状，说陈品
兴出卖了国资，出卖了职工利益。有关方面找
到这些信访职工，告诉他们，陈厂长为了你
们，放弃捧“铁饭碗”的机会，和大家共命运，
是一个难得的好厂长。这些职工事后向老陈
表示歉意。老陈哈哈一笑：“理解万岁！”

（下转 2 版）

22001188年深秋，，赴英国度假
11996644年 1122 月，， 陈品兴在南京
海军军械学校留影，，时年 1177岁2018年深秋，赴英国度假
1964年 12 月， 陈品兴在南京
海军军械学校留影，时年 1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