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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野营拉练意外，改变了他
的人生轨迹

初见张保华，双眼近乎失明的他正摸索着前

行，一步一挪，走得很慢。瘦削的身材，打理得一

丝不乱的头发，让整个人显得精神又干练……

在庆阳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干净简洁的办公

室里，张保华向我们讲起了他的经历——

听那些故事，更像是听一场震撼人心的报告

会，总是让人热泪盈眶。

“受庆阳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从小喜欢看英雄

人物传记和战斗电影，非常向往部队生活。”1979

年 10 月，年仅 16 岁的张保华参军入伍，从无线电

兵到汽车兵，不论在哪个岗位，他都干得有模有样。

1982 年，一次外训野营拉练，改变了张保华

的一生。

“谁能想到，从那以后我竟然就看不见了。”

回想起意外发生时的情形，张保华沉默良久。

“当时我负责运输部队非常重要的演习弹炮，

特别怕发生意外，就守在车旁寸步不离。”当晚，张

保华和衣躺在车边的草丛里过夜，导致着凉发烧。

第二天，张保华感觉头晕目眩，但“想着是感

冒，挺挺就过去了”。仍然跟随队伍进行拉练。

第三天，发烧到 41 摄氏度，“吃了两片退烧

药，头疼得厉害，眼睛也有些看不清楚。”但张保

华依旧没有向部队报告，为了集体荣誉，他硬着

头皮坚持完成了 6 天的野外拉练。

这时，张保华的视力突然下降至 0.02，只能

模糊地看到一点残影。

“经过专家会诊，确诊是高烧导致的视神经萎

缩，由于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视力已经无法恢

复。”这对于当时仅有19岁的张保华，打击太大了。

“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甚至父母在跟前都

看不清楚，这让父母多伤心啊，在医院疗养的半

年多时间，我心里难过得要命，经常胡思乱想，甚

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部队一直想方设法为我治疗、协调安置单

位，战友也都陪着我、宽慰我，他们的鼓励让我有

了振作起来的勇气和信心。”张保华说。

1983 年 12 月，20 岁的张保华被认定为三级

革命伤残军人，转业回到老家庆阳，开始在市邮

电局工作。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付出
百倍努力

入 职 后 ，张 保 华 没 有 向 单 位 报 告 眼 睛 的

情 况 ，他 被 安 排 到 邮 递 一 线 ，为 农 村 学 校 、农

户投递报纸。

为了做好这份工作，张保华想了很多办法。

看不清投递地址，他就让父亲用毛笔将投递地址

写在桌面一样大的牛皮纸上，一个个核对；不熟

悉线路，他让同批退役的战友带着他一个村一个

村地熟悉……尽管如此，别人一个小时能完成的

工作，张保华要五六个小时才能完成。

“总想着自己能克服困难，但做好真的很难。”

有好几次，在投递途中，张保华连人带车翻

进了沟里。

但倔强的他，从未向任何人说起此事。被问

到脸上的擦伤，他说是不小心摔的。以至于很长

一段时间，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没有发现这

个年轻人的眼睛居然几乎看不见。

直到有一次，张保华又掉进了沟里，脸上腿

上全是伤，邮电局领导翻看他的档案时，才吃惊

地知道他的视力仅有 0.02。

考虑到张保华的实际情况，单位安排他烧锅

炉，但视力依然是他最大的阻碍。

由于看不清锅炉门，张保华的衣服和鞋子经

常被四溅的火星子烧出窟窿，自己也多次被烧伤。

“有时候用铁锨往锅炉里添煤，一不小心就将水温

表打碎了，单位的水温表都被我打碎了好几个。”

此时的张保华想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安全，

而是对单位的愧疚。“连这样简单的工作都做不

好，这是给单位添乱呀！”

领导再次给张保华调整了工作岗位，到门房

当门卫。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他看不清人。

实践中，张保华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工作窍

门。他关闭大门，只留仅能通过一人的小门，凡

是有人来，他就认真看、仔细看，还要详细问清

楚：去哪里、干什么、大概什么时候离开。

张保华还主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工作，打扫

单位的院子。四年多时间里，张保华总是把单位

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局领导看中了这个肯吃苦的小伙子，将他调

到办公室担任通信员。

为了做好这份工作，张保华每天早上 5 点就

摸着楼梯爬上楼，生好炉子，烧好水，打扫卫生，

风雨无阻……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张保华总是千方百计克

服视力残疾带来的困扰，用别人十倍、百倍的努

力去适应新岗位，努力完成好工作任务，从不给

其他人添一点麻烦。

在邮电局工作的 13 年里，虽然大家对他很

满意，但他内心一直有一个执着声音：不能成为

单位的累赘。

于是，张保华做了一个决定——辞职。他婉

拒了亲戚朋友、单位同事的劝说，决定用自己的

双手创造幸福。他说：“我不能再依赖单位，我想

自己去试试。”

创业之路虽然艰难，但他从未放弃

1998 年，张保华辞去邮电局的工作，用房产

证作抵押，贷款 7 万元，凭着当过通信兵和在邮

电局工作的经验，开了一间 70 平方米的通信器

材经营部，准备销售电话机、电线和一些小配件。

但创业之路远比他想象的艰难。

刚开始卖电话时，客户要求试试铃声，但几

乎看不见的他无法演示。客户最简单的要求都

无法满足，让他焦虑得无法入睡。

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基本没在十二点以前

睡过觉，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个人反复摸索，尝

试着将电话与电源连在一起后，一个个试、一个个

听，第二天再将操作方法讲给客户听。他硬是通

过这种笨办法，熟练掌握了各类电话的基本操作。

为了实现自己的很多想法，他雇了两名员

工。“我把思路和想法讲给员工，让他们去执行。”

张保华说。

“没有客户，我就找战友、朋友帮忙找订单、

拉客户。”

创业之路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从没想过放

弃。“眼睛失明我都能挺过来，还有什么能比看不

见更难的呢。”

经过三年的努力与坚持，经营部终于开始盈

利了。慢慢地，张保华还清了贷款，将经营部正

式注册为甘肃讯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此后多年，从电话到手机，从电脑到网络工

程，张保华紧跟社会需要，随时更新产品，公司日

渐发展，员工也从当初的 2 名变成了 40 多名。

“虽然我文化水平不高，但我们公司招聘的员工

都是高学历人才，弥补了我的不足。”

如今，张保华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固定

资产 520 万元、年销售额上千万元的智能化信息

技术企业，有了自主研发软件，获得了专利，被相

关部门认定为“甘肃省科技创新型企业”。

“我因为眼睛看不见，就养成了收听新闻的

习惯，这些年，我每天五点半起床就开始听新闻，

掌握了许多政策和信息，对我的创业很有帮助。”

张保华说，这些年光收音机就听坏了好几台，直

到现在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

帮助别人，是他最快乐的事

有一种人，他们的满足感来自对别人的帮

助，他们的快乐来自别人的快乐。

张保华就是这样的人。多年来，张保华一直

尽自己所能帮助着困难人群。

1996 年，他还在邮电局工作时，从一则报道

中得知庆阳山区有孩子上不起学、买不起学习用

品，这让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决定尽自己的

能力帮帮这些孩子。

“当时我每月有 54 元的伤残抚恤金，一直存

在银行。”他毫不犹豫将积攒了 13 年的 6000 元

抚恤金交给单位，捐给了山区孩子。这笔抚恤金

对当时收入微薄的张保华是一笔“巨款”，尽管家

里人反对，但还是没有拗过张保华。

“抚恤金捐了，政府每月还会发，但是孩子们

上 不 了 学 ，就 一 辈 子 也 走 不 出 大 山 ，耽 误 了 前

程。”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内心明亮。

创业有了收益后，张保华开始帮助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

2008 年，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 10000 元；

2010 年，向庆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残障儿童捐

赠衣物、书包 35 套、捐款 10000 元；2020 年，为

庆阳市 31 名援鄂医护人员每人购买了一台笔记

本电脑……

这些年，张保华的抚恤金也从当初的每月

54 元涨到了每月 6000 多元，他将这笔钱积攒下

来，贴上公司的盈余，全部捐给了当地的贫困学

生和残障人士。

多年来，张保华累计捐款捐物价值达 150 余

万元，在他的帮助下，270 多名贫困学生完成了

学业。

在长期做公益的过程中，张保华深感身单力

薄、力量有限，“如果有更多力量参与进来，公益

事业才能一直做下去。”他想。

庆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建后，发出成立服

务退役军人社会组织的倡议。

一心想做大公益事业的张保华主动请缨，积

极发动企业和优秀退役军人，于 2020 年 5 月成

立了全省首家爱国拥军促进会——庆阳市爱国

拥军促进会，并担任会长。

此后，张保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也更忙了。

促进会没有办公场地，他就四处寻找，最终

自费租下了 400 平方米的场地。

“我们不是机关单位，不需要每个人都有固

定工位。”于是，张保华将促进会办公区改建成了

红色文化展厅、战友书画室和退役军人之家。

为了建好红色展厅，他每天至少要打 50 个

电话，询问谁收藏有红色物件。

他还让儿子开车跑遍山西、陕西、宁夏等地，

历时半年收集历史图片 1300 多幅、实物 300 多

件、军功章 90 余枚，邀请省市党史专家设计布

展，建成了红色展厅。

爱国拥军成就，庆阳红色传奇……展厅分六

部分讲述庆阳红色故事。退役军人一来，就有了

到家的感觉。

如今，庆阳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发展会员单位

80 余家、会员 700 多人，不仅是退役军人的“暖

心之家”，更是“红色之家”。

为保证促进会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开展，张保

华累计投入 40 多万元配备了办公设备，承担了

工作人员工资。

在张保华的带领下，促进会广泛开展拥军

优属政策宣传、国防教育、庆“八一”主题活动

等；组织慰问老红军战士、抗美援朝老兵、身患

重病的退役军人；与困难退役军人结对帮扶，开

展关爱活动。

四年多的时间，促进会依托会员企业帮助

230 余名退役军人实现再就业，扶持 60 余名退

役军人实现自主创业。

心向光明、向阳而行。40 多年来，张保华自

强不息，用残疾的身体为他人撑起了一片天地，

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人生华章。他先后荣获“庆阳

市模范退役军人”“陇原最美退役军人”“全国最

美退役军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誉称号，获

得了退役军人荣誉“大满贯”。

“这些年，我虽然没有挣到多少钱，但我很快

乐，能帮助别人，做一个有用之人，对我来说是很

幸福的事。”张保华的话语真诚且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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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岁，一次部队外训时，张保华的视

力因故下降至 0.02，军旅生涯戛然而止。

眼睛几乎看不见，给他的生活造成

了很大影响，出行、工作，甚至在饭桌前

夹菜都有困难。

命运关闭了天窗，他却点亮了心灯。

四十余年来，无论是在企业工作，还

是自己创业，张保华都凭借惊人的毅力

和 不 懈 的 努 力 ，干 一 行 ，干 好 一 行 。 同

时，他始终热心公益，心系困难群众，将

自己的伤残抚恤金全部捐给贫困山区孩

子；将艰苦创业获得的收益用于帮助困

难群体；成立爱国拥军促进会，帮助 230

余名退役军人实现再就业，被授予“全国

模范退役军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等

诸多荣誉称号。

如今，张保华已年过花甲，视力从当初

的 0.02降到了 0.01，只能靠记忆走路，但他

依然奔波在公司和促进会之间，忙忙碌

碌。他总说：“作为一名退役军人、老党员，

帮助别人，比我自己挣钱更让我开心。”

命运关闭了天窗，你却点亮了心灯。

从此，风一程，雨一程，始终向着光明

前行。无须问路多远，梦多重，你用双脚踏

出的道路已成风景……

这是 2021 年张保华被评为“全国最美

退役军人”时，组委会为他写的颁奖词，也

是他这些年的真实写照。

采访张保华，无时无刻不被他的坚韧

和温暖感动：双目伤残后，他从不怨天尤

人，而是自强乐观、艰苦创业，照亮自己人

生路的同时，也温暖着别人；不论是工作、

还是生活，努力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

给单位、公司和身边人添麻烦，尽最大努力

完成好工作、照顾好家庭。

作 为 一 名 伤 残 军 人 ，本 来 需 要 社 会

更 多 的 关 爱 和 帮 助 ，张 保 华 却 凭 借 自 身

的斗志和顽强的毅力做了很多有意义的

事；作为共产党员，张保华始终牢记党和

人民的培育之恩，常常慷慨解囊，关心照

顾 同 事 、战 友 ，资 助 贫 困 群 众 ，像 火 炬 一

样发光发热。

心中有灯塔，脚下有跬步，前路不迷茫。

张保华说，一路走来，心中总有一盏明

灯，指引着他前行，让他知道什么可为、什

么不可为。

像张保华一样的退役军人还有很多。

近年来，我省各地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模

范退役军人，他们始终保持着退役军人的

初心和本色，在各自的岗位上艰苦奋斗、建

功立业。他们的事迹给人以力量，激励着

更多的人向“光”而行。

记者手记

心有灯塔 路不迷茫
顾丽娟

△ 张 保 华

（后排左二）带

领战友看望慰

问抗美援朝老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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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保 华

获得的各类荣

誉证书。

新 甘 肃·

甘 肃 日 报 记

者 顾丽娟

2021 年，张保华荣获“全国最美

退役军人”荣誉称号。

张保华（后排左三）到庆阳市集善乐业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进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