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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兄弟仨办起“老兵书屋”
关注

文/图 山西晚报记者 张文举

近日，以打造传播军旅文化为主题
的襄垣县下良“老兵书屋”迎来了许多
阅读者，其中不少是退役军人。这家书
屋的开办为社会架起了关爱老兵的桥
梁，为老兵提供了学习成长的家园、服
务社会的阵地和展现风采的窗口。

据了解，襄垣县下良“老兵书屋”由
郭氏三兄弟自发创办。郭氏三兄弟先
后从军。

老大郭建业今年72岁，中共党员，
1970年入伍，1978年复员。曾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服役。

老二郭建斌65岁，中共党员，1978
年入伍，1979年2月参加“对越自卫还
击作战”。1982年退伍后在北京铁路
公安局石家庄铁路公安处工作，2018
年退休。退休后始终带着退役军人应
有的素质和本色，积极投身到各类社会
公益活动中。现为长治市潞城区潞华
街办事处滨河社区水岸春城党支部书
记。同时他热心公益事业，富有敬业精
神和奉献意识。无论从事哪项工作都
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用心向上的工
作态度投身于自我岗位的工作中。
2019年被潞城区授予“优秀文艺志愿
者”和“潞城区私家车队爱心送考爱心
人士”荣誉称号。

老三郭建军1987年入伍，1990年
复员，曾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
二十八集团军某部服役。

下良“老兵书屋”面积近 60平方
米，目前有藏书2000余册，涵盖政治、
经济、军事、文学、历史、科技等各个方
面。不仅包含军事、国防、著名战役、武
器装备等方面的特色图书，还有励志成
长、名人传记、古典文学和当代小说等
各类书籍、杂志，种类繁多，充分满足不

同年龄段退役军人的阅读需求。

下良“老兵书屋”在打造传播军旅

文化的同时，也担负着服务“全民阅读”

的功能。在当前阅读方式多元化，互联
网逐渐改变人们读书习惯的今天，“老

兵书屋”发挥着自己的特色，努力提供

优质作品，并和襄垣县图书馆、长治市

中等科技职业学校、林海读书会等单位

合作。深入研究大家的阅读需求、阅读

特点和阅读规律，精心挑选和推介好

书，让每位读者看到好书，让每本好书

找到读者，让每个走进书屋的人享受到

他们的阅读快乐。真正让全民阅读走

近和服务退役军人，打造服务退役军人

的精神家园。

“我是一名穿军装 3年的退役老
兵，同时也是一名阅读推广人。开办这
个‘老兵书屋’，让阅读和军人完美结合
在了一起。”郭建军介绍“老兵书屋”筹
建情况时说。

“书屋是把自家临街的房子腾出来
的，不仅仅是搭建起一个物理空间，更

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好这个空间的作
用。”郭建军透露，“我们兄弟三人和乡
镇村委一道，争取把‘老兵书屋’打造成
老兵学习成长的家园，社会关爱老兵的
桥梁，老兵服务社会的阵地，展现老兵
风采的窗口。”

“我退役40多年了，就住在下良
村，自从郭家三兄弟创办了‘老兵书屋’
后，我经常利用闲暇时间来这里看书，
真是太方便了。”现年72岁的退役老兵
赵春胜说，来老兵书屋看书，既能增长
知识，也可以与老战友相互交流，丰富
了晚年文化生活。

著名书法家、空军司令部原特级
飞行员、军事研究员傅双喜将军为“老
兵书屋”题名。正如他所言，“老兵书
屋”虽然不大，但它处处充满着爱国主
义情怀，它虽然是刚刚诞生，但必将产
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示范引领作
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连
俊义将军同时也为“老兵书屋”提字

“亲晋细柳书屋”。
据郭建军介绍，打造“老兵书屋”旨

在更好地满足退役军人阅读需求，营造
浓厚阅读氛围，助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体系建设，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老兵书屋”既是服务老兵，提高
社会效益的一个平台，也是社会各界关
心老兵的一个纽带。今后将努力把“老
兵书屋”打造成服务退役军人的一张文
化名片、一个品牌，使其成为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传播社会正能量，传递创新意
识，传达文明理念的阵地；成为老百姓爱
来、来了就离不开的知识交流平台；使

“老兵书屋”真正成为退役军人和周边居
民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
性情和提升思维能力的精神驿站。

文/图 本报记者 韦婧 通讯员 晋爽

“出了什么问题？我给你修修。”
“不够匹配？我看看是哪个孔的

问题。”
“别怕麻烦，有啥困惑，说出来一起

解决。”
……
不管在办公室，还是在生产线，申晓

旗的电话铃声总是在响。无论对方多着
急，申晓旗总是先安抚情绪，再帮他们一
针见血地找到问题的关键。

从20多岁进厂到如今双鬓斑白，
30多年来，申晓旗一直扎根生产一线。
不管遇到什么难题，到了他这里，都能
顺利地解决。

让机器人长出两只“眼睛”

对于淮海工业集团生产线的智能化
升级，申晓旗带领的206班组是实打实
的“先行兵”。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
往会遇到一些新问题。有一次，机器人
和安全门发生碰撞，这给申晓旗提了个
醒。一旦撞坏，不仅会影响生产进度，还

可能对大家的操作安全造成威胁。
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发生，申晓旗没

日没夜地和技术人员、班组成员反复进
行实验。多番比对后，他们发现，以前
机器手操作，只有一个控制条件，一个
传感器。这相当于，人只有一只眼睛，
会造成方向感、距离感的缺失。如果可
以再给机器人增加一只“眼睛”，就可以
使它更精准地进行判断和工作。说干
就干，申晓旗立即带领大家增加了一道
程序和一个传感器，机器人有了两只

“眼睛”后，不仅操作更灵敏，安全性也
更高了。

正如申晓旗所说，虽然自己是在摸
着石头过河，但有问题就解决，生产工
作才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这就需
要他在日常工作中，睁大双眼，查找问
题，找到解决难题“点睛之笔”。

提升效率为生产加速

多年的一线工作经验，让申晓旗懂
得，有时候制约生产进度的，不是生产的

时间，而是等待的功夫。每个设备的生
产效率不一样，而引入智能生产线，就是
让设备的生产率持平，也就是减少等待
时间。

实际投入生产时，申晓旗发现，智
能生产线上的机器人在拆卸台更换工
作的等待时间还可以优化。他就对相
关程序进行了等级划分，使机器人与机
床间配合的过程更为流畅。因此，等待
时间也从7分钟缩减到3分钟，大大提
升了生产效率。

“只有持续不断地优化，我们才能
跟上时代的脚步，提升生产效率。”申晓
旗说。的确，做任何事都不是一劳永逸
的，只有持续学习、不断提升，才能有更好
的发展。

兵工事业接续传承

从业30年，申晓旗带出了不少徒
弟。在师徒的对视和交谈中，仿佛看到
了时光的流转。申晓旗说：“我刚入厂
时，就是他这么大，朝气蓬勃，干劲十

足。”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师傅，除了自己
提升，申晓旗还带动身边的年轻人不断
进步。“我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走过的弯路
和得出的经验都告诉他们，避免他们再
走远、走错。”

除了传道授业，申晓旗还时常关心
大家的生活，为徒弟们的人生道路指点
迷津。谁取得了进步，他会为对方庆
祝；谁有了疑难，他会为对方开解。所
以，他带领的整个班组总是温馨和谐，
活力十足。

申晓旗说：“虽然我年纪比他们大，
但是和大家伙儿在一起，我感觉自己有
使不完的力气。只要干得动，我就要继
续为兵工事业贡献力量。”

工作中的申晓旗。

尽享阅读乐趣。

公益组织在“老兵书屋”开展活动。

追梦奋进

“小”细节彰显“大”担当
——记淮海工业集团206班组组长申晓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