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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本报通讯员 李钟芸 刘增光

“威海市道德模范”“山东省最美志愿
者”“山东战‘疫’最美退役军人”“第五批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2019年度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尹力军的这些荣誉，无不跟两个关键词有
关——— 退役军人、公益。

现年45岁的尹力军是荣成市热电燃气集团
党委委员、纪检书记、工会主席，另一个身份
是荣成市引航爱心志愿者协会会长，但他更在
意的身份是——— 老兵。这位曾服役12年的特种
兵，尽管已脱下军装15年，却仍保持着一个老
兵的热忱，每个周末和节假日，他都会带领志
愿者，或走家入户或在街头巷尾搞志愿服务，
他说，“公益这件事，要用一辈子去做。”

“水仙”的故事：

一直帮到她出嫁

尹力军的公益之路要从13年前说起。
现任荣成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的鞠

俊芳曾是荣成市第二十九中学的教师。2007年6
月份的一天，鞠俊芳发现女生水仙没来上课，
她急忙赶到水仙家去了解情况。鞠俊芳早就知
道，水仙自幼由养父母抚养，养父母年事已
高，家境贫寒。这一次，水仙家的情况更让她
始料不及——— 养父母同时生病住院，水仙既要
照顾父母，还要四处借钱，而家中还有几亩梨
等着收。

“现在想起来都心酸，一个13岁的小姑
娘，起早贪黑到果园里摘梨再搬出去卖……”
鞠俊芳决定要帮一帮水仙，“我就想到了尹力
军。”那时候，退伍后的尹力军组织了一群登
山爱好者成立了登山队，鞠俊芳的丈夫就是登
山队的一员。

水仙的情况被转述给了尹力军。“立马就
坐不住了，怎么能让孩子吃这种苦？”尹力军
马上写了个简短的情况说明，贴在了QQ群里，
带头搞起了捐款。一晚上，大家凑了6000多元
钱。等尹力军把钱送到水仙家时，才发现水仙
的困境远不是一笔钱能解决的，“几亩梨是她
家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再耽误几天就烂树上
了。”

不得不佩服尹力军的组织能力。在那个周
末，水仙家的果园里“满山都是人”。这些热
心人既有登山队员，也有热电集团的干部职
工，当时的尹力军在热电集团“搬砖，也烧锅
炉”，但集团老总也被他发动来了，“老总的
儿子第二天一早就出差，也跟着来了。”摘下
来的梨又被大家自发地买回了家，总算帮水仙
一家渡过了眼前这道难关。

之后，水仙成为尹力军和朋友们长期资助
的对象。水仙考上了职业中专，送她去上学的
“亲友团”堪称“浩大”，“去了十几个人，
把校长和老师堵在了办公室。”尹力军和鞠俊
芳都是当时的送行者，“我们跟校长讲明了情
况，校长也很感动，给了孩子一个勤工俭学的
岗位。”

去年10月，水仙结婚。这一次，尹力军和
朋友们又作为娘家人，送水仙出嫁，鞠俊芳更
是一路陪着水仙到了婆家。鞠俊芳说：“这么
多年了，她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43双球鞋的启示：

“一群人帮一个人就简单”

在资助水仙的同时，尹力军和朋友们还在
资助另外三个孩子，团队也逐渐有了一些影响
力。起初，尹力军和少数朋友一起资助寒门学
子，都不想声张。

2015年冬天，尹力军偶然结识了一位在云
南做公益活动的朋友。尹力军在那位朋友的微
信朋友圈里看到，怒江一个小学的孩子们光着
脚在操场上踢足球。尹力军于心不忍，打听清
楚有43个孩子后，就立即订购了43双足球鞋寄
到了云南。几天后，他诧异地发现，孩子们还
是在光脚踢球，他气愤地质问这位朋友，不一
会儿，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尹力军看到后热
泪盈眶，“操场边上，新鞋子整齐地摆成一
排。朋友说，没有孩子舍得穿，想过年时再
穿……”

43双球鞋花掉了自己小半月的工资，还是
不能解决这么小的一个问题，尹力军陷入了沉
思。那天晚上，尹力军半夜醒来后再也睡不
着，思来想去，他想到了公益行业有句话———
“这个世界的改变，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
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这一次，尹力军决定组建一个公益组织，
“以前，光想着自己有多大力使多大力，能帮
人一把是一把，问心无愧就行。足球鞋这件事
儿让我明白，一个人帮一个人有困难，一群人
帮一个人就简单。”

2015年12月12日，荣成市引航爱心志愿者协
会正式成立，这是荣成市第一家爱心公益组
织。在威海，志愿者身着的马甲一般是红色或

蓝色，而荣成市引航爱心志愿者协会的马甲是
绿色。原因很简单，尹力军说：“它跟军装一
个色系。”

协会的成立，等于树起了一面凝聚爱心的
大旗。引航爱心志愿者协会建起了荣成的第一
面“爱心墙”，挂上爱心人士捐赠来的衣服，
让有需要的人能随时取用；针对特困家庭及敬
老院的老人，每月开展一次微心愿认领星光行
动，满足他们的心愿；针对缺少照料的残疾
人，开展常态化爱心助残、扶老助残志愿活
动……

志愿服务开展得如火如荼，问题也接踵而
至：没有办公场所，也没有活动资金，没有规
章制度，更没有管理经验。尹力军这才发现志
愿服务远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不光是我，
会员们也一样，都是全凭一腔热血去做，没章
法。”

尹力军四处取经，才渐渐明白，“公益活
动，不是单单去做好事，还要把这个好事做成
项目，这样就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政府的扶
持，也就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2016年8月，荣成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正式成
立，从制度层面推动全市志愿服务规范发展。
志愿服务联合会给引航爱心志愿者协会提供了
办公场所，也帮协会申办了许多项目，比如近
年来常态化开展的“七色彩虹”公益项目，项
目里有红色关爱老兵、橙色阳光助学、黄色义
务交警、绿色环保宣传、青色扶老助残、蓝色
文化宣传、紫色义务消防等7支专业化志愿服务
队伍，志愿服务遍及荣成市各个镇街。

割舍不断的情结：

“脱下军装还是兵”

正能量的传递有着滚雪球般的壮大效应。
引航爱心志愿者协会成立之初，只有20多名志
愿者，截至目前，注册会员有4600多人。有了
更多的人，就有了更大的力量。

“现在我们有19支专业志愿服务队，各有
各的志愿服务项目，遍布全市各镇街。”尹力
军非常自豪。

“八一”军旗红志愿服务队是19支队伍中
最特别的一个，队员全部是退伍军人及家属。
2019年2月，服务队刚成立时，只有20多名退伍
军人。几个月后，这个数字暴涨到了370多人。
“一听说有这么个组织，老兵们呼啦一下全来
了。”尹力军很是感慨，“当过兵的人都一
样，脱下军装还是兵。”

“八一”军旗红志愿服务队有两个公益项
目——— 饺子飘香和顺风车。驻地部队的战士们
爱吃饺子，但这帮“00”后青年却没几个人会
包饺子。尹力军便定期组织志愿者包饺子，把
包好的饺子冷冻起来，再送到各连队的炊事
班。顺风车就是退伍老兵们的私家车，后挡风
玻璃上有协会的标识，后视镜上系着绿丝带，
荣成市民见到顺风车，招手即停。

今年，尹力军准备把“集结号”关爱老兵
项目纳入到“八一”军旗红志愿服务中来。关
爱老兵，是协会最早开展，也是尹力军最为看
重的公益项目之一。几年间，协会找到了137个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
老兵，开展常态化服务。每次探望，这些对部
队感情割舍不断的老兵总有说不完的话，提及
往事时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一生中最为荣光的
岁月。

有一次，尹力军去探望一位抗战老兵，临
走前老人紧紧拉着尹力军的手不舍得放开，尹
力军许诺老人说“我下个月再来看您”。

而当尹力军如约再来时，老人却已去世。

这让尹力军悲痛的同时，也感到“很多事不能
等，因为有些人等不起”，他立即把关爱老人
的志愿服务由每月一次改为每周一次。

去年，关爱老兵项目实施了“五个一”工
程——— 给老兵送一件合身的羽绒服、一台收音
机、一根拐杖、过生日时送一个生日蛋糕，拍
一张军装照。今年，尹力军又改为“七个
一”，“再送一套军装，建军节那天送一件特
制的T恤衫。”之所以要给老兵送军装，尹力
军很有感触，“给老人拍军装照时，他们总是
要颤颤巍巍地尽量站直身躯敬军礼，脱下衣服
时非常舍不得，所以干脆每人送一套。”如
今，为老兵们准备的军装已经开始发放，“你
想象不到，八九十岁的老人，见到军装后高兴
得跟孩子一样。”

打造公益品牌：“一群人，

一件事，一起做，一定行”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尹力军在防疫物资最
为紧缺的时候捐出了4000个口罩和36套医用防
护服，这是他通过战友从外地采购的，“我把
防护服送过去的时候，人家都惊呆了，都问我
到底有啥本事能买到这些紧缺物品。”

表面上，尹力军和其他志愿者一样，顶风
冒雪站岗执勤、往返各处送姜汤。实际上，他
更大的作用在于指挥调度，协会的2600多名志
愿者穿梭在农村、社区、商超之间，除了执
勤、宣传、搬运等志愿服务，他们还组建了
“我为乡亲跑个腿”服务队，去照顾孤寡老
人、为居家隔离者送生活必需品……

埠柳镇是荣成市果业大镇，村民收入50%以
上来源于苹果种植。冬春两季原本是销售旺
季，受市疫情影响，大量苹果滞销。这一次，
又是以尹力军为首的志愿者们站了出来，他们
发起了“吃荣成苹果，助脱贫攻坚”倡议活
动，帮果农把苹果搬到市区街头售卖。

“那几天，广场上、各路口，都是志愿者
在卖苹果。”荣成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赵旭
光说，“两个星期，就卖了20多万斤。”

尹力军很忙，也很累，但是停不下来，因
为引航爱心志愿者协会每个月的活动都有100多
场，每个周末和节假日，尹力军都要套上绿马
甲，走路带风地奔赴一个个志愿服务现场，
“时间总不够用，因为总有人需要我们。”

尹力军深知，做公益，仅靠忙是不够的，
“要进一步将公益项目精细化、专业化，坚持
常态化。”

“以前我们协会只接受物品捐赠，由于有
些公益项目的需要，今年开始接受资金捐赠，
为此我们专门找了专业的财务公司来对受赠资
金进行管理，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项目上，用
在刀刃上。”

尹力军解释说，“目前我们正在推进一个
项目，就是为26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1年
的免费午餐。现在已经筹集到善款28000多元，
这是一个尝试，成熟之后我们会继续覆盖到更
多的人群，做到常态化。”

“一群人，一件事，一起做，一定行。”
这是尹力军经常说的一句话，他还说，他的梦
想是打造公益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引航”
绿马甲，让更多的人穿上“引航”绿马甲，
“志愿服务还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汇聚更大
的正能量。”

□ 本报记者 卢昱

近年来，随着民用无人机的发展，植保无
人机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逐渐成为田间
“主角”；战“疫”期间，多地农村巧用植保
无人机，在巡查、消杀时，无人机大显身手。

神通广大的无人机是如何装配、调试出厂
的？在德州市便有这样一家企业，专注无人机
研发、生产，在业内小有名气。5月5日，本报
记者实地采访，一探究竟。

小型的一天“飞”喷500亩地

走进位于德州市德城区天衢工业园内的山
东天禧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凉爽的厂房内，
北窗下横陈数台数控车床。有一台智能数控铣
床在工作，声音响彻厂房。有几个小伙子在组
装小型无人机，手指灵动翻飞。

在公司的试飞场地，一架植保无人机正在
往返穿梭。这架植保无人机直径1米多，像长有
8条腿的蜘蛛，每条“腿”上各有一个螺旋桨。
在遥控指挥下，无人机在空中前行、后退、旋
转，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

“植保无人机打药比人工喷洒效果要好很
多，因为无人机作业在农作物上方2米-3米，飞
机螺旋桨产生的气流将作物茎秆吹斜70度左
右，使作物叶片翻转过来，这样药液就可以随
着气流进入作物叶子的正反面等不同部位，使
作物各部位都可以接触到药剂。”公司技术部
负责人王华涛向记者介绍，随着农业现代化发
展、土地规模化集中经营，无人机喷药在多地
成为常态。

“我们生产的植保无人机，低空喷洒作业
可以达到一分钟1亩地。一次起降间隔20分钟的
话，可以完成25亩地。一架小型植保无人机一
天可以喷洒500亩地，而大型的植保无人机一天
可以喷洒1500亩地。”王华涛介绍。

立夏到小满节气之间，是无人机装配人员
最忙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事去庆云培训客
户了，还有一位去陵城区打药了。每年我们都
会接一些统防统治的活儿，去年接了20万亩

地。今年给小麦喷药刚开始忙起来。”王华涛
说。

围绕农业、服务农民，是王华涛所在团队
的追求。公司董事长岳长磊老家在德州市陵城
区糜镇，初中时候父亲常年出差，他就背着喷
雾器去打药，为母亲分担大部分重活。“玉米
株高，打药很难，有一次还不小心中了毒。当
时就想，要是有个‘会飞的喷雾器’就好

了。”岳长磊回忆道。2009年，岳长磊创办了
一所航空职业学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
到无人机航拍技术，当年“飞机+喷雾器”的想
法立即被激活。为此，他自学了空气动力学及
机械设计，着手研究将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农业
生产当中。

说起无人机的装配，王华涛如数家珍：“从
动力源头开始，无人电动飞机一般是锂电池。

从电池出来是分线板，具体要看动力臂数量和
额外的配件，例如八轴至少要一分八，再来个
电源电压监控，那就至少要一分九。之后是比
较核心的地方——— 电子调速器，它把电池的两
相直流变成三相交流，驱动电机运转，接受飞
控系统发出的调节信号，调整输出的电压、交
流频率，以此来控制飞机的姿态。”

水涨船高，无人机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
制造水平的升级。“我们最开始生产无人机的
时候，市场上各种配套很不完善，只能自己开
发电机。从零到有的过程中，我们走了一些弯
路。到2014年前后，专业生产电机厂家开始发
力，生产无人机专用电机。我们便转向，直接
买这些产品。”王华涛说，生产无人机需要用
到碳纤维材料、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
等关键材料及配件，基本上都能在珠三角地区
采购。“那儿产品特别全，但不精。国产的发
动机的寿命能用300小时，进口发动机能达到
500小时。”

新型职业农民的标配

机器的安装，处处要留心。“在安装时，
要注意连线，比如电调线、信号线、电源线、
连接线等。这些线是无人机上最便宜的部件，
却关乎无人机的命运，小小一根线的松动有可
能造成炸机。线的焊接处一定要保证无虚焊；
信号线连接好后尽量涂上硅橡胶，防止飞行中
机体震动造成信号线松动；信号线的连接，也
要在安装好后检查一遍。”

“这些部件，我们尽量去买。如果某个零
件买不着，可以找专业的厂家定制。实在不
行，就自己设计，包括轴和齿轮等。根据发动
机和桨的转速需要，用车床加工一些零件。我
之前一直搞机械这一块，像传动、齿轮等工艺
都滚瓜烂熟了，上手并不是很难。”王华涛介
绍道。

“比较难的是飞控电子这一块儿，我不是
很熟悉。我们有个王工，我跟他学了好多。很
多程序要自己上手学，动手去调，才会了
解。”王华涛说。为了无人机事业，他和妻女

两地分居，一周回一趟武城老家，平时住单位
宿舍。“像五一假期比较忙，我们休两天，后
面三天就上班了。现在每天都要加班到半夜，
很多工作不加班做不完。”

造飞机，讲求软硬兼施。王华涛介绍道：
“我们现在有14件软件著作权。技术软件可以
更好地实现硬件的性能。比如当飞行速度是每
秒0 . 5米时，它的喷水量比较少；如果全速的
话，比如每秒飞10米，量就快一点，大一些。
我们会根据不同机器的性能来调试代码。”

原来飞植保无人机的大都是遥控飞机的爱
好者，他们有相对专业的背景，自己就会操控、
维修，并组建了一些专业的团队。现在无人机的
使用慢慢细化到农民身上去了，很多新型职业农
民很快就能上手。遥控飞机的农民，需求是什么
呢？首先要省心、好用，制作得‘土’一些没关系，
但一定要经济。用户的要求看着是简单了，对
我们来讲，要求更难达到了。”王华涛说。

虽说装配的外形有点“土”，可公司的技
术研发力争走在行业前列。去年底，公司发布
了数款新型无人机，它们拥有载重量大、续航
能力强、作业效率高的特点，还支持全自动飞
行。“前几年油动无人机口碑并不好，那是因
为设计标准低了。我们彻底解决发动机、离合
器、主减速箱、旋翼头的寿命问题，很多重要
部件，设计寿命都长达上千小时。现在我们的
无人机供不应求。“订单来了之后不敢接了，
因为做不出来，可能会影响客户喷洒农药、正
常生产的进度。”公司的销售经理宫寿军说。

除了研发无人机，天禧航空还在向载人机
项目进军。“我从小就对飞机感兴趣。飞行是
我的梦想。尤其是研究共轴直升机，很早就开
始关注了。”在厂房里，记者见到负责载人机
研发的工程师徐言华。

在厂房里，有一架刚焊接完机身的飞机，
准备装载设备。“在桨盘载荷、发动机和相同
总重的情况下，共轴直升机纵向尺寸是常规单
旋翼直升机的60%。共轴直升机的加速性和灵活
性更好。它还取消了尾桨，彻底消除了常规单
旋翼直升机尾桨的故障和事故隐患。这款直升
机在农业、旅游方面应用范围特别广。”徐言
华轻摸着飞机说。

王华涛：打造“会飞的喷雾器”

老兵尹力军：公益这件事，要用一辈子去做

王华涛向记者介绍油动发动机。 □ 卢昱 报道

□ 陶相银 滕彬 报道

一个人帮一个人有困难，
一群人帮一个人就简单。2015
年12月12日，荣成市引航爱心
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这是荣
成第一家爱心公益组织。目前
注册会员有4600多人。有了更
多的人，就有了更多的力量。
尹力军认准“一群人，一件
事，一起做，一定行。”图为
尹力军（中）周末到老兵家作
志愿服务。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新新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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