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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择参军证明你是热爱祖国的
好孩子，可你都不爱自己的妈妈何以爱
祖国母亲……”1980年的冬天，26岁的
鞍山姑娘张敏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了一
封长达6页的书信。

收件人是当年从鞍山入伍的新兵
姜华。姜华自小父母离异，一直跟随父
亲生活。新兵起运那天，姜华的母亲送
来几件衣服，没想到姜华坚决不要，也
不肯喊一声“妈妈”。火车开走后，姜华
的母亲在站台放声大哭，这一幕深深刺
痛了同来送兵的张敏。

张敏 1975年 11月退伍，分配到鞍
山市立山区灵山街道任宣传干事，1980
年代理立山街道武装部长。姜华是经
她手送走的第一批兵。

收到张敏第一封信时，姜华没有读
完就扔进柜子，“你哪能了解我小时候
的苦”。没想到随后一个月，张敏接连
寄来十余封信件。读着读着，姜华回想
起母亲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两个月后，
姜华给母亲和张敏回了信。后来，姜华
以《爱母亲，才能更好爱祖国》为题参加
团里的演讲比赛，获得第一名。

跟姜华的通信让张敏感到，战士步
入军营最初半年里思想波动较大，如果
这时有更多人关心，能起到意想不到的
作用。1981年元旦，张敏给从立山街
道入伍的新战士寄去贺卡，勉励他们建
功军营。没想到，有些战士不仅回信
了，还在信中倾诉自己的苦恼。

张敏给每一名战士都回了一封“家
书”。此后每年，和新兵通信成了张敏
的习惯。任立山街道武装部长的30年
里，张敏共寄出信件7万余封、贺卡2万
余张。退休后，她又加入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促进会，与兵的书信从未中断。

2010年，张敏送走的最后一批新
兵中，有一名叫刘斌的大学生士兵。他
入伍后不适应部队高强度的训练，在给
张敏的信里，一连写了 23个“累”。回
信中，张敏安慰刘斌：保尔全身瘫痪，双
目失明，尚且坚持写作。比起保尔，这
点苦与累算什么……随后，张敏每两天
就给刘斌写一封信，一共写了 145封

“家书”，邮寄了60余本励志书籍，不断
鼓励刘斌树立信心。慢慢的，刘斌回信
中的抱怨越来越少，报喜越来越多。如
今刘斌在部队提干，并多次立功受奖。

知道“兵妈妈”故事的人多了，给张
敏写信的战士也越来越多。有一次，张
敏的故事被一家杂志刊出后，全国各地

一下子涌来了几百封来信。张敏把这
些人的地址记下来，承担起了更加繁重
的通信任务。一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1998年张敏动员 110名退役军人联合
成立了拥军小分队，专门为军人军属排
忧解难。

“写信这件事情，我坚持快 40年
了。虽然如今大家习惯打电话，但只要
有一个战士给我写信，我就要继续写下
去。身体老了，但是我拥军的心不老，
我对子弟兵的情不老。”谈起拥军，满头
银发的张敏就像个孩子似的，脸上洋溢
着幸福灿烂的微笑。

上图：张敏阅读战士们的回信。

�为她点赞
给战士写信，是一件看似不起眼的

小事，在以通信为主的年代，很多人都
写过，但像张敏这样，全身心投入坚持
的却少之又少。40年，张敏用一封封信
温暖着战士的心，帮他们解开思想上的
疙瘩，助他们走好军旅第一步。她的真
情暖了兵心，她的义举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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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与国防百姓与国防征兵工作进行时征兵工作进行时??新兵起运新兵起运

“我的爷爷袁玉成曾驻守林海雪
原，父亲袁军在云南戍边，家里奖章、奖
状、证书、绶带挂满了一面墙……”9月
16日，西藏昌都军分区主题教育课巡
回讲堂上，中士袁海一家三代的戍边故
事，深深打动了军分区官兵。

袁海说：“太爷爷当年留下遗言：咱
家每代都要有人当兵。爷爷、父亲把它
传承下来，奉为一条家规：去当兵，当个
好兵。”

1963年，袁玉成从四川省万县市
（今属重庆市万州区）参军到黑龙江。
不论当警卫员，还是任代理排长，他在
每个岗位都干得精彩，多次立功受奖。
退伍返乡后，袁玉成先后担任民兵连
长、大队干部，带领家乡人民抓生产、搞
建设。由于工作突出，袁玉成于 1989
年受到四川省政府表彰。

袁玉成盼望子承父业，给儿子取名
“袁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87
年，袁军入伍到了云南。戍边 5载，他
牢记家规，见红旗就扛，有第一就争，先
后在边防巡逻、抢险救灾、比武竞赛等

重大活动中表现突出，不仅个人荣立三
等功，还多次受到师团嘉奖。

幼承庭训，2012年高考后，袁海投
笔从戎，成为雪域边关的长城新砖。

刚上高原，袁海吃尽苦头：从机场
到新兵连的百余公里山路崎岖颠簸，下
车时他感觉骨头都快散架了，因缺氧头
痛欲裂。他咬紧牙挺了过来，终于练就
一身硬功：历任炊事员、驾驶员、通信兵
多个岗位，考核成绩始终在军分区排名
前列；参加抢修光缆、丁青地震、金沙江
堰塞湖救援多项重大保障任务，数次被
表彰。

在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主题教育中，昌都军分区开展“寻
根问史”活动，一批“兵三代”、“藏三代”
走上讲台，畅谈家国情怀。袁海一家三
代守边戍边的精武故事，不仅进入教育
课堂，还发布到内部网上，供官兵学习
讨论。

许多官兵在网上留言说，“当个好
兵”不仅是袁海的家训，也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

西藏昌都军分区袁海一家三代戍边故事引发热议

把忠诚大写在祖国边陲
■何 勇 本报记者 晏 良

本报讯 刘宗炎、特约通讯员肖力
民报道：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
地，是前所未闻故事的开篇，是惊心动
魄史诗的卷首，是伟大长征精神的起
源地……9月 18日，在江西省于都县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前，赣
州市一批新兵聆听红军故事后，登车踏
上军旅征程。

赣州是共和国摇篮，在这片红色土

地上，八子参军、马前托孤、17棵“信念
树”等红色故事数不胜数。如今，赣州这
片红土地走进了新时代，受益于《国务院
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
若干意见》等党的好政策，赣州 18个县
（市、区）已有14个脱贫摘帽……

饮水思源。赣州军分区政委陈李忠
说，近年来，赣州市适龄青年参军入伍热
情高涨，兵役登记伊始，该市就有近千人

报名应征。今年该市 3000余名新兵中
有高中以上学历的超过 80%，其中有 81
名红军、烈士后代，94名为三代从军。

“革命的传承，需要一代代热血军人
前赴后继。”陈李忠说，广大军人后代以
父辈为榜样，做出追寻崇高的选择，对年
青一代的成长具有导向作用，值得肯定
和赞赏。

因此，今年该军分区将“续写红色

家谱、争当红军传人”教育作为新兵起
运前的重要一课。在瑞金市红井旁，
130名胸戴大红花的新兵整齐列队，聆
听红色故事、同饮红井水，在横幅上签
下献身国防的无悔决心；在兴国县，新
兵参观将军馆、将军园和苏区干部好作
风纪念馆后，无不被当年的红军精神感
动；在信丰县陈毅广场，陈继感讲述了
母亲朱乙妹舍身救红军的故事，不少新
兵感动落泪……

“走进军营，就走进了父辈的精神
世界；选择军旅，就要在军营闯出一片
天地！”说这番话时，赣县籍红军烈士
后代、新兵肖毫亮的眼里闪耀着火一
样的光芒。

江西省赣州市三千新兵怀揣初心奔赴军营建功业

从红军长征的起点再出发

穿过欢送的人群，踏上前往军营的
列车。9月 16日 12时，宁夏固原市姑
娘安乐远赴雪域高原开始了从军报国
的圆梦之路。2000余公里的旅程，除
去停留调整的时间，预计要在路途中颠
簸26个小时。

“如果晕车怎么办？”安乐心里还在
打鼓，接兵干部吴长润已开始给每名女
兵发小药盒，“小白粒是晕车药，旁边依
次是感冒药、退烧药、红景天，说明书在
盒子上层。”吴长润说。

这是从银川开往成都的 K1615次
列车，车上有百余名赴高原新兵，其中
有10名是宁夏籍女兵。在成都进行一
段适应性训练后，她们将赴西藏日喀
则、林芝等地服役。

这批新兵比计划提前了半小时上
车。记者走进女兵所在车厢才知道，原
来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征兵办联合铁路
军代处在给女兵刘月娟过集体生日。

“给官兵过集体生日，是军营的传
统。等你们到部队后会发现，类似的传
统还很多。军营就是一个大家庭，跟你
们的小家一样温暖。”自治区征兵办参
谋姬宝说。

这趟绿皮火车行程近 26个小时。
银川军代处副主任马海龙向新兵们解

释，现在运送新兵是高铁优先、直达优
先，但银川目前还没有开通高铁，“等后
年你们探亲回家，就能坐上高速列车
啦。”马海龙说。

“现在的条件比我入伍时可好多
了。”一名接兵干部告诉新兵，12年前，
同样是从银川进藏服役，他和战友们走
得异常艰难：坐了 3天 2夜的闷罐车才
到成都，休整40多天后，乘汽车沿川藏
公路进藏，等到达营区又是 20多天过
去了。

“如今新兵的乘行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在途时间也从以往的动辄几天几夜
连轴转，到现在的90%以上的新兵可以
直达或者只经一次中转就抵达目的
地。”马海龙也赞同地说。

“真是天壤之别呀！”新兵们听了不
住感叹。大家发现，虽然乘坐的不是动
车，但车厢内宽敞整洁，空调凉爽，后排
几个座位都空着。列车长告诉记者，考
虑到这节车厢有女兵，行车时间又较
长，所以他们特意空出几排座位，夜晚
可以躺着小憩。

新兵的舒适旅程，不仅源于社会经
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雄厚，
还凝结着军地相关部门的热心付出。
记者了解到，今年新兵运输与节日运输

高峰叠加，自治区征兵办协调军地 16
个相关任务单位联合成立新兵运输领
导小组，会同铁路军代处提前编制陆、
空立体运输计划，制订详细链接保障预
案，细化运输工作流程。

到目的地还需要 20余个小时，为
活跃气氛，吴长润和其他几个车厢的带
车干部商议后，将几名能歌善舞的新兵
凑在一起，组成临时演出队，挨个车厢
给大家表演节目。大家都是年轻人，很
快就打成一片。

欢声笑语中，吴长润发现女兵柴雪
平接到一个电话后，神情有些感伤。仔
细询问后才知道，柴雪平家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经济条件刚有些好转，母亲的
腰疼病又犯了。

吴长润将情况电话告知姬宝。姬
宝在电话中回复柴雪平：“自治区军地
今年出台了多项扶持军属、退役军人的
政策。你家这种情况，符合帮扶条件，
我们马上申报，争取今年就对你家进行
帮扶。你母亲患病，我们也会按规定进
行医疗帮扶。你就安心服役，等着家里
的好消息。”

旅途漫漫，年轻的女兵们很快熟络
起来，听见柴雪平的难题得到解决，大
家纷纷围着吴长润咨询。

“我是在校大学生入伍，明年若能
够回学校进行论文答辩，就能取得学士
学位。可是我打算服役两年后转士官，
不想回学校，学校不同意怎么办？”女兵
荀静萱的情况，吴长润以往带兵中也遇
到不少。这需要直接和院校对接，了解
院校的政策并征求理解，吴长润当即打
通姬宝的电话。

姬宝说：“她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
请你转告她，我们会积极与学校联系。
自治区对于服役大学生有很多优待政
策，我们争取让每名入伍大学生尽可能
享受政策福利。”

在与新兵的说说笑笑中，26个小
时的火车旅程很快过去。原本登上火
车时，女兵对高原服役还有不少忧虑，
不少人刚与家人离别，脸上还挂着泪
珠。但下车时，她们的脸上又重新洋溢
着青春的笑容。

女兵安乐在给家人回信息时说：
“妈妈，请不要担心我。军营和家一样
温暖，我只是从‘小家’来到‘大家’。请
等着我建功立业的好消息吧！”

下图：女兵刘月娟在火车上过集体
生日。

路波波摄

从银川到成都，10名赴高原女兵在感受“中国速度”的同时，也体会到来
自军营的温暖。女兵们说—

我只是从我只是从““小家小家””来到来到““大家大家””
■朱立志 本报记者 路波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