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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驿站”

十四户村位于黑龙江省东宁市，因村
里只有 14户村民而得名。这里崇山环
绕，交通闭塞，只有一条崎岖狭窄的山路
通向外界，是个偏僻荒凉的小山村。由于
靠近边境线，这里是该边防旅某连官兵巡
逻的必经之路。这段边境线距离连队较
远，而且道路坑洼，每到冬季就更加艰险
难行，一次巡逻往返需要10多个小时。

如今，连队最老的兵也是从班长的
班长那里听到韩淑秀与子弟兵的故事。

那是 1981年冬日的一天，连队官兵
到这里巡逻。刚出门时还是晴空万里，
虽然温度很低，但是阳光照耀着积雪，
显得格外好看。可刚出发半个小时，就
突降大雪，鹅毛般飘落的雪花丝毫没有
停下来的意思，官兵前进的脚步渐渐慢
了下来。风雪实在太大，情急之下，官
兵踏着没膝的积雪敲开了十四户村村
民韩淑秀的家门。

看着眼前年轻的官兵脸上身上都挂
着冰碴儿，韩淑秀的眼睛湿润了，她赶紧
招呼大家进屋，端茶倒水、添柴取暖，小
屋里顿时温暖起来，她说啥也要留官兵
在家吃顿饭。

她和面做饭，拿出了家里仅有的 3
个鸡蛋。当热乎乎的饭菜摆上餐桌时，
官兵都红了脸，有的还红了眼眶。他们
不好意思，就说是屋里的柴烧得太旺了，
热得人脸发烫。

韩淑秀的屋子不大，她一不小心就碰
到了官兵的行囊。“咚”的一声，一个东西
掉在了地板上。韩淑秀一看，竟然是一个
挂着冰霜的馒头。“这馒头可怎么吃啊！”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韩淑秀决定要让这些
远离家乡的孩子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从此以后，十四户村的村口外总有
一个瘦小的身影在焦急地等待着。一开
始，官兵不愿意去打扰韩淑秀一家，宁愿
在外面挨饿受冻也不给她添麻烦。后
来，韩淑秀就干脆跑到边境线上等。

边境线上风大雪急，北风裹挟着积
雪像刀子一样划在韩淑秀的脸上，更刻
进她的心里。她愈加体会到边防官兵的
艰辛，也更坚定了要为他们送温暖的想
法。她常在边境线上一等就是半天，只
要看到巡逻官兵来了，焦急的脸庞立刻
就舒展开来。

冬天烧火炕取暖，夏天备瓜果降暑，
渴了端茶倒水，饿了下厨做饭，只要是家
里有的，韩淑秀都会毫不保留地拿出来。

为了存储更多的食物，让官兵吃好
吃饱，韩淑秀还说服儿女省吃俭用添置
了冰箱。每次吃饭时，她都要坐在旁边
看着官兵吃完她才肯吃。

韩淑秀的家成了执勤官兵调整休
息的“温暖驿站”，她的关爱如涓涓细
流，浸润着每一个在“驿站”停留的官兵
的心田。

一声“妈妈”

由于驻地冬季寒冷，很多南方入伍
的新兵脚都会冻伤。韩淑秀打听到用茄
子秆熬水治疗冻伤的偏方效果好，于是
每次在官兵巡逻要路过家门时，她早早

就熬好药水，等着受伤的官兵……
每每回想起这一幕，四级军士长裴

可欣都禁不住热泪盈眶。那时候，裴可
欣还是个刚下连不久的新兵，严寒让身
体本就瘦弱的他，手脚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冻伤，再加上思乡心切，他一度出现
了打退堂鼓的想法。是韩淑秀慈母般的
照顾，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你们还年轻，出门在外可千万要照
顾好自己！”韩淑秀心疼地望着那双浮肿
的手，一边擦洗，一边按摩。听着这句父
母也经常唠叨的话，裴可欣的眼睛盈满
了泪水。经过韩淑秀的耐心照料，他手
脚上的冻伤很快就康复了。

和裴可欣一样，很多官兵在这里找
到了家的温暖。韩淑秀一家给予官兵亲
人般的呵护和照料，让他们终生难忘。

那年冬天，大雪比往年提前了半个
月来临。大雪封山，连队送往哨所的冬
储菜还没有送到。那些天，哨所官兵只
能啃咸菜度日。

韩淑秀冒着风雪挑着扁担来了。10
公里的山路，她走了近一天时间，渴了吃
口雪、饿了啃个馒头。一步三滑地走，周
围皑皑白雪、空无一人，她根本分不清哪
里是路。一不小心踩空，她连人带筐滑
进了沟里。菜滚落出来，她的手背被坚
冰划破，鲜血直流。

她咬着牙站起来，向着哨所的方向
继续走。当官兵看到那两筐用棉衣盖着
的白菜、萝卜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声声“妈妈”响彻山谷，也焐热了
韩淑秀冰冷的身躯。

寒来暑往，连队的官兵换了一茬又
一茬，可韩淑秀对官兵的关爱却从未改
变。韩淑秀关爱连队的官兵，连队的官
兵也惦记着韩妈妈。令韩淑秀感到欣慰
的是，很多官兵离开连队以后，一直把她
记在心里。

多年来，韩淑秀收到“兵儿子们”给
她写的信件、电话无数。每当听到他们
的喜讯时，韩淑秀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家住安徽的退役老兵王宪每年只要
有时间，就会不远千里回来看望韩淑秀。

“韩妈妈的关爱对我们边防官兵
来说既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
王宪感慨地说，韩妈妈慈母般的爱让
我们在寒冷的北疆找到了家的温暖。
退役返乡后 ，王宪传递爱心、热心公
益，积极参与扶贫帮困，帮助数十个孩
子重返校园。

接力护边

连队辖区点多线长，边境管控难度
较大。每年的松茸、蘑菇采集期，辖区会
涌入大量的采集人员，稍不留意就可能
出现越界采集的情况。这是执勤官兵最
忙的时候，也是韩淑秀一家最忙的时
候。韩淑秀和老伴薛奎、三儿子薛连军
每天都要到边境线上去巡查。

一 家 出 了 3个 护 边 员 ，只 讲 原 则
不讲情面。薛奎的弟弟薛海对此深有
感触。

他家的玉米地离边境线不太远，每
到秋天的时候就有很多野猪在边境线附
近出没。看着地里好端端的玉米被野猪
啃得七零八落，薛海决定在铁丝网附近
布下几个狩猎套。

可这事不久就被巡逻的薛奎和韩淑
秀发现了，任凭他怎么请求，老两口就是
不同意。“边境地区严禁狩猎，谁也不
行！”看着他俩这么坚决，薛海只能无奈
地离开。

薛奎心里清楚弟弟不会这么轻易放
弃，于是就在附近蹲守。果然，一天夜里
薛海又悄悄地来了。薛奎和韩淑秀立刻
出来阻拦，“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国防。
我们哪能知法犯法！”在薛奎和韩淑秀的
耐心劝说下，薛海终于打消了布设狩猎
套的念头。

这些年来，村里很多人起初也不理
解，“义务巡边啥好处没有，为啥要操那
个心？”韩淑秀这样回答：“没有边境的安
全稳定，哪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以前通信手段比较落后，遇到突发
情况，只能徒步通知连队。有一年盛夏，
边境线附近突然闯入了两个陌生人，形
迹非常可疑，引起了正在田间劳作的薛
奎夫妇的注意。多年的巡边经验，让他
们意识到事情非比寻常。

“情况紧急！必须立刻将消息通知
连队！”他俩赶紧放下锄头，由韩淑秀将
消息告诉连队，薛奎留下来防止人员向
境外逃窜。

火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路边的荒
草几乎要燃烧起来。韩淑秀脸上的汗珠
啪嗒啪嗒地一直往下掉，近 20公里的山
路，她跑了两个多小时。眼看着就到连
队了，可她突然眼前一黑，昏倒在地，幸
好被官兵及时发现。她醒来的第一句话
就是：“快！边境有人！”

连队迅速派出勤务组，韩淑秀起身
也要跟着去，被官兵劝住。官兵感慨地
说：“在韩妈妈心里，边境上的事情比自
己的命还重要。”

由于韩淑秀报告情况及时，连队成
功地抓获了企图越界的走私人员。

几十年来，韩淑秀一家义务巡边，足
迹遍布边境线的角角落落。他们徒步巡
边近 10万公里，为连队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千余条。

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韩淑秀的三
儿子薛连军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参军入
伍的种子。高中毕业后，薛连军毅然选
择了军营。退役返乡后，他成为驻地林
场的一名护林员。

戍边情怀薪火相传。如今，薛连军
循着父母的足迹翻山越岭、查看界碑、义
务巡边。他说：“父母一辈子执着地做着
拥军护边这件事，我要带着他们的初心
一直走下去！”

在他们的感染带动下，边境线涌现
出了一批义务护边员。王伟和宋姗姗夫
妇的家就在通往边境线的必经之路上，
多年来他俩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
都会不自觉地到路口转一转，留意进出
的外来人员和车辆。为此，他们还在门
口安装了视频监控。

当被问到为什么义务护边时，王伟
说，“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耳濡目
染了韩大娘一家的拥军情怀，让我认识
到护边关乎我们每个家庭的幸福，边稳
才能家好。”

正是有了许多像韩淑秀一样情注边
防的义务护边员，辖区连续多年安全无
事故。连队官兵这样形容，“边境线有什
么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
就是边防线上的千里眼、顺风耳！”

军爱民、民拥军，是我党我军
特有的政治优势，也是建设强大边
防的重要保障。边境的安全稳定
离不开日夜坚守的边防官兵，同样
也离不开像韩淑秀一样默默支持
边防建设的“兵妈妈们”。有了她
们的无私帮助，我们的国防建设将
会更加稳固。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政治委员 杜迎春

军民一家鱼水情深，爱兵护边
矢志不渝。韩淑秀一家拥军 39
年，想官兵所想，解官兵所需，用拳
拳爱心温暖兵心，用默默坚守义务
巡边。她是官兵心中的“编外指导
员”，是温暖心灵的“温馨驿站”。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政治教导员 肖云龙

崎岖的山路留下了您厚重的
脚印，瘦弱的身躯撑起了母爱的一
片天地。您用无疆大爱牵挂着军
营里每个年轻的“儿子”，用坚实脚
步走出了一条拥军大道。官兵们
代代相传的亲切称呼，就是您最感
欣慰的回报。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政治指导员 张旭升

认识韩妈妈已经 15个年头
了，每年只要有机会我都要去她家
里坐一坐，唠唠家常、聊聊生活。
不管遇到多大的难题，只要听一听
韩妈妈的话，心里就有了一分底
气。遇到开心事，我都会及时和她
分享。韩妈妈对我们的这份亲情，
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四级军士长 张 健

韩妈妈靠着两只脚走遍了边
防线上的角角落落，为边防建设
作出了很大贡献。作为边防官
兵，我们要始终坚守工作岗位、牢
记戍边职责、锤炼过硬本领，确保
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守护人民
的幸福生活。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中士 张 雷

早就听班长讲过韩妈妈的故
事，第一次来韩妈妈家里就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朴实善良、
温暖体贴，让我感觉就像回到自己
家一样。每次吃饭她总是把最好
吃的留给我们，等到我们每个人都
吃饱她才肯吃。她对我们的深情
关爱，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上等兵 李昊霖

风雪边关有个风雪边关有个““兵妈妈兵妈妈””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吴 昊 李鹏举

有一种爱叫无私关爱，有一份情叫鱼水情深。
在东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里，有一位名叫韩淑秀的老人，今年已 69岁，她情系边防、爱护官

兵，牵挂军营39载。她的淳朴善良，温暖着一代又一代边防官兵。驻守在边防线上的北部战区陆
军某边防旅官兵，亲切地称她为“韩妈妈”。

岁月如水流淌，“韩妈妈”一家拥军护边的足迹遍布边防线每个角落。在她的感染下，边境线
上涌现出一批义务护边员，与边防官兵一起守护着祖国的边疆。

官兵感言官兵感言

图①：官兵每次巡逻路过韩淑秀家门口都要进去看望她。
图②：韩淑秀为官兵讲述她多年来与边防官兵的故事。
图③：韩淑秀拿出退役老兵寄来的信件和照片，与官兵一

同分享她的喜悦。
图④：每次韩淑秀都会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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