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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任编辑 王京育

“妈妈，我们来看您了！”临近“五

一”国际劳动节，武警江苏总队镇江支

队扬中中队官兵又来到军烈属唐秀英

家，一进门就撸起袖子干活。“你们先喘

口气、喝口水！”唐秀英心疼地劝着这些

“兵儿子”。

“不辛苦，我们身强力壮！”一名战

士“秀”起了肌肉。唐秀英不禁笑着抹

起了眼泪：“我把一个儿子送到部队，部

队‘还’我这么多‘兵儿子’！”

唐秀英的儿子名叫谭振林，镇江市

扬中人，曾是武警连云港边防检查站班

长，1988 年 3 月，在一次稽查走私任务

中 壮 烈 牺 牲 ，生 命 永 远 定 格 在 23 岁 。

安葬谭振林那天，不少家乡人自发前来

送行，扬中中队的官兵也列队相送。

时任扬中中队指导员的陈建平告

诉记者，当时，烈士母亲唐秀英的眼泪

和呼唤令人揪心，大家不约而同地围到

唐秀英身旁说：“妈妈，我们都是您的儿

子！”时光流逝，中队官兵换了一茬又一

茬，但这一声“妈妈”，叫了 34 年。

退役老兵李皖宁 20 年前曾在中队

服役，他至今记得与唐秀英相处的一幕

幕。“天冷的时候，中队会安排我收集炭

火，把唐妈妈家的炉子烧得旺旺的。唐

妈妈身体不好，我们还经常炖些鸡汤鱼

汤送去……”

在中队医务室有一个笔记本，上面

记录了许多治疗老年人腰腿疼痛的方

法。笔记本的第一任主人是当时的中

队卫生员张国庆。他得知唐秀英常年

被腰腿疼痛困扰，自学推拿手法，经常

上门为唐秀英按摩。这个笔记本历经

5 任卫生员，记录的腰腿疼痛治疗方法

越来越多。

“药箱在床头柜里，每个月要记得

补充常用药”“把唐妈妈的来电铃声设

成专属铃声，以防漏接她的电话……”

今年春节前夕，即将离任的中队指导员

史益斐，带着新任指导员华斐到唐秀英

家中“认亲”，一遍遍地叮嘱。

在唐秀英的床头放着一个电话本，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不少名字后

面标注了两三个不同的电话号码。这

些都是中队官兵的名字和电话，有的官

兵退役好多年了，但每次换电话号码都

会告诉唐秀英。“我年纪大了，容易忘

事，但每次打开这个电话本，名字和长

相我都能对得上，这辈子也忘不了。”唐

秀英轻抚着电话本，嘴角含笑。

不 能 忘 ，常 牵 挂 。 2017 年 11 月 8

日凌晨，扬中市长江大堤出现坍江险

情，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出动，连续奋战

6 天 6 夜，成功排除险情。归营时，早早

守候在营门口的唐秀英，看着满身泥泞

和一脸疲惫的“兵儿子”，既心疼又骄

傲：“孩子们了不起，干了一件大好事！”

2021 年底，唐秀英 88 岁生日那天，

中队官兵带着刚荣获的奖牌和证书来

为唐秀英过生日。“唐妈妈一遍遍抚摸

着奖牌说，这是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并

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再建新功。”中队副

队长赵夏瑞拿出那天与唐秀英的合影，

照片上，唐秀英被“兵儿子”簇拥着，笑

容灿烂。

老兵退役、新兵接力，唐秀英和“兵

儿子”的故事还会继续下去……

“妈妈，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沙子钺 罗 博 本报记者 安普忠

“妈妈，我们又来看您了！”门还没

开，罗小玲就听到“龙川情”志愿者服务

队队长沈巧云的大嗓门。“又带这么多

东西，每回都大包小包的……”罗小玲

一边说着，一边招呼着大家进屋。

大米、面粉、菜籽油……志愿者服

务队带来的东西堆满了墙边。“‘五一’

是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先干活！”沈巧云

“一声令下”，队员们立刻行动起来。有

的擦玻璃，有的整理厨房，有的洗衣服，

欢声笑语洒满小屋的每个角落。

48 岁的沈巧云，是江苏省扬州市

江 都 区“ 龙 川 情 ”志 愿 者 服 务 队 的 队

长。82 岁的罗小玲，是烈士汤生权的

母亲。她们相识于 2002 年，不是亲人，

却胜似亲人。

“2002 年 3 月 28 日的一篇报道，让

我们认识了罗妈妈。罗妈妈的丈夫因

病早逝，儿子又为保护军队财产壮烈牺

牲，但罗妈妈坚强面对生活，不给组织

添麻烦……”沈巧云告诉记者，“罗妈妈

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们，第二天我们就

到罗妈妈家‘认亲’了。”

时光荏苒，今年是“龙川情”志愿

者 服 务 队 与 罗 小 玲“ 认 亲 ”的 第 20 个

年头。

“我看您最近气色好多了，上次那

个药还接着吃吗？医生怎么说？”沈巧

云帮罗小玲理发、修剪指甲，你一言我

一语地聊着。“医生说好着呢！再吃一

个疗程的药就可以了……”

“烈士是为祖国和人民牺牲的，我

们要用我们的爱填补烈士留下的遗憾，

烈士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妈妈。”沈巧云

介绍，“龙川情”志愿者服务队成员来自

不同行业，有公务员、公交司机、医生、

心理咨询师、律师，也有理发师、厨师，

他们都怀揣同一个心愿：希望烈士母亲

的笑容越来越多。

从罗小玲家出来，志愿者服务队

又来到另一位“妈妈”家。“这位烈士母

亲叫王永兰，烈士走后的这几十年，党

和政府一直关心照顾，我们也尽心服

务。”沈巧云说，“前几天，王妈妈不慎

摔倒，我们赶来送她去医院，万幸没什

么大问题。这几天一有时间，我们就

往她家跑。”

“真的没事！”王永兰将“儿女们”迎

进门，“你们都忙，不用总来看我，我会

多加小心的。对了，你们给我新换的电

视，特别清晰，还有这新沙发，坐起来真

舒服，太谢谢了！”“您喜欢就好，可千万

别提‘谢’字，我们都是您的儿女，您高

兴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外面阳光正

好，队长，您扶王妈妈下楼晒晒太阳，我

们抓紧时间打扫一下卫生……”质朴的

对话，浓浓的真情。

记者还从沈巧云那里知道了一个

名 字 —— 马 一 尘 。“ 马 一 尘 是 我 们 志

愿者服务队的名誉队长，他一直照顾

牺 牲 战 友 陈 刚 烈 士 的 母 亲 滕 妈 妈 。”

沈巧云说，看病就医、装修房屋、旅游

散 心 ，这 么 多 年 来 ，马 一 尘 待 滕 妈 妈

就像自己的亲妈妈。特别是春节，每

次他都带着妻儿先到滕妈妈家拜年，

再给自己的父母拜年。谈到这里，沈

巧云感慨地说：“目前，我们‘认亲’17

位烈士母亲，虽然做的只是些力所能

及的小事，但涓滴之力也能汇流成河，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为烈士的亲

人尽一份力，让他们老有所依、晚年无

忧……”

“妈妈，我们又来看您了”
■严明亮 李小龙 本报记者 向黎鸣

烟雨中，长江两岸水天一色，美不胜收。美的不仅是景，更是人。长江南畔，武警江苏总队镇江支队扬中中队的官
兵，接力照顾烈士母亲34年；长江北岸，扬州“龙川情”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为烈士母亲送温暖20年。“兵儿子”与志愿者
素未谋面，但他们用同一声“妈妈”，温暖着烈士母亲的心。 ——编 者

从“一线”带兵人，到“一线”征兵

人，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一线”的标

准。 ——吕金阶

“那天夜里 12 点多，我和军事参谋

赶到火车站接两名返乡的大学毕业生，

结果火车晚点，直到凌晨 3 点才见到他

们……”初见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武

部政委吕金阶，他的征兵故事让笔者印

象深刻。

那是今年上半年征兵报名截止的

前一日，吕金阶从区教育局拿到一份

辖区大学毕业生的名单，得知有两名

大学毕业生当天乘车返乡，便立刻与

他们联系。“你们行李多，就别麻烦父

母了，我来接你们……”于是便有了开

头的一幕。

一个小时的车程，吕金阶与两名大

学毕业生谈人生抱负、聊热血青春，分

享自己的从军感悟。“其实本可以第二

天再联系他们，这样做，就是想让他们

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吕金阶说，这两名

大学毕业生目前已在东部战区空军某

部服役。“能征集更多的优质兵员，辛苦

一点也值得。”

2020 年 7 月，吕金阶从空军某部政

委交流至现岗位。刚报到时，正值人武

部征兵工作全面展开，他迅速进入“作

战”状态。遗憾的是，大学生报名应征

比例没有达标，征兵工作没能画上圆满

句号。

吕金阶认真复盘，辖区没有高校，

常住人口少，确实不利于征兵工作展

开，但征兵宣传是否入脑入心，相关政

策是否落地落实，兵员潜力是否还能深

挖？面对“问号”，吕金阶带着人武部全

体人员多动脑、多张嘴、多跑腿，决心在

2021 年度征兵工作中打个翻身仗。

他们走访教育、公安等部门，摸清

适龄青年底数，提前“锁定”潜在兵员；

协 调 通 信 运 营 商 ，推 送 微 信 、发 送 短

信，动员在外地上学的君山籍大学生

从家乡应征入伍；结合寒暑假大学生

返乡时机，分配入户任务指标，制定上

门宣传“打卡”制度；联合区委、区政府

督导《激励大学生参军入伍措施办法》

落 实 情 况 …… 经 过 近 一 年 的 努 力 ，

2021 年底，该人武部捧回“征兵工作先

进单位”。

今年上半年征兵工作一启动，该

人武部又全力以赴，在全市率先完成

兵役登记任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

应征报名人数分别达到征集任务数的

6.5 倍和 5 倍。

“上半年应征入伍的一名大学毕业

生因体重超标遭淘汰，十分可惜。”吕金

阶说，这名青年入伍意愿非常强烈，而

且所学专业也是部队所需，于是他上门

做思想工作，并联系医院为该青年制订

减肥食谱和锻炼计划。“这名青年表示，

下半年征兵报名窗口一开通就立刻应

征。”吕金阶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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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干 部 国 动 人交 流 干 部 国 动 人

4 月的齐鲁大地，草长莺飞，春意盎

然。走进山东省莒县人武部大院，浓浓

的红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让每面白墙、每根灯杆、每块石头、

每条灯带都会‘说话’，让人武部干部职

工、文职人员、民兵骨干在耳濡目染中强

化使命担当。”莒县人武部政委何海涛介

绍，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熏陶功能，升级改

造营区文化设施，是山东省军区推动营

区文化规范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去年底，该省军区领导在基层调研

时发现，受营区坐落分散、设计各异，以

及各级对营区文化建设思想不统一等因

素影响，营区文化建设存在“军味”“战

味”不够突出等问题。

暴露出的问题引起省军区党委一班

人的高度重视。该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区

分军分区（警备区）机关、人武部等不同

类型单位，结合实际，制定出台省军区营

区文化建设规范和军史馆（荣誉室）建设

规范，明确营区、训练基地、干休所等 24

类 39 个场所文化建设标准。

规范明确要求，营区文化建设应坚

持统筹规划设计，遵循严肃庄重、军味浓

郁、正气充盈、整体协调的基本原则。内

容上要彰显国防动员系统和本单位建设

特点，形式上要严肃与活泼相结合。规

范还规定，营区醒目位置、核心区域、室

内场所要整齐划一，橱窗、灯箱、宣传栏、

文化墙等可各有特色。

有了行动指南，该省军区各级各单位

把营区文化建设纳入单位整体建设之中。

有的单位结合新营区建设，统一规划、合理

布局；有的单位结合办公楼升级整修，推

进军史馆（荣誉室）建设；有的单位拓展走

廊文化、道路文化，浓厚“军味”“战味”。

“相比鸟语花香、‘小桥流水’，‘军

味’‘战味’浓厚的营区文化，更能对外展

现军队良好形象，对内激发官兵、文职人

员、民兵的凝聚力和干事创业的激情。”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隋希波说，下一

步，省军区还将继续规范驻训文化、战地

文化，进一步浓厚强军文化氛围；充分挖

掘驻地红色资源、身边典型故事，加强营

区文化建设。

山东省军区着力规范营区文化建设

39个场所文化建设有新标准
■曾唐开 黄永仓 本报记者 林 琳

连日来，浙江省长兴县“军徽

闪耀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老兵

与民兵队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

群众抢收蔬菜、水果。图为民兵

队员在某种植基地采摘小西红

柿。 朱俊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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