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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在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

中 国 女 排 开 启 了 为 期 10 天 的 军 训 生

活。她们的教员是来自浙江各地民兵

哨所的女民兵。当女排队员与女民兵

相遇，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料峭春风

中，记者登上海岛，感受铿锵玫瑰的绽

放与芬芳。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倪佩雪：

“海霞”与女排，精神相通

“稍息！立正！”

一边下达口令，倪佩雪一边努力挺

直自己的后背。

面对高出自己一个头的女排队伍，

倪佩雪的压力感分外真切。压力不只

源于身高落差，更多的来自心理——队

列里是她一直以来的“偶像”，屡次为国

争光、备受国人瞩目的中国女排队员。

“压力也是动力，我代表的是海霞

民兵！”倪佩雪说。洞头先锋女子民兵

连是一支闻名全国的民兵队伍，连队守

卫海防前哨的事迹被写成小说《海岛女

民兵》、拍成电影《海霞》。一代代女民

兵传承“海霞精神”，高扬先锋战旗，奋

战海防一线，连队先后获评“全国民兵

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国防动员工作先

进单位”。入队 6 年多，倪佩雪苦练军

事技能，成长为精武尖兵。此次，倪佩

雪担负队列和军体拳课目组训任务。

训练中，凭着过硬的军事技能和耐心细

致的工作，她赢得女排队员们的信服。

训练间隙，倪佩雪给女排队员们播放了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建连 60 周年军事

课目展演视频，民兵连整齐有力的枪操

表演及海霞特战女民兵手枪特种射击、

踩绳攀登等课目训练演示，让女排队员

们赞叹不已：“没想到女民兵这么酷！”

“苦练硬功是为了证明‘海霞’不是花拳

绣腿，更是为了守岛履职时更有底气！”

倪佩雪的解说获得女排队员们热烈的

掌声。

雷公山女子民兵哨所王惠安：

执着源于热爱和使命

“听了 7 位‘小姐姐’的故事，亲身

体验哨所生活，我感觉她们太不容易

了，她们默默坚守海岛的这种执着很值

得我们学习……”听到女排小将段梦可

的感言，王惠安笑容灿烂。

王惠安曾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仪仗队，现为雷公山女子民兵哨所第五

任哨长。段梦可所言的 7 位“小姐姐”，

是包括王惠安在内的 7 名女大学毕业

生。怀揣国防梦，她们放弃优越的生活

条件，远离家人，成为守岛女民兵。近

年来，她们凭借过硬的军事技能和业务

素质，在省军区组织的 7 次军事比武大

赛中获得考核总分前三名和多个单项

第一名的好成绩。

王惠安说，执着源于热爱和使命。

和女排队员刻苦训练在赛场上为国争

光一样，民兵们日复一日坚守六尺哨

台，因为这是祖国的土地。

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杨笑笑：

冲到最需要的地方

组训，她军姿标准动作规范；教育，

她情感充沛动情宣讲；保障，她随叫随

到主动热情……这是女排队员对教练

员杨笑笑的印象。晒成小麦色的脸庞，

磨出老茧的手掌，不到 25 岁的杨笑笑

有着超越同龄人的精干。杨笑笑来自

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那里是东海

海防的一个重要前沿哨点。哨所曾 7

次在浙江省民兵哨所业务考核中夺冠，

多 次 被 上 级 评 为“ 先 进 民 兵 执 勤 哨

所”。担任民兵哨员 5 年多，杨笑笑习

惯了以哨所为家，哪里需要便冲到哪

里：训练执勤、岸滩巡逻；为参观学习人

员讲解营史；协助当地学校开展学生军

训和国防教育；征兵季担任征兵宣传

员、体检引导员……杨笑笑说，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梦，但在一个团队里，个人

要先服从团队的需要。

女排主教练蔡斌表示，女排是靠团

队去打球，军训能够强化队员的拼搏精

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女排队员李盈莹

直言，这次军训给她最大的感受就是一

切行动听指挥，强化了自己的团结协作

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桐乡市民兵应急连姚佳：

为中华崛起而拼搏

“我感受到老兵精神、女排精神。”

来自桐乡市民兵应急连的姚佳，曾服役

于海军陆战队。退役后，她难舍军旅

情，主动加入民兵队伍，先后参与抗击

台风、女兵役前教育训练等任务，是桐

乡市民兵应急连唯一的女民兵。她告

诉记者，此次参与女排军训的经历，让

她印象深刻。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队

员们就开始了一天的早操训练，歌声、

口号声响彻山间。训练时，姑娘们军容

严整，令行禁止。不少队员膝关节、腰

部有伤病，但没有一人叫苦叫累，都戴

着护具坚持下来。女排队长袁心玥是

军人出身，身高超过 2 米的她在为国征

战过程中落下不少伤病。作为老队员

和老兵，她无论在球场上还是生活上，

都发挥标杆作用，带领队员团结一致往

前冲。姚佳感慨：“女排的拼搏精神和

军人的血性胆气、战斗精神是相通的！

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为

中华崛起而拼搏，我们也要在岗位上精

武强能作出更大贡献，让青春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

绽放绚丽之花。”

本文照片均由张健、朱琳提供

中国女排队员与海岛女民兵“同框”

赛场战场，铿锵玫瑰同芬芳
你为国拼搏不惧强手 我爱国尚武敢打必胜

■刘 策 本报特约记者 李健南

本报讯 鲍含、特约记者梁冰清报

道：上半年征兵报名结束，安徽省青阳

县报名应征大学毕业生人数比去年同

期 增 长 40%，开 局 形 势 喜 人 。 预 征 青

年、安徽建筑大学毕业生吴浩告诉记

者，自己早有戍边卫国的想法，但又担

心家中父母。家乡推出的“结亲卡”让

他放下顾虑、携笔从戎。青阳县推出

“与现役军人家庭结亲”活动，解卫国者

后顾之忧，有力助推征兵工作。

小小“结亲卡”，温暖光荣人家。两

年前，青阳县酉华镇探索开展“与现役

军人家庭结亲”活动，将军人军属列为

重点服务对象，一户一策建立台账，制

作成“结亲卡”，组织志愿者常态上门，

提供农忙帮工、困难帮扶、疾病帮护、纠

纷帮解、喜事帮忙、网上帮办等优属服

务，受到军属欢迎。

不久，这一经验在全县推开，各基

层武装部纷纷发动“兵支书”“兵委员”

“兵校长”等，采取“退役结现役、老兵帮

新兵”方式，先后与 648 户现役军人家

庭“结亲”，帮助困难军属解决突发疾

病、经营困难、危房改造等急难愁盼问

题 120 余个。打开“结亲”档案，一个个

暖心故事扑面而来。火箭军某部军官

小胡的妻子身患重病，去年父亲又突发

脑溢血住院。“结亲”小组长、酉华镇武

装部长朱义峰帮忙四处筹集救助金，并

多次登门探望。小胡动情地说：“朱部

长像亲人一样。”

青阳县人武部政委黄云斌告诉记

者，他们结合基层创新，及时总结固化

“五登门六必问”工作法，即党中央最新

精神登门宣传、军地最新举措登门解

读、军人立功登门贺喜、官兵探亲登门

看望、重要节日登门慰问；农忙季节问

问有无难处、大风大雨问问有无受灾、

水电气油问问是否安全、突发变故问问

是否需要帮忙、涉法涉诉问问是否需要

援助、邻里纠纷问问是否需要调解等，

让“结亲卡”成为光荣人家的“连心卡”、

军人建功军营的“安心卡”。

好风凭借力，“结亲”活动全县“开

花”，感召更多的青年志愿者、医务工作

者等爱心人士加入拥军优属行列，为现

役军人家庭提供“即时响应”“专家咨

询”“包保到底”等更多服务。

安徽省青阳县开展“与现役军人家庭结亲”活动

600余“结亲卡”喜结“同心果”

2月 15日，陕西省城固县县委书记胡新利(左一)带领军地联合送喜报小

分队，为立功军人家庭送喜报。军嫂吴洁琼（右一）收到奖金和慰问金后，全

部捐赠给城固县红十字会，表达为家乡建设作贡献的心意。 刘 航摄

1963年 3月，毛泽东同志发出“向雷

锋同志学习”的号召。60年来，雷锋精神

薪火相传。辽宁省军区牢记习主席“把

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的嘱托，结合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广泛

开展“岗位学雷锋、奋进新征程”主题实

践活动，强化顶层设计、拓展学习渠道、

创新宣传载体，掀起学雷锋、做雷锋、当

先锋热潮。

追寻雷锋路

2 月下旬，辽宁省军区组织“讲好

雷锋故事，赓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

动，邀请雷锋生前战友和军地学雷锋先

进典型与官兵共聚一堂，讲述雷锋故

事、感悟雷锋精神。

“热爱是成长的源泉。”1959 年年

底，在鞍钢矿山公司担任推土机手的雷

锋报名应征，时任辽阳市兵役局政委余

新元被雷锋执着的参军决心所打动，帮

助雷锋穿上了绿军装。16 年后，余新

元又在应征青年中挖掘发现了“当代雷

锋”郭明义。活动现场，播放了余新元

生前所录视频，讲述两次当“伯乐”的经

历和体会。郭明义也来到现场，深情讲

述了自己多年学雷锋的感悟。

话模范事迹、讲动人故事、学崇高精

神。辽宁省军区直属队战士邹瑶瑶告诉

记者：“通过学习交流，我心中雷锋的形

象更加具体生动了，‘为人民服务’是让

人快乐的，争当雷锋传人是我们新一代

义不容辞的使命责任。”

难忘雷锋情

“学习雷锋有多种形式，作为他的

战友，记录和宣传好雷锋事迹是真情所

系，也是责任所在。”现场，军旅作家陈

广生的妻子张赤讲述陈广生一生孜孜

不倦书写雷锋故事的经历。

“亲历者记忆中的雷锋，更能打动

人。”辽宁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闵守斌

告诉记者，在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离职

干部休养所，有一个以离退休老干部为

主体的雷锋精神学习宣传小组。几十年

来，他们先后参加了 600 余场传统报告

宣讲会，以多种形式宣传雷锋精神。小

组成员原有 21人，如今健在者已不足 10

人。今年以来，辽宁省军区结合组织开

展老干部红色资源抢救性挖掘工程，充

分挖掘利用本单位、本领域红色资源，

开展“忆雷锋、问初心、话使命”采访活

动，寻找“培养雷锋的人、传颂雷锋的

人、学习雷锋的人、争当雷锋的人”，拍

摄“我与雷锋同行”微视频，通过多媒体

形式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并利用网络

媒体推送展播。

争当雷锋兵

上半年征兵工作展开后，辽宁省

“沿着雷锋足迹建功军营，弘扬雷锋精

神投身振兴”征兵主题宣传活动也再度

启动。近年来，辽宁省军区利用当地资

源优势，展开选、送、育新时代“雷锋式

的好战士”系列活动。在预定新兵役前

教育训练时，组织他们参观雷锋纪念

馆、雷锋学院，与雷锋生前所在单位开

展交流，上好预征青年入伍前的思想政

治教育课。新兵起运前，给每人送一份

“雷锋精神大礼包”，其中包括一枚“新

时代雷锋传人”纪念章、一个“续写雷锋

日记本”、一本雷锋故事书籍，让雷锋精

神指引新兵的兵之初。

“雷锋是从弓长岭走进军营的。我

们学习雷锋精神，就是要扎实工作，多

征雷锋式的好兵。”辽阳市弓长岭区人

武部部长鲍继勇告诉记者，他们注重在

工作中践行雷锋精神，一对一上门动员

优质兵员，了解每名应征青年的思想动

态。去年该区入伍新兵均为大学生，这

几年该部选送士兵中 3 人考上军校和

提干，60 余人改选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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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佳（左一）在纠正队列动作。 倪佩雪（右一）指导队员学习战场包扎。

王惠安（前排）为女排教练及工作人员做示范。 杨笑笑（右方带队者）带队巡逻海边。

县委书记送喜报
大义军嫂捐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