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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子，拾掇好没有，来拍照了！”

“阿姨，叔叔还是穿这身精神。来，靠

近点，对，放松，看过来……”

“咔嚓咔嚓……”随着相机快门键按

下，参战老兵彭长树与老伴的笑容被瞬间

定格。这样的情景，在江西省赣州市南康

区乡镇街道无数参战老兵家中上演。

近年来，南康区军地积极开展“老兵记

忆，薪火相传”活动，由工作人员上门为辖

区每一名参战老兵家庭拍照留念，记录他

们的战斗故事，制作成老兵影集。

“这位老同志身上有 3 处枪伤，至今弹

头仍留在身体里……”3月 13日，该区人武

部来到南康区第一小学开展国防教育进校

园宣讲活动，蓉江街道武装部部长林露松将

前期整理的老兵影集通过课件的方式进行

展播。40 分钟的国防教育宣讲辅导课，让

师生们深受触动。五年级 9 班班主任陈林

说：“我们不能忘记英雄，更不能忘记自己家

乡的老兵。”在互动环节，该班学生林珈竹发

言时说：“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军人，我要好好

学习，像他一样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区人武部政委罗华介绍，下一步，他们

将在全区 20余所中小学中开展“老兵记忆”

国防教育宣讲，汇总整理课件资料，推开可

借鉴的国防教育进校园新模式。

上图：工作人员为参战老兵彭长树整

理仪容仪表。

左图：区人武部工作人员开展国防教

育进校园宣讲活动，播放老兵影集。

曾 睿、卢致融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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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搬进了地铁站，还成为网红

打卡地——这个春天，云南省昆明市

一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展“火”了。

初春时节，笔者来到昆明市五一

路地铁站 A 口，入口正上方醒目的红

字提醒着行人，已经来到“昆明市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展厅”。步入展厅，

浓浓的军味扑面而来。展厅以迷彩

色为主调，“为退役军人点赞”的互

动按钮前排起了长队，按下墙上的

红色五角星即可参加点赞活动，屏

幕实时显示参与人次。“各位战友，

下一站，军创梦工厂……”笔者按下

互动按钮，屏幕显示点赞人次已经

突破 10 万。

五一路地铁站位于昆明市地铁

3 号线中段，周边商场林立，人流量

大。为鼓励和号召更多退役军人投

身就业创业大潮，昆明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联合云南一家军创企业在地铁

站打造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展厅。该

厅分 14 个主题展板，介绍昆明市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和培训（实习）基

地为退役军人提供的就业、创业、培

训服务，展示退役军人创业典型事

迹，介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相关政策

法规等。

这是应急通信产品，这是土壤恢

复设备……跟随该市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园和培训（实习）基地负责人赵

帅来到军创产品展区，笔者大开眼

界。“在位于呈贡区的园区，有专业培

训团队，为退役军人提供各种就业创

业服务。”赵帅告诉笔者，他也是一名

退役军人，深谙老兵就业创业往往面

对法律、金融、管理等专业问题，需要

对企业、行业加深了解，让自身职业

规划更加清晰。

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入驻入孵军

创企业 190 多家，园区举行线上线下

培训活动 100 多场次，参与人数 18 万

多人次。

上图：昆明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展厅外景。 王 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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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发、李子孝报道：“去

年因为没赶上船，我抱着孩子在码头

等了大半天。这次来部队探亲，没想

到直接住进了‘军人驿站’，这里有专

门的母婴护理室，可以给孩子冲奶粉、

换尿不湿。周到暖心的服务，让我感

受到了家的温暖。”初春时节，海军某

部参谋王高杰的妻子带不到 3 岁的孩

子前往部队探亲。候船期间，走进崭

新的“军人驿站”，身为军属的自豪感

和荣誉感油然而生。

建立“军人驿站”，是广东省江门市

推出的一项拥军爱民新举措，也是该省

首次在营运码头设置惠军服务场所。

驿站常备饮用水、应急药品、雨具等物

品，还专门设置母婴护理室，为带孩子

来队探亲、旅游坐船的军人军属提供便

利；设置“军营微书吧”，官兵们在候船

的同时可以读书看报；开辟军人专属通

道，为军人提供优先登船服务。

“ 我 认 识 这 个 哥 哥 ，他 是 个 大 英

雄 。”和 父 母 一 起 来 川 岛 游 玩 的 三 年

级学生刘梓锋，望着墙上的陈祥榕烈

士 画 像 激 动 地 说 道 。 只 见 驿 站 大 厅

墙上挂着陈祥榕、肖思远等卫国戍边

英雄画像，书架上摆放着各类国防教

育 书 籍 。“ 每 年 带 孩 子 来 川 岛 旅 游 的

游客很多，这些国防元素可以对孩子

起 到 潜 移 默 化 的 熏 陶 作 用 。”驿 站 工

作人员告诉笔者。

据了解，驿站运营以来，接待来往

现役军人、退役军人等优待对象逾上

千人次。川岛镇武装部部长杨华告诉

笔者，前不久，军地双方探索建立港口

综合治理机制，专门整治“三无”船只，

切实保障部队航线安全。

广东省江门市推出拥军爱民新举措

“军人驿站”落户营运码头

“这是我姥姥姥爷！”3 月 29 日，在山

东省临沂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清明祭

英烈暨烈士画像捐赠仪式现场，看到由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志愿者绘制的姥

姥姥爷画像，烈士后代杨红情不自禁地

喊出了声。其实，74 岁的杨红从未见过

姥姥姥爷，早在 1940 年 5 月，她的姥姥曹

得秀、姥爷彭德友就为革命献身，在同一

天壮烈牺牲。

杨红告诉记者，姥姥姥爷牺牲时，

没能留下照片。他们被汉奸杀害后，19

岁的母亲也参加了革命，加入八路军。

“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说，一直想见见

姥姥姥爷，要是有张照片、有个画像就

好了……”去年夏天，杨红听说有志愿者

可以为烈士免费画像，便联系该市兰山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安徽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帮助下，杨红终于

“见”到了素未谋面的亲人。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姥姥姥爷的模

样，清明节快到了，我要到我母亲的墓

前，告诉她这个好消息。”活动当天，杨红

专程从北京赶来，看着亲人的画像，她忍

不住流下眼泪。

“父亲，您终于回家了！”活动当天，

64 岁的烈士后人刘宝春抑制不住内心

悲痛放声大哭，在场的亲友也忍不住小

声啜泣。他的父亲刘京芝于 1948 年参

军，1951 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多次荣

立战功，最终牺牲在异国他乡。后来，刘

宝春被过继给这位没有子嗣的烈士。60

多年来，他只能通过家人的描述还原父

亲的模样。“回家之后，我要把这幅画像

挂在家里……”刘宝春说。

去年 6 月，在“舍己救人模范军官”

孟祥斌遗孀叶庆华的牵线下，兰山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临沂日报报业集团等单

位联合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共同发起

“为烈士寻亲，为烈士画像”公益活动。

清明节前夕，为弘扬英烈精神，以慰后人

思念之情，大学生志愿者千里迢迢赶赴

临沂，将装裱好的 18 幅画像和精心制作

的烈士事迹绘本，赠送给烈士亲属和临

沂第三实验小学师生，作为传承红色基

因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教材。

活动现场，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辅导员王伟告诉记者，过去几年，学校组

织学生以志愿者身份为烈士画像，完成

了 96 位烈士的画像工作。“这次活动不

仅为了给烈属圆梦，也是想让学生可以

近距离接受红色教育。每一幅画像背

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以后我们会继

续坚持下去，为缅怀英烈、致敬英雄尽一

分绵薄之力。”

图①：清明祭英烈暨烈士画像捐赠

仪式现场合影。 朱武涛摄

图②：活动现场，边境作战参战老兵

孟凡军（左一）正在拍烈士画像。

曲宝立摄

山东省临沂市军地组织清明祭英烈暨烈士画像捐赠仪式

“让我再看看你的模样”
■刘福伟 本报记者 杨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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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帆、段增顺报道：清明

节前夕，山东省诸城市以整修全市烈士

纪念设施为契机，与多部门联合开展

“致敬最可爱的人·我替烈士看家属”

“清明代祭扫”等系列活动，在全市多所

学校组织开展“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

色血脉”清明节线上主题教育，营造崇

尚英烈、传承英烈精神良好社会氛围。

诸城是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家

乡，红色底蕴深厚。为做好烈士纪念设

施整修维护工作，政府主管部门前期组

织专门人员深入各镇街区进行调查摸

底，详细掌握全市烈士纪念设施和散葬

烈士墓情况。他们先后同宣传、财政、

检察院等相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

全市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

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诸城市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整修工程实施方案》等文

件，对全市 5 处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

和 240 余座散葬烈士墓整修工作进行

具体安排，明确管理责任和保护主体。

该市坚持建管结合，相关部门建立

工作台账，对整修项目原状、施工过程

等全程记录；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划定保

护范围，建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属地责

任制；明确监管、维护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安排专职人员对烈士纪念设施进行

管理维护；对散葬烈士墓逐一建档立

卡，定期巡检；制定以镇街区退役军人

服务站、社区为第一责任主体，委托烈

士家属为第二主体的方式，明确日常管

护责任。

山东省诸城市整修烈士纪念设施

建立台账明确管护责任

在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西

北 60 公里处，有座雄伟的萨吾尔山。萨

吾 尔 山 脚 下 ，有 个 名 叫 阿 吾 斯 奇 的 地

方。阿吾斯奇，蒙古语意为开满小黄花

的 地 方 。 每 年 春 夏 季 节 ，这 里 天 蓝 地

绿，山花烂漫，美不胜收。

“孩子们快要进山了，我来送一些

鞋垫……”最近，新疆塔城军分区阿吾

斯奇边防连官兵们陆续收到了一份特

别的礼物——几双手工棉鞋垫。这些

鞋 垫 ，均 出 自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农 七

师 137 团 阿 吾 斯 奇 牧 场 退 休 职 工 杜 月

香之手。

杜月香今年 76 岁，她与边防官兵的

情 谊 ，持 续 了 半 个 多 世 纪 。 20 世 纪 60

年代，牧场医疗条件相对有限，杜月香

母亲长期卧病在床。连队主动派军医

上门，免费为杜月香母亲治疗。“滴水之

恩，当涌泉相报”，杜月香下决心一定要

为边防官兵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

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杜月香和丈夫每月

只有 40 斤粗粮和 4 斤白面，她把仅有的

面粉省下来，周末给战士们包饺子；看

到哪个战士的衣服破了，她主动帮忙缝

补；战士们巡逻回来错过饭点，她就给

他们做饭。

阿吾斯奇边防连地处高原山区，战

士们平时训练量大、出汗多，一天下来

双脚发凉，杜月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一有空闲时间，杜月香就一针一线为战

士 做 布 鞋 和 鞋 垫 。 有 人 算 了 算 ，58 年

来，她为战士们缝的鞋垫有 4500 多双。

为了多做些鞋垫，她省吃俭用一年多，

托人买来一台缝纫机。有人问杜月香：

“你这样做到底图啥？”杜月香回答：“这

些孩子离家千里图啥？不就是为了我

们的边防安宁吗！我什么都不图，就是

想让这些孩子在边防过得温暖一些。”

穿过杜月香做的布鞋、用过她鞋垫

的战士，来自祖国大江南北。2022 年 9

月入伍的列兵万泽胜，家住重庆市綦江

区，8 岁时奶奶去世。看到杜妈妈到连

队为大家发鞋垫，他倍感亲切：“在我小

时候，我奶奶也经常给我缝鞋垫，送我

上学……”“孩子别哭，从今以后我就是

你奶奶。”杜月香说。

杜月香最大的愿望就是官兵们个

个有出息。战士刘浩 2013 年刚到连队

时，总想着混两年就回家。杜月香知道

后心里着急，把小刘叫到家里为他做可

口的饭菜，借机给他做思想工作。慢慢

地，小刘思想“转弯”，工作积极主动，还

成了连队训练尖子。后来，刘浩当上班

长选上士官，并光荣入党。

近年来，杜月香陆续获评兵团首届

“ 十 大 戈 壁 母 亲 ”“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模

范”。如今，她随儿子搬到距连队几百

公里外的奎屯养老，但每年坚持回到离

阿吾斯奇边防连不远的兵团牧业营住

上两三个月，帮边防连养养花草、种种

树。如果身体实在不允许，她就用包裹

把亲手制作的鞋垫寄来。

58 年过去了，当年的“兵姐姐”变成

了今日的“兵妈妈”。临走前，连队官兵

整 齐 列 队 在 连 门 口 高 喊 着“ 感 恩 杜 妈

妈”，那一刻，杜月香眼眶湿润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休职工杜月香心系军营 58 年

当年“兵姐姐”今日“兵妈妈”
■钞飞航 张根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