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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察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

进入腊月，年味渐浓。2月 2日，夏
邑县骆集乡大梨树村班前进家双喜临
门：去年底，女儿班婉婉在第 83集团军
通信专业“创破纪录”比武中获得第一
名，荣立二等功；该县副县长吴杰、人武
部政委姜克敬和所在部队领导带着慰
问品登门贺喜。班前进脸上乐开花儿：
“俺家几代人从没像今儿这样风光过！”

体会到这种光荣感的军属，在中原
大地还有很多。河南是兵员大省。连
续 6年，河南省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联
合开展河南籍现役军人家庭“大走访、
大慰问”活动，成为广大军属必不可少
的春节“光荣大餐”、激励广大河南籍将
士练兵备战的“暖兵工程”，凸显良好的
政治、社会和军事效益。

“光荣感”在军属心

头有多重

雪后初霁，豫北太行山南麓，画壁
苍茫留水墨，峭峰突兀起飞烟。

通往崖上人家的唯一一条挂壁公
路结冰封道，生活在辉县市上八里镇回
龙村的 50多户村民几乎与外界隔绝。2
月 1日，天刚蒙蒙亮，军属张臣亮把秋天
采摘的野生山果摆满茶几，兴冲冲走到
村头崖口。当看到路面冰雪覆盖，辙踪
难觅，他神情焦虑。

昨天傍晚，村委干部打电话说，今
天市里有人来慰问，可看到这种路况，
他顿时心里凉了。

此时，比张臣亮更为焦急的，是山
下的该市人武部政委刘向阳。他和市、
镇民政部门等人抵达山下村部时，村委
会主任好意相劝：“路上的冰一时半会儿
化不开，不用再辛苦跑上去了，过几天我
们把慰问品给两户军属转交过去。”
“车上不去，咱就步行走小路，不能

让军属空盼一场。”刘向阳一行手拎肩扛
慰问品，沿着崎岖小道爬了两个多小时。

听到敲门声，张臣亮推开门一刹
那，看到满脸是汗的慰问小组拎着慰问
“礼包”，激动得眼睛湿润：“这可是俺家
最重的年货啊！”

张臣亮告诉记者，自从儿子当兵
后，他特别珍惜“光荣之家”这份荣誉，
把门口那块“军属光荣”牌当成宝贝疙
瘩，隔三差五擦了又擦、抹了又抹。
“慰问品虽然不贵重，但却满载着

光荣感、尊崇感和荣誉感，军属和官兵
看得很重。”辉县市民政局副局长靳银
卫介绍，辉县地处太行山区，前段时间
连降大雪，偏远乡村道路不通。市里决
定，军地有关部门要组织走访慰问到最
偏远的军属家庭，不能因为山高路险而
冷落军属火热的期盼。

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亲最思解放
军。每年春节前走访慰问，河南省省委、
省政府、省军区都要统一制作慰问品，分
级走访慰问现役军人家庭，要求省辖市
重点走访慰问师以上干部家庭、县（市、
区）走访团职干部家庭、基层乡镇走访慰
问营以下干部家庭、村组走访慰问现役
战士家庭，并形成常态化、制度化。

腊月廿一，驻马店市高新区开源办
事处张楼村党支部书记张宏伟，将全省

统一制作赠送的新春“礼包”送到军属
侯金河家，里面有红彤彤的春联、门画、
窗花和宣传画，过年喜庆味十足，军事
元素浓厚。
“英雄门第春光好，和美人家喜事

多”。村支书前脚刚走，侯金河就把春联
和门画早早地贴上大门。记者看到，这
对威风凛凛、精神抖擞的门神，既不是古
代文官武将，也非祈愿的道仙财神，而是
两个身着荒漠迷彩、胸佩新式步枪的解
放军战士，新颖醒目，寓意颇深。
“解放军才是人民群众可亲可敬的

守护神。贴着这对门神，咱老百姓多有
安全感啊！”侯金河告诉记者：“俺家祖
孙三代兵，上世纪 60年代，父亲当兵时，
乡里给家里送一个瓷茶缸和一块白毛
巾，上面印着‘军属光荣’，一直是压箱
底的宝贝，几十年来不舍得用，说白了，
俺就是图这份光荣的感觉！”

优待“光荣之家”的

真情有多浓

“万家团圆、万家欢乐之时，不能忘
了万里边关的万千将士！”新乡县人武
部政工科长王升，把走访慰问进疆战士
罗帅康家庭的镜头照片发在微信朋友
圈后，这句话赢得好友纷纷点赞。
“帅康，我是咱镇的田镇长，新疆边

防冷不冷？今天我们来你家看望，你要
安心在部队好好干，家里有事交给我们
办！”1月 28日中午，新乡县七里营镇镇
长田克敬陪同县民政局、人武部的同志
到罗滩村走访慰问罗帅康的父母，用手
机视频来了个“现场直播”。

田镇长刚鼓励过罗帅康，又扭头问
罗帅康的母亲杜方辉：“孩子远在新疆，
家里有啥困难言语一声，咱镇里想法给
你解决。”

交谈中，田克敬得知罗帅康家经济
条件较困难，现场结成帮扶对子。

政府对军属感情的淡与浓，关乎到
官兵练兵习武的冷和热。该县人武部
部长朱兆伟告诉记者，走访慰问军属在
豫北大地大半个世纪薪火相传、从未间
断。战争年代，政府每年春节都要带着
宣传队慰问军烈属，抗美援朝期间，还
专门成立包工包干队和民兵代耕组，为
烈军属耕田种地。无论啥时候，这个
“传家宝”都不能丢！

咚咚锵、咚咚锵！春节临近，原阳
县“威风锣鼓队”特别忙。1月 31 日中
午，原阳县原武镇东合角村 6户军属享
受了一场专属演出，他们坐在最前排，
胸佩红花绶带，成为街坊邻居羡慕的乡
土“明星”。军属赵恒英说：“俺给大儿
子娶媳妇才请 6人鼓队，今天镇里请来
12人鼓队，太风光了！”
“我们要有责任感，军属才有光荣

感、尊崇感。”原阳县人武部政委李晓军
说，个别地方对军人军属的社会地位、
价值认同有所淡化弱化，优抚政策成了
空头文件；有的地方把走访慰问军属看
轻了、看淡了，优抚反而成了光荣之家
的“忧伤”，军属产生冷落感、失落感。
大张旗鼓营造军人军属受尊崇的社会
氛围，既是光荣传统的本源回归，更是
强军兴军的时代呼唤。
“对军属的感情深不深，问问军属

就知道。”新蔡县民政局优抚股股长张
瑾总结出“三种滋味”：一种是酸溜溜
的，没人登门去慰问；一种是灰溜溜的，
让军属自己去领慰问品；最后一种是美
滋滋的，政府风风光光去慰问。

1月中旬，商丘市百名“商丘好兵”颁
奖典礼上，20名现役军人代表以及百余
名军属，手捧鲜花证书，尽享尊崇荣光。
走下领奖台的中部战区某部班长陈坤鹏
激动而自豪：“俺全家高兴得一夜没睡着
觉，这种光荣感可是花钱买不到的！我

在部队绝不能辜负家乡父老的厚爱！”
军属光荣不能喊在嘴上，要惦在心

上，送到门上。6年来，河南省从省里到
村里，从省军区到乡镇武装部，数千个
慰问小组，万余名军地领导、乡村干部，
进村入户走访慰问军属家庭。全省 300
多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制作“立功受奖
军人明星榜”“模范军人家庭光荣榜”，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鲜明导向蔚然
成风。

“热传递”的激励效

应有多大

慰问的是军属，激励的是军心。
1月 29日，鹿邑县张店镇杜集村锣

鼓喧天。该县军地领导慰问组 10余人，
捧着“二等功臣之家”的匾牌走进某部
副教导员侯国领的家里慰问。
“我 8次立功，政府领导 8趟给家里

送喜报。”正在家里休假的侯国领是中
部战区陆军某特战旅优秀侦察兵，先后
荣立一等功 2次、二等功 1次、三等功 5
次。他说：“一想起家人在村里风光满
面，我就浑身有劲，家里的光荣感就是
我练兵带兵的‘加油站’！”

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李小
平介绍，党的十九大强调“推进军人荣
誉体系建设”“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在中原大地军人军属中引起
强烈反响。大走访大慰问活动是顺应
时代大潮、回应军属关切的利国利军利
民之举，产生良好的“热传递”效应。洛
阳军分区组织对驻军 100名河南籍官兵
调查问卷显示：大家普遍认为，大走访
大慰问温暖了家门的、激励了营门的、
动员了校门的。

薄薄一张年画，拓展一方国防教育
“大阵地”。2月6日，腊月廿一，新安县大

学生江剑格，到已入伍的表姐党亚南家做
客，无意间看到政府赠送的慰问年画，上
面印着“中原国防”“河南征兵”微信公众
号二维码，顺手用手机一扫描，浏览了征
兵政策，欣喜地发现参军入伍有这么多优
惠措施，当即在网上填写了报名表。

小小一张卡，搭起一座优待军属
“连心桥”。这几天，夏邑县正在紧锣密
鼓地发放 2017年义务兵“光荣之家一卡
通”，确保每户新兵家长在春节前都能
领到手。该县人武部部长张宝云介绍，
别小看这张卡，它除具备银行卡存取功
能外，还包含优抚金发放、“一站式”就
医服务、无息低息贷款申请、接续社会
保险等 13项服务保障功能，军属形象地
称为“吉祥卡”。
“政府和部队对军属高看一眼、厚

爱一分，俺只能给‘光荣之家’争光，决
不抹黑！”从濮阳市入伍的武汉大学毕
业生司秉涛说：“家乡为我分忧，我向家
乡报喜，一定要把这种关爱化为训练动
力！”在外做生意的父亲司国平告诉记
者，儿子前年入伍后，两人约定：父争做
“诚信商户”，儿争当“优秀士兵”。去年
底，父子俩都兑现了承诺。

每思祖国金汤固，便忆英雄铁甲寒。
春节，年夜饭的香味四溢。在林海

雪原、大漠边关、苍穹蓝天和万里海疆，
有多少个守卫岁月静好的将士，就有多
少个守望奉献的家园。

致敬中国士兵！祝福“光荣之家”！

军属的年味：“光荣感”中喜盈盈
■蔡政洋 本报特约记者 魏联军 王根成

家门连着营门，军属牵动军心。

85年前的春节前夕，毛泽东在《才

溪乡调查》中指出：才溪乡扩大红军成

绩最好，其中“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

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

根本工作”。当年，中央苏区政府组织

群众免费为红军家属代耕，军属在苏区

购物有5%的优待，让红军战士无后顾之

忧上战场。

75年前的春节前夕，新四军在《拥

军优抗宣传大纲》中，对抗日军人家属

作出了一系列优抚优待政策，包括救

济慰问，登门拜年，组织代耕、代割、代

种等。

回望我军波澜壮阔的成长壮大

史，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始终深扎筋骨

血脉，成为独特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

统，为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培植

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注入了强大的精

神力量。

习主席强调,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

合力，新形势下双拥工作只能加强、不

能削弱。优待军人军属，体现的是党和

政府对军队建设的关心关爱，凝聚的是

广大官兵练兵打仗的磅礴力量。春节

期间登门为军属送上一句问候、一副春

联、一份慰问品，看似寻常普通，但却情

深意重，满载的是政治待遇、社会尊崇、

精神褒奖和荣誉激励，在官兵和军属心

中备受珍视、倍感荣光！

纵览古今中外战争史，一支军队的

战斗力，从来不是孤立地依赖军事力

量。党的十九大强调“推进军人荣誉体

系建设”“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这一暖兵心、

励兵阵之举，激发起全社会关心支持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巨大热情，激励着三军

将士在强军兴军的新征途上铿锵前行。

高歌一曲贺新春，团圆犹念解放

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物资更加充

裕丰盈，过大年时，很多军人军属“啥

都不缺”，唯少尊崇感和“光荣味”。我

们在享受盛世太平、天伦之乐的时刻，

决不能忘记那些守护岁月静好、一路

负重前行的军人，那些默默站在军人

背后、挑起家庭重担的军属。尤其在

改革强军大潮中，无数官兵随部队转

隶移防远离家人，为大局、舍小家，各

级党委政府和国防动员系统更要满腔

热情地拿出特殊措施、给予特别关爱，

在走访慰问中送温暖、送政策、送帮

扶，让浓郁的“光荣味”成为凝聚军心

的巨大力量。

军人枪膛瞄准的是前方敌人，胸膛

牵挂的是后方亲人。官兵家庭是战斗

力生成的强大后盾，后院多一分荣光，

前线将士练兵备战就增几分激情，备战

打仗就多几分胜算。当尊崇军人、关爱

军属成为全社会的时代脉动，将激励更

多的军人在未来战场上决战决胜，人民

军队也必将在迈向世界一流军队伟大

征程中破浪前行！

后院多一分荣光，前方将士就增添几分激情——

慰问的是军属 激励的是军心
■胡永生

2 月 1日下午，鄂西林海，千里
冰霜，寒风似刀。

我带着战士们走进训练场，训练
不大会儿，大家就得搓搓手揉揉耳
朵，生怕冻伤。
“嘟嘟……”课间休息时，我的

手机震动起来，当看到是父亲打来的
电话，心里咯噔一下。家人知道我白
天训练忙，有事一般都是晚上打电
话，这个时候打来电话，莫非有什么
急事？
“小鹏，县里给你送立功喜报来

了……”一接电话，就传来母亲激动
的声音，“咱院子里可热闹了，听，
敲锣打鼓的，人家还送来吃的、喝
的、贴的……”
“快，让我也给儿子说两句。”没

等母亲话落地，父亲就迫不及待抢过
手机，“今儿可把你爷给高兴坏了，
邻居们都夸你当兵出息了，给咱家争
了光，你婶打听你有没有对象，想给
你说媒……”

我还没说上几句话，父母光顾着
激动，就匆匆挂了电话。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头涌上一股
暖流，驱散了野外的寒冷，脑海里闪
现出 18年前的一幕场景。那也是过
年前的腊月，乡里敲锣打鼓地给爷爷
奶奶送来二叔在部队的立功喜报，还
拎着一袋白面、一捆粉条，并在大门
口钉上一块红艳艳的军属光荣牌，全
村人纷纷聚拢过来看热闹。当时只有
8岁的我，感觉比过大年还高兴，特
别是爷爷、奶奶，乐得几天合不拢
嘴。

说起来，我家与部队有着好几十
年的渊源。爷爷曾是一名老兵，他打
完仗返乡，二叔刚满 18岁，爷爷就
马上把他送到部队。我长大成人后，
又接着动员我参军。每年家里团圆吃
年夜饭时，爷爷总要叮嘱晚辈们：
“你们可得要守好传家宝，咱宁家的
大门上不能没有光荣牌！”

我清楚地记得，二叔退伍后那些
年，没人来慰问了，大门口的军属光
荣牌也摘了下来。有时，爷爷会望着
钉过光荣牌的地方发呆，虽然嘴上不
说，但我知道，老人家心里很失落。

2010 年 12 月，我从外地的学校
参军到武警部队，由于各种原因，
家乡政府不知道我当兵的信息。春
节前，村里其他新入伍的战士家里
陆续挂上了光荣牌，政府还来人走
访慰问。我家一直冷冷清清。爷爷
一下子坐不住了，就跑到乡里反映
情况。经过核实，政府补发了光荣
牌和慰问品。那天，爷爷第一次给
我写信，鼓励我好好训练，像叔叔
那样立功受奖。

两年后，我考入军校。无论当战
士还是当排长，我都牢记宁家的家风
和家训，努力工作，不负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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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角

春节，年夜饭的香味四溢。在林海雪原、大漠边关、苍穹蓝
天和万里海疆，有多少守卫岁月静好的将士，就有多少守望奉献
的家园。

家门连着营门，军属牵动军心。大张旗鼓营造军人军属受尊崇的

社会氛围，既是光荣传统的本源回归，更是强军兴军的时代呼唤。
军属光荣不能只喊在嘴上，要惦在心上，送到门上。多年

来，河南省从省里到村里，从省军区到乡镇武装部，数千个慰问
小组，万余名军地领导、乡村干部，进村入户走访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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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市军地慰问小组翻山越岭来到太行山的崖上人家慰问军属。 王根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