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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团圆的春节，对多数军人家庭来说，是思念，是等
待。而每至年味渐浓，总会有军嫂带上懵懂的军娃，拎着家乡
的味道，向着千里之外的军营，做春运中美丽的逆行。

聚少离多的一家人在军营聚首，军人回归了缺位许久的
家庭角色，军嫂靠上了日思夜想的宽阔肩膀，军娃也终于摸
到了“手机爸爸”的胡茬儿……

然而，军人家庭的幸福时光自有别样的底色。一边是战

位，一边是家人，使命和责任让他们的团聚依旧咫尺天涯，欢
欣与快乐的背后，理解和支持仍是主要色调。

经历调整改革的座座军营，如今正春枝吐绿，焕发出无
限生机与活力。军嫂来队过大年，品出的是军味儿、战味儿，
得到的是温暖和力量。今天，让我们听听陆军第 83集团军某
合成旅军嫂们的娓娓讲述，一起感受她们别样的骄傲和期
待。 —编 者

军嫂，春运中的美丽逆行

扫码阅读更精彩

1000多公里的路途辗转，只为与

你在部队过第一个春节。看到哨位上

那张熟悉的脸庞，生活的艰辛，化成喜

悦的泪水；分离的苦痛，凝成甜蜜的笑

容。我一肚子的牵挂，向你张开深情

的拥抱，千言和万语，都是一份执着：

你在哪里，哪里就有年的团圆。

——36170部队 王 庚

已经有700多个日夜，我只能对

你诉说着思念的话语。你告诉我边关

的雪如圣莲一样美丽，那里的夜如你

的笑眸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等不来你

的归期，我只好追寻你的身影而来。

从海拔560米到海拔4516米，纵然一

路踏雪，我也不愿停下追寻幸福的脚

步。在军营的这段时光虽然短暂，但

我们共同画下一段暖心的回忆，如春

风和煦，同阳光暖心，足矣。

——77598部队军嫂 张瑷珲

你来到这千里之外的北疆，整个

军营如沐暖阳，每个人心中都飘荡着

花的芬芳。远离家乡的战士们呀，故

里的云和山川总在记忆中荡漾，父母

的笑容还是曾经的模样。在这万家

团圆的新年，多了份来自嫂子的亲切

关怀，军营中处处充满家的温暖，就

像儿时吃的那块灶糖，蜜在嘴里，甜

在心上。

——武警吉林总队长春支队

宋国奇

银装素裹俏脸红，春回意暖情更

浓。赶过八千里云和月，我的那个她

顶风冒雪来军营过年：挂春联、贴窗

花，带起连队年意盈；秀歌艺、炫舞姿，

撩开热闹迎春景；展刀工、亮厨艺，家

的味道传递浓浓乡情。谢谢你，亲爱

的！雪海云天，娇滴滴的你带来热乎

乎的年滋味儿！

——西藏军区某旅 姜奇骏

嫂子来队过年啦！听说的时候种

下了期盼，迎接的时候长出了笑脸，挂

彩灯的时候拍下了倩影，包饺子的时

候增添了团圆，唠家常的时候加速了

心跳，联欢的时候变成了焦点。您的

一句“冷不冷、暖不暖”，掀起了我们对

远方父母的思念。嫂子，您能来，真

是太好了！映红了连长的笑脸，也温

暖了我们的整个冬天。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

王亚雄

嫂子到了，年就到了！一袭红装

穿来年的喜庆，一包行囊拉来年的团

圆。最喜嫂子带我们剪窗花、包水饺、

蒸年糕，剪出的是欢笑声、包出的是家

乡味、蒸出的是战友情。感谢您，嫂

子！是您带给全连一个别有滋味的新

年！

——77526部队 张 鹏

Family视点特别策划

这次来军营过年，我的内心是满满
的感动——部队的细微关怀，实实在在
地暖到了我们。

其实，有孕在身的我原本对来军营
过年并不“感冒”，但老公王少雄从元旦
起就不断地给我做工作，要我来队过
年。听他描述到了部队我们一起买年
货、包饺子、守夜的情景，我慢慢心动了。

来队后不久，到了我该去产检的时
间。原本，我和少雄定好了时间一起去
医院，不承想被接连下起的两场大雪堵
在了家里。那几天，当地气温持续走
低，地上的积雪有 20多厘米厚，出行非
常不便。少雄心里很忐忑，担心这种情
况下出门我会发生什么意外……

但眼看就要到春节，把产检放在年

后的话，时间拖得太长。我安慰少雄
说，咱多加点小心就行，别自己吓自己
啦。

让我没想到的是，去请假的老公不
仅带回了假条，还带回了一辆车。他高
兴地告诉我，部队领导得知我要去产
检，考虑到路湿地滑，就决定派车接送
我们。去产检的路上，看着身边的老公
和谨慎开车的司机班长，我心里感觉踏
实极了。

随着日渐浓郁的年味，我不禁憧憬
起我俩的“军营年”了：先去超市买年
货、除夕晚上一起守岁、给父母视频拜
年……可这一切，都被小年那天少雄带
回来的一个消息摧毁了。

和少雄搭档的指导员家中突然遇

到急事，需要请假回家。部队有规定，
连队要确保至少一名主官在位，节假日
也不例外。这意味着，尽管我来队了，
作为连长的少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必
须一直守在连队，不仅不能请假外出，
就连晚上休息都不能回家属院。

那两天，我的心情一直沉在谷底，甚
至动了回家的念头。我知道少雄心里满
是愧疚，一切都是军人的职责使然，可满
心的失落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

腊月二十八那天上午，正闷闷不乐
的我突然接到少雄的电话。“媳妇，快，
收拾收拾，咱们逛街去！”电话里，少雄
兴奋的喊声差点没把我的耳膜震破。
什么什么？去逛街？我没听错吧？不
是不能外出么？

一路上，我都在听少雄为旅里的暖
心举措点赞。原来，为了解决基层主官
春节假期休息的问题，旅党委抽选机关
干部到基层代职。这样一来，我老公就
能有交叉休息的时间了。幸福来得真
突然！我紧紧地拐着少雄的臂弯，心里
甜甜的，身上暖暖的。

少雄跟我感慨，近些年部队的管理
越来越人性化，大家干好工作的积极性
自然更高了。细细回想，其实部队对我
们军属的细微关怀还有很多。就拿今
年来说，不仅提前整修了家属房，配齐
了各类家具和电器，还组织我们到驻地
景点游览。年夜饭时，炊事班长还特意
为我做了“孕妇营养餐”……真是暖流
超暖啊！

暖流超暖 关怀虽小充盈人心
■孙 超

“为啥我离你那么近，却总见不到
你的人！”眼看就要过年了，我和江哥
的“战争”却爆发了。

可还没哄上我几句，江哥就接到
战友的电话回连队忙活了，留我一人
在屋内“凌乱”……

我和当司务长的江哥是去年 5月
领证结婚的。谈恋爱时，他在我眼里
既是英姿飒爽的兵哥哥，又是居家首
选的“大暖男”。但自从领证后，我发
现他变了。

首先是他食言了。我们原计划去
年 6月举办婚礼，他却在那个时候跟随
部队调整移防了。虽然家人们都表示
理解支持，但一想到推迟的婚礼和说走
就走的他，新婚的我心里特不是滋味。

再一个，本想着我辞掉工作随军
就能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但世界最
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在家属院等他，他

却在连队加班！”就连仅有的几次逛
街，他都是一路提醒我：“咱们快点
逛……”弄得我一点兴致都没了。

慢慢地，我忍不住开始抱怨。但
每次哄哄我，江哥依然“我行我素”，经
常忙得让我找不着人。这不，这次我
彻底爆发了。

节日期间，部队邀请我们来队家
属参加军营开放日。本想看看江哥到
底在忙啥的我，脖子伸得老长到处找
他，可直到所有活动都结束，我愣是没
看见他的人影儿！

最后会餐时，我终于在食堂门口
看见了为大家掀门帘的江哥。刚想揪
住他问个究竟，可就在我落座的当口
儿，扭头就又不见他人了！

餐桌旁，别的军嫂都有丈夫陪伴，
而我又是孤零零一个人。心郁气结之
时，只见江哥又化身服务员，带着几名

战士挨个餐桌上菜。
会餐一开始，梁指导员首先提议

向我们军嫂致敬。说话间，官兵们
齐刷刷地站起来，手举饮料，大声喊
道：“嫂子，你们最美丽；嫂子，你们
最伟大；嫂子，你们辛苦了！”听着震
耳欲聋的呼声，看着仍在餐桌间不
停穿梭保障的江哥，我似乎明白了
点什么。

江哥的战友告诉我，身为司务长
的江哥平时既负责连队和旅部机关
两个食堂的炊事保障，还要为大家
做好核准工资、被装信息等工作。
而刚上任的他，为了尽快成为一名
称职的“管家”，每天都坚持加班，学
习业务知识。指导员的家属也拉着
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妹子，‘军
嫂’可不只是个称呼，而是咱们的荣
誉。有了矛盾的时候，不妨将心比

心，心里才能多一分对他们的理解
和支持！”

嫂子的话让我羞得低下了头。其
实，想想在军营的这段日子，江哥还是
那个我最爱的“暖男”。怕我寂寞，他
总是给我推荐好书、介绍朋友；惦记着
我的工作安置，深夜回来后还要忙着
上网为我查找就业信息；难得给我做
顿饭，一个萝卜他都能雕成一朵玫瑰
花……想着想着，心里的怨气没了，留
下的都是柔情与蜜意。

会餐进行到一半，闲下来的江哥
坐到我身边。他端起杯子，满脸歉意
地说：“媳妇，你辛苦了，我知道你平时
很不容易……”

看着忙了一头汗珠的江哥，我的
眼睛湿润了：“江哥，别说了。这趟来
军营过年，我发现你本是出色的双面
‘暖男’！”

双面“暖男”我和江哥的“战争”
■梁梓瑄

看着电视中播放的春运新闻，
我不禁想起今年自己和儿子的探亲
路——真是一场军嫂版的“人在囧
途”。

为啥“囧”？因为探亲路途实在
辛苦。我和 6岁半的儿子曦曦生活在
贵州省的大山深处，距丈夫郭礼富的
驻地有 1000 多公里。要想见他一
面，我们得山路换班车、班车换长途
客车、客车换火车，颠簸个三天两夜
才能到达。

但“囧途”，并不只是这路途复
杂。出发前，一票难求的火车票就
差点难倒我。我们确定的最早启程
日，距春节只有 1周多，正巧赶上春
运高峰。网络售票的第一天，火车
票不出意料地瞬间被抢光。没办
法，我只好发动亲戚、同学们一起
帮忙抢票。那段时间，只要手机一
有响声或震动，我都会着魔似地赶
紧查看。眼看出发的日期越来越
近，可车票却遥遥无期，我都有点
绝望了。所幸，妹妹终于帮我抢到
了一张卧铺票。得到消息时，我就
像中了头彩般激动不已。

票的问题解决了，可在路上，我
们是情况百出。出发那天早上，天公
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山路
泥泞不堪。我背着背包、一手拖着行
李箱，一手拉着儿子，小心翼翼地往
前走。中间有几次，我们差点滑倒。

来到市里的长途汽车站，眼前的
场景让我瞬间傻眼：车站旁边、候车
大厅内，都是乌泱泱的人群。我不由
得一边攥紧曦曦的手，一边挤向售票
窗口排队。

第二天，好不容易等我们坐上火
车，新的情况又出现了。原来，我没
考虑到火车晚点的情况，之后换乘的
那趟火车可能会因为这趟车晚点赶不
上。没办法，我只好一边焦急地询问
列车员晚点了多少，一边忙着用手机
刷票改签。

虽然探亲路途“囧”况百出，但
我们一路上也收获了不少温暖瞬间：
在长途汽车站，车站人员了解到我是
去军营探亲的军嫂，特意在登车时给
我们预留了两个座位；在火车上，一
对同行的夫妻看我带个孩子不方便，
主动帮我归置行李、打来开水；当我
们到达目的地时，部队来接站的军车
早在站外等候……看着身旁的儿子跳
着笑着扑进爸爸的怀抱，我一路的艰
辛都值了！

新闻里说，所有出藏的列车都开
始为高原军人预留车票了。我也不由
得憧憬。如果以后过年来队探亲时，
地方部门能为军属提供便捷的订票服
务，让我们不再“人在囧途”，那就
太好了！

囧途不囧

军嫂优先
已在路上

■黄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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