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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亲历

父亲移防，军娃是一

种怎样的体验

“这个‘六一’，看来又不能陪女儿
过了！”

看着办公桌上做了标记的日历，一
股愧疚之情涌上第 80集团军某合成旅
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锋的心头。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对女儿食言
了。想着这两天就要到千里之外驻训，
张锋对女儿的思念又增添了一分。

一年前，他所在的“清江团”接到移
防命令。张锋时任该团政委。移防前
最后一个轮休的晚上，他特意多陪了陪
孩子。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蹑手蹑脚
起了床——家离部队还有 1个小时路
程，他要起早赶路。

他不想叫醒睡梦中的女儿张桐
嘉。谁知，出门那一刻，小桐嘉突然醒
了，一骨碌爬出被窝，说啥也要送爸
爸。汽车开动了，看着执意送他回部队
的妻子女儿，他心里酸酸的。

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张锋记
得，为了女儿他流过两次泪：第一次是
女儿患心肌炎，等他处理完部队工作
赶到医院时，妻子已经抱着女儿在挂
号窗口前排了近一个小时。看着脸色
苍白蜡黄的女儿，张锋眼泪“唰”地流
下来了；第二次是移防送行时，不知情
的女儿以为爸爸是出差，埋头摆弄着
手中的玩具。那一刻，他真是舍不得
离开……

大改革、大调整、大移防……其实，
这一幕场景在全军“脖子以下”改革期
间并不鲜见。一声令下，一支支部队从
座座营盘移防新驻地，儿子辞别父母，
丈夫告别妻子，父亲离开儿女……
“孩子跟着我，也经历了两次移

防。”该旅侦察营军医邱波说这话时，眼
圈红了。2013年底，单位接到改革调整
通知后，随军并已怀孕 3个月的妻子张
桂莲和他一起移防到了新单位。“小家
伙儿还没出生就跟着折腾！”妻子有点
怪他。

然而，让一家人没想到的是，这样
的日子才刚刚开始。4年间，因改革需
要，邱波换了 2个单位。看着一双儿女，
邱波既希望他们快些成长，也希望慢慢
成长，自己能有机会多陪陪孩子们。
“爸爸，你在部队放心工作吧，我 11

岁了，已经是男子汉了。”该旅修理连三
级军士长张晓峰，看着儿子发来的短
信，心里真不是滋味。那天，他太忙了，
竟然忘了儿子的生日。沉默了一会儿，

张晓峰回复了一条短信：“儿子，好样
的！你是爸爸的骄傲！爸爸永远爱
你！”

该旅副旅长向元辉已确定退出现
役，他之前在大连买了房子，计划将来
把家安在大连。他的儿子今年 6月就面
临中考，必须提前把学籍转到大连。因
为转业，向元辉只有到 10月份前后才能
在大连办理落户。这一前一后差几个
月，孩子转学的问题成了压在他心里的
“石头”。

这些年，儿子从小学到中学已转了4
次学。向军旗告别仪式过后，向元辉急
忙赶回原籍又一次协调孩子转学事宜。

关注军人“后院”，更

要关注军人“后代”

“移防的命令下来了，过两天就
走……”

去年 6月初的一天，时任某机步师
副师长的耿大勇深夜回家，把即将移防
的消息告诉了妻子。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军嫂董寒
冰还是感觉一切来得有点突然。这些
年，由于耿大勇岗位调整和部队改编，
一家三口已经搬了 3次家。董寒冰早
已习惯了“随军迁居”的生活，但想到

即将面临“小升初”的儿子，她心中忐
忑不安。
“青少年，正处在性格的塑造期、思

想的形成期、情感的发育期，最渴望的
就是父母的陪伴和关爱，最需要的就是
稳定的生活环境。”这是放在耿大勇枕
边的《爱孩子！如何爱？》书中的一句
话。如今，他对此体会特别深。
“不少军娃是在相对波动又缺少父

亲陪伴的生活环境中成长的，关注军人
‘后院’，更要关注军人‘后代’。”该旅党
委把解决官兵子女的实际困难当作重
要议题摆上桌面。

部队千里移防新驻地，众多军属带
着孩子随迁而至。安家后，军娃入托入
学成了亟须解决的大事。

该旅勤务保障营三级军士长田野
告诉记者，在原驻地，儿子田恩泽就读
的是一所重点小学，担心转校会影响学
习。令他没想到的是，部队移防后，儿
子转入驻地一所名校，两口子悬着的心
落了地。
“不能让军娃教育断了线！”针对单

位组建不久、家属户籍随迁还未获批的
实际，该旅机关特事特办，在多次与当
地政府协商后，按照“先入学就读、后办
理学籍”的原则，第一时间搭建起军娃
随调入学的“绿色通道”，27名军娃入读
驻地优质学校。另外，该旅还按照政策
规定，指定专人负责，派遣车辆接送军
娃上下学。

为了让军娃健康快乐成长，该旅还
尽可能地为军娃提供“陪伴套餐”。前
不久，二级军士长赵春生上交了一张请
假条，事由是“参加家长会”，部队审批
“一路绿灯”。该旅还特设“家长会假”，
让官兵们在工作能协调开的情况下尽
好家庭义务。
“父亲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在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组织的“军娃一
日兵”亲子活动中，该旅合成四营参谋
张军强 6岁的儿子张津赫第一次摸到了
梦寐以求的真枪，观看了叔叔们的格斗
表演，还坐上了装甲车……

回家路上，大手牵小手，小津赫开
心的笑脸就像花儿一样。

关爱军娃就是关爱

改革中的官兵

“六一儿童节，送给孩子什么礼
物？”

警卫勤务连四级军士长袁野给女
儿网购了一双运动鞋。没两天，妻子在
微信“朋友圈”发布了那双鞋的图片，还
附上了一段话：“穿着爸爸送的鞋子，走
好人生每一步！”

不久前，一场关于关心关爱军娃的
恳谈会在该旅党委会议室举行。卫生

连连长曹军打开“话匣子”：我的孩子明
年将面临中考，在查阅相关法规制度
后，了解到作战部队的军人子女中考有
加分政策，这是对军人奉献的一种褒奖
和补偿。“然而，现实中很多结婚生育晚
的干部，等到孩子中考高考时已退出现
役，建议结合军人服役年限或立功受奖
等情况综合确定加分办法。”曹军建议
道。

虽说大部分随调军娃的入托入学
问题解决了，但军娃就读的学校存在良
莠不齐的现象。几名军嫂坦言，由于政
策和名额限制，有的军娃只能在较为偏
远或教学资质较差的学校就读，有的进
入重点学校却只能以“借读生”的身份
就读。这些问题需要引起上级机关关
注并帮助解决。

为了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有的军
人选择把孩子送回老家交给老人带。
一些军人军属反映，由于军官证等军人
证件无法体现军人的具体岗位和工作
性质，需要部队出具证明材料。个别地
方的教育部门对上述证明不予接受，导
致符合条件的军人子女不能享受应有
的待遇。
“优待军娃，不仅要继续健全相关

法规制度，还要增强政策的执行力。”该
旅政委杨春文说，建议尽快把与军人军
属权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制轨道，
简化受理审查程序，打通优待军娃的
“最后一公里”。

为了让孩子进个好学校，该旅四级
军士长叶波先后多次回老家教育部门
协调，但得到的结果却是：政策不允
许。该旅专门查阅相关政策资料，给叶
波批假并协助他回乡协调办理，这才让
孩子入读了理想的学校。

军地合力，让军娃在阳光下成长。
驻地民政局一名领导说：“军娃有困难，
就是我们的‘发令枪’，不能让军人一边
在前方作贡献，一边担心后方的孩子
啊！”
“轻装前行，部队才能打胜仗！”傍

晚时分，该旅家属院新建的“儿童娱乐
园地”里，闪动着孩子们游戏玩耍的身
影，军娃银铃般的笑声和雄壮的军歌相
伴荡漾在军营。

移防悄然过去一年了，“又长一
岁”的军娃们也已融入座座新营盘茁
壮成长……

走向新营盘，该为军娃做些啥？
——第80集团军某旅改革期间关心关爱军人子女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杨国军 张 楠

“最近茗鸽的学习成绩稳定了，感觉
还不错……”前两天，和女儿的班主任电
话沟通后，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2016年 9月，女儿聂茗鸽背起书包，
走进辽宁省海城市西关小学。对部队大
院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来说，上小学似乎
只是换了个地方，依然是同来同往，吃完
早饭在院子里集合登车，放学后在院子
里玩耍。

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两个月，
女儿就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转学。2016
年 11月，我接到工作调动命令，带着家
属和孩子毅然奔赴另一座军营。

就这样，女儿转入异地的又一所小

学。没过一周，女儿已能熟练地叫出许
多同学的名字，回家还自豪地跟我和她
妈妈说：“我已经有3个好朋友啦！”

当然，女儿说，她也有感伤的时候。
有一次，她想念海城的小朋友想得都快

哭了，怕老师和同学们发现才忍着。孩
子们的世界总是无比美好，女儿很快就
和这里的同学们打成一片。

改革考验军人，也考验军娃。2017
年夏天，女儿一年级刚刚结束，由于我的

工作再次调整，小家再次搬迁，女儿再次
转学。

一年时间，换了3个学校。频繁转学，
女儿需要时间适应不同学校新的环境。

一度，女儿情绪很低落，说新的班级

里同学一个都不认识，一点也不好玩。
听到这话，我连忙安慰她说，你第一次转
学时，不也一个同学都不认识吗？第一
次考试分数很高，同学问你之前在哪儿
上的学，成绩这么好，你说在海城。小朋
友一听海城这么“大气”的名字，禁不住
“哇”一声：难怪学习这么好！女儿一听，
禁不住笑了……
（本报记者刘建伟、通讯员赵雷整理）

女儿一年时间换了 3 个学校
■军委审计署驻北部战区审计局干事 聂 丰

“六一”特别策划

“六一”国际儿童节，戈壁深处，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科技工作者柳
晗，为 4岁的孩子买了一个火箭毛绒玩
具作为节日礼物，他希望孩子的梦想可
以“飞”起来。
“我希望孩子的梦想，与祖国的航天事

业一起飞翔。”柳晗介绍说，他家祖孙三代都
在这里工作。爷爷奶奶从朝鲜战场来到酒
泉，他的父亲大学毕业后一直工作在这里，
他2011年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酒泉工

作。平时他给孩子看
得最多的是火箭、卫星
等图片，讲得最多的是
中国航天发射的故事。

在中心，像这样

薪火相传、扎根奉献的家庭还有不少。毕
业于清华大学的阮晓雷，踏着父亲的足迹
来到中心，成为一名航天工作者。他同样
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成为一名仰望星
空的中国航天人。
“中心驻地远离城市，但我希望利用

现有条件用心引导，传递给孩子一颗能够
‘飞’起来的梦想种子。”阮晓雷说，和大城
市的孩子相比，这里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
参加科学竞赛，为了培养他们对科技的兴
趣爱好和动手能力，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孩
子们一起制作火箭模型、电动挖掘机甚至
一些功能各异的小型机器人。
“只有让孩子的想象力‘飞’起来，梦

想才能‘飞’起来。”阮晓雷说，现在中心

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这些小制作，经常
玩得乐此不疲。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

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
天梦……”5 月 25 日，该中心铁路管理
处礼堂迎来两位特殊的客人——航天
员刘洋和陈冬。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正在开展训

练的航天员来到孩子们的身边。交流互动
虽然只有几十分钟，但孩子们一口气提问
了十几个问题，航天员们一一悉心作答。

航天员刘洋告诉孩子们：“希望每一
名小朋友都树立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努
力，只要你肯拼搏，每个人的梦想都能
‘飞’起来！”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科技人员引导军娃树立远大理想

让每个孩子的梦想“飞”起来
■郑伟杰 本报记者 韩阜业

一家不圆万家圆。军人的奉献是全

方位的，不仅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同时家

庭和儿女也在默默奉献。由于军人职业

的特殊性，父与子不免“总离别”。在照

片中相思、在手机里交流、在“爸爸去哪

了”的追问中长大。因为有个军人爸爸，

军人的子女便拥有了一个承载荣光、也

背负担当的称呼——军娃。

从咿呀学语的婴幼儿，到朝气蓬勃

的青少年，对军娃来讲，这十几年宝贵的

“人之初”，正是性格塑造、思想形成、心

智健全、身体发育的“黄金期”。对于“军

爸”“军妈”而言，这一时期又恰恰是建功

军营、事业爬坡的关键期。当“亟须陪

伴”遭遇“分身乏术”，现实情况让不少军

人家庭感到有些无奈与遗憾。

孩子的事是天大的事，每一个军娃都

是军人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孩子需要关

爱，也需要教育，就如从幼苗发芽抽叶到

长成栋梁之材的过程中，阳光雨露和修枝

剪叶都不可或缺。在孩子成长的“黄金

期”，父母的缺位对孩子就意味着耽误。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移防后，把解

决军娃入托入学作为大事，让孩子教育

顺畅接续；为家在驻地的官兵设立“家长

会假”，让军娃在学校感受父爱；组织军

娃体验军营，近距离感受军人父亲身上

的荣耀与自豪……这些暖心举措，悄然

在孩子心灵深处播下被爱的幸福印记，

也为我们开启了思路：多一些“前伸”的

关爱，多一些细致的服务，就能给更多的

军人及其子女带来获得感、幸福感。

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一个个新

生命就被赋予了太多的涵义：家庭的希

望，民族的未来，祖国的花朵……军娃听

着军歌和战斗故事长大，身体里流淌着

军人的血液。可以说，他们既是“后来

人”，更是“接班人”。从这种意义上来

说，军娃的成长成才绝不仅仅是“一家之

事”“一隅之谋”“一时之计”，需要的不仅

是父母的用心呵护、军队的优待举措，同

样需要全社会持续的关心关爱。

关爱军娃就是关爱部队，就是拥军

爱兵。在“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我们呼唤：对军娃的关爱多些，

再多些！

对军娃的关爱
应再多些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记者来到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第 92医院幼儿园采
访。这天早上，一名小朋友哭着喊着抓
着妈妈的手不放，而妈妈赶着要去基层
部队巡诊。这时，园长李志蓉走过来，
轻轻把小朋友拉到怀里：“园长妈妈在
这里，宝贝不哭，宝贝不哭……”

1991年，李志蓉毕业被分配到南平
市建阳实验幼儿园工作。一个偶然的
机会，她听说第 92 医院幼儿园要招幼
师，就毫不犹豫前来应聘：“自己想当兵
没有当上，能替军人照顾孩子，也算是
部队的人。”

部队幼儿园的孩子不少来自“双军
人”家庭，幼儿园就是孩子的另一个

家。有时医院医疗队紧急执行任务，孩
子爸妈可能连招呼都来不及打就出发
了。“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把孩子带回自
己家照看。”李志蓉说。

有一年除夕，“寒假班”一个孩子迟
迟没人接。李志蓉打电话到孩子父亲
所在科室得知，他正在做一台紧急手
术。她陪着孩子，给他喂饭、讲故事，直
到孩子父亲走下手术台，带着歉意接走
孩子。等李志蓉锁好幼儿园大门回到
宿舍时，春节联欢晚会已上演过半。

闽北山区是革命老区。生活在这里
的李志蓉从小耳濡目染，对人民军队、对
军人怀有一份独特情感。1998年，闽北
普降暴雨，医院官兵既要参加抗洪抢险，

又要进行义诊和防疫监测，根本无暇顾
及孩子。李志蓉就成了军娃们的“临时
妈妈”，白天带领老师们照顾停课的孩
子，晚上和老师们轮流守夜看护教室。

洪水退去，孩子们重返课堂。李志
蓉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课是“你最想感
谢谁？”许多孩子都说最感谢“园长妈
妈”。李志蓉说：“最该感谢的是宝贝们
的爸爸妈妈，有他们在，我们才安全！”

21 年 来，李志蓉带过的军娃有
300 多个。她说，最
爱听军娃叫我“园
长妈妈”，这些孩子
是自己心中永远的
牵挂。

第92医院幼儿园园长李志蓉21年倾心军队幼教事业

最爱听军娃叫我“园长妈妈”
■洪庆任 本报特约记者 高 洁

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政治工作部干事翟大帅与妻儿一家团聚时的场景。 杨国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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