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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能栉风沐雨守边关，但愿为

戍边人分担忧愁—

他们好似军属的解难应急队

“一支竹篙耶，难渡汪洋海；众人划桨哟，开动
大帆船……”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正是浙江民间
拥军组织为军属排忧解难的生动写照。

军嫂梁女士平日要打理水果店生意，还要照顾
年迈的公公婆婆，一旦老人身体有恙需求医问诊时
便会感到分身乏术。每当她遇到烦心事，全国拥军
模范钱立玲都会主动带领“拥军姐妹团”的姐妹前
来搭把手，或帮她看店，或帮她照顾老人，让梁女士
和家人备感温暖。

从一名供销社普通女职工到拥军典型，钱立玲
的身份转变缘于 10多年前热播的《世纪初年走边
关》纪录片。纪录片中高原官兵爬冰卧雪、站岗巡
逻的幕幕场景，让钱立玲心弦颤动，酷爱摄影的她
也想用镜头记录这样的感人场景。

那次说走就走的进藏拍摄，让她对军人心生敬
仰，也结识了多名在高原军营里服役的德清籍官
兵。长年坚守在缺氧的雪域高原，还要承受两地分
居之苦、不能孝亲之愧，钱立玲被他们舍小家卫大
家的报国热情深深打动。

虽不能栉风沐雨守边关，但可以为戍边人分担
忧愁。从那以后，她决心成为身边军属的贴心人，
见军属情绪低落时加油鼓劲、家庭变故时嘘寒问
暖、生活困难时解囊相助。后来，她还发动身边姐
妹组建 30多人的“拥军姐妹团”，给军属解难服务
的内容也扩展到农忙助劳、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孝
亲敬老等多方面。

为军属解难帮困的工作涉及一人一事，必须
下绣花功夫做大量细致的工作。作为军属“娘
家”的民政部门，人少事多，想提供及时周到的服
务有时难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民间拥军组织
广泛分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类群体，感知军

属冷暖的末端触角更灵敏、帮扶内容更丰富、服
务水平更精细。记者在调研中了解，目前，浙江
省绝大多数地区都有这样的民间拥军组织，在军
属需要帮助时，他们像及时雨一般第一时间伸出
温暖援手。

慈溪市有一支拥军志愿者队伍，他们与义务兵
父母组成结对子女，只要老人有呼唤，子女们便二
话不说马上赶到。2016年 8月，古塘街道一名战士
的父亲叶仁禄发生交通事故，结对子女、石桥村民
兵连长叶建宁不仅帮忙联系医生做手术，还通过法
律渠道帮其获得赔偿。湖州市民政局领导形象地
说：他们好似军属的“解难应急队”。

让士兵沐浴着“第二故乡”的温暖

建功立业、茁壮成长——

他们犹如士兵的编外指导员

因为给士兵慈母般的怜爱、兄长般的鼓励、恩
师般的教诲，让士兵沐浴着“第二故乡”的温暖在军
营建功立业、茁壮成长，战士们亲切地称这些民间
拥军组织和拥军人士为“编外指导员”。杭州市清
波街道的“拥军妈妈”余涤萍，就是其中一位。

眼下，杭州迎来旅游旺季，各个旅游景点人流
如织。浙江省军区直属队退伍战士李力却无心周
边风景，下火车后直奔余涤萍家，他是专程来看望
这位“拥军妈妈”的。

李力与余妈妈的情缘，可追溯到上世纪 90年
代。省军区直属队官兵训练执勤“夏天顶着烈日训
练晒脱皮，冬天挺立寒风站岗冻开裂”。一墙之隔
的清波街道的阿姨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们自
发购买水果饮料送到训练场，将手套围巾送到执勤
哨位，就这么一来二去，军民情谊快速升华，阿姨变
成了“兵妈妈”，士兵变成了“兵儿子”。

一次，李力在体能考核比武中，不慎伤到筋骨，
住院治疗一周。余涤萍得知后，带着熬好的骨头汤
到医院探望，在他出院后，还隔三差五地打电话问

问康复情况。如今，李力虽然退伍 3年，仍会定期
给余阿姨打电话唠家常，这次就是抽出时间不远千
里登门探望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你负重

前行。”清波街道的“拥军妈妈”深谙此理，更加积极
主动地在官兵训练苦累时鼓鼓劲、取得荣誉时点点
赞、生病治疗时问问暖。

这腔真情挚爱，化作官兵扎根军营建功立业的
动力。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吴海云对此观察多
年，他发现，凡有民间拥军组织结对的单位，官兵练
兵备战的热情要高一些，士兵留队选取士官的愿望
也要强烈一些。一些基层带兵人风趣地称，一个单
位有了两名指导员，官兵的精气神自然不一般。

记者从省双拥办了解到，如今，这样的“编外指
导员”已遍及驻浙部队座座营院：长兴县的周松兰
奶奶，连续几十年给驻训官兵缝补衣物，带领儿孙
加入拥军队伍；温州市的国企退休干部罗小双的儿
子管志彦原是一名武警消防战士，在 2005 年一次
灭火行动中英勇牺牲，她化悲痛为力量，将深沉博
大的母爱倾注到消防部队。每到节假日，罗妈妈必
到区里的消防中队走走，和战士们拉拉家常，问问
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叮嘱训练执勤注意安全。她还
多次为官兵送去电脑、洗衣机等学习生活用品。官
兵都夸赞说，见到罗妈妈，心里暖洋洋。

没有稳固的国防，哪有安宁的

厂房——

他们堪称强军兴军的助推者

又是一年征兵季，征兵工作正在各地如火如荼
展开。出人意料的是，浙江省湖州市一家公司召开
董事会，专门通过了一项征兵动员的提案。
“对符合服兵役条件的员工不论身处公司何职，

都鼓励报名参军；对参军入伍的员工一次性奖励 1
万元，服役期间保留公司职位和福利待遇；凡在部队
立功受奖的，退伍回单位工作工资上调一级……”

在湖州，这家公司董事长宁建人父子接力拥军
的故事家喻户晓。原公司董事长把公司交给儿子
宁建人掌管时，除了教他生意经之外，还语重心长
地告诫他，父子俩都没有从军经历，这不能不说是
人生遗憾，虽然当不了前方战场的主攻手，但还可
以当好后方强军兴军的助推者。

宁建人从父亲手里接过企业的担子，也接过拥
军接力棒，把助力强军事业作为企业建设的重要部
分。为了激发员工参军报国热情，宁建人充分了解
员工需求后，通过邀请部队领导宣讲国防形势、组
织员工到军营参观等办法，让员工切实了解国防、
支持国防。此外，企业还注重吸纳退伍军人到企业
就业，成立之初，便一次性招收 80多名退伍军人，
之后形成每年至少招录 5名的标准。公司创建 30
多年来，已先后向部队输送了 96名员工，招收退伍
军人260多人。

都说商人“无利不起早”，可在支持强军事
业上，这些企业家一次次把“利”字抛之脑后。
谈及此，宁建人言辞恳切道：“其实民间拥军人
士算盘珠子拨得吧嗒响，大家都会算大账，没有
国家安宁，哪来企业发展；没有企业发展，哪来
自己腰包鼓胀。”记者与多名企业拥军协会的老
板座谈，他们表示，只要国防建设有需要，企业
就该支持。

前些年，驻湖州某部营院门口的战备通道升级
改造，部分住户的房屋拆迁成为工程建设的首道难
题。得知这件事后，当地拥军促进会主动配合当地
政府部门登门做工作，确保拆迁工作的顺利推进。
在修筑道路时，有多名企业家运送来钢筋、水泥等
建筑材料，为部队战备建设添砖加瓦。

近些年来，浙江多地企业家联手开展民企进军
营活动。他们与基层部队共建结对，发挥民营企业
在信息、技术、市场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有针对性
地开展技术支援、就业支持等拥军服务，激发官兵
和军属的报国热情。湖州市民间拥军组织还设立
志国拥军奖、益民报国奖、飞颖好军嫂奖等 7个民
间爱国拥军奖项。截至目前，已有 1700 多名立功
官兵和军属享受到这样的荣光和尊崇。

繁 星 点 点 映 钱 塘
—对浙江省民间拥军组织服务部队和军人军属的调查

■本报特约记者 罗正然 通讯员 刘小翔

随着八一建军节的临近，各地

正火热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主动为

驻军部队官兵和广大军属、退役军

人提供服务，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

题，既表达对他们的关怀，又在社

会上营造了尊崇军人的良好氛围。

但是，也有个别地方平时对拥军优

属工作不管不问，只等到八一或者

春节期间才想到去做；还有的单位

和个人认为拥军优属是地方政府和

相关职能部门的事，与己无关。

军人不生产谷物，但生产安

全。战争年代，军人奋不顾身浴血

奋战，换来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和

平时期，军人枕戈待旦练兵备战，

换来生活安宁国家发展。可以说，

尊崇给自己带来安宁幸福的军人，

是一个普通民众应有的价值认同和

行动自觉。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

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

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

送他到战场。”历数峥嵘岁月，人

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史，就是一部

军民情谊的升华递进史。十送红

军、红嫂情深、淮海支前……人

民群众的自发拥军构筑起我军的

坚强后盾，从战火纷飞到白鸽轻

舞，在岁月变迁中军民书写着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鱼

水深情壮丽篇章。

当今，世界格局不断变化，地

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不少人感

慨：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

代，只是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

国度。然而，承平日久，一些人国

防意识慢慢淡化，对军人作出的贡

献视而不见，有的不愿履行参军报

国的神圣义务，有的对革命英烈失

去了应有的崇敬之心反而调侃诋

毁，有的认为军人优先是搞特权，

等等。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需要一种整体氛围，要靠每一位

社会成员共同营造。多年来，民间力

量和广大群众一直是拥军队伍的一支

生力军，他们满怀对国防和军队的真

挚情感，以不同形式爱军拥军，构筑

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

亲”的和谐局面。我们相信，随着全

民国防意识深化，全社会爱军拥军的

局面必将春色满园。各级双拥部门要

不断浓厚拥军氛围，广泛开展拥军活

动，构建起支撑前方将士投身强军事

业的后方长城。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

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当一个民族将爱军的情感转

化成拥军的自觉行动，人民军队前

进的脚步必将愈发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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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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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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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儿，昨天县里的荣军帮扶中心派人把杨梅
都摘好了，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前不久，浙江省
仙居县双庙乡解放村村民李明堂，给在某部服役的
儿子李俊打电话，勉励他在军营刻苦训练。

李明堂家里以种杨梅为生，恰逢今年杨梅大
获丰收，身在军营的儿子李俊却无法回家帮助年
岁已大的父母采摘成熟杨梅，让他很牵挂。

在与父亲拉家常时，李俊得知家乡有一个叫
荣军帮扶中心的民间拥军组织，专门解决军人的
后顾之忧，才让他一直悬着的心彻底放下来，心无
旁骛地投身训练之中。

仙居县向来有崇军尚武的光荣传统，荣军帮
扶中心这个民间拥军组织就是 2010年，县里的热
心企业家针对部队现役官兵家庭困难突出，退伍
老兵就业和创业难的情况自发建立的。8年来，他
们用实际行动拥军优属，赢得地方党委政府、军属

和官兵的称赞。
为促进退伍士兵就业，荣军帮扶中心与相关

民营企业签订供需协议，每年举办退役士兵就业
招聘会，优先给退伍士兵提供岗位。着眼解决退
伍士兵创业启动资金短缺的“瓶颈”，他们还开展
“扬帆计划”，采用“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
作、爱心传递”运作模式，对每个退伍士兵入选项
目提供无息启动资金。

近年来，荣军帮扶中心先后为退伍士兵发放
救助金 200余万元，为 658名贫困退伍人员提供免
费培训，帮助许多退伍战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
作，236名退伍战士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

此外，帮扶中心还积极帮助军人军属及老兵
维权。仅今年上半年，荣军帮扶中心通过参与调
解积极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化解纠纷 30多起，
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

仙居县

荣军帮扶中心情暖兵心
■李健南 本报特约记者 罗正然

6 月下旬，浙江省浦江
县爱国拥军促进会召开会
议，研究探讨新形势下，民间
拥军组织如何发动更多社会
人士加入拥军队伍，为当地
军人家庭提供优质服务、更
好地助力驻军部队战斗力建
设等事宜。

强军征程步蹄疾，鱼水情
深谱新篇。浙江双拥工作之
所以春色满园，得益于民间拥
军组织百花齐放。遍及钱塘
江两岸的民间拥军组织和拥
军个人如繁星点点镶嵌夜空，
扮靓了吴越大地的拥军图景。

他们如何支持前方将士
投身强军事业？记者走访之
江两岸进行了调查。

国防论坛

国防聚焦

新鲜！以前只听说军人乘公交车免费，还没
听过坐出租车也能免费——驻浙江省舟山某部
战士谭文就遇到这样一件新鲜事。

7月 15日，他和两名战友乘坐出租车进城购
物，到达目的地准备付车费时，没想到司机乐呵
呵地直摆手：“我们是拥军车队，对现役军人免费。”

开出租赚钱不易，咋还想起给军人免费？每
当有人问起缘由，这项活动的发起者、出租车司
机吴发喜总会神情严肃地说：“解放军曾救俺爹一
命，我要一生铭记这份情。”

吴发喜的父亲患有糖尿病。一次，父亲去离家
300多公里的外地买树苗时突然晕倒，幸好被路过的
3名军人相救才转危为安。打那时起，父亲总是叮嘱
他：“儿啊，我的命是子弟兵救的，以后你不管走到哪
里，无论做什么，都要感恩子弟兵！”

吴发喜把父亲的话牢牢铭记在心里。2009

年，吴发喜离开老家闯荡打拼，来到舟山开起了
出租车。拉着军人乘客时，他常减免车费。对进
城路线不熟悉的军人，他还会留下自己的联系方
式，告诉他们有需要用车的时候可以随时联系。

开展拥军活动，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去年
1月，在吴发喜的倡议下，一支由20辆出租车组成
的爱心拥军车队正式组建。他们在车辆醒目位置
摆上“拥军车”标示牌，并约定：凡军人乘坐，免起步
价，超过起步价则给予车费减半的优惠。每逢春
节、八一、国庆等节假日，拥军车队还特意分布到各
营区周围服务官兵，所有军人乘车费用全免。

拥军车队的义举得到部队官兵的回馈，许多
官兵夏天乘坐拥军车队的车，都会给司机捎上水
果饮料，冬天还会送上围巾、毛绒手套等物品。
一项全新的拥军行动，让一座城市充满温暖，也
激发海岛官兵戍边热情。

舟山市

拥军车队优待海岛官兵
■汤格平 本报特约记者 罗正然

临近八一建军节，浙江省多地民间拥军组织积极开展拥军活动。图为慰问驻训部队官兵。 邱瑞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