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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情谊，无关岁月；有一种坚
守，无关风雪。

距山东省荣成市院夼村 6.8海里海
域的苏山岛，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钢
四连已经在此驻扎了 59个年头。在这
片海域，那条承载着驻岛官兵与老百姓
深厚情谊的拥军船，也整整航行了 59
个年头。

一条拥军船扬帆起航

1959年冬的一天，海上骇浪滔天。
院夼村的村民已经近一周没有出

海。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民不出
海，就意味着饿肚子。

面对海上巨浪，40岁的王道伦沉默
良久后，决定用自己 20多年的打鱼经验
与老天赌上一把。20岁的王义宽，凭着
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坚持要跟师傅
一起出海。

海面上，天气寒冷，浪大风高。海
浪肆虐摇晃着渔船，两人在驶离陆地 5
海里处迷失了方向。

没有灯塔，也没有避险之处。王义
宽蜷缩在船角瑟瑟发抖，王道伦拼尽力
气划着橹，与大自然做着顽强抗争。

渐渐地，王道伦感到体力不支。狂
风巨浪继续肆虐着小船，波涛下的暗礁
随时可能把船颠覆，巨大的恐慌将师徒
二人逼到了绝望边缘。

忽然，远方隐约传来声音。是锣鼓
声！这附近有船只或者是陆地！

师徒二人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使
出最后的力气，终于冲出困境，眼前是
一座小岛！十几名解放军官兵在岸上
站成一排，有的使劲敲着锣鼓，有的奋
力挥舞着红布为他们指引方向。

登岛后，王义宽因受凉受惊吓，发
起了高烧。战士们拿出药物，轮换着为
他量体温、喂饭、喂药。王道伦也被官
兵安顿在一张温暖的床上。拉着解放
军战士的手，回想起海上的凶险经历，
王道伦热泪横流。

师徒二人在官兵的精心照料下，身

体渐渐康复。他们发现，这个小岛是一
座“四无岛”，守岛官兵生活条件十分艰
苦。“今后出海，一定要来岛上看望解放
军。”师徒二人在心底许下承诺。

后来，又先后有 7名渔民在苏山岛
附近海域遇险并获救。院夼村村民口
口相传：“苏山岛来了解放军，解放军是
咱们的救命恩人！”

1960 年秋，院夼村党支部研究决
定，选用村里最好的一条渔船，来往于
苏山岛与院夼村之间，负责接送官兵上
下岛和运输物资，王道伦自告奋勇成为
第一任拥军船长。自此，一条拥军航线
正式开通。

拥军接力棒传承不歇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
59年来，院夼村逐渐由一个贫瘠的

小山村变成了一个富裕的新乡村。
乡亲们日子好了，拥军船也从当年

的手摇橹船，变成了如今的电动马达船，
可那真挚淳厚的拥军情却从未改变，拥
军船的接力棒已经传了五任船长。

几十年来连队官兵与院夼村民风
雨同舟、互帮互助，曾多次患难与共。

走进拥军船第四任船长刘新民的
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他与驻岛官
兵的合影，盈盈笑意挂满眼角眉梢。

回忆起 2005 年的那次险情，这位

65岁的老人仍心有余悸。
“天气预报报的下午要刮 8级大风，

8级大风啊，浪太大了，船容易翻！”刘新
民回忆，那天他刚结束上午的出海任务
便接到了下午停航的通知，回到家准备
吃午饭。

就在此时，时任四连指导员张明健
突然打来电话，他的孩子在岛上的石阶
玩耍时，不慎摔落伤了脑部！
“四连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往岛

上走就我这一条船，说啥我都得去救孩
子的命！”没有丝毫犹豫，刘新民立马放
下碗筷，穿起衣服就跑向岸边的拥军船。

迎着风浪赶到苏山岛，刘新民一看
孩子头上鲜血直流，心急如焚地接上孩
子就赶紧掉头返航。

拥军船续航能力有限，到达苏山
岛后必须要再加油。船离港后刘新民
狠狠一拍脑门儿：忘加油了！可情况
紧急，容不得片刻耽搁，刘新民定了
定心神，没向船上的其他人提及此
事，而是加大马力继续迎着风浪急速
行驶。

那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当时我
就豁出去了，哪还顾得了那么多，就想
着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医院，救咱们娃
儿的命！”那天如果船再多行驶十分
钟，柴油就有可能完全烧干，后果不堪
设想。

幸运的是，拥军船最终平安靠岸，
一行人及时赶到医院，孩子脱险了。

59年来，拥军船深夜接送突发急病
的官兵下岛就医次数累计达 53次。紧
急情况下，遇到大风大浪也不停航……

海天见证军民鱼水情

一个平常的中午，苏山岛上暖意融
融。
“泰叔，开饭喽!”驻岛第21任连长刘

洪乾端来热气腾腾的排骨汤，招呼第五
任拥军船长钱均堂吃饭。钱均堂小名叫
福泰，今年 63岁，岛上的官兵总亲切地
叫他“泰叔”。

2012 年，泰叔因肺出血紧急住院。
术后不到一周，他急着出院，了解他的
人都知道，他始终牵挂着拥军船。他倒
下了，四连的官兵可怎么办？

泰叔急，四连的官兵更急。他住院
第二天，连长指导员便带着战士们拎着
大包小包的营养品去探望。四级军士
长崔家俊说：“泰叔寒来暑往地接我们
上下岛真的很辛苦，我们只希望泰叔能
平安健康。”

逢年过节，官兵为“大家”而舍弃了
“小家”。而院夼村的村民们却用自己
的关心，让官兵感受到家的温暖。几碗
皮薄馅大的饺子，配着一盘盘热腾腾的
家常菜，看着官兵们吃的热火朝天得劲
儿，村民们看在眼里，甜在心头。
“在海岛上驻扎，海岛就是我的家，

与乡亲们为邻，就要保一方安宁，为乡
亲们排忧解难、办点实事！”连长刘洪乾
说道。

养殖海带是当地村民重要经济来
源之一。每年盛夏季节架海带、收海
带，都是村民最忙碌的时候。
“只要乡亲们需要，我们随时出

动。”看着村民们在几千亩海带晾晒场
忙碌的身影，岛上的官兵决定下岛帮村
民收海带。

冒着酷暑，官兵们在阳光的炙烤下
把架子上的海带一个个解掉，一忙就是
半个月。十万多根的海带绳把村民与连
队官兵的心紧紧地绑在一起。

在这片洋溢着军民鱼水深情的苍
茫大海上，像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许
多。那条拥军船的每一个故事，都有海
天见证。

6.8海里的距离，10万余海里的航程，一条半个多世纪未曾“抛锚停航”的拥
军船，连接的不仅是陆地和海岛，更是驻地群众和守岛官兵的心——

一条拥军船，破浪航行59年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隋 东 于景潇

拉吉——确吉——德吉，连接三个
人名的符号，不仅串起三代亲情，而且延
续爱兵真心。翻看她们的拥军资料，指
尖跨度是六十年。

闻名不如见面。多年前，记者首访
位于西藏岗巴县昌龙乡乃村的拥军门
第，顿感“兵”至如归。此番故地重游，
愈发亲切温馨，刚见面，确吉阿妈就盛上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让官兵驱寒
暖身。
“共产党是救苦救难的红太阳，解放

军是救急救命的菩萨兵。”回顾家史，确
吉深情讲述家族与部队的渊源。西藏和
平解放初期，她的妈妈拉吉是庄园主的
奴隶，一家人住在羊圈，经受风侵雪袭。
屋漏偏逢连阴雨。某风雪夜，家里有人
高烧昏迷，村里缺医少药……全家老小
祈求神灵保佑，可来到羊圈的是穿白大
褂的解放军。

生死与共的种子，结出世代相依的
果实。从此，拉吉一家把驻在村庄旁边
的连队官兵当成好邻居、自己人，新兵入
营要造访，老兵退伍要相送，缺水断粮要
帮忙，社情路况要互通，军嫂探亲要来
往，逢年过节要走动……军民凝成整体，
家国密不可分。

半个世纪前的隆冬某天，拉吉到连
队走访慰问，发现“兵儿子”少了几个，忙
问去向。官兵们告知，每年进入冬季，连
队的水管就冻住，不得不派人背水，训练
巡逻因此受到冲击。

用水困难影响戍边！拉吉心急如
焚。当天下午，她就给连队背来第一桶“拥
军水”。不仅如此，她还发动村民组成背水
小队，从村里打水后，浩浩荡荡背进军营。
从此，给驻军背水成了村民的义务，只要哨
音一响，全村群众就会拎桶集合……

拉吉对官兵的牵挂，从营区延伸到
边塞。一次，连队官兵去某山口巡逻，军
车陷进了冰窟窿里。“怎么还不回来？”夕
阳西下，拉吉守在村口，望眼欲穿，陡生
不祥之感。她奔走村里，呼唤乡亲们带
上羊皮袄和食物，匆匆向山口赶去。5
个小时后，军民相逢，寒月照亮了回家
路。

义务背水半个世纪，随队巡逻担当
向导，赠送酥油茶超过 3吨……拉吉始
终如一呵护官兵，支持国防。赤心写春
秋，真情暖华夏。拉吉被评为全国拥军
模范，一张张爱兵照片见诸报端，引发高
原各族人民争相效仿。

照片承接历史，从黑白到彩印，变化
的是色彩，不变的是情怀。拉吉阿妈过
世后，她的女儿确吉继承母亲遗志，挑起
拥军重担。

2017 年深秋，连队执行特殊任务，
需要全员出动、运载大量物资，运力供小
于求。确吉急官兵之所急，联系乡亲共
出动车辆 200多台次、骡马 50多匹，帮助
官兵星夜抢运。

途中，天空下起瓢泼大雨，确吉见连
长武金多吉翻箱寻找雨衣，就把自己的
雨衣脱下来递过去。见连长推辞，她生
气了：“你是指挥员，要带兵打仗，如果病
倒了，谁来带队伍？！”

后来，确吉又组队前去慰问官兵。
乡亲们自费购买 3万多元的矿泉水、酸
奶、水果、面包等物资送到任务点上。其

中，确吉个人就购买了近万元的物资。
她认准这样一个朴素真理：边关安宁，连
着百姓的身家性命；国防建设一放松，金
山银山一场空。

转眼秋去冬来，气温日渐走低。确
吉坐不住了，她号召全村妇女动起来，捐
羊毛、献手艺，缝制毯子、护膝、手套和袜
子，抓紧送到任务点上，让连队官兵温暖
戍边。

队伍回撤时，确吉又带着老弱妇孺
驱车赶马，来接英雄回家。

爱，在互动中升华。据乃村党支部
书记达瓦介绍，近年来，昌龙一带的青壮
年男子大多外出就业，留守的多是老人、
妇女和儿童。正因如此，每逢春播和秋
收时节，连队官兵都会自发下地干活，保
住村民的“饭碗”。他说，其实“金珠玛
米”为群众做的实事更多，确吉一家真诚
爱兵、全村群众心系国防算是感恩反哺。

如今，拥军接力棒交到了第三代人
德吉手里，这位高原新青年扎根边关，挑
起重担。其实，德吉一代本有机会到城
镇安家，但她们舍不得这群官兵，要和官
兵犁剑合璧，守望相助。

钟表滴答，声声贺岁，美好的事物凑
到了一起：今年的春节和藏历新年仅相差
一天，好日子也接踵而至。新春伊始，乃
村代表与边防军人齐聚一堂，携手闹春。
（上图：确吉阿妈给边防官兵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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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我要把这一生努力活得精彩……”前
不久，贵州省赫章县女孩安敏在自己
的婚礼现场，深情感谢几位特殊的证
婚人——当年挽救了她生命的 4位军
医。

这 4位军医是周本忠、张明金、
刘永靖、夏尚伏，来自联勤保障部
队第 901 医院。2009 年 11 月，他们
在贵州省大方县人民医院帮扶期
间，当地发生了一起客车侧翻交通
事故，时年 18 岁的安敏伤势严重。
周本忠他们经过 10多个小时的紧张
抢救，将安敏等伤员从死亡线上拉
了回来。安敏一直记得昏迷中有一
双双很温暖的手紧紧握着自己的
手，让她感到很踏实。康复后，她
一直想再拉一拉那些温暖过自己的
手，见一见那些救治过自己的人。
但 4名军医那时已完成帮扶任务，返
回了合肥。9年多来，安敏多次想去
合肥当面感谢救命之恩，但因为种
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

康复后的安敏自强不息，靠做
生意过上了幸福生活，并恋爱准备
结婚。婚期临近，安敏特别期望当
年的救命恩人能来参加婚礼。抱着
试试看的心情，她向第 901 医院写
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邀请曾救治
过她的 4位军医来当证婚人。

令安敏欣喜的是，第 901医院党
委高度重视，特意安排 4位军医代表
医院送去对安敏的祝福和问候。婚礼
现场，再见到 4位军医，洋溢着幸福
笑容的新娘安敏紧紧拉着救命恩人的
手，两眼泪花闪闪。

特殊证婚人
■郝东红

春节期间，一系列有关双拥的暖新

闻让人备感贴心暖心。“部队官兵为了万

家团圆坚守战备值班岗位，我们要想办

法助力他们和家人团圆。”据报载，天津

奥凯航空公司在春运期间开展了“百张

免费机票助力军人家庭团圆”为主题的

拥军活动，向驻军部队优秀官兵的配偶、

父母、子女等提供100张免费机票，接他

们到驻津部队过年。

一条条令人感动的拥军暖新闻，传

递着军民团结的热度、军地双拥的温情，

也释放出社会化拥军趋势正在逐步形成

的信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在享

受盛世太平、天伦之乐的时候，不能忘记

那些守护岁月静好、仍在负重前行的军

人，不能忘记那些默默站在军人背后、挑

起家庭重担的军属。无疑，天津奥凯航空

公司100张“拥军免费机票”暖了两地分

居的军嫂、军娃和官兵父母的心，更暖了

节日期间仍坚守在岗位、执勤在战位的官

兵的心。这样的暖新闻，多多益善。

每逢过年过节，各地政府和群众纷

纷登门为军属送上慰问品，看似寻常普

通，却情深义重，激发着全社会关心支

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巨大热情，满载着

对军人军属的社会尊崇和精神褒奖，激

励着三军将士在强军兴军的新征途上

铿锵前行。

家门连着营门，军属牵动军心。战

争的硝烟从未彻底消散，居安思危，安不

忘战，没有边关将士须臾不曾懈怠的备

战守卫，哪来当下的和平环境？我们应

当多算算强军兴军的国防大账，多想想

军人守疆卫国的奉献牺牲，自觉形成关

心国防建设的时代风向，形成尊崇军人

的社会氛围。

可喜的是，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双

拥工作，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

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落地，更加厚实了

双拥大厦的根基，使双拥有了更充沛的

源头活水。

双拥能拥出凝聚力，也能拥出战斗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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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曾说：“国家的统一，人

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

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人心

齐，泰山移。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团

结。国家再大，一盘散沙不能称其大；人

口再多,拧不成一股绳不可谓其强。军

民团结起来，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古人云：

“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战之时，则忘

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抓紧抓实

双拥工作，就是在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添

砖加瓦。多花心思做一些贴心的暖心

事，让广大将士“后院无忧”，他们列阵

沙场才能心无旁骛，练兵备战才能凝神

聚力，上了战场才能义无反顾。

拥出凝聚力，拥出战斗力
■高旭尧

快评漫议

近年来，新疆博尔塔拉军分

区与驻地托郭生布呼新村结成

帮扶对子，认真制订扶贫工作计

划，积极开展精准扶贫活动，千

方百计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

富。图为前不久该军分区官兵

到托郭生布呼新村走访慰问，与

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写毛笔字。

陈 庆摄

人 物 志

辛 未摄

大手握小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