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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山区深处，驻守在这里的联勤
保障部队某储供基地官兵，默默资助贫
困儿童二十载，帮助他们完成学业，陪
伴他们健康成长。孩子们不一定知道
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都穿着一身
“迷彩绿”，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兵爸
爸”。而官兵却能喊出每个孩子的名
字，熟悉每个孩子的喜好和特长。

20 年来，基地的官兵换了一茬又
一茬，但这个光荣的“任务”却从未中
断……

一封求助信，播下爱

的种子

“解放军叔叔，爸爸不在了，妈妈身
体也不好，再交不上学费我就要退学
了，我好想继续上学，和同学们在一
起……”记忆随着泛黄的信纸回到 1999
年 1月。有一天，官兵在单位信箱中发
现一封求助信，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透
露出一个女孩的无助与期盼。

写信的女孩叫杨翠，那年刚九岁。
杨翠说，那年的冬天，大雪纷飞，格外的
冷。父亲突然病故，母亲又卧床不起，
小小年纪的她，要用稚嫩的肩膀挑起家
庭的重担。自己上学、给妈妈看病、柴
米油盐都要钱，可是家里哪里还有钱？
“妈妈当时实在没办法，只能让我

退学，每天看着小伙伴蹦蹦跳跳地上学
去，我躲在屋檐下急得直哭。我在屋外
哭，妈妈在屋里哭。”回忆往事，杨翠的
眼睛忍不住又湿润了。

得知村子附近有解放军叔叔，杨翠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写了一封求助信。
收到求助信后，基地官兵经过认真研
究，立即行动起来，第二天一大早就进
山找人，终于在傍晚时分找到杨翠家。

捧着宝贵的学费，杨翠紧紧抱住解
放军叔叔。她回忆起 20年前，自己还不
怎么懂事，只知道一身“迷彩”的官兵经
常来家里帮着做农活忙家务，只知道有
什么困难和解放军叔叔说，就一定能够
得到解决。

年幼的杨翠一直担心其他小朋友
笑她没有“爸爸”，所以总是躲着大家，
性格也孤僻起来。官兵得知此事后，主
动送她到学校。后来当别人问起你爸
爸呢？杨翠都会自豪地说：“我爸爸是
解放军！”

每次官兵去家访，还没走到家门
口，杨翠看到后就高兴地叫起来：“爸爸
来了！爸爸来了！”经过官兵的不懈努
力和耐心引导，小杨翠的话渐渐多了，
笑容常常挂在脸上，学习成绩也有了很
大提高。

官兵在走访中发现，这个信息闭塞
的山区小镇里，还有不少和杨翠一样的
孩子，因为家庭贫寒而辍学，尤其是一
些女孩子，有的连一天学都没上过，过
早地承担了家庭的重担。

官兵自发从每月不多的工资、津贴
中节省一部分，作为特殊党团费，用来
资助家庭困难的儿童。1999年 4月，在
当地政府的协调下，官兵与这个镇结成
帮扶对子，设立“春蕾助学工程”。

播下爱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

一封感谢信，书写官

兵大爱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是已经成为教师的杨翠经常鼓励学
生的话，也是她最喜欢的座右铭。

冬去春来，一批批“春蕾”女童在官
兵的帮助下健康成长，63名失学儿童实
现求学梦，42人顺利完成学业，8人考取
重点大学。寒来暑往，“春蕾助学工程”
蓬勃开展，官兵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
“春蕾卫士”。

“解放军叔叔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解放军。”这是今
年 2月该基地组织的军营开放日中，刚
上三年级的受助儿童王刚朗读给解放
军叔叔的一封信。

王刚是官兵资助的第一名男童。
最初，“春蕾助学工程”资助的对象仅限
于家庭贫困的女童，但一次实地走访
后，让官兵对资助对象不再设限，帮扶
形式也更加精准。

王刚的姐姐在“春蕾助学工程”
资助名单之中，官兵走访来到她家
时，她天生聋哑的父亲正坐在简陋的
土灶前做饭，母亲出门打零工了。不
远处山窝里的几亩耕地加上王刚母
亲微薄的工资，就是他们家的全部收
入来源。

得知来意后，王刚的父亲亲切地
拉着官兵的手往屋里领。土坯的窗
台边，一个皮肤黢黑、眼眸明亮的小

男孩正在看语文课本。“能看得懂吗，
小朋友？”“当然能看得懂，我姐姐放
学回来会教我的。”4岁的王刚嘟着小
嘴说。

冬天漏风，夏天漏雨，这个家徒四
壁的家庭，即使得到资助，依然无力负
担另一个孩子上学。年幼的王刚，同样
面临着失学。“他是个男孩，进入春蕾助
学工程合不合适？”“只要是贫困儿童，
无论有几个，更不应论男孩女孩，都应
该得到帮助！”打消顾虑，官兵一致同意
资助王刚上学。

王刚顺利入学后，更大的难题摆在
官兵面前，如何帮助他们一家彻底摆脱
贫困？一次次地奔走考察，寻亲问友找
门路，官兵终于找到一条适合王刚家的
“致富路”，帮助他们一家在门前的山坡
上养殖山林鸡。现在，王刚家已经住进
宽敞明亮的新房。“去年山林鸡的销量
不错，今年我们准备把家里的茶园规模
再扩大些。”王刚的母亲指着青绿的茶
树说。

一封家书，见证爱心

接力传递

“妈，我被评上优秀士兵了，您高兴
不？但是，我今天告诉您一个我特别高
兴的事：我收到了帮扶学生的期末成绩
单，她考了年级第二名……”春节前，上
等兵崔海峰在给妈妈的“家书”中这样
写到。

崔海峰从小家境富裕，当兵前没
吃过苦，花钱大手大脚。去年“六一”
儿童节，班长安排崔海峰给孩子们上
国防教育课，并担任荣誉室解说员，在
和因骨癌而失去左腿的小女孩安琪交
流中，崔海峰被这位 10 岁女孩纯真开
朗的性格深深打动，主动与她结成帮
扶对子。
“孩子们虽然家庭贫困，但都十分

热爱学习、热爱生活，对比他们，我感到
很羞愧。”从那以后，崔海峰变化很大，

不但不再向家里要钱，还把平时爱喝的
饮料换成白开水，定期把节余下来的津
贴投进宿舍楼里的捐款箱。

如今，该部的资料柜里存满了孩
子们寄来的信件和学习档案，官兵帮
助了孩子们，孩子们也在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官兵。孩子们学习中获得的一
个个“优”、一张张奖状让官兵心里乐
开了花。“看到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
长，大家打心里高兴，这项活动我们会
一直开展下去。”该基地政委徐刚告诉
记者。

采访结束，记者不禁感慨，一批批
老兵走了，他们的爱心传递下来；一批
孩子毕业了，又一批孩子成为官兵资助
的对象。官兵时刻牵挂着孩子们，孩子
们也把这份爱心永远珍藏在心中，伴随
他们迎来人生的春天。

上图：2019年2月22日，基地官兵

把受助学生请到营区，让他们体验军营

生活，参观单位史馆。 张先达摄

愿作绿叶护春蕾 甘为时雨润新苗
——联勤保障部队某储供基地官兵二十载接力帮扶贫困失学儿童纪事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通讯员 韩 晓 张先达

阳春三月，鲜花葳蕤。日前，云
南省首个军营开放日在火箭军某部隆
重举行，驻地干部群众代表 200余人
走进该部军营，近距离品读火箭军历
史，感受火箭军风采，开启新时代军
地双拥共建新篇章。

该部作为火箭军组建最早的部队
之一，数十年来积极参与驻地抢险救
灾和扶贫帮困、国防教育等任务，在
驻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中赢得赞誉。云
南这片热土，历来有着拥军优属的光
荣传统，驻地政府和各界群众对该部
营区出行道路建设、家属就业、子女
入学、退役安置和训练场建设等方
面，给予了倾力支持，让广大官兵深
受感动，备受鼓舞。
“军地数十年来这种双拥共建

的优良传统和发展成果，是最为生
动的国防教育素材，也是激发全社
会关心支持国防建设热情和激发广
大 官 兵 投 身 强 军 实 践 的 最 好 资
源。”该部领导介绍，承办此次军
营开放日活动是他们认真贯彻 《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营开放办法》，进
一步深化国防教育成果，巩固军政
军民团结，促进双拥工作再上新台

阶的具体举措。
“今天走进火箭军这支神秘的部

队，了解其恢宏的发展建设历程，
更 加 坚 定 了 自 己 从 军 报 国 的 理
想。”驻地某高校学生代表徐杨在
观看“大国长剑”宣传片后告诉记
者，他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军人，从
小就教育他要从军报国，如今他参
加了军营开放日活动，感受了导弹
挟雷裹电直刺苍穹的震撼场面，让
他对军队的价值、军人的意义有了
更深的理解。
“25 秒！25 秒！”在通用枪支分

解结合现场，该部某团四级军士长张
科第一个完成遮掩无光条件下手枪分
解，他的“神操作”当场迎来不少粉
丝的喝彩。驻地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宋
泓葛走到张科面前，羞涩地递上自己
随身携带的小黄本：“叔叔，您能给
我签个名吗？”面对小朋友“追星”
式的做法，张科的脸一下子红了，签
完字后赶紧回到队列中去。拿到签名
的宋泓葛将小黄本小心翼翼捧在怀
中，生怕周围的小伙伴们抢了去。
“小朋友，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工作
呀？”面对记者的提问，她拍拍胸脯
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成为一名女
军人！”

在活动现场，还有一个场景同
样引人注目，10 多名年轻人簇拥着

“八一勋章”获得者、该部一级军士
长王忠心，眼神中流露出崇敬之
情，嘴里不停地询问“兵王”的传
奇故事。王忠心入伍 30年来肩扛责
任与使命，用军旅生涯诠释了“当
好一辈子兵，一辈子当尖兵”的赤
胆忠心。他的讲述，赢得参观者的
热烈掌声。驻地群众代表王秦是一
名退役军人，他坦言：“王班长专注
于部队建设的激情与执着，激励着
大家前行，回到工作岗位上，我要
像他那样潜心研究，默默奉献，争
当最美退役军人。”
“军地双拥共建，除了物质上相

互支持，更要在精神上相互激励。”
该部某团政委胡海斌坦言，新时代的
双拥工作理当着眼时代特点，大力营
造拥军为荣、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
通过展现军队特色和官兵风采，赢得
地方政府和群众对军队和国防建设的
支持。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该部通过
展播火箭军宣传片和观看火箭军部队
创业发展图片展，组织核防护和反恐
防爆应急演练，展示多型导弹武器系
统模型和有光无光条件下的枪支分解
结合等内容，让驻地干部群众近距离
感受到火箭军的军种特色和强大战
力，激发了大家投身国防、支持国防
的热情。

双拥花开彩云之南
■周文涛 周泽世 本报特约记者 奉 雷

工作视窗

近日，身患重症的南海舰队某部干
部余黄伟，经过国内脑脊液病专家李小
勇近7个月的精心治疗，康复出院。

余黄伟是一名有 17 年军龄的老
兵，曾 3次跟随舰队参加亚丁湾护航任
务。2018 年 4 月 22 日晚，余黄伟意外
从高处坠落，导致头部胸部出血并多处
骨折。手术后，余黄伟一直在广州某医
院重症监护室治疗。不久，余黄伟病情
恶化，出现脑积水、颅内感染、脑膨出、
肝肾损伤、心脏内血栓等一系列危情。
命悬一线之际，余黄伟的家属找到专家
李小勇。

通过全面检查，李小勇发现余黄
伟的病情很棘手，其中两个治疗难题
是手术后发生了脑脊液分流管梗阻
和颅内感染，还有颅骨缺损造成的脑
膨出，3个难题加在一起，治疗起来难
上加难。

为了让余黄伟尽快脱离危险，李小
勇请来天坛、宣武医院的专家进行会
诊，制定最佳治疗方案。为确保手术万
无一失，李小勇还连续几晚网上连线他
在国外学习时的教授，商讨治疗方案的
细节。因为时差原因，李小勇常常熬夜
到凌晨两三点钟。在李小勇和团队的
精心治疗和细心护理下，余黄伟重新站
了起来。余黄伟说，是李小勇给了他第

二次生命。
说起对军人的这份“偏爱”，李小勇

坦言，父亲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
军医。从小受父亲影响，他对军人有一
份特殊的情结。多年来，只要碰到生病
的军人入院，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查
看病情。

在北京天坛医院工作过 10年的李
小勇，是我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王忠
诚院士早期带的博士生，后赴国外进
修。在李小勇的从医生涯里，治疗过的
军人和军人家属不在少数。

2017 年，李小勇同时救治过两位
荣立一等功的部队训练骨干，他们都是
在训练中，为保护战友伤到头部，引发
脑积水、颅内感染。李小勇在为他们治
疗的同时，亲自为他们换药、包扎伤口，
如同对待家人一样。

同年，脑脊液科还来了一位 30
岁左右的山东小伙子，他的父亲因为
车祸患上脑积水。当时病房特别紧
张，没有空床位。当李小勇得知小伙
子是一名边防军人时，便想方设法腾
出一张床位，还为其减免部分医疗费
用。后来，李小勇出差路过这名边防
战士的家乡，还特意去看望他的父
亲。
“军人是最可爱的人，为了保家

卫国无私奉献。能够用自己的医术
挽救军人的生命，为子弟兵做一点
事，我感到自豪和骄傲。”李小勇这样
说。

为重症老兵点亮生命之光
——记爱军拥军的国内著名脑脊液病专家李小勇

■张水平 李 凌 陈丽涛

人物志

习主席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

会议时强调：“军政军民团结是我们的

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军队要积极支

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勇于承担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

务，做好定点帮扶贫困村、贫困群众工

作。”习主席就做好双拥工作提出具体

要求，为人民军队继续做好拥政爱民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民军队来自于人民。人民军队

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结下鱼

水深情。战争年代，“最后一碗米送去

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

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

骨肉送去上战场”，人民群众踊跃拥军

支前，把困难留给自己，用小车加小米

帮助军队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和平

建设时期，人民军队从训练保障、基础

建设到家属随军、子女入学，再到转业

安置、军人优待，处处都得到人民群众

的支持和关爱。

人民军队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宗旨，无论什

么时候，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子弟兵都

会挺身而出，牺牲奉献，从来没有怨

言。从抗洪抢险到抗震救灾，从生态

保护到扶贫攻坚，无论面对急难险重

任务还是投身经济社会建设，只要祖

国和人民一声召唤，人民军队就会像

打仗一样冲锋在前。扫雷战士杜富国

一句“你退后，让我来”，救下的是战

友，但体现的是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人

民的热爱。这些年来，抢险救灾中涌

现出抗洪大堤上的“最美睡姿”、火灾

现场中的“最美逆行”、长江浊流里的

“最美潜游”……让人们看到了子弟兵

的牺牲奉献精神，看到了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好样子。

拥政爱民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对

一支部队来说，做好拥政爱民工作，考

验的是对党忠诚、听党指挥，检验的是

家国担当、爱民情怀。双拥工作既是我

们的优良传统也是政治优势，拥政爱民

是党赋予的任务，是人民军队回报人民

的必然选择。灾害面前无枪声，救灾现

场有牺牲。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广大

官兵面对的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

哪里危险哪里冲，哪里需要哪里去，子

弟兵的英勇壮举与战场上的英姿并无

二致。

进入新时代，对拥政爱民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在支援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上要有所作

为。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和保

护生态文明过程中，人民军队应主动

靠前，发挥组织优势、制度优势、技术

优势等，助力经济建设，维护生态文

明。在勇于承担抢险救灾等急难险

重任务上要有所作为。我国自然灾

害多发，人民军队要视灾情为命令，

把救灾当作战，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

冲锋在前，敢于叫响“看我的、让我

来”，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第

一位。在做好定点帮扶贫困村、贫困

群众工作上要有所作为。现在距离

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越来

越近，各单位应积极与地方政府对

接，采取有力措施，在脱贫攻坚过程

中留下人民军队的身影。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在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上，我们

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可以

说，没有人民就没有人民军队的今天，

也没有人民军队的明天。人民军队要

牢记党的关怀，牢记人民的恩情，把关

爱之心、关怀之情化作练兵备战的动

力，通过狠抓训练锻造精兵劲旅，用过

硬的本领回报党和人民。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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