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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河南省漯河市征兵办公室
组织征兵宣传形象大使在全市开展征
兵宣传活动。其中，荣获漯河市关心支
持国防建设先进个人、双拥先进个人等
荣誉的源汇区马路街办事处建设路社
区职工李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名普通职工和国防建设有什
么联系？为什么会被聘为征兵宣传
形象大使？为什么能荣获这么多的
荣誉？带着疑问，记者走近李丹去寻
找答案……

神秘包裹里装满了

家国情

“夏天到了，山上紫外线强，这个包
裹是专门给战士们挑选的防晒霜和护
肤品。”记者走进李丹的办公室，正好撞
见她和同事林霞在准备一个快递包裹。
“这是今年李丹给詹娘舍哨所邮

寄的第三个包裹。现在大家都知道她
邮寄东西是给哨所的官兵，作为同事，
有帮得上忙的，我也会搭把手。”快言
快语的林霞打开手机让记者看，去年 2
月，在网上看到《她是谁？让 4600米哨
所的官兵找了 1000 多个日夜》《泪目！
他们找了漯河李丹 1000多个日夜！》等
文章，他们才知道李丹默默给哨所战
士寄包裹的事，对于李丹的坚持，他们
心中钦佩不已。
“您是怎么想到要给詹娘舍哨所寄

包裹呢？”在穿着朴素、讲话和缓的李丹
面前，记者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看到边防战士们生活执勤都很辛

苦，我帮不上忙，就想从生活上关心他
们。”办公室里散发着从窗外飘进来的
月季花的清香，有些腼腆的李丹向记者
讲起她的故事。

2013 年春节前，李丹在看电视新
闻时，看到查果拉哨所战士顶风冒雪
背水吃的镜头，深受触动。当天，她悄
悄给战士买了一些地方土特产邮了过
去。不久，她搜索其他哨所的新闻后，
发现詹娘舍哨所的战士生活环境特别
艰苦，但照片里的官兵一个个却笑得
阳光灿烂，深受感动的李丹油然而生
关爱之情。

从此，李丹留心通过各种媒体渠道
观察詹娘舍哨所官兵的冷暖。2018 年
年初，医生成功在詹娘舍哨所为哨长詹
华实施皮脂腺囊肿切除手术。李丹看
到这一新闻后，第一时间给詹华买了大
枣和营养品寄了过去。
“本来不想让他们知道是谁寄的，

后来邮局要求留电话，战士们才联系
上我，问我是干什么的。他们平时丹
姐长、丹姐短的叫，我心里特别幸福，
也收获了温暖。”说着说着，李丹的眼
睛湿了。

6年来，李丹用一个个小小的包裹
持续传递着对边防官兵的牵挂与关注。
“如果不是媒体报道，我们还不知

道李丹给哨所寄包裹的事。”建设路居
委会书记林霞感慨道，“她的举动也让
我们反思，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我们，是否对家国和边防，对
那些守护我们安宁生活的边防官兵关
注得太少？”
“我们享受岁月静好，离不开边防

官兵的常年守卫。边防就是国防，国防
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漯河军分区

政委张宏进说，个人离国防之间有多
远？我们可以看成一道算术题，也可以
看成一道人生考题。

你的心头可惦念着

一块界碑？

一个中原城市，一个边陲重镇，从
地图上看相距甚远。然而，李丹用一个
个包裹铺成一条通往边关的路，架起了
一座沟通军民情感的桥梁。
“李丹给查果拉哨所寄来的第一个

包裹我见过，上面写着全体战士收，当
时很好奇，打开一看，只留个名字李丹，
没留电话。”尽管时隔数年，曾在查果拉
哨所所在连当过指导员，如今已是西藏
军区某边防团政治工作处主任的何正
海回想往事，仍历历在目。
“李丹是谁？从包裹里精挑细选的

食物看，这个人心很细，要么是超市员
工，要么是拥军妈妈。”何正海讲，哨所
收到李丹的包裹后，战士们纷纷猜想。
“李丹！”2014 年八一前夕，詹娘舍

哨所哨长马关敬收到写着詹娘舍哨兵
全体战士收的包裹，后面署名是李丹和
电话号码。战士们给李丹打电话表示
感谢，侧面想问问她是干什么的，她只
说是“大家的姐姐”。

查果拉哨所海拔 5318 米，詹娘舍
哨所海拔 4655 米，每年的封山期都达
半年之久，犹如直耸云端的两座孤岛。
“和平年代，战士驻守边防，同外界接触
少，受的社会关注也不多。”何正海感
慨，边防官兵戍边守防无怨无悔，如果

有更多的人关心关注官兵工作生活，大
家会更有成就感、幸福感。“也因此，时
间久了，战士们都把李丹当亲姐姐看
待。”何正海说。

2018年春节前夕，新华社记者登上
詹娘舍哨所采访，听到战士们多次说起
李丹。经该记者多次联络，李丹才从手
机视频中露出真容。

在这次哨所官兵和李丹的视频通
话中，他们给李丹唱了《当兵前的那晚
上》，唱着唱着，不少流血流汗不流泪的
男子汉眼眶湿润了，这是他们发自肺腑
的歌声。

每月工资只有 2000多元，是普通的
工薪阶层……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李
丹的信息逐渐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样
一个普通人心里面却装着边关将士，在
平凡人生中闪耀着不平凡的光。

李丹的事迹让记者深有感触：如果
说组织的温暖、父母的关爱是战士守护
界碑的力量，那么来自社会的关心就是
照亮战士巡逻路上的一束灯火。
“早些年，全国各地，尤其是高校青

年学子寄往詹娘舍哨所的慰问信、包
裹，每个月都能装满麻袋。近些年，一
年见不到几封来信。”谈到这些年社会
关注的变化，何正海忧心忡忡，他认为，
这背后有社会拥军形式转变的因素，也
有国防观念淡化的原因。

詹娘舍哨所官兵的心声让记者回
味良久：“军人，有一瞬间出现的英雄，
关键时候挺身而出，筑起山一样高的壮
举；哨所上矗立的是平凡英雄，一点一
滴把青春献给祖国，把山一样高的伟岸
铺展成了地平线。”

事实上，社会大众多会关注突发事

件中的英雄，而又有多少人会关注这些
如同地平线一样的官兵？

让社会上更多的“李

丹”关注“云中哨所”

“李丹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吸引
了社会上更多人加入拥军队伍中来！”
马路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勇杰说，去年
4月，源汇区委、区政府发出向李丹学习
的号召，马路街街道党工委也以李丹名
义成立“李丹拥军服务队”，大力营造关
心国防、关注边防的浓厚氛围。
“我们要沿着李丹走的路，与哨所

建立永不断线的‘李丹情’！”2018 年 7
月，马路街街道党工委组织拥军服务队
成员同李丹一同前往詹娘舍哨所慰问，
和哨所结成共建对子。

建设路居委会书记林霞介绍，李丹
患有心脏病，上高原有困难，但听说大
家要去詹娘舍哨所慰问，她坚决表示，
要上高原去看看这么多年惦念的边防
官兵。

一行人从郑州飞到拉萨，再从拉萨
坐火车到日喀则，而后从日喀则坐车、
步行大半天才登上詹娘舍哨所，长途颠
簸中，大家更深切地感受到边防的远，
心与国防的距离却因此而变得近了起
来。
“詹娘舍哨所的官兵纯洁且伟大，

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烙在了祖国
边防线上。”李丹回忆说，詹娘舍，意为
“鹰飞不过去的地方”，从山下到哨所有
200多个“胳膊肘弯”，看着这么多的悬
崖峭壁，初到此地的她吓得手心冰凉。

那一天，詹娘舍哨所的官兵排着
队，给李丹以最温馨的礼遇。战士们告
诉李丹，刚开始听说她要来看望大家，
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来终于见到了猜
想多年的“知心姐姐”。
“没到哨所前，脑海里祖国的概念

是笼统的。踏上詹娘舍哨所，我深切感
受到，我的脚下就是祖国，个人与祖国
的利益紧紧相连。”李丹说。

詹娘舍哨所哨长马关敬告诉李丹，
哨所官兵巡逻时，再危险也绝不能后
退，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
人。
“丹姐情注边防，给我们脚下增添

无穷力量！”哨所官兵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一直回响在张勇杰的脑海里，他想
不到，李丹的平常之举，一直如此深深
地感染着边防官兵。

从哨所离开那天的场景至今让张
勇杰难以忘怀：听说他们不在哨所吃
饭，下山途中，两名战士送来一盆特意
为他们蒸的小馒头，让大家带到山下
吃。“哨长说河南人爱吃面食，但在高
原，水的沸点低，馒头大蒸不熟，这小馒
头昨天蒸了一晚上，放心吃！”淳朴的话
语瞬间让车上一行人泪湿了眼睛。

李丹的事迹在媒体上报道后的这
一年多里，李丹拥军服务队的成员每隔
一到两个月便根据官兵的生活实际，以
李丹的名义给哨所发过去一些包裹。
源汇区市民知道服务队后，也时不时拿
出自家特色物品送到服务队一并寄过
去……

国门连着家门，爱心温暖兵心。张
勇杰感慨地说：“今后这条拥军路上，我
们会有更多的‘李丹’！”

上图：2018年7月21日，李丹结束

詹娘舍哨所慰问准备离开时，战士们分

别给李丹送上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并

与她拥抱惜别。 王士刚摄

6年来，李丹用一个个小小的包裹持续传递着对边防官兵的牵挂与关注——

边防很远，国防很近
■邵天江 王智慧 本报特约记者 王根成

国防聚焦

“王阿姨，感谢你送的精美手绢，我
还没舍得使用”“多亏你办的培训班，我
学会了嫁接修剪，建成了百余亩花椒种
植示范园”……

这是革命老区河北涉县的王爱英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的感谢信息。从
1996年走上拥军道路至今，王爱英 20余
年来以实际行动温暖官兵，收获官兵无
数感谢与敬意。
“从小奶奶经常给我讲，抗日战士为

救老百姓，自己将敌人引开跳崖牺牲的
故事，那时候心中就特别崇敬军人。”谈
起为何坚持拥军这么多年的原因，王爱
英回忆说，1996年，涉县遭遇特大洪灾，
王爱英所在的后匡门村被洪水围困。危
难时刻，人民子弟兵用血肉之躯开辟生
命通道，让受困群众得以妥善安置。从
那时起，王爱英更是觉得那抹军装绿愈
发亲切，并积极投身拥军事业。

从核桃、柿饼、黑枣、小米等土特产，
到2009年创办公司后每年拿出专项资金
用于购置背心、手绢、羊毛衫、水杯等日用
品，王爱英都根据部队官兵需要用心挑
选。去邯郸舰看望官兵时，考虑到官兵们
长期在海上生活，身体容易湿寒，王爱英
精心挑选了具有温中散寒、除湿止痛等功
效的极品花椒作为礼物赠送；给入伍的新
兵捐赠笔记本，专门在扉页印上“不怕困
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激
励字样；定期和从贫困家庭入伍的新兵恳

谈，关心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及时为他
们排忧解难，让他们安心服役……

前段时间，王爱英和涉县拥军组织
跨越数百里到驻河南新乡某部军营“寻
亲”，只为把精心准备的土特产送给曾经
在涉县“7·19”洪灾中参加抗洪救灾的官
兵，表达真诚的感谢，这让该部官兵感动
不已。

在生活上关心官兵的同时，王爱英
所在公司和驻涉部队签署了《军民文化
共建协议》，她还发起建立了创新创业基
地暨文化拥军大课堂，提供实用技能、就
业等方面的指导，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官兵退役创业就业作出积极贡献。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我更希

望做一颗火种，点燃更多人的拥军热
情。”如今，在王爱英的带动下，当地多
个行业的爱心人士纷纷加入拥军队
伍，涉县已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拥军
联盟。从餐饮住宿到旅游交通、从教
育培训到医疗养老、从超市商场到工
厂企业，他们立足自身实际，推出拥军
承诺，一副百业拥军的时代画卷在革
命老区涉县铺展开来。

悠悠拥军路、拳拳报国心。20余年
来，王爱英用实际行动支持部队建设，用
真情爱心温暖广大官兵，先后被授予“爱
国拥军模范”“爱心兵妈妈”等荣誉。她
动情地说：“拥军是我一辈子的事业，这
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20余年用实际行动支持部队建设，王爱英—

最爱那抹军装绿
■刘 鑫

“辽阔的海面风高浪急，一艘登陆艇
向某海防连所在的南澎岛驶去，一道挺
拔的身影迎风立于船头……”提起拥军
模范陈永钦，多次跟着他去海岛慰问的
人脑海里会闪现出相似的印象。

只有 0.34 平方公里的南澎岛，位
于广东省汕头地区东南方向，人称“浪
花岛”。有诗为证：“浪花岛，浪花岛，
风吹石头跑，一浪盖全岛。”这段上岛
异常艰辛的航线，陈永钦往返了二十
余年。

1989 年 7月，汕头市工人文化宫同
驻守南澎岛的某海防连首次结对共建。
当时在文化宫工作的陈永钦也是在这一
年第一次乘登陆艇来到南澎岛慰问。上
岛后他才发现，岛上无居民、无淡水、无
市电，只有一群年轻的官兵常年在这里
戍守。

自那之后，陈永钦经常带着本土文
艺创作者下海上岛慰问官兵，并以驻岛
官兵的生活为素材，先后创作出了小品
《海岛情》、相声《找对象》、舞蹈《海上月》
等节目，受到岛上官兵热捧。近年来，海
岛军营陆续联网、文化设施渐趋完善，但
岛上官兵仍然喜欢那些原汁原味、接地
气的文艺作品，用他们的话说，“观看陈
老的作品有感觉”。

1997年，陈永钦偶然得知南澎岛连
队因还未配备音响设备，升旗时，官兵们
唱国歌没有音乐伴奏。他带头在汕头市

文化系统发起了一场“海上国旗国歌”募
捐活动，短短一周，便用募捐款采购了一
整套大功率音响设备，并亲手送到了官
兵手中。

那天，是他人生第一次在岛上参加
升旗仪式，令他终生难忘。陈永钦记得，
当雄浑的国歌响起，向阳处五星红旗迎
风招展，在南澎岛附近水域打鱼作业的
渔民们齐齐站在摇晃的小渔船上，向国
旗行注目礼。

从此，在海上参加“南澎岛升旗仪
式”，渐渐地成了海岛渔民一种特殊的仪
式、一种坚定的信仰，并传承延续下来。

2017 年的老兵退伍季，身体状况
不佳的陈永钦带着市文化宫的年轻演
员到南澳岛，为退伍战士奉上了一台
精彩的晚会。期间，反映多年前官兵
们抗击台风的现实主义题材小品，更
是让舞台下的官兵在情境穿越中泪流
满面、感动不已。

浪花翻滚间，时光穿梭流转。陈永钦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身体条件已不允许他
上岛演出，但他仍一直坚持为拥军活动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他的影响下，他的
家人、文化宫的员工也纷纷加入拥军队伍。

近年来，陈永钦获得了“爱国拥军模
范”“全国拥军模范”等多项荣誉，陈永钦
告诉记者：“坚持几十年的拥军之路无关
名利，如果说有所得，那就是内心深处一
次次深刻的感动。”

20余年为海岛官兵送去文艺节目，陈永钦—

情注南澎暖兵心
■陈堉佳 本报特约记者 陈建文

国防离我们远吗？路程上，它可能

在天涯海角；情感上，它就是军人与普

通民众心中的距离。

位卑未敢忘忧国。国防在哪里？

在海岛、在戈壁、在高原。国防，更应该

在每个人的心中。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国人关

注国防，国防就近；国人忽视国防，国防

就很遥远。鸦片战争前，GDP一直稳居

世界前列的大清王朝，为何国将不国？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人国防观念淡漠。

“看到战士们在边防执勤很辛苦，就

像苦在我心里。”从河南漯河到詹娘舍哨

所，有数千公里，但在李丹心里，哨所的

战士们就在她身边。她能体会战士的冷

暖，知道战士的喜爱，懂得战士的心思。

李丹缘何有如此热情？那是因为边防在

她心中，她时时刻刻在用心感受边防。

战士们常说，冷的边关热的血。血

是热的，是因为有祖国人民做坚强后盾，

有无数像“丹姐”这样的人在默默支持。

我们祖国陆地边防线2.2万余公里、

大陆海岸线1.8万余公里，沿海还有6500

多个岛屿，岛岸线长1.4万余公里，这些

数字的背后，是一代代忠诚使命的边防

军人，在高原海岛、在戈壁口岸，克服各

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守护着后方的

国土与人民。无数个“丹姐”情注边防、

情暖哨所，万里边疆线上的边防军人就

将不再与孤独为伴。关心边防、关心边

防军人，人人皆可为之，社会如果缺少

“丹姐”这样的人，边防就会越来越“冷”。

守边固防，匹夫有责。前阵子，一

篇报道《我站立的地方》火了。无数人

被报道里的中国军人感动，那是因为和

平无战事，边关有牺牲；那是因为边防

军人甘心把苦吃够，把甘甜献给民众；

还因为很多民众不忘边防，追随边防军

人的脚步感受崇高。

国无防不立，边无防不宁。近代中

国的血泪史中，陆上有边无防，海上门户

洞开，结果就是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外敌

入侵，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和无数

屈辱。缘何那时的中国如此脆弱？不仅

是因为军力不强，更因为国人无国防意

识，不知边防在哪里？国防在何处？

“备边足戎，国家之重事。”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们的边防始终坚如磐石、

稳如泰山，那是因为我们有英勇的边防

军人，还因为他们身后站着无数关心边

防、支持边防的广大民众。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有边防

军人，边境才能固若金汤；有国人的踊

跃支持，边境就是铜墙铁壁。我们的国

防是全民的国防，边防也是每个人的边

防，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

“群力谁能御，齐心石可穿。”社会多

些像“丹姐”这样的人，积极关心国防、关

注国防，军人为铸牢国家安全后盾而奋斗

的动力就会更足，为让人民尽情享受阳光

和雨露的使命感责任感就会更强。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

捍卫守候。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祖国

山河一寸不能丢。”新时代的边防军人，

总是很自信地唱着这首歌，因为他们的

身后站着无数个像“丹姐”这样的人。

国防，在每个人心中
■蒿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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