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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斑白，衣着朴素。过去的

45年，他自费到过全军数百个团队，

义务传授做酱菜的手艺；他还将自己

在江苏涟水县城的房子改为拥军招待

所，20张床位免费对过往的现役军人

开放，而他和老伴却蜗居在一间仅15

平方米的房间里。

他叫孙茂顺，一位77岁的老拥军

模范。

无独有偶。

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鱼泉村，一

位老者每天早早起来，走进家门口的

学校，趁学生们晨读的空当儿，捡拾塑

料瓶和垃圾；她拥军78年，拥军物品

折合人民币10万余元。年龄越来越

大，她不愿给部队添麻烦，从2017年

起停止了每年八一建军节到军营走访

慰问的惯例。闲不住的老人，又开始

了捡拾废旧物品。

她叫靳月英，一位96岁的老拥军

模范。

两位老模范的节俭之举，让我们

想到了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向双拥

模范学节俭。

节俭是个人品格，更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

节俭美德，在中华民族中源远流

长。曾国藩家训中有句名言：士农工

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

有不败。

习主席曾经深情地回忆说，“父亲

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

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

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

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

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

代相传”。少年习近平曾经因为穿姐

姐的旧鞋子而受到同学们的嘲笑，父

亲就让他把花鞋染黑了再穿。

许多双拥模范身体力行的节俭，

乍看也许觉得是“抠门儿”，细品味方

知是人间大德：他们苦的是自己，造福

的却是军人、部队和整个社会。

节俭是良好习惯，更是干事创业

的基础。

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

三年”的生活习惯，到“一个铜板掰成

两半花”的理财方式，节俭作为良好习

惯，曾经是双拥模范们体谅物力维艰、

应对物质匮乏的生活观。

“上海市爱国拥军模范”徐渭岳，

勤俭创业，才在上海建成中国人民志

愿军纪念馆、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红色

教育展馆。

四川老太太彭斌茹致富不忘拥

军，节俭开源，自掏腰包设立“强军奉

献奖”，为在部队立功官兵的家属颁

发4000元到10万元不等的奖金。

从双拥模范干事创业的感人经历

中，我们发现：这种生活观、创业观和

事业观正是今天应该大力倡导、努力

践行的。

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需要节

俭，强军实践同样呼唤节俭。

历史的背影远去。当建设节约型

社会成为新时代的呼唤，置身军营的我

们又该从双拥模范身上继承什么？

崇尚节俭，向司空见惯的浪费说

“不”，青年军人理应用行动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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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山脚下的山东省泰安市，迎春
路53号很有名：那里是市优抚医院。

以前有名，因为那里常年住着一群
患了“疯病”的复员退伍军人。

而今有名，因为那里有一位名叫王
丽的军嫂。院内院外，熟悉不熟悉的
人，听了她的故事，对这位医院膳食科
科长精心照顾一群老兵都很敬佩，觉得
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前不久，我们慕名采访，与王丽面
对面的时候，一个比喻不期然地跃入脑
际：如果说人民军队是一座钢铁长城，
那么成千上万个军嫂就是连接长城的
一个个垛口。

当把这个比喻讲给王丽听时，她略
作沉思后表示：“说大了，我只能算垛口
上一块砖吧！”

砖的本色是什么

军嫂一颗心：奉献与博大

真的没想到，回家的路竟然如此漫
长！

2012年 3月，得知公公病危的时候，
已经在老家伺候老人很长一段日子的
王丽，刚刚返回工作岗位没几天。家里
打来电话，她再也坐不住了：一定要见
老人最后一面！王丽清楚，这不仅是
她，也代表丈夫老许啊！

那段时间，丈夫许世浩部队上工作
特别忙，班子里正是人手紧的时候，抓
集训的、搞攻关的、在外进修的……人
人各管一摊要紧的事儿，这让老许这个
当了 6年副政委的团领导实在张不开口
“请假”。老人病重，他一直瞒着，既没
给上级讲，也没给班子成员说。

老许当然知道，那一阵子，王丽的
心早已扯成几瓣、分在了几处：在家里
或病房中，伺候病重老人的时候，时常
挂念着优抚医院病休的退伍老军人们；
给主抓夜间射击训练的老许准备夜餐
的时候，又忍不住想起了上初中的儿子
学业爬坡，正长身体。
“我记得一位驻守在西藏的军人写

过两句诗：‘妻子需要丈夫的胸膛，但祖
国更需要战士的脊梁。’老许的脊梁既
然给了部队、给了国防，我就不能再扯
他的后腿了，是不是？”王丽大概看出了

我们的心思，平静地说了这番话。
2010年 10月，王丽通过竞争上岗担

任了市优抚医院膳食科科长，负责200余
名病休复员退伍军人的膳食保障工作。
很快，她和同事们让连续几年一直与先进
无缘的膳食科彻底改变了旧模样，病休复
员退伍军人伙食上了一个大台阶，病员体
质特征有了明显改善。当时，也有个别人
冷嘲热讽。那时候，王丽没委屈吗？

从 2005年 2月到 2015年 2月，10年
间，她和丈夫双方家中先后 3位老人过
世，孝心很重的老许顾不上尽孝，大小
事情全靠她一个人跑前跑后、里外张
罗。那时候，王丽没委屈吗？

从 2005年 2月到 2015年 2月，10年
间，一家人只过了 3个团圆年。万家灯
火时，她还像平时一样在医院值班，在
工作岗位上劳碌奔波。那时候，王丽没
委屈吗？
“老许在副团职岗位一干多年，他难

道不委屈吗？”王丽回忆那段经历，说了
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委屈+委屈，这日子
还能有法过吗？”在她看来，军人家庭里
总得有一个人“让让步”“退一退”。作为
军嫂的她，没有任何理由不主动选择
“让”和“退”。更何况她的工作是在荣军
医院，从事的是无比光荣的拥军事业呢！

有人说，军嫂的胸怀是用委屈撑大
的。王丽的经历表明，军嫂这块砖来自
泥土，经历军人家庭生活的特殊煅烧而
更加胸怀博大，足够容纳所有“不如人
意”，以个人牺牲和奉献，愿天下都欢乐！

砖的位置该在哪

军嫂一个梦：残缺与瑰丽

如果不是这次采访，王丽结婚 23年
来，除了结婚登记照以外，竟然找不到
与丈夫的一张生活合影。

王丽不浪漫？不！她一直很浪
漫。有一次，王丽到军营看望丈夫，现
场补拍了一幅照片：丈夫在做俯卧撑，
她在一旁帮着记数呢！

王丽的爸爸 1955 年参军入伍，跟
随大部队走南闯北，先从葫芦岛到大
连，后来到了武汉，再后来又转回山东
长岛……

当父女俩交流的时候，爸爸常常以
“家传”式的对话告诫女儿：“爸爸是个当
兵的，跟着部队去过那么多地方，风景不
是想看就能看的；爸爸不看风景，是为了
让更多人更好地看风景。”当时还只是一
名中学生的王丽，从爸爸的教诲中听懂了
一个道理：当兵的人，跟普通人不一样！

到了该考虑终身大事的年龄段，王

丽自己也不清楚究竟为什么，竟然打定
一个主意，另一半必须是个“当兵的”。
王丽说，自己当不了兵，也要干一份为
兵服务的工作。机缘巧合，王丽 1989年
工作后，与一位军嫂成了同事。

与老许相识，正是这位军嫂的丈夫
牵线搭桥。两人相恋一年后，于 1996年
12月 31日步入婚姻殿堂。

当王丽终于成为一名军嫂的时候，
很多具体事情还是让她出乎意料。柴
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哪一件事都
不能等和靠，家里那位军人既“等不
来”，也“靠不住”。

2008年 4月，经历了调动随迁后，王
丽随调山东泰安，成为市优抚医院的一
名员工。

一段生物钟紊乱的往事，王丽至今
回忆起来依然刻骨铭心，虽有几分酸
涩，但更多的仍然是甜蜜。

2008年，总部考核军事训练一级单
位，15项考核内容，老许分工负责 8项。
老许组织分队夜间战斗射击，连续 50多
个晚上盯在射击场、铆在射击场。

为了夜间安全，老许主动取消派遣
指挥车，改骑自行车。50多个夜晚骑行
山路，竟然扎破了7条车胎！

王丽“陪”着丈夫上夜班，尽管不能
到训练场，可也在家里等候丈夫安全回
来，跟着做了50多天夜餐。

令人欣喜的是，老许负责的课目以
7个满分、夜间射击 97.2 分顺利通过总
部考核验收。两人高兴之余，身心立刻
放松下来，老许一口气睡了一整天，王
丽也大病一场：“熬夜”做夜餐，闹得生
物钟紊乱，大半年后才慢慢调整过来。

家是什么？王丽特别欣赏诗人陆
蠡一篇题为《蛛网》的散文诗中的那几
句话：

家，是蛛网的中心，四面八方的道
路，都奔汇到这中心。

家，是蛛网的中心，回忆的微丝，有
条不紊地层层环绕这中心。

对王丽来说，这“中心”显然已经不
是自己的小家，而是丈夫老许和他带的
兵，他带兵到哪，她一颗心就跟到哪。

建筑工匠们清楚，在一座相对独立
的建筑物上，凡用到砖的地方，砖与砖
之间都讲究个“严丝合缝”。王丽夫妇
俩的朋友和同事们评价说，王丽的“严
丝合缝”就是让军人丈夫后顾无忧。

砖的贡献谁记得

军嫂一个笑：苦涩与甜蜜

优抚医院这些病休复员退伍军

人，大多精神上患有疾病。
今年五一节那天，多少年难得一

笑的 77岁复员退役军人芦士训，突然
冲着来病房转一转的王丽笑了。王丽
错愕之际，老人突然伸手抓起碗中的
馒头，又用另一只手指着盘中的菜，
费力地说一声：“好！”

那一刻，王丽含着泪笑了。在她
看来，这一声发自复员退役军人肺腑
的“好”，比多少奖励都贵重！

王丽的两个舅舅新中国成立前参
加革命，一个牺牲成为烈士；一个在
军校当教员，长期从事教书育人工作。

家里当兵的和当过兵的人多，王
丽特别留心党史、军史、国史上一些
事儿。

1938 年初，几位伤病员借给何长
工拜年之际，提出到延安“见一见”
毛主席和党中央。原来，他们感到在
“残废医院”里受歧视，人好像没用
了，提出回南方老家继续革命。毛泽
东得知后，一方面表示腾出窑洞等他
们到来，一方面提出把“残废医院”
的“残废”两字改成“荣军”，“医
院”改为“教导院”，“残废医院”变
成了“荣军教导院”。简单的名称转换
后，伤病员们满意了，情绪也稳定下
来。

一个称呼的改变，居然稳定了军
心！王丽和同事们从中深受启发：我
们医院为什么还叫“复员退伍军人精
神病医院”？王丽和同事们不止一次
地向医院和上级机关反映：院名对病
员情绪的影响问题。经网上征求意
见并报上级批准，今年初医院正式
更名为“优抚医院”。王丽说：“让
病员体面地面对公众，往往比单纯
的物质给予更能激发他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有一次，王丽与丈夫回家探望王
丽的父母。说起部队待遇的事，母亲
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俩啊，应该知
足，两个人拿工资，孩子有人照看，
生活上无忧无虑，工作上无牵无挂。
当年，你们的舅舅战场上出生入死，
哪里考虑过自己的待遇？”从那以后，
王丽和老许两人再也没议论过工资待
遇的事儿。

这段经历还真管了大用！军改期
间不少战友听过之后，先是若有所
思，接着频频点头：“是啊！国家和军
队不亏欠咱们，转业了不能只想着向
政府伸手要这待遇那待遇的，好日子
还得靠咱自己创造！”

回顾这些年所经所历，王丽说，
既然是一名军嫂，既然从事拥军的工
作，就得有些情怀，不怕吃亏。假如
每一位军嫂都能当好一块砖，长城的
垛口将更加稳固。

长 城 垛 口 一 块 砖
—军嫂王丽的人生感悟

■王胜利 江剑伟 雷雪铮

“小李病情已经稳定，孙医生您可以
放心回家休息了！”前不久，联勤保障部
队第 901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中暑的
患者，急诊科副主任、聘用制医生孙磊持
续抢救 4个多小时后，仍坚守一线。当
得知其生命体征恢复平稳，才拖着疲惫
的身体下班回家。
“拥军在我们孙家是家风，从我奶奶

起就一直这么做，我们孙子辈要学样子、
传家风！”这是孙磊常说的一句话。他的
老家在江苏省盐城市，86岁的奶奶范美

英是当地有名的拥军模范。三代以来孙
家先后出了 10个兵，另有包括孙磊在内
的两个不穿军装的聘用人员在部队工
作。

解放前，范美英的父母曾是连云港
的渔民。受父母影响，从 10岁起，她便
经常到山上为部队站岗放哨，和姐姐一

道跟妇救会的人一起宣传共产党的方针
政策，15 岁时就担任了当地妇救会会
长，参加过淮海战役的拥军支前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范美英把爱军拥军传
统带到了婆家。家里正缺少劳力的时候，
她与丈夫毅然担当起家庭重担，相继把两
个小叔子送到部队。1968年，她得知丈

夫的专业技术能够服务国防建设，又支持
丈夫到海军部队工作。当丈夫所在部队
移防后，她又举家搬迁，自己在本职工作
之余为部队官兵做鞋垫。鞋垫一做就是
32年，累计为官兵制作鞋垫达4万余双。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范美英先后动
员两个儿子一个侄子参军服役，参加了

边境重要军事行动。
长孙孙磊也受奶奶影响，医科大学

毕业后到部队医院当了一名聘用医生，
扛起了为兵服务的重任。邻居们说，三
代以来，范美英一家先后有 2个小叔子、
3个儿侄、5个孙子参军服役，共出了 10
个兵。

退休后的范美英更是把拥军当作
后半生的大事来干。今年 3月，盐城市
一家化工业园区发生事故后，她当即准
备好慰问官兵的饮用水、毛巾和手套，
早早赶到抢险救灾一线慰问子弟兵。

2018 年，范美英被江苏省人民政
府、江苏省军区表彰为“拥军优属先进个
人”。

一家三代出了10个兵
■郝东红

6月 9日至 10日，广东省多地突
发洪涝灾害，千余名群众被洪水围
困。灾情就是命令，武警广东总队
迅速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紧急
出动官兵赶赴受灾一线实施救援，
转移被困群众。

子弟兵来了人心定。“我和乡亲
同抗灾！”许多新战士冲在抢险救灾
一线，在与受灾群众一起抵御自然
灾害中增进了感情。图为官兵正在
安抚受灾群众。

我和乡亲
同抗灾
■郭鹏飞 文/图

一张照片让家里的微信群突

然热闹起来，原来家里大门挂上了

“光荣之家”的门牌。尽管之前在

网上看到了相关新闻，突然间得知

这个消息，还是让我十分欣喜，荣

誉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久久不能

平静。

“光荣之家”的牌子是因为父亲

而挂上的。父亲是一名在部队服役

过多年的老兵，不是军官也没有作

出过特别重大的贡献，就是解放军

这支队伍中最普通的一员，但他那

段军旅经历就是我们全家人的骄

傲。

母亲在电话里说，悬挂光荣牌

那天，父亲早早就等在门口，把家

里大门的门框仔细地擦了一遍又

一遍。在我出生前，父亲就退伍

了。我小的时候，他常骄傲地讲

起他在部队的生活和经历，可我

对父亲的讲述并没有太多具体感

受。如今悬挂在门上的光荣牌，

直接而又生动地印证了父亲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是大三学生

的我，体会到光荣牌对一个军人

家庭的意义。

无疑，悬挂光荣牌能够延续退

役军人的荣誉感。许多人满怀遗

憾和不舍离开了部队，在摘下帽

徽、取下肩章的那一刻，他们不再

是一名现役军人，也失去了一直以

来引以为豪的身份。当他们回归

日常生活，就只能把那份骄傲埋在

心底。对于退役军人来说，光荣牌

镌刻着对牺牲和付出的肯定，包含

着对忠诚与奉献的褒奖。服役时，

身上的军装代表着他们的身份。

退役后，门上的光荣牌将继续提醒

他们的身份，延续他们的荣誉，甚

至重新燃烧起他们的激情。就像

我的父亲，早早起来盼望光荣牌的

到来。

悬挂光荣牌同样能够增强军属

们的荣誉感。“光荣之家”4个字不

仅是对军人的认可，更是对军属的

肯定。这是一个让人感动和回味的

细节：有一年，原沈阳军区某团奉命

执行抢险任务。一位转移到安全区

域的老人突然折身冲了回去，从被

泥石流冲压变形的门框上摘下一块

“军属光荣”的门牌。在场的官兵无

不为之动容。

一块小小的“军属光荣”牌，一

头连着座座军营，一头连着千家万

户，这个好传统确实不能丢！军人

取得每一分成绩，无不凝结着军嫂

“你守护国家，我守护小家”的坚强

和付出，凝结着父母“你安心工作，

我们一切都好”的理解与支持。母

亲曾说过，“军嫂”二字好听，不好

“当”啊！个中滋味，大概只有军嫂

本人才能体会。

还有，悬挂光荣牌可以坚定军

人建功军营的决心。参军入伍，无

上光荣，保家卫国，职责所系。年轻

的士兵们在尽义务的同时也渴望被

记住，被尊崇。悬挂的光荣牌是军

人青春热血的见证，说明国家和人

民没有忘记军人付出的青春与汗

水。现在正是征兵季，小小的光荣

牌像是征集令，我和同学们向踊跃

应征的同龄人致敬！同时也击掌相

约：条件成熟时，我们也要去当兵！

当我穿上军装的那一天，成为解放

军的正式一员，我也一定为这荣誉

而战！

（崔东浩整理）

“光荣之家”：
倍加珍惜“光荣”

■张博文 口述

有感而发

服役时，身上的军装代表

着他们的身份；

退役后，门上的光荣牌将

延续他们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