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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时评

热点聚焦

双拥观察

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双拥见证

“小朋友，上几年级啦？”临近八
一，第 80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来到
结对帮扶的驻地贫困村，安排医疗
巡诊，开展扶贫助学。官兵们为老
人免费体检，给孩子们送上学习用
品。看到有些孩子头发长了，有的
官兵还主动当起了“理发师傅”呢！

当回“理发师傅”
■孙 林 张川川 文/图

“人命关天，作为军人必须冲在前，
尽全力营救每一个生命。”7月 23日，辽
宁卫视记者来到第 79 集团军某合成
旅，采访在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中参与救
援的官兵。第一个冲到现场救援的下
士宗玉龙道出了救援官兵的心声：“人
民群众有需要，我们理当奋不顾身！”

就在此前一周，当天吃过晚饭，天
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刚上岗不久的
宗玉龙便听见“嘭”的一声巨响。只见
营门前主路上，一辆大型专项作业车由
于路面湿滑与相向而行的白色越野车
相撞，导致白色越野车后排至车尾受到
严重挤压。

事发突然，宗玉龙立即上报值班
室，并快步跑向白色越野车，与停车施
救的群众一道，率先救出了只是轻微受
伤的驾驶员和前排乘客。

白色越野车后半部分受损严重，露
在外面的后侧车门严重变形无法打
开。当他准备用手里的防暴棍击碎车
窗时发现，靠近车门的一名伤者脸部正
朝向车窗。为防止车窗破碎造成二次
伤害，宗玉龙果断抬起右臂，用手肘砸
向车窗。

一下、两下、三下……每一次肘击
都仿佛撞在现场救援群众的心上。车
窗很快被击碎，排长迟智恒带领 8名战
士赶到了现场，合力将受损车门拽开，

又成功救出一名女性伤者。
“妈，你醒醒啊！”此时，后排座位中

间的一名女性伤者，不停地呼喊着已经
昏迷的母亲，并拒绝下车。
“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救出您

母亲，请先下车。”为尽快实施救援，宗
玉龙在伤者情绪平静后进一步安抚，顺
利将其劝说下车。

确认车中伤者身体没有被金属利
器伤害的痕迹后，宗玉龙指挥工程作业
车司机向后倒车，腾出救援空间。

官兵们成功救出老年伤者后，迟智
恒拦住两辆私家车，将伤者紧急送往医
院救治。

此时天色渐暗，阴沉的天空显得异
常沉闷。事故现场，参与救援和围观的
车辆、群众越聚越多，为避免再次发生
交通事故，迟智恒带领官兵疏散围观群
众，引导无关车辆离开，并拉出隔离带，
在交警到来前保证了现场的良好秩序。

辽宁卫视的采访报道，赢得更多干
部群众为子弟兵点赞。

营门前的生死营救
——第79集团军某合成旅官兵积极参与交通事故救援

■王立军 叶洪林

双拥影像

在湖北枝江，驻军官兵有一位

“毛妈妈”。59年来，她的足迹遍及全

国27个省市的军营、院校，为5000多

名指战员解决过实际困难，前后耗资

超过60余万元……一沓沓车船票，记

录着她对广大官兵的深情厚谊。

她叫毛成秀，是一位年过七旬的

老人。

无独有偶。在河南鹤壁，有一支

远近闻名的民间救援队。每逢火灾、

车祸，发起人总是冲在救援一线，从

9岁第一次救人至今，45年里已从水

中救出26条生命……在他带动下，

100多名爱心市民加入了救援队。

他叫吕志强，是一名退役多年的

老兵。

在今年6月份公布的“中国好人

榜”中，这两位双拥模范榜上有名。

双拥模范名列好人榜，说明了什

么？

凸显了双拥政策与民心民意的

高度契合。这些年，除了“中国好人

榜”，许多地市也搞起了颇具地方特

色的“好人榜”，其中都有一些双拥模

范。好人来自民间，在各地“好人榜”

推荐与评选过程中，双拥政策与民心

民意实现了高度契合。还有一种契

合，更加耐人寻味：好人未必是双拥

模范，但双拥模范一定是好人。一位

长期在民政系统工作过的退休老干

部感慨地赞叹：双拥模范就是“好人

中的好人”。

见证了社会风尚与舆论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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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趋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政

风明显好转，有力地带动了民风进一

步向好。“好人”出现在了各行各业，也

出现在了许多场合。人们欣喜地发

现，“好人”就是“好农民”“好工人”“好

警察”“好教师”等众多职场好人与“好

军人”的共同标签。名列好人榜的双

拥模范，既是好员工又是好公民，有的

还是好军人，他们以自身感人经历刻

画着当代中国的道德年轮。社会风尚

与舆论宣传的亮点趋同，见证了世道

人心：这个社会需要好人，这个时代需

要好人，双拥模范就是值得敬佩的好

员工、好公民、好军人。

体现了群众工作与年度热点的

彼此融合。今年我们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喜迎建党98周年，喜迎建军

92周年，同时又是全党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年，大事喜

事多，年度热点不断。双拥模范喜登

各地“好人榜”榜单，正是群众工作与

年度热点彼此融合的一个生动体现：

既说明了国家对双拥工作一如既往高

度重视，也能够立起尊崇军人、爱国爱

民的价值导向，同时又能够持续激发

全社会对双拥工作的热情。

毛成秀有4名子女、4名孙辈，在

她言传身教下纷纷加入了拥军队伍。

吕志强也促成和带动了一支民间救援

队的诞生、发展和壮大。两人的经历

足以说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双拥模范名列好人榜，仅仅是一

个开始，但已经充分说明双拥工作创

新发展的群众基础牢固，可以拓展的

空间很大。愿更多的双拥模范名列

好人榜！

“嘟、嘟、嘟……”7 月 22 日，在山
东省荣成市人和镇院夼村拥军码头，
十几位须发花白的老渔民唱起了《渔
家号子》，用这种传统习俗为即将起锚
的第五代拥军船祈福。当天，这艘可
载重 55吨的拥军船（右图）乘风破浪驶
向 6.8 海里外的苏山岛，为驻岛官兵送
去给养物资。自此，它也开启了唯一
的使命之旅——拥军。

自 1960年起，院夼村便启动专门的
“拥军船”，为无居民、无淡水、无耕地、无
航班的“四无”小岛苏山岛驻岛官兵提供
服务保障。

6.8 海里，一条“拥军船”，历经 5次
换代，5任船长接续航行 60年，开辟了一
条在海图上找不到的特殊航线，平均每
年往返不少于 300个航次，累计航程 20
多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5圈。

鱼水航程，劈波斩浪六十载
—山东省荣成市人和镇院夼村五代“拥军船”的故事

■王立新 中国国防报记者 鲁文帝

“握紧右手，竖起拇指……给自
己一个大大的点赞！”八一前夕，武警
安徽总队蚌埠支队特邀驻地心理健
康师张艺做专题授课辅导。张艺来
自于蚌埠市第五人民医院，拥有营养
讲师、健康管理师资质，她结合多年
工作实践，面对面为官兵传授经验。
一轮趣味心理游戏，让官兵心理压力
明显缓解，大家不约而同地为这位
“知心姐姐”点赞。

点赞“知心姐姐”
■李程辉 文/图

“拥军船”启航以来，一直与其它渔
船一同停靠在渔港码头。码头泊位有
限，有时“拥军船”靠港等待时间较长，
十分不便。1998年，院夼村在院夼西港
修建了专船专用的“拥军码头”。

2009年，某演练计划在苏山岛海域
进行，得知原有“拥军码头”不适合演练
需要，院夼村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改造
建成符合标准的新码头。

2017年，考虑到现有码头不能满足
现役登陆舰靠泊需求，院夼村再次重建
“拥军码头”，加大宽度，放缓坡度，以便
登陆舰停靠。

海上养殖是院夼村重要的经济来
源，养殖面积大、种类多。2009年 4月，
正值海带等养殖品收割前的快速成长
期，再过一个月就能迎来丰收。此时，
部队正要铺设海底光缆，途经部分养殖
海区。院夼人二话没说，仅用 5天时间
就将铺设路线周边养殖海区内 200亩的
筏架设施全部清理，将未成熟的海带、
裙带菜等养殖藻类提前收割。

2017 年，又是海底电缆施工，院夼
村人同样毫不犹豫地拆筏架、拆参池，
不计得失，没有一句怨言。

第五代“拥军船”首航，钱均堂跟
船上了岛。只不过，这一次他不是负
责驾驶的船长，而是在船上干扔缆绳、
搬运物品等活儿的船员。对此，钱均
堂心情五味杂陈：新一代拥军船更快
更安全，可全天候航行；但自己不熟悉
现代化操作系统，无法驾船接送官兵、
运送给养。“不当拥军船船长，还可以
当船员，继续为驻岛官兵服务！”就这
样，钱均堂由船长“降格”为船员。官
兵们得知这个情况后，眼里泛着泪花
儿说，老船长对人民军队的感情“升
格”了！

最让院夼村人高兴的是，“拥军船”
能为强军实践续薪添柴，提供助力：驻
岛官兵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 4次、二等
功 1次，还被评为“全国边海防建设先进
集体”“基层建设先进单位”，个人立功
受奖更是不计其数。

④船长降格了，拥军情升格了
改革开放后，院夼村村民依靠渔业

捕捞、海产养殖等，迅速发家致富，村里
成立了实业公司，海上作业日趋繁忙。
随着部队建设发展，岛上连队的保障条
件也有了显著改善。
“拥军船”还开不开？村里外来务

工人员提出疑义。村民的回答坚定而
响亮：“富了海边人，不忘戍边人！”

不光“拥军船”照开，村里还建起了
“军人之家”招待所，对上下岛的官兵和
家属一律提供免费食、宿、行、医疗等服
务。多年来，院夼村免费接待驻岛官
兵、家属就餐住宿达10万人次。
“下岛就是家，上岛守国家。”这十几

年，院夼村先后捐款捐物支援部队修缮
营房，还赠送除湿机、电视机和电脑等设
备。曾经的“四无”小岛早已变了模样，
官兵们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已经在岛上
驻守 6年的张博说：“兄弟连队格外羡慕
我们拥有不停航的‘拥军船’！”

情到深处行周详。60年来，院夼人
坚持在每年 9月 5日“建岛节”、春节、国

庆等重大节日，为官兵们送去自编自导
自演的文艺节目，或是邀请省市京剧
团、艺术团与驻岛官兵一起联欢。

老故事常讲常新。这是新一代守
岛官兵耳熟能详的一段往事。1990年 6
月，时任连队指导员任振玲 7个月大的
孩子患上了肺炎，就在院夼职工医院医
治。那段时间，孩子白天在医院挂吊
瓶，晚上就被村民王进考夫妇接到家中
照料，半个月后孩子恢复健康。返岛
前，任振玲的爱人拿出钱来答谢王进考
夫妇，他们坚持分文不收。从此，每逢
外出或探亲回来，任振玲的妻子就带着
孩子来看望王进考夫妇并住上几天，有
一次不知不觉竟住了 70多天，就像住进
自己家一样。

常来常往一家亲。一代代驻岛官
兵从未忘记院夼人的深情厚谊，他们经
常下岛参加绿化、清洁等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也曾和村民合力扑灭槎山大火，
赶上村民们有喜事，官兵们也一定前来
道贺。

③永不停航的拥军船

崭新的“拥军船”航行在宽阔的
海面上，性能稳定，平稳舒适，船长
钱均堂黝黑的脸庞上挂满了笑容。
“建造新船花费 140 多万元，配备了北
斗导航系统，运输能力由第四代的 8
吨提高到现在的 55 吨，能抗 8 级风
浪，上岛单程能节省 20分钟，基本上
可实现全天候航行了。”他兴致勃勃
地介绍说。
“只要岛上有需要，拥军船随叫随

到！”岛上官兵都知道这件感人的往
事：1998 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岛上一
名战士刚刚接到“爷爷病危盼归”的电
话，便想到了“拥军船”。当时，寒风
呼啸，海上风大浪高，出海风险非常
大。“拥军船”船长只说了一句话：“这
样的事儿谁还会摊上第二回？”

风雪交加的深夜，“拥军船”启航
了。原本两个多小时航程，竟然摸黑走
了 5个多小时。返程到港后，村里立即
安排专车送战士回家。事后，那名战士

携礼物到村委会感谢，村主任婉拒了：
“子弟兵在苏山岛执行任务、守岛卫
国，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据不完全统计，“拥军船”仅在深
夜接送官兵及亲属离岛就医就多达 50
多次。一个细节令人感动：自从担任了
“拥军船”船长，这十余年时间，钱钧
堂的手机每天保持 24小时开机，几乎
没有出过远门。
“拥军船”也改变着官兵们的生

活。起初每顿必吃的咸菜出现得越来越
少，如今“拥军船”每周至少来送一趟
补给，淡水、新鲜蔬菜和瓜果等物资应
有尽有。

这缘分就像一道桥。第一代船长王
道伦 1997 年去世，临终前仍放心不下
守岛官兵，嘱托老伴连秀珍多去看望。
如今，连秀珍老人已经 87岁高龄，每
年都会让“拥军船”将自己一针一线纳
出的鞋垫送到苏山岛：“手做的鞋垫吸
汗不臭脚，孩子们穿着舒服……”

②只要有需要，拥军船随叫随到
1959年冬天，院夼村村民王道伦和

王义宽驾船出海，返航途中遭遇大雾和
强海流迷航。没有灯塔，没有避险之处，
就在两人体力耗尽、感到绝望的时候，十
几名守岛官兵发现了险情，在岸上站成
一排，使劲儿敲着锣鼓为他们指引航向，
最终帮助渔船冲出困境，成功靠泊，两人
被救起。

获救后的王义宽发起了高烧，战士
们轮换着给他量体温、喂药、喂饭，两人
被安顿下来调养。官兵们精心照料，两
人身体渐渐康复。渔家汉子不善言辞，
却把恩情刻在心上：“今后出海，一定要
来岛上看望亲人解放军。”

回到村里，王义宽二人直奔村委会
讲述了获救的经过。不久后，驻苏山岛
官兵又救起了 7名遇险渔民。院夼村村
民口耳相传：“苏山岛上的解放军真是咱
救命恩人！”

1960 年 9 月 5 日，院夼村组织村民
代表上岛感谢，却发现在这座无居民、无

淡水、无耕地、无航班的“四无”小岛上，
各种物资补给都由部队定期运送，一旦
赶上海况恶劣，有时一个多月没有船只
进出海岛。面对此情此景，村民们心生
感慨。
“俺们渔民最拿手的就是开船！”村

里挑出一条最好的舢板船，每天往返苏
山岛为官兵提供运输服务，王道伦自告
奋勇担任第一任船长，院夼“拥军船”正
式扬帆起航。村民第一次登岛慰问的那
天是 9月 5日，也成了驻岛官兵和院夼村
人的共同节日——“建岛节”。

时代发展，“拥军船”相继更新换
代：上个世纪 70 年代，舢板船换成桷
篷船，王义宽接班成了第二任船长。
上个世纪 80 至 90 年代，第三任船长王
喜安接过船舵，开起了机动舢板船。
进入新世纪，第四任船长王喜联和第
五任船长钱均堂驾起了机动大马力木
船。现在，新的钢制第五代“拥军船”
又正式启用了。

①拥军船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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