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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北疆内蒙古边防，三角山哨所，一棵
樟子松傲然挺立。

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相思树。
1984年的 5月，29岁的边防连连长

李相恩巡逻途中突遇山洪，被汹涌的哈
拉哈河水吞噬。

妻子郭凤荣抱着两岁的儿子匆匆赶
来，等待了三天三夜，也没等到丈夫归来。

第二年开春，郭凤荣在哨所前种下
了一棵樟子松，含着泪说：“树在这儿，就
像我在这儿，等着他回家。”

这一等，就是26年。
2010年，郭凤荣去世后与她的边防

军人丈夫合葬在哈拉哈河旁，永远相依
相伴。

如今，樟子松已经枝繁叶茂，相思树
的故事也感动着一茬又一茬的官兵。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迎风踏雪
登上三角山哨所，听了相思树的故事，深
深为边防军人的家国情怀所感动。
【同期】习近平

你们这样的一个环境，我看了以后

还是很受感动，抗冰雪、斗严寒，爬冰卧

雪，为祖国和人民在这里戍边，祖国和人

民都不会忘记你们。

【解说】

相思树下，军人的坚守，让亿万人民
觉得很踏实。

长城内外，军人的奉献，诠释着不变
的家国情怀。
【推出片名 家国】

【解说】

在解放军仪仗大队国旗护卫队荣誉
室里，一块标注着“5418”的“国旗石”，吸
引着参观者的目光。
【同期】新疆军区河尾滩边防连班长

范小军

特别喜欢石头，它不光是石头，在

我的心里它是一种承载、一种怀念、一

种记忆。

【解说】

2018年国庆节期间，边防战士范小
军背着这块重达 30多斤的昆仑石，来到
北京天安门参加升国旗仪式。昆仑石上
的国旗，是范小军在 5000多米的巡逻点
位上画上去的。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不少的范小
军，来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驻兵点——
河尾滩边防连。

在 1∶400 万的中国地图上，河尾滩
只是一个小黑点。这里海拔 5418米，年
平均气温零摄氏度以下，含氧量不足平
原地区的三分之一。
【同期】新疆军区河尾滩边防连班长

范小军

我们在昆仑山守防的兄弟们，他越

黑我越佩服他。我们连队有个唐涛，他

说你 27岁的小伙子活出了 40岁的样

子。当别人说我老的时候，可能别人觉

得生气，而我开心。我觉得这是我守昆

仑山的见证，全部都在脸上。

【解说】

对范小军而言，在没有界碑的边境
线上巡逻，“石头国旗”就是边防军人巡
逻途中宣示主权的方式之一。这块来自
全军海拔最高哨所的“国旗石”，最能展
现祖国在边防军人心中的分量。

国旗之重，生命之重。
位于喀喇昆仑腹地的康西瓦烈士陵

园，海拔 4280 米，是全军海拔最高的烈
士陵园。

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为守护这方国土
牺牲的107位边防军人，静静地长眠于此。
【同期】新疆军区河尾滩边防连班长

范小军

在我看来，这种牺牲就是一种荣耀

的事情。我们团是喀喇昆仑精神的发源

地，它就是四句话，热爱边防、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顽强拼搏。那么对在这地方

待的（战士），怎么去传承这句话，在这个

牺牲的问题上就可以找到答案。

【解说】

每一次经过康西瓦烈士陵园，范小
军都会来看望这些曾经的战友和英烈。

巍峨的雪山下，一座座墓碑整齐列
阵。每天，过往这里的车辆，都会自发鸣
笛，向这方威武的军阵致敬。
【同期】新疆军区河尾滩边防连班长

范小军

在这么高的地方，或许别人看不到

你在做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干什么，我

只知道我坚守的是我的大河尾滩，是它

陪伴着我成长，是我看着它走到今天。

【解说】

从河尾滩一无所有到如今的水电皆
通，范小军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变化。而在
2013年之前，河尾滩还没有接入通信信
号，这里的官兵想和外界通一个电话，都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最长的一次，范小军
有10个月无法和家人取得联系。
【同期】新疆军区河尾滩边防连班长

范小军

第一次联系的时候打出去，我记得那

天是我妈妈接的电话，她只说了一个字

“喂”，说了这一个字之后，我就再也坚持

不住了，眼泪直唰唰流下来了。开始一直

在憋着不让它流下来，没有哭，真的没有

哭，因为我不希望爸爸和妈妈听到我哭，

他们知道的是我过得很好，我当兵当的很

幸福，吃得好、喝的也好，每天也很开心。

【解说】

把自己快乐的一面留给家人，把自
己最珍贵的青春年华献给巍巍昆仑山。

守卫的地方海拔再高，环境再苦，对边防
军人而言，有国旗的地方就是家。
【同期】新疆军区河尾滩边防连班长

范小军

在没有界碑的土地上，我们就是行

走的界碑。那当这个界碑，我们就要干

我们的事业，因为我们就做了一件很普

通的事情，那就是守边防。

【解说】

同升一面旗，共爱一个家。万里边
关，高山海岛，巡逻路上，一面面国旗，飘
扬在共和国军人深情坚定的目光中。
【同期】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营副

营长杨祥国

这悬崖随时注意了，上面小心有滚

石，等下走的时候一定要相互提醒一下，

脚下踩稳再走。

【解说】

塌方、雪崩、泥石流……西藏山南军
分区某边防营副营长杨祥国和战友们六
天五夜才能走完的这条路，是西藏最危
险的巡逻线之一。160 千米的路程，有
200 多处危险路段，平均不到一千米就
有一处死亡陷阱。
【同期】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副

政委张为文

经过老虎嘴、刀背山，这里根本就没

有路，需要攀绝壁。

【同期】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营副

营长杨祥国

在巡逻路上第一次的话，就直接把

这额头剐了四五厘米。这么长一道口

子，所以到现在（当兵）18年，额头上面

这道疤痕都还是比较明显。

【解说】

这是一条与祖国主权息息相关的边
防线。没有路，也必须走过去。

上世纪 60年代，沿着这条路，一群
年轻的中国军人，顶着漫天飞雪，翻过喜
马拉雅山千年冻土，捍卫了这片神圣的
国土。
【同期】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营副

营长杨祥国

前面就是我们老将军张贵荣牺牲的

地方。

【解说】

这方悬崖，是杨祥国和战友们每次
巡逻都要仰望的地方。

1984年春节前夕，西藏军区司令员
张贵荣，在这里被凶险的高原夺去了生
命，年仅49岁。

生命最后时刻，这位硬汉子，双手
紧攥着马尾，双腿仍保持着前进的姿
势……这片无名高地，从此有了一个悲
壮的名字：将军崖。
【同期】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副

政委张为文

国家无战事，军人有牺牲。在我们

这条巡逻路线上，几十年来，共有14名

官兵，倒在了边防巡逻路线上。

【解说】

巡逻路上，战友的生命化作了不朽
的路标。

将军崖上，镌刻着张贵荣将军殉职
时间：1984年 1月 15日。

这一天，也是后来被战友们称为“巡
逻王”的杨祥国出生的日子。
【同期】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营副

营长杨祥国

我觉得这是一个巧合，更多的是就

想着把张贵荣将军，特别是我们作为18

军的传承者，把他们的这些遗志传承好，

把边防守好。

【解说】

沿着这条巡逻路，杨祥国已经走了
整整 18年，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身上
留下了大大小小21处伤疤。
【同期】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营副

营长杨祥国

我们每走一步的话，都相当于是和

死神在博弈，因为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有

危险，每到一个地方都可能会直面生死。

【解说】

巡逻出发前把家书留在连队储藏个
人物品的后留包里，是边防连队的传统。
【同期】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营副

营长杨祥国

给我们的感觉写家书更多算是遗书

吧，每一次踏上巡逻路，谁也不敢绝对保

证自己能够平平安安归来。

【解说】

常年巡逻在外，杨祥国最牵挂的就
是远在重庆的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
杨祥国和妻子甚至连一张正式的婚纱照
都没有。
【同期】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营副

营长杨祥国

前几年的时候，最开始结婚那几年，

一直说什么时候拍，现在我说拍的时候，

她说现在都老了。

【同期】杨祥国的妻子艾容

他每次回来就说，去补拍婚纱照，他

说欠我的。我说我们一家人不用说你欠

我的、我欠你的。

【解说】

得知杨祥国长期负重巡逻，身高比入
伍时还矮了两厘米，妻子艾容心疼得不行。
【同期】杨祥国的妻子艾容

医生跟他说他的这个脊椎严重变形

了，因为巡逻的时候背的东西太多了。

【同期】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营副

营长杨祥国

作为我们边防军人来说，如果能够

把我们的国土守好，能够做到不把领土

守小，不把主权守丢，能够完成这个使

命，能够尽到这个责任的话，其实这些东

西我们都在所不惜。

【解说】

站立的地方是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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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
是军人不变的誓言，也是军人永远的情怀。
【同期】杨祥国和战友们宣示主权

这里有我，祖国请放心！

【解说】

难得一个夫妻俩在一起的日子，丈
夫张华陪着妻子刘洋进行体能训练。

7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夏天的傍晚，
马上就要执行神舟九号飞行任务的刘
洋，在沉默许久之后，含泪对丈夫说出了
藏在心里的话。
【同期】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

任务前的有一天，我们俩在散步的

时候，我就非常认真地跟他讲，我说如果

我真的回不来，你一定要答应我两件事

情，第一呢，就是一定要帮我照顾好父

母，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女儿。第二个就

是要娶一个会做饭的妻子，我希望她可

以代替我，去照顾我的爱人。

【同期】刘洋的丈夫张华

当时我就说你完全可以安全回来，

顺顺利利地执行完任务。

【解说】

丈夫用温暖的话语为妻子壮行。刘
洋随神舟九号飞向太空，成为第一个进
入太空的中国女性，亲历了中国首次载
人空间交会对接。

神舟九号在太空飞行了 13 天。那
些日子，丈夫张华几乎每天都守在屏幕
前，紧盯着翱翔太空的妻子。
【同期】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

太空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你在

太空中离地球越远，家、祖国、亲人、亲情

这种概念就会越近。在太空中，我们工

作之余经常会去遥看地球，会想念我们

的祖国，想念家人、想念战友、想念朋友。

【解说】

走得再远，都走不出亲人的牵挂；飞
得再高，也离不开祖国的怀抱。如今，刘
洋的航天故事，成为这个军人之家的骄
傲，更是国家记忆的一部分。

家住北京的李德序老人，也珍藏着
一段国家记忆。
【同期】

电视剧声音：要迅速地成立一支地

空导弹部队，代号“543”。

【解说】

电视剧《绝密 543》的主人公原型，
就是李德序老人的丈夫岳振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岳振华指挥的地
空导弹营代号“543”，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
第一次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也是
全世界击落U-2高空侦察机最多的部队。
“543”任务，在当时属于绝对机密，岳

振华大半辈子与亲人处在“隔绝”状态。
【同期】岳振华的妻子李德序

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他就

一直没说，我就不知道，就这么他就拿着

东西走了。

【解说】

在李德序的记忆里，丈夫回家的日子
用手指头也能数得过来。那些年，妻子李
德序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岳振华指挥
部队转战南北捍卫祖国的天空，家里5位
亲人去世，只能由妻子一个人送终。
【同期】岳振华的妻子李德序

一听见我母亲去世了，我就哭的一

共抢救我3次，哭的晕过去了3次，老岳

就一封信一封信来劝我，就说咱们都是

共产党员，都是老同志了，我们是为了保

家卫国，国家大，个人家小。

【解说】

半年之后，岳振华又一次带着捷报
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夫妻俩四目相对，
默默流泪。
【同期】岳振华的妻子李德序

我们俩人都哭了，他也哭了，我也哭

了。我再苦再累，但是你为国家为人民

立下功劳，这不是我也应该高兴的事嘛。

【解说】

2013 年，88 岁的岳振华与世长辞。
按照老人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埋在生
前所在的“英雄营”，与战友同在。为纪
念这位老营长，官兵们在此栽下了一棵
树，命名为“英雄树”。

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在军
人心中，家与国早已融为一体，成千上万
的军人家庭，就像万里长城的坚固基座，

支撑着强国强军的梦想。
卢翀是时任海军某潜艇支队372艇的

军医。对于他的妻子曾晓燕和孩子们来
说，每年一次的探亲就像过年一样。而在
夫妻俩心里，有一道隐痛永远无法触碰。
【同期】卢翀的妻子曾晓燕

回忆一下那是2014年2月份。那个

时候因为我们其实是两地分居的，当时

儿子两个月的时候，我们来过三亚，不想

去回忆了……

【解说】

4年前的除夕，是曾晓燕和卢翀结婚
后的第一个团圆年。来队探亲的曾晓燕却
没有等到丈夫回家吃团圆饭，只拿到了战
友转交的丈夫手机，里面有一条没来得及
发出的短信：饭可能吃不了了，等我回来。
【同期】卢翀的妻子曾晓燕

什么时候回来，出去多少天，像这样

的情况我们一般都是不了解的。等待的

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因为一直期盼着

他到底哪天能够回来。

【解说】

曾晓燕不会想到，这个春节她的丈
夫卢翀和战友们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
生死考验。
“掉深”，就像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

掉进了悬崖。这是潜艇在水下遭遇的最
危险的状况之一。

372潜艇遇到的“掉深”，发生在幽暗
的深海，主电机舱管道因深海巨大压力破
损，海水喷涌而入，眼看着就要坠到极限深
度。时任372潜艇副机电长的谢宝树和军
医卢翀等全艇官兵，正被危险一步步笼罩。
【同期】时任南海舰队某潜艇支队

372艇副机电长谢宝树

从来没碰到过这么大深度的掉深，

那天是2月2号的零点，已经零点过了，

然后就是我的生日，而且我的爱人当时

也怀了小孩，马上要出生了。

【解说】

千里之外，谢宝树的妻子符蓉在一
阵阵剧痛中等待孩子的降临。而卢翀的
妻子曾晓燕，还在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她们并不知道此刻在大洋深处，官兵们
正在争分夺秒与死神博弈。

生死关头，全艇官兵沉着应对，3分
钟内迅速关闭大大小小近百个阀门和开
关，操纵几十种仪器，将一场重大险情成
功化解。

惊心动魄的一幕，隐没在了大洋深处。
一次寻常的出航，成了久久的等

待。直到两个月后，水兵们的妻子才在
晚风中等来了远航的爱人。
【同期】谢宝树的妻子符蓉

我见到他是生完娃的第四天，我要

出院了，而且（他）军装还没来得及脱。

【同期】谢宝树的妻子符蓉

他今年挺忙的，出去也挺频繁的，我

也不知道他哪天出去，什么时候回，然后

我就给他多备一点放家里，他走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拎着走。

【解说】

“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
你……”即便不知丈夫接下来的远行又
将持续多久，军嫂们却用最朴实伟大的
方式等待亲人的归来。

这绵长的等待，充满了家的期盼。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等待，都有结

果。和平年代的军人战位，依然是距离
牺牲最近的地方。
【特写】杜宏微信朋友圈：“平安夜，

不是你吃个苹果就会平安。是他们不分
昼夜地站岗换来的平安……英雄可贵，
军人可贵。”
【解说】

这是内蒙古伊木河边防连连长杜宏
生前发的最后一条朋友圈。6 天后的
2015 年 12 月 30 日，31 岁的杜宏牺牲在
了额尔古纳河畔的冰雪巡逻路上。

伊木河哨所，深处大兴安岭最北部
的无人区，一年之中有 8个月大雪封山，
被称为“中国最冷哨所”。

距离伊木河哨所近 3000 千米的内
蒙古杭锦旗，烈士杜宏已成为这里家喻
户晓的名字。自 2015年杜宏牺牲后，妻
子张茜陪伴公公婆婆的时间更多了。

与杜宏相恋后，妻子张茜才知道什
么叫做“遥远”。
【同期】烈士杜宏的妻子张茜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只有卫星电话，

只可以他打给我，我是给他打不进去的，

可是一年也就打那么三四个。我们宿舍

的人都笑话我，我洗澡的时候都带着手

机，就害怕错过他的电话。

【解说】

相知相爱 10年，真正在一起的时间
连半年都不到。这，就是杜宏和张茜看
起来几乎不可思议的爱情故事。直到杜
宏牺牲，张茜才第一次走进丈夫信中描
绘的景色如画的伊木河。
【同期】烈士杜宏的妻子张茜

他经常给我们说的都是，我们那儿

能遇到野生动物什么的，反正说的还是

都是挺好的。我就觉得我这么亲近的一

个人，我跟他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知道他

在这个地方有那么艰苦。

【解说】

珍藏在连队荣誉室的这截直升机螺
旋桨，是伊木河极寒的见证。
【同期】北部战区陆军伊木河边防连

指导员周鑫

在1972年的时候，一架直升机来我

们这救一个战士，任务完成后，直升机就

准备返回了。但在返航的当天，气温非

常低，零下56摄氏度。螺旋桨在起飞的

时候，突然就断裂了。

【解说】

普通人或许很难想象，是怎样的天
气，竟能把直升机的螺旋桨冻断。
【同期】烈士杜宏的妻子张茜

平常我们这儿也冷，人可以控制的，

冷就只觉得冷。但是在那真的人是没法

控制他身上不发抖。

【解说】

伊木河的极寒，考验着这里的每一位
官兵，而到了夏季，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
【同期】

记者：班长，你这手怎么了？

战士：被瞎虻咬的。

【解说】

充斥于画面中的，是伊木河夏季最常
见的一种飞虫，俗名瞎虻。每年从五月份
开始，瞎虻、小咬、蚊子便开始肆虐。高峰
时期，每立方米能达到900多只蚊虫。
【同期】北部战区陆军伊木河边防连

指导员周鑫

我这个脸给你看一下，这是前两天

出去执勤的时候被那个瞎虻给蜇了一

下，这两边有点过敏反应，所以说肿的比

较厉害。我们这边比较厉害的就是“三

班倒”的虫子，给你解释一下，早上是小

咬，白天是瞎虻，晚上是蚊子。就是在这

个季节，这三种虫子，一天三班轮着出来

围着人一直转，给我们战士执勤训练造

成非常大的压力，非常大的困扰。

【解说】

一天前还侃侃而谈的连队指导员周
鑫，转眼间就变了副模样。
【同期】

4、5、6…18、19，你看你19岁给你咬

19个包。

【解说】

伊木河的夏季蚊虫泛滥，冬季寒冷
漫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年轻的杜宏
一待就是11年。
【同期】烈士杜宏的母亲赵凤英

正好18岁去的那地方，他走的时候

是31岁。他就装着伊木河，心里完完全

全把自己融入在那了。

【解说】

1984年出生的杜宏，与爱人张茜都
是独生子女。烈士身后留下的，是老人
孤独的背影，是来不及兑现的幸福誓言。
【同期】烈士杜宏的母亲赵凤英

军人嘛，从当兵那一天起，就有这个

准备。尽量想的是不拖他的后腿，由你

自己干吧。一个国家比家重要，一个小

家咋也好说，再加上部队也需要你，他也

愿意干，那你就干。又一会好像那孩子

还在那当兵呢，有时候别人问我，你们家

孩子在哪了，我说当兵呢。

【同期】烈士杜宏生前影像

我叫杜宏，我部队驻地在祖国版图

的鸡冠子顶端，我的战友们每天用脚步

捍卫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解说】

“我喜欢这里，喜欢伊木河，如果有
机会，我愿意一辈子留在这里。”这是杜
宏生前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身背钢枪，目光炯炯，杜宏用青春和
生命化作了一座“钢铁战士”，永远守卫
在这里，守护着他最爱的伊木河。
【同期】伊木河边防连战士

连长！连长！连长！

【解说】

通往“团聚”的路，除了等待，还有追寻。
当落日洒向额尔古纳河时，长江边

上的江苏扬州，一名军嫂和孩子正在打
点行囊，准备踏上漫长的寻亲之路。
【同期】烈士胡永飞的儿子胡博文

（带着）洗漱用品、衣服，还有关于爸

爸的一些爱吃的，还有经常写的日记。

【同期】烈士胡永飞的妻子周忠燕

因为小孩长大了，然后我就把他带

到爸爸单位去看看，去了解爸爸的工作。

【解说】

从江苏扬州到西藏错那，4000多千
米行程几乎横穿了中国。路途颠簸、高
原反应、风雪阻道……但在周忠燕看来，
与10年的煎熬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

2009 年 6 月 24 日，周忠燕的丈夫、
时任某边防团汽车队队长的胡永飞牺牲
在执行任务途中。那一年，儿子胡博文
还未满两岁。

擦干泪水，周忠燕一个人扛起了整
个家。

小博文一天天长大，面对孩子一次
次“爸爸去哪儿了”的疑问，周忠燕选择

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同期】烈士胡永飞的妻子周忠燕

我就跟他说爸爸在当兵，然后在西

藏。他说爸爸怎么不回家？怎么一次都

不回来？我都跟他说执行任务，有时候

要调休。小的时候他不懂，我会把他带

到烈士陵园给爸爸祭扫，但是到后面他

上小学的时候，我都不敢带他去。

【解说】

这个秘密，一隐藏就是10年。
在儿子胡博文的记忆中，父亲总是

很“神秘”，虽然从不露面，却时常给他寄
来礼物。

直到 2018年，母亲带着博文来到父
亲墓碑前的那一刻，儿子才忽然明白了
母亲这些年的用心。那些各种各样的礼
物，都是妈妈精心安排的。
【同期】烈士胡永飞的妻子周忠燕

真的很失落。因为天天想，天天盼

的爸爸，怎么会在这里。很难过，哭得很

伤心，稀里哗啦的。只记得好像有一次

采访，他说我妈妈是个大骗子。他只是

这样说，没有怪我。

【解说】

2019年清明节这一天，周忠燕和儿
子在丈夫守卫过的地方，与连队官兵一
起照了一张“全家福”。丈夫胡永飞的位
置上，是他生前穿过的一套军装。
【同期】连队战士

老连长，带着嫂子，还有你的大儿

子，来看你了，老连长。

【解说】

泪水，洒向高原；呼唤，回荡天地。
军人，何以为家，每一个战位就是家；军
属，何以为家，你在的地方就是家。追随
你，千千万万遍。

对王仕花来说，每天清晨的第一件
事，就是在黄海的这座小岛升国旗。

30余载风霜雪雨，一天也未曾改变。
夫妻俩守岛 32年。以前，总是丈夫

王继才升起国旗，夫妻俩一同敬礼。
2018年 7月，58岁的王继才执勤时突发
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56岁的王仕花
接过了丈夫的职责，在小岛上继续扛起
民的本分、兵的责任。
【同期】王继才的妻子王仕花

他走了以后，他实现了他的承诺。我

要在开山岛继续守下去，也是为了圆他一

个（遗愿），他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岛。

【解说】

岛再小，也是国土。家未立，也要国
先安。

2019年2月18日，王仕花登上了中央
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台。这一年获奖
的10位人物中，有6位是军人或曾是军人。

2002 年至今，在这个被称为“中国
人精神史诗”的盛典上，先后有数十位军
人或曾经的军人获此殊荣。这是祖国给
予默默奉献者的褒奖。
【同期】习近平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解说】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这温暖的话语，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

百姓的大家，军人守卫；军人的小
家，万家牵挂。

关心国防、关爱军人的社会正能量
不断汇聚，军事职业越来越有吸引力。

2013年 5月 22日，习近平前往芦山
地震灾区看望受灾群众和救灾官兵。

得知某陆航旅年轻的飞行员张尚
年因第一时间奔赴救灾一线，误了婚
期，习近平叮嘱他抓紧把婚礼办了。
【同期】

习近平：现在婚礼办完了没有？

张尚年：报告主席，还没有。

习近平：那找个时间赶紧办了吧。

张尚年：是！

【解说】

两个月后，完成了救灾任务的 7架
直升机整齐列阵，见证了一对新人简朴
而隆重的婚礼。

新郎新娘互相交换信物：一枚二等
功奖章，一枚平安符。
【同期】西部战区陆军第77集团军

某陆航旅副营长张尚年

我没想到我的这一点小事受到了

主席的关怀，这些年来，主席的关怀就是

我前进的动力。

【解说】

统帅的牵挂，令人动容。军人的爱
情，新美如画。

同样在战位上举行婚礼的，还有西
藏边防玉麦哨点的指导员张锦源和妻子
王梅。

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玉麦，是
我国人口最少的乡，从小生长在这里的
卓嘎、央宗两位藏族姐妹在党的十九大
召开之际，曾给习近平写信，汇报一家两
代人接力坚守、卫国戍边的经历体会。
“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

就没有万家的平安。祖国疆域上的一
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此时此
刻，习近平给卓嘎、央宗姐妹回信中的
嘱托，仿佛回荡在耳畔。
【同期】卓嘎、央宗一家人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解说】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同期】祖国各地，战士们向着国旗

齐声呼喊

这里有我，祖国请放心！

祖国请放心！

家 国
—大型电视纪录片《祖国在召唤》解说词（第四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