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军嫂李小珍和一
对儿女。

图②：军嫂白冬妮夫妇
合影。

图③：军嫂吴映霞在武
汉抗疫工作中。

图④：军嫂黄丽容和丈
夫扎根深山哨所。

图⑤：军嫂黄超和丈夫
易凡深情一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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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挑着事业，一头担

着家庭——

“我会永远站在你的

左边，因为我知道，你

敬礼的右手属于祖国”

2014 年 ，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
雳，打破了军嫂杨志玲小家的平静——

体检时，婆婆被诊断患有尿毒症。
此时，服役于南部战区陆军某部的丈夫
饶华，正在演训场。

电话里，丈夫焦急万分，杨志玲抹
着眼泪说：“咱妈有我照顾，你安心工
作，完成好任务再回来。”

那段日子，杨志玲自学了家庭透析
等护理技能，每天为婆婆做康复治疗。
婆婆住院时，她每天单位、家里、医院
三地来回跑，端水喂饭、翻身推拿，还
变着法子逗老人高兴。

其实，病床前跑前忙后的杨志玲，
还是一名优秀的公务员。她被各级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巾帼建功标兵”
“‘三八’红旗手”，是单位里名副其
实的“顶梁柱”。

在人生诸多身份中，杨志玲最看重
的，还是“军嫂”这个称呼。

一头挑着事业，一头担着家庭。杨
志玲说：“没有谁生来就勇敢，当了军
嫂就要比别人更加坚强。”

寻访活动中，有许多像杨志玲一样
的优秀军嫂，她们是丈夫的好妻子、儿
女的好母亲，更是单位的“顶梁柱”、
事业上的“女强人”。

从被称为“军嫂”的那一天起，她
们就自带“超人”气场，独立、坚韧，
贤惠、奉献，事业、家庭兼顾，气质、
实力齐修兼备。

她们有的孝老爱亲，独自照顾体弱
多病的公婆，做儿媳如同亲女儿；有的
巾帼不让须眉，与丈夫比翼齐飞，事
业、家庭双丰收。在她们身上，过去大
众眼中的家庭妇女印象，已被如今有文
化、有思想的知识女性代替，集中展现
出新时代军嫂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的形象。
“政法综治工作先进个人”“检察工

作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
在军嫂白冬妮的家里，一本本荣誉证
书，记录着这位优秀军嫂出色的工作业
绩。这些年，她一直是同事眼中的佼佼
者，但更令大家称赞的是她与丈夫唐逢
飞的爱情佳话。
“你用戎装洒热血，我用红妆付终

生。”唐逢飞是驻桂空军某部的一名士
官，2012 年底两人的一次偶遇，他悄
悄走进了白冬妮的心中。

同在一个城市，18 公里的距离，
夫妻俩却聚少离多。婚后，作为单位技
术骨干的唐逢飞，常常因为工作难以离
开单位。
“我会永远站在你的左边，因为我

知道，你敬礼的右手属于祖国。”陪老
人聊天唠嗑、逛街散步、添置新衣……
白冬妮尽心替唐逢飞尽着孝道。2018
年，他们一家被崇左市评为“最美家
庭”。

如今，白冬妮已是凭祥市人民检察
院的党组成员。唐逢飞依然坚守山巅，
时刻擦亮“南疆千里眼”。白冬妮时常
提醒丈夫：“在部队专心工作就好，家
里的事，有我。”

都说“理解万岁”，军人的爱情需
要理解，但不是仅仅靠理解。

在广西玉林市广播电视台新闻部重
点报道组组长、军嫂刘捐捐看来，“爱
他和他的一身戎装，就好好为他坚守后
方，排忧解难”。

这个多次在玉林市重大新闻现场进
行现场报道的“女强人”，在单位是顶
呱呱的业务骨干，在家中是孝老爱亲的
典范。她用坚强的肩膀，将家庭事业

“一肩挑”，成为 2018 年度玉林市“十
佳好军嫂”。

从认同一个人到认同一

种职业——

“选择当军嫂就意味

着选择了奉献，嫁给了

军人就不能怕风雨泥泞”

结婚多年，每一次与丈夫分别，军
嫂吴运霞都会落泪。

每次丈夫甘战永休假归队，背起行
囊，转过身，他都会给妻子敬一个标准
的军礼：“老婆，你辛苦了！”

那一刻，吴运霞难以抑制心中的情
感，泪水滴出：在这个深情的军礼背
后，是丈夫的千言万语……
“选择当军嫂就意味着选择了奉

献 ， 嫁 给 了 军 人 就 不 能 怕 风 雨 泥
泞。”一句尽显柔情却又无比坚定的
话，是每一位军嫂对军人的真情告
白。

2003 年，吴运霞与丈夫甘战永喜
结连理。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爱情的
结晶。怀孕 9个多月时，吴运霞突然出
现早产症状，此时丈夫正在外地执行演
训任务。等到联系上他时，已是孩子出
生的第二天。

只休了短短 10 天的护理假，甘战
永便踏上归途。

分别时，强忍着心中不舍，吴运霞
一脸满不在乎地把丈夫“请”出病房，
让他及时赶往火车站按时归队。

2016年 6月，儿子甘世超中考，远
在山东老家的公公婆婆同时生病住院。
此时，甘战永在外参加比武。吴运霞对
甘战永瞒着公婆已住院的情况，把孩子
寄托在朋友家，自己回去照顾公公婆
婆。
“无私奉献是军人家庭永远不变

的主题词。”广西军区一名领导说，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新时代
军嫂依旧和丈夫聚少离多，默默奉

献、无悔追随依旧是大多数军嫂的
选择。
“生病的时候，你不在身边；扛重

物的时候，你不在身边；有快乐的事想
和你分享的时候，你不在身边……其实
你又何尝不是呢？生病了，我没办法给
你一杯热水；流汗了，我没办法替你擦
擦汗；受委屈了，我不能给你一个鼓励
的拥抱……”正如一名军嫂留言说的那
样，生活中太多心酸只有她们才有最深
的体会。

军嫂韦永华是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的一名骨干教师。她说：“其实，在
遇到丈夫前，我从未想过军嫂会是自己
的另一个名字。结婚前，很多人都说，
军嫂要忍受孤单和不易；结婚后，我才
明白军嫂是一份责任，意味着勇敢坚
强。”
“选择了军人，就选择了他的全

部。”2011年初，韦永华的公公被查出

患直肠癌晚期。住院的一个多月里，除
了上班，韦永华每天都到医院照顾公
公。

与病魔顽强抗争了 5年后，公公安
详地走了。弥留之际，公公对韦永华的
悉心照顾充满感激。

孩子生病、父母住院，还有一群孩
子需要自己……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
治县片口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军嫂吴
敏，从认同丈夫到认同军人职业，从未
向他诉过一次苦。

大儿子出生时，被诊断为败血症，
两度病危；父母生病住院，她一人跑前
忙后……吴敏悄悄把哭泣调成了“静
音”，对丈夫永远说的都是“我是你家
中最平安的消息”。
“没有人天生坚强，只不过是一次

次硬扛。”吴敏平静地说，“我是军嫂，
是军人的妻子，国家需要他，家人需要
我，这注定我们和别人不一样。”

一同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一起分享雾霭流岚虹霓——

“跟上丈夫的脚步，

与丈夫同享奋进的荣光”

军嫂韦红棉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
4月 8日，革命老区广西河池，万

人空巷，市民们纷纷涌上街头，用最热
烈、最隆重的方式，迎接支援湖北武汉
抗疫凯旋的医疗队队员们。

在欢乐的人群中，身穿迷彩绿的
武警河池支队机动中队班长袁刚，深
情地将一束玫瑰花献给妻子韦红棉。
久别重逢，喜悦泪水夺眶而出，两人

深情拥抱。
2月 9日，袁刚所在的中队受命赶

赴都安瑶族自治县抗疫一线执行任务。
仅仅 8天后，韦红棉主动请缨，报名参
加赴湖北抗疫医疗队：“我是一名党
员，也是有着 10年重症监护经验的护
士，出征驰援湖北，我是最佳人选。”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 35 个日夜，
韦红棉和队友们齐心协力，收治 34位
重症和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圆满完成
救治任务。夫妻双双奔赴抗疫一线，在
邻里间传为佳话。
“跟上丈夫的脚步，与丈夫同享奋

进的荣光。”韦红棉说，“和丈夫同上抗
疫战场，现在想想是件挺浪漫的事。”
“愿做你身旁的一株木棉，与你并

肩而立。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融在云
里。一同分担寒潮风雷霹雳，一起分享
雾霭流岚虹霓。”这不仅是韦红棉的心
声，更是新时代诸多军嫂的共同行动。

在广西大山深处,有一个倚山而建
的小哨所。25年来，哨所先后有 10对
夫妻在这里接力坚守，被称为“夫妻
哨所”。

军嫂黄丽容坦言，当初选择来哨
所，正是丈夫吴林对哨所的热爱，才唤
起了她对哨所的向往。
“一个为国坚守哨所的军人，是值得

托付一生的人！”几次探访哨所后，黄丽
容辞掉了幼儿园教师的工作，与吴林一
道成为这个哨所的第10对夫妻哨兵。
“愿君如星我如月，夜夜流光相皎

洁。”黄丽容说,“我是军嫂，与丈夫同
守哨所，既幸福又深感责任重大。”

夫妻同守哨所，给予彼此最大的包
容和支持。“鼓励”是最有效的成长良
方，“理解”是最坚实的家庭基石。

在军嫂吴映霞眼中，丈夫一直是自
己的“好战友”。结婚 6年，她追随着
军人丈夫的脚步，换过很多单位，两人
彼此鼓励，一起成长。2019 年，吴映
霞顺利成为一名军队文职人员。

今年 1月，得知单位抽组医务人员
支援武汉，刚刚值完班的吴映霞，没有
多想就先报了名。

当晚，她忐忑地将报名去武汉的消
息告诉丈夫时，没想到丈夫全力支持。
那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夫妻俩依偎着聊
了很久，两颗心紧紧贴在一起。

在武汉泰康同济医院奋战 50 多
天，吴映霞参与救治患者 300余名。夫
妻俩在抗疫一线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为
抗疫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比翼高飞巾帼不让须眉，与你同

享奋进的荣耀荣光。”吴映霞说，“一段
好的婚姻，不仅能让生活美满，彼此事
业共进，更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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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新时代的好军嫂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冯 强

夏日夜空，繁星点点。宁夏石

嘴山市惠农区一处普通的民房内，

军嫂秦如霞满心欢喜地带着3岁的

儿子龚博宇，出现在手机视频通话

的镜头前。

这是秦如霞和远在广西服役的

丈夫龚晨志网上的“鹊桥相会”。

镜头前，龚晨志一个标准的军

礼，逗得小家伙手舞足蹈，“爸爸，

爸爸”叫个不停……此刻的温馨和

甜蜜，醉了星空也醉了爱人。

每次离别，秦如霞都会叮嘱丈

夫：“你在部队好好干，‘小家’我

来撑。”她用自己的辛勤付出，换

来丈夫的闪光履历：入伍11年，龚

晨志三度被任命为“李向群班”班

长，个人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

1次。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

关……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

有你的一半。”曾经，一首脍炙人口

的《十五的月亮》，红遍大江南北，

唱出了多少军人、军嫂的心声。

军嫂，一个让多少热血军人柔

情四起的称谓，她们不姓“军”，但

又与军人息息相关，与军队紧密

相连。

从今年 4月开始，历时 3个多

月，广西军地联合开展了首届“新

时代八桂最美军嫂”寻访活动。在

“八一”到来之际，这次寻访活动再

一次把军嫂拉入人们的视线。

寻访活动虽已落幕，但新时代

军嫂的美好形象，早已刻印在更多

人心中。她们，有自己爱军的独特

方式；她们，用双手创造属于自己

的幸福生活。

“读懂军嫂这本大书，就会更加

懂得军人生活的多彩与不易。”广西

军区一名领导说。

封封家书、声声平安，背后是片片深

情。昔日，好军嫂韩素云鼓励丈夫献身国

防事业，结婚后独自挑起小家的生活重

担，让远在广西边关的军人丈夫没有后顾

之忧，以军嫂的坚强为丈夫筑稳“后方”。

作为一名军嫂，她用朴实的行

动，谱写了一首爱的颂歌；她用无私

的精神，折射出可贵的品质；她用一

名普通女性的情怀，抚慰着祖国边关

的爱人……勤劳、坚韧、纯朴、善良、奉

献，这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

美德，在韩素云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她

是老一辈成千上万名好军嫂的优秀代

表，曾让一个时代为之感动。2009年，

韩素云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

动中国人物。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年4月，

广西军地联手，发起首届“新时代八桂最

美军嫂”寻访活动，前后历时3个多月。

一路寻访，一路感动，新时代军嫂

的形象跃然眼前。她们孝老爱亲，巾帼

不让须眉。她们中间，有出类拔萃的业

务骨干，有叱咤商海的“女强人”，有治

病救人的“白衣天使”……

八桂大地，红色热土。从韩素云到

“新时代八桂最美军嫂”，她们永远是一道

美丽的风景。

一份来自军营某部的调查显示，

该部军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高

达 87.4%，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

9.6%，本科学历占比49.5%。

与老一辈军嫂相比，新时代军嫂身

上沿袭着坚韧、贤惠、奉献等传统优秀

品质，也打上了自立、自强、独立、进取

等时代烙印。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踏着强军兴

军的时代脉动，越来越多高素质人才走进

军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凭借自己

良好的素质叩开幸福的大门，收获甜蜜的

爱情，牵手如意的伴侣。如今，官兵和军

嫂的自豪感、归属感、幸福感大幅提升。

如果说人民军队是长城，那么军嫂

就是稳固和连接长城的一个个垛口。

军人的职业属性和职责所在，注定需要

奉献。每名安心火热军营、献身国防事

业的军人背后，都离不开一位坚强而乐

于奉献的军嫂。

军嫂是军人的坚强后盾。军人许

国之日无暇顾其家，军嫂的担当奉献犹

如激励军人奋勇杀敌的号角。希望各

级组织和全国人民，都能给军人军嫂多

一些关心关爱，对军人家庭多一些理解

帮助，真正让嫁给军人的军嫂永不言

悔、享受荣耀！

让我们真诚地对军嫂们说一声：嫂

子，您辛苦啦！

她们，永远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马 辉

第76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