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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有一群幼儿园的娃娃坐
在小木床、柳条筐做成的摇篮里，被工作
人员冒着枪林弹雨一路从延安护送到北
京。后来，他们留下一个共同的名字：摇
篮娃娃。

一

“那一时期，对我们的民族、国家来
说是轰轰烈烈、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
而我们正是生活其中的一批天真烂漫、
无忧无虑的儿童。我们既没有像父辈和
先烈们那样在战场上与敌人浴血拼杀，
又不能像同龄儿童那样依偎在父母身旁
嬉戏撒娇。我们经历的是战火中的童
年，我们生活在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红
色摇篮’之中……”这是张启予多年前写
下的一段回忆文字。

1940年，张启予出生于延安。那一
年，“中央托儿所”也诞生于延安。

中央托儿所成立后，迎来了最早的
7个孩子，由丑子冈任第一任所长。一
年后，中央托儿所从 7个孩子增加到几
十个孩子，越来越多抗日前线将士的孩
子汇聚到这里。

张启予的父母都是军人，工作繁忙，
他曾两度被寄养在老乡家。1942年，张
启予被接回部队，于 1944 年进入“延安
中央第一保育院”。1946 年，胡宗南进
攻延安前，张启予随“中央第一保育院”
撤离延安，渡过黄河，并于 1947 年转入
托儿所。

那时，张启予和父母一起生活了几
个月，刚刚对“家庭”有了概念，不愿与父
母分开。把他留在托儿所后，父亲很快
离开了。张启予大哭不止，每天爬到山
坡上看远方，足足哭了一个星期。

张启予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开始
爬到大院的墙上看院子里的小朋友做
游戏。
“那里好玩吗？”
“好玩。”张启予不假思索地回答，回

头一看，是一位保育员阿姨。
“你愿意和他们玩儿吗？”
张启予立刻回答愿意。从那天开

始，张启予的托儿所生活正式开启。
70多年来，张启予所在的这个托儿

所，几经转移、搬迁、更名，于 2019年 12
月 9日正式调整为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
局红星幼儿园（黄寺园）。

二

王京燕是红星幼儿园（黄寺园）的厨
师，在食堂一干就是 30年。在孩子们口
中，她从“围裙姐姐”“饭车阿姨”，成为
“炒饭奶奶”。她觉得，一辈子最大成就
是让孩子吃得健康。

30年来，孩子们吃的食物越来越科
学，不仅要注重营养搭配，更要照顾到每
一个孩子的特殊偏好。为此，王京燕下
了不少功夫。比如，有的孩子牛奶过敏，
王京燕做花卷的时候，要和两种面，一种
加牛奶的，一种不加牛奶的。

王京燕的手机里，存了许多饭菜的
照片，“这是小花卷，这是小粥，这是小
鹌鹑蛋……”每一种食物，王京燕在介
绍的时候会无意中加一个“小”字。她的

手指划过手机屏幕，手指粗大的关节格
外显眼。她说，以前冬天要从室外把菜
搬到室内，室外气温很低，菜还有冰碴
子，搬回来还要清洗、切好……渐渐地，
手指关节变得粗大了。

王京燕的这种细心付出，事实上是
70 多年来，从中央托儿所到红星幼儿
园，一代代工作人员呵护孩子们健康成
长的缩影。

红星幼儿园（黄寺园）园长刘海燕
说：“把最好的一切奉献给孩子，把最好
的服务奉献给新时代军人，是我们孜孜
追求的，是红色基因的接续传承。”

在战争年代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
下，托儿所的孩子们从最初的 7个，增加
到 90多个。托儿所的工作人员用心照
顾孩子们，力争让他们健康成长。
“小孩子要吃三餐饭。当时，我把馒

头切成片，放在炭火上，烤成馒头片。每天
早上，给孩子们一碗小米粥。中午有时候
是一碗面条。晚上，孩子们喝面疙瘩汤，或
者小米粥……”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王茜
平，对延安时期在托儿所当保育员的经历
记得十分清楚。

除了食物要确保营养，当时仅 16岁
的王茜平和其他工作人员还要时刻注意
孩子们的身体状况。一次，一个孩子夜
里发高烧，王茜平把孩子抱在怀里，照顾
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王茜平背着孩

子去门诊部看病。小小的身体背着另一
个小小的身体，坚定地往前走着。一不
小心，王茜平扭了脚。她强忍着泪花，直
怪自己不争气，和孩子一路“弟弟加油”
“姐姐别哭”，互相慰藉着走到门诊部。

红星幼儿园（黄寺园）现在配备了专
职保健医生，购置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制
定了精细的食谱和保健方案，为孩子们
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军队幼儿园
全体教职工立刻进入战斗状态，严格落
实防控措施，有效保证孩子们健康。有
的军队医院幼儿园还专门为抗疫一线医
务人员子女开办托管班。许多从武汉回
来的医务人员，感慨地说：“前方打胜仗，
后方有保障，真心感谢幼儿园老师们。”

三

在红星幼儿园（黄寺园）的园史馆
里，有一座雕塑，再现了托儿所撤离延安
时的场景：马背上驮着带有铃铛的小木
床、柳条筐，里边坐着孩子，孩子们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是 1946 年，解放战争打响，为了
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托儿所从延安向北
京转移的场景。

托儿所从1946年撤离延安到1949年

到达北京，历经三年，途经三省一市（陕
西、山西、河北、北京）十几个县，数十个村
庄，行程三千余华里。其中，除了由河北
平山县苏家庄村至北京坐汽车外，始终是
“上有飞机轰炸扫射、后有敌军围追堵
截”，仅靠人背马驮和徒步行军，辗转于千
沟万壑、崇山峻岭之中。

行军通常都是早晨起床后，大人们
把熟睡的孩子们唤醒迅速穿衣、洗漱、
吃饭、上厕所，日出前出发。敌机的规
律是上午 9点以后至下午 3点前出现。
由于敌占区飞机场远，加上山区早晚阴
影大，难发现目标，清晨是行军的好时
间。行军途中，一旦接到防空警报，大
部队就地停止前进，立即散开。

每次出发时，一头牲口两边驮两个箩
筐或木架床，里面坐两个孩子。牲口多
时，大孩子和体弱的大人可以一人骑一
头。孩子们、保育员、支前民工、民兵连同
车马，浩浩荡荡地走成一长串。开始队伍
比较集中有序，一个保育员照顾几匹牲口
上的孩子，跑前跑后。民工们轰赶着牲
口，有的唱着民歌，有的说说笑笑。坐在
驮筐里的孩子摇摇晃晃时而睡着、时而看
风景。每隔一段时间，大部队就需要停下
来，民工给牲口喂水喂料，保育员们赶紧
帮孩子们活动一下坐麻的双脚。

遇上敌情紧张，行军就会变得异常
危险。

张启予是队伍里年纪比较大的孩
子，柳筐里坐不下，需要骑在骡子上。一
次，他单骑一匹骡子，走到一个山沟时，
不知不觉睡着了。这时候，不远处传来
枪声，行军队伍跑了起来，他从骡子上摔
下来，晕了过去。托儿所的男保育员刘
绍文背着他跑。等醒来时，他觉得脑袋
炸痛，开始大哭。

刘绍文边跑边劝他别哭了，问道：
“你骑着什么呢？”

“骑着骡子呢。”张启予哭着说。
刘绍文一边笑一边喘气说：“你骑

着我呢，快别哭了，听我给你讲摔下来
的故事。”

那天，刘绍文就那样背着张启予边
跑边讲故事，跑了30多里，才追上队伍。

遗憾的是，解放后，张启予曾多方
打听刘绍文，想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但
都无果。
“无论以前还是现在，我们幼儿园都

始终牢记自己从哪里来，初心不改，砥砺
前行”，红星幼儿园（黄寺园）王健书记
说，“一颗红星挂心头，这是我们军队幼
教工作者的底色”。

四

“敌机来了快卧倒，飞机‘下蛋’（炸
弹）不要跑，敌机‘放屁’（毒气）不要慌，
尿湿手绢当‘口罩’……”这是战争年代，
托儿所保育员给孩子们教唱的防空歌，
简短直白、寓教于乐。

70多年过去了，伴随历史的变迁和
环境的变化，红星幼儿园（黄寺园）的教
育内容有了不少改变，但一代代工作人
员持续创新保育教育理念，倾心培养军
人子女的传统历久弥新。

为了让红色传统润物无声地浸润孩
子们的心灵，幼儿园积极开发既有浓郁
军味又回归学前教育本体的保教活动。
他们组织幼儿参观园史馆、听老师讲红
故事，在体育锻炼中增设红色故事场景，
在创编操课中融入军事元素，在游戏互
动中设置军事体能项目，让红色教育贯
穿幼儿一日生活。

汪沐涵是 2018 年进入红星幼儿园
（黄寺园）的小朋友。受疫情影响，今年
10月开学后，她终于见到了很久未见的
小朋友、阿姨、老师，又可以参加丰富有
趣的特色游戏活动了。每天上午 10点，
她都会第一个站好，和小朋友们一起做
红旗操。下午，1 小时的“阳光体育活
动”，在老师精心设计模拟的“穿越封锁
线”“飞夺泸定桥”等故事情景中，她与小
伙伴们总是玩得不亦乐乎。

今年是红星幼儿园（黄寺园）建园
80周年，幼儿园安排了一系列融入红色
元素的活动。开展“讲红色故事，比英雄
童年”巡讲，感受艰苦岁月和现在幸福生

活的对比；组织“星耀童心梦，摇篮伴成
长”童画展，全园 733名幼儿用画笔描绘
心中的摇篮之歌；举办“红星照耀我成
长”文艺汇演，师生共同再现了从浓浓窑
洞情到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一位 1940
年入园的“老孩子”，看着手机“云”直播
的庆典活动，满含热泪，连连道：“真是幸
福的一代红孩子。”

五

1949 年 8月底，托儿所到达北京后
第一批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们，告别了
“摇篮”，告别了在托儿所同他们朝夕相
处的阿姨叔叔们。那时候，在北京有家
的孩子，到了周末，都会在教室里高高兴
兴地等广播家人来接的消息。有几个孩
子在北京没有家人，看到别的孩子与家
人团聚的场景心里难过，索性就在学校
院子里四处闲逛。过了几天，老师告诉
他们，托儿所有人来看他们。他们高兴
地蹦着喊着“我也有家，我也有家”。

汪沐涵对幼儿园这个“家”的感受
更深。她是家里的第三位“摇篮娃
娃”。她的姥姥、妈妈都曾从红星幼儿
园毕业。三代人关于“摇篮”的记忆虽
然不同，但都从“摇篮”中收获了温暖的
童年记忆。

北京冬日的夜幕降临得很早。下午
放学后，黄寺大院里的路灯已经亮了。幼
儿园里，孩子们穿得厚厚的，像一个个小
粽子，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一个拉着一个
排着队，有序地等待离开。临走时，孩子
们不忘回头，稚嫩地说声“老师再见！”幼
儿园的大门外，家长们早早已经在等候。
他们中，多是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偶尔，也会看到一两位军装笔挺的家
长，行色匆匆，踩着点到达。为了让广大
家长能够安心工作，幼儿园开设了延时
班，放学后把需要父母晚接的孩子集中在
一起，老师们充当“临时妈妈”，安排丰富
多样的游戏教育活动，让暂时回不了家的
孩子们同样过得开心，玩得高兴。遇到节
假日，有的双军人家庭的孩子，还常常成
为老师家中的“座上宾”，欢喜地与工作岗
位上的父母通视频电话。

从东南沿海到西部高原，从北国边防
到南国海疆，军队幼儿园服务练兵备战推
出的暖心举措，让广大官兵感受满满的幸
福。“爸爸，我给您表演一段新学的舞蹈。”
看到妻子发来的儿子学舞视频，坚守在海
拔5000多米哨所的上士王腾飞露出开心
的笑容：“看到孩子在幼儿园快乐成长，我
们守在边防线上很放心，也很安心。”

在红星幼儿园（黄寺园）庆祝建园
80周年活动中，大班保教主任张丽哲带
着 120名军娃进行海陆空三军特色体能
展示。谈起节目设计的初衷，张老师说：
“这几年，军队推行‘一家办园、驻军共
享’的惠兵政策，不同单位的军人子女都
能上家门口的军队幼儿园，我们园来自
不同军兵种军人家庭的孩子也越来越
多，搞这个节目很有意义，可以让大家感
受到部队是个大家庭。”

时光飞逝，无论是80年前还是今天，
“摇篮”始终呵护着孩子们的童心，温暖
着孩子们的童年。在摇篮里，一颗颗红
色的种子种在了孩子们的心里，伴着孩
子们长大，去追求他们心中美好的梦想。

摇 篮 赞
■李诗鹤

今年 2月 1日，联勤保障部队抽组
的 68名医疗队员从河北石家庄出发，
驰援武汉，抗击疫情。

一大早，送行人员与出征官兵依依
惜别。武警石家庄支队的宣传干事李
广亚，隔着车窗，高高举起一枝鲜花递
给车上的妻子赵颖。赵颖探出车窗，握
住了李广亚的手。

李广亚和赵颖刚结婚。新冠肺炎疫
情来袭，得知部队抽调医护人员支援湖
北，赵颖毫不犹豫递交了请战书。

同为军人，李广亚理解并支持妻
子的选择。考虑到赵颖的母亲身体不
好，知道后难免担心，两人决定先瞒着

老人。
参加培训、整理病房、测试仪器、救

治病患……到达火神山医院后，赵颖迅
速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千里之外的李广亚，每天除了完成
本职工作外，还要负责组织疫情防控有
关的教育引导、防疫知识普及等工作。
“又工作了一个通宵。”
“抓紧时间休息！”
“我又多排了一班岗。”
“别累着，加油！”
每天晚上，李广亚会给赵颖打视频

电话。但为了不影响赵颖休息，他每次
只简单说几句话。李广亚说：“只要每
天看到她，我就放心。”

在赵颖的手机里，保存着一段小视
频。视频内容是李广亚一次参加支队
政工比武后，兴奋地告诉赵颖自己取得
了好成绩。那段时间，赵颖不知把这段
视频含泪看了多少回……

这个冬天，他们是彼此心中的太
阳，虽相隔很远，但时刻相互温暖。

4月 13日，李广亚接到妻子赵颖打
来的电话：“我们已经圆满完成任务，撤
离火神山医院，接下来将到昆明隔离
14天。”李广亚长舒一口气。

春天的清晨，一片新绿。赵颖和战
友们回到石家庄。

当天，正赶上李广亚担负值勤任务。
等第二天下班回到家，家里被赵颖收拾得
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终于团聚了！李广
亚一把抱住赵颖，眼眶里满是心疼的泪水。

相拥过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给
赵颖的母亲打电话。
“妈妈，对不起，原谅我一直没有问

候您。我们约好了对您保密……”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前一段时间

小颖去哪啦！”妈妈的回答让小两口泪
湿双目。

温暖
■田世钟

12 月 20 日下午，联勤保障部队第
901医院第一派驻门诊部护士柏杨，在
冬日的暖阳里，目送丈夫吴子穆乘坐的
汽车渐行渐远。

吴子穆是陆军某预备役师的团
长。因为工作关系，一家人分居两地，
聚少离多。那天中午吃午饭时，两人还
提起了今年 7月下旬在抗洪大堤上的
那次偶然“遇见”。

那段日子，柏杨和战友一路从安

徽省六安市双河镇巡诊到阜阳市阜
南县王家坝镇。7 月 22 日，原计划去
郑台孜村巡诊，但那时的郑台孜村因
为淮河王家坝闸开闸泄港，成为了
“孤岛”。

河面上浊浪翻涌，柏杨与战友走上
堤坝，远远就望见一艘冲锋舟迎面驶
来,舟上一个身穿迷彩、桔黄色救生衣
的身影像极了丈夫吴子穆。
“怎么可能这么巧？”柏杨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冲锋舟越来越近，那个熟悉的身影

也越来越真切。船上的人也满脸惊喜，
向柏杨不停地挥手。
“分别一个多月，没想到能在这见

到你！”冲锋舟还未驶到岸边，柏杨便
惊喜地喊道。冲锋舟上，正是丈夫吴
子穆。
“去对面巡诊吗？快上来，我送

你！”吴子穆一边高兴地说，一边伸出
手，小心翼翼地将柏杨和同行的军医扶
上冲锋舟。

那段日子，吴子穆忙着抗洪，柏杨
外出巡诊，两人都顾不上联系对方。没
承想，他们竟然在抗洪大堤上相遇了。

柏杨和吴子穆依偎在船头，请战友
拍了张合影，纪念这场惊喜的相逢。

得知柏杨要到对面的村子巡诊，
吴子穆发动冲锋舟，载着妻子和战友
破浪航行。在冲锋舟上，吴子穆向柏
杨介绍蓄洪区的情况，柏杨认真地听
着，并不时地叮嘱吴子穆注意安全。
巡诊结束，吴子穆将柏杨送回对岸，很
快又带着两名战士坐上冲锋舟，驶向
远方。

那天，柏杨站在岸边，看着冲锋舟
远去，吴子穆的背影渐渐模糊，她的眼
角不禁泛起泪花。她默默擦干泪水，转
身又踏上新的巡诊之路。

相逢
■郝东红

儿子糖宝今年 1岁了。虽然他就在
我身边，但我工作很忙，陪伴他的时间并
不多。每次我一抱他，他就喊叫个不停。
“看，儿子和我多亲！”我赶紧释放一

个“烟幕弹”，掩饰内心的尴尬。
“还是陪孩子的时间太少！”妻子毫

不留情地揭穿我。
白天不够夜里补。为了防止糖宝掉

在地上，我们平时让他睡在最里面，妻子挨
着他方便照顾。一天，我跟妻子商量，“要
不晚上睡觉时我挨着糖宝，如果半夜他哭
了，我来哄，这样你也可以好好休息。”
“你能行吗？”起初，妻子不大信得过我。
“你就放心吧！”在我强烈申请后，妻子

终于同意。
那天晚上，我特意比平时早些下班，到

家时糖宝已经睡了。借着手机屏幕的亮光，
我仔细看着熟睡的糖宝，轻轻地抚摸着他。
“赶快把手机关了，别把儿子吵醒

了……”一连串的低声“恐吓”，吓得我
赶快把手机收好。

我轻拍糖宝，也很快进入梦乡。
“哇——”不知几点钟，糖宝开始急促

地哭个不停。我学着妻子平时的样子，又
拍又搂，又亲又摇，可怎么也哄不好糖宝。

无奈，我向妻子求助。妻子起身把
糖宝抱起，悠悠晃晃一阵，细声昵语中，
糖宝很快睡去。

又不知过了多久，糖宝翻来覆去。
依据经验，他饿了。我冲了奶粉递到糖
宝嘴边，他却很不配合。

我再次向妻子求助。妻子接过去喂

糖宝喝下后不一会儿，糖宝就伴着轻弱
的鼾声睡去。
“我的休息并没有改善，反而更累

了。”妻子调侃我。
当然，我的“位置”已经不保，只能换

妻子挨着糖宝睡。
一番折腾，困意全无。看看时间，已

经到了出操的时间，我蹑手蹑脚走出房
间，生怕再次把母子俩吵醒。

跑步在路上，四周寒风瑟瑟，但我心
里暖乎乎的。这一夜的带娃经历，虽然
状况百出，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妻子的辛勤付出，换来了一个个幸
福瞬间。

最近，糖宝已经能分辨出我上楼的
脚步声。每当听到声音时，他都会不停
地喊着“爸爸”，高兴地看向门的方向。

这不，妻子拿起手机，抓拍到了这幸
福的瞬间。

回家
■唐 帅

军娃糖宝1岁了，每次听到爸爸唐帅

到家的脚步声时，都会不停地喊着“爸

爸”，高兴地看向门的方向。这天，糖宝妈

妈拿起手机，抓拍到这幸福的瞬间。

赵 杨摄

今年2月1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80

医院护士赵颖乘车前往湖北武汉，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出发前，丈夫李广亚高

高举起一枝鲜花递给她。 王丰涛摄

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第一派驻

门诊部护士柏杨在巡诊路上，遇到洪

水。这时，在附近抗洪的一艘冲锋舟赶

来护送柏杨和战友。冲锋舟近了，柏杨

才看清冲锋舟上的正是丈夫吴子穆。这

是一个月以来，夫妻俩第一次见面。战

友为他们拍下团聚的一幕。吴文兵摄

“娃娃们坐在马背摇篮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座名为“马背摇篮”的雕塑，现陈列在红星幼儿园（黄寺园）

园史馆内，生动再现了1946年至1949年期间，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从延安向北京转移的场景。 刘 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