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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伯毅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

院一级伤残军人

次仁罗布 西藏自治区札达县底雅

乡底雅村党支部书记

宋妍嫱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珠街

街道小河湾小学教师

张兴会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西

街社区居民

阿迪雅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

罕茂明安联合旗满都拉镇巴音哈拉嘎查

牧民

贺晓英 湖南省桑植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洪家关光荣院院长

郭海明 湖北省武昌职业学院董事

长

莫浩棠 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东

莞市工商联主席、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

长、三正集团董事长

曹 恒 江苏省徐州市邳州生态环

境局职工

山东省荣成市人和镇院夼村“拥军

船”船长集体

第三届“最美拥军人物”

光荣榜

1.才下“拥军船”，又登“拥军车”

7 月 28 日清晨，轰鸣的马达声划破山东省荣成市

人和镇院夼村的宁静，一艘写有“拥军船”字样的现

代化养殖看护船收锚、起航，向着 6.8 海里外北部战

区某部官兵驻守的苏山岛破浪前行。

年年“八一”，又到“八一”。这是“拥军船”又要

慰问岛上官兵了。两年前“走马上任”的船长王行国

今年 58 岁，他是院夼村第 6 任“拥军船”船长。截至

今年，“拥军船”已经更换 5 代，航行了 61 个年头。

2014 年至今 3 届“最美拥军人物”中，唯一被授称

的集体就是“拥军船”船长集体。

1960 年，院夼村两位渔民出海返航途中遭遇大

雾和强海流，在苏山岛附近海域迷航。幸亏驻岛官

兵及时营救，他们才顺利脱险。

当年 9 月，院夼村党支部书记钱焕文带领父老乡

亲登岛感谢，却发现这座小岛是一个无居民、无淡

水、无耕地、无航班的“四无”小岛，一旦赶上海况恶

劣，补给就要中断。村民们当即决定，义务为苏山岛

运送物资、接送官兵及亲属。

一条在海图上找不到的特殊航线，就这样诞生了。

一次援救，牵起一段情谊；一个承诺，铸成一甲子

坚守。朴实的院夼人将拥军乡风延续下来，“船篙”在

一代又一代船长手中接力。61年来，“拥军船”平均每

年往返 400 个航次，累计航程 20 多万公里，50 多次在

恶劣天候接送官兵及亲属看病就医。

翻阅历届“最美拥军人物”名单，记者不由得浮想

联翩。如果碰巧有一位徐州籍战士在苏山岛服役，他

探亲休假也许会享受这样的优待：才下“拥军船”，又

登“拥军车”。因为高铁站有拥军“绿色通道”，而在徐

州或许又会登上曹迎军、倪振娥夫妇的“拥军车”……

第三届“最美拥军人物”曹恒，父母正是首届“最

美拥军人物”曹迎军、倪振娥夫妇。20 多年前，夫妇

二人遭遇车祸，被路过的子弟兵抢救，夫妇俩从此走

上数十年如一日的拥军之路。上世纪 90 年代，倪振

娥经营客运业，开业第一天便挂起“拥军服务车”的

牌子，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乘坐一律免费。

夫妇俩拥军感染带动了全家人。女儿曹恒先是参

军入伍，退役后和父母一样常年拥军，每年履行“海岛之

约”走访慰问部队。后来，她的哥哥、嫂子、侄儿也一起

加入拥军行列，一家人成了远近闻名的“拥军家庭”。

好家风发扬光大，好乡风吹拂海岛。

同样受家风乡风影响的，还有第三届“最美拥军

人物”、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珠街街道小河湾小学教

师宋妍嫱。

2010 年 12 月 5 日，四川省道孚县发生火灾，云南

曲靖籍战士吕援雄舍身忘己救火排险，全身烧伤面

积达 80%，10 个手指截肢，外耳廓被烧掉。宋妍嫱结

识这位一等功臣后以爱相许，决心一辈子陪伴“火场

英雄”吕援雄。

令人欣慰的是，宋妍嫱不仅在教学岗位取得优

异成绩，还把“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乡风家风见传承

2.上高原下海岛，拥军人永远在路上

万水千山总是情

从重庆市到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团驻地，要跨

越 2000多公里，翻越两座海拔 5000米以上的雪山。从

四川盆地到青藏高原，巨大的海拔落差令人望而生畏。

然而，就是这条路，第三届“最美拥军人物”张兴

会 16 年来往返了 6 次。

家住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西街社区的张兴

会，儿子古怒曾是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团二连三

班副班长。2005 年 7 月 16 日，古怒在执行边境巡逻

任务时突遇塌方，为营救战友壮烈牺牲，年仅 19 岁。

雪域埋忠骨，人间有大爱。“烈士的母亲，就是我

们的亲娘！”指导员殷永飞、副连长马云山、排长余

刚，以及原大足县民政局优抚安置科科长杨凯……

一茬茬官兵和基层双拥工作者没有忘记张兴会，平

时为她排忧解难，逢年过节还会前来看望。

张兴会把对儿子的浓浓思念一针一线缝进棉鞋

和鞋垫，寄往雪域边关，送给古怒的战友们。16 年

来，她为边防战士制作数百双棉鞋、上千双鞋垫。这

期间，她还 6 次进藏看望儿子的战友，把温暖送到依

然驻守边疆的“兵儿子”们心里。

万水千山，隔不断对子弟兵的牵挂思念，也挡不

住“最美拥军人物”一往情深的拥军脚步。

“防护服告急！”去年春节期间，微信朋友圈里的

一则消息，让河北省邯郸市的高英夜不能寐。“必须

尽快想办法帮他们筹集！”一声召唤，高英的微信立

刻忙碌起来：有人发来捐款，有人连夜联系防护用品

生产厂家，有人四处购买口罩、消毒液、温度计……

就这样，第一批物资有了着落。

年近七旬的高英是“全国爱国拥军模范”，也是

首届“最美拥军人物”。从邯郸到武汉跨越千里，高

英和她的拥军伙伴火速行动，向武汉荣军医院等 9 个

退役军人保障单位和湖北省军区等 13 个部队单位捐

赠了防疫物资。

第二届“最美拥军人物”张斌是一位书法家，他

多次随拥军慰问团到边防一线，为官兵开办书法创

作与鉴赏讲座。2011 年以来，张斌累计参加拥军走

访慰问 50 多次，足迹遍布云南 80 多个边防哨所。

同样在云南，首届“最美拥军人物”、昆明天波通

信工程公司经理许绍坤，在军地有关部门指导下，组

建了一支以退役军人为主体的国防应急通信保障分

队，哪里有需要，只要一声令下，这支特殊的保障队

伍就冲向哪里，先后参与百余次国防动员演习和抢

险救灾通信保障任务。

“最美拥军人物”将大爱洒向大江南北的座座军

营。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南国椰岛到塞北边

陲，艰苦偏远的地方，总能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在广大军民眼中，“最美拥军人物”风尘仆仆赶

赴边关的样子，是“最美”的样子，也是值得敬重、值

得学习的样子。

3.积极行动，带动拥军方式创新发展

行业拥军气象新

为解放军擦擦汗，给子弟兵端杯水，逢年过节送

上慰问品，是人民军队诞生以来人民群众爱军拥军

最质朴的表现形式。时移世易，今日中国已经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之后，拥军

形式更有特色，更加多样。

人才强军，地方院校怎么支持？

第三届“最美拥军人物”、湖北省武昌职业学院

董事长郭海明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他担任校长

以来，根据部队需求开设电子对抗、雷达预警、无人

机应用等多个专业，相继为陆军、火箭军培训数百名

紧缺专业士官，先后与 6 个军兵种签署定向培养协

议，为部队输送 2000 余名定向士官生。

面对民办高校起步晚、基础弱等现实困难，郭

海 明 加 大 资 源 力 量 优 化 整 合 力 度 ，相 继 从 部 队 和

军事院校聘请 100 多名退休退役人员，组建了一支

政 治 素 质 过 硬 、理 论 功 底 深 厚 、专 业 技 术 精 湛 、军

事 素 养 扎 实 的 双 师 型 专 家 教 学 团 队 ，既 高 质 量 解

决 了 退 役 军 人 就 业 ，又 大 幅 提 升 了 士 官 生 教 学 质

量和培养层次。

社会化拥军，地方企业如何引领？

第三届“最美拥军人物”、东莞市爱国拥军促进

会会长莫浩棠退役创业以来，一直在爱国拥军和慈

善事业领域深耕笃行。2014 年，他在市委市政府大

力支持下成立爱国拥军促进会，带动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爱国拥军行动。

社会组织不营利，无法通过自身经营“造血”，活

动资金从何处来？“有什么困难我来解决，缺少资金

我来兜底！”莫浩棠从自己所在企业拿出百万元资

金，资助促进会启动运行。50 多家企业和 19 位民营

人士纷纷向莫浩棠看齐，主动捐钱捐物，成为东莞爱

国拥军的中坚力量。

发挥优势争当行业拥军“领头雁”，在“最美拥军

人物”评选之初，就已成为一个引人瞩目、可圈可点

的风向标。

第三届“最美拥军人物”、湖南省桑植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洪家关光荣院院长贺晓英，把青春年华献

给光荣院事业。35 年来，她从临时工到院长，一心一

意扑在光荣院服务工作岗位上，视老红军、老八路、

老战士和烈属为父母，千方百计让 125 位老人的晚年

生活快乐幸福，先后为 94 位老人养老送终，温暖了大

家、感动了社会。

第二届“最美拥军人物”张富英投资建立信息化

平台，全力支持退役军人和军人军属创业就业。同为

第二届“最美拥军人物”的陕西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宝和，带领企业员工研发生产 20余种系列

产品，填补了我国防暴、维和装备的多项技术空白。

拥军怎么拥？为子弟兵做些啥？“最美拥军人

物”用他们各自的专长作出了响亮回答。

4.一日从军终生是兵，此生不愧兵之初

老兵拥军更动人

1981 年 12 月，19 岁的蒙古族小伙阿迪雅怀揣赤

诚的报国心参军入伍。1985 年退役后，他回到家乡

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上世纪 80 年代，临近边境的草原上偷盗牲畜、越

境偷猎、皮毛走私等跨境犯罪活动频发，直接影响边

境地区安全稳定。阿迪雅响应达茂旗满都拉镇政府

和边防部队召唤，毅然携妻子到边防一线定居，成为

义务护边员，一边放牧，一边守护边境。

达尔罕茂明安草原上，流传着一首歌谣：“百灵

鸟歌唱的是爱情，红砂生长的是精神，像雪莲选择了

冰山，红砂就选择了荒漠草原。”选择荒漠，就是选择

了艰辛和孤独。巡边护边 30 多年来，阿迪雅参与了

上百次边境联合踏查，协助破获数十起涉边案件。

如今，方圆 20 多平方公里的巴音哈拉草原，仅有

四五户人家。阿迪雅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用红砖

摆出了大大的“中国”字样，每天清晨，伴随朝阳，他

都会穿上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与妻子一起庄严地升

起国旗。“设置旗杆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这里是中

国。”阿迪雅说，“草原很大，迷路的人看见国旗，也

能找到回家的路。”

在第三届“最美拥军人物”中，与阿迪雅一样，有

多位退役军人。老兵是他们共同的名字，军魂是他

们不变的精神底色。不管退役后从事什么工作，他

们永远心系国防，勇于担当，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继续

为国防事业奉献。

第三届“最美拥军人物”、西藏自治区札达县底

雅乡底雅村党支部书记次仁罗布，与阿迪雅何其相

似！他们同为退役军人，同为共产党员，次仁罗布

1999 年 12 月退役后回到故乡。

札 达 县 底 雅 乡 地 形 复 杂 ，平 均 海 拔 3700 米 以

上。底雅村距离县城 344 公里，位于札达县边境前

沿，每年大雪封山长达半年之久。次仁罗布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以来，每年带头深入村组，向农牧民宣传

普及国防知识，还成立村党支部党员义务巡逻队，组

织义务巡逻队与护边员、民兵等开展定期或不定期

的守卡、巡逻。在积极配合边防部队完成守边护边

固边任务的同时，他和村民们还经常到周边的边防

连、边防站看望慰问边防官兵。

第三届“最美拥军人物”中，年龄最大的是 89 岁

的涂伯毅老人。1931年出生的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

争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在第四次战役中被凝固汽

油弹烧伤致残。1956年，涂伯毅回到四川省革命伤残

军人休养院休养。带着烧伤的痛楚和致残的不便，涂

伯毅在休养院内主动承担工作，后来还加入休养院的

残疾人课余演出队、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革命传统

教育组。60余年来，涂伯毅坚持到部队、行政机关、学

校开展国防教育，行程几十万公里，听众达百万人次。

老兵拥军更动人。“革命战士就应该把一生交给

党。”涂伯毅老人一番话，道出了历届“最美拥军人

物”中退役军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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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的美，在于绚丽多姿；云朵的美，在于

变幻莫测；大海的美，在于气势磅礴。“最美拥

军人物”，在于有一颗美丽的心灵。

第三届“最美拥军人物”1 个集体、9 名个

人岗位不同，拥军方式有别，却一样温暖世道

人心，成为广大军民学习的楷模。

他们的美，美在对祖国的一片忠心。“浪

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在祖国恢宏的

乐 章 中 ，每 个 人 都 是 灵 动 的 音 符 。“ 祖 国 有

我”的感召，“我有祖国”的自豪，归根结底都

来 自 我 与 祖 国 无 法 割 舍 的 深 厚 感 情 。 这 种

感 情 体 现 在“ 最 美 拥 军 人 物 ”身 上 ，就 是“ 爱

国就要拥军，拥军就是爱国”的认知高度，就

是把子弟兵当亲人、视拥军为己任的责任担

当 ，就 是 尽 其 所 能 为 部 队 热 忱 服 务 、为 子 弟

兵 排 忧 解 难 的 行 动 自 觉 。 也 许 他 们 所 做 的

每一件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是构成国防与军

队现代化大厦的一砖一瓦。

他们的美，美在对人民子弟兵的一片爱

心。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个戎冠秀、王换于情

系子弟兵，展现出博大的慈母情怀；无数个唐

和恩、马毛姐用小推车、小木船，推出了革命的

胜利、撑出了灿烂的黎明……今天，无数个新

时代的“沂蒙红嫂”“支前模范”相继涌现，“最

美拥军人物”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的心

中揣着一团火，发出光和热，给部队官兵以温

暖。

他们的美，美在对拥军事业的一片恒心。

“最美拥军人物”之美，不是美在一时一事上，

而是美在持之以恒的坚守、久久为功的积累。

61 年 5 代船、6 任船长接力，为守岛官兵提供服

务；自己身残志坚，四处奔波讲传统上万场，还

让两个儿子参军入伍，造就了“两代三军人，一

家陆海空”的佳话。这种坚守，是对拥军事业

的坚守；这种接力，是光荣传统的接力。他们

朴实得像一抔泥土，却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

芳。他们的恒心与坚守，总给人以灵魂的震

撼，感动并激励更多的人投入拥军事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最美拥军人物”先

进事迹的发布，激发了全社会参与拥军的极大

热情，树起了尊崇军人职业的鲜明导向。我们

在感动之余，更要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爱

国拥军、无私奉献的大爱情怀，学习他们心系

国防、支持部队的责任担当，学习他们弘扬传

统、续写荣光的传承精神，以实际行动大力支

持部队建设改革和练兵备战，满腔热情为军人

军属、退役军人排忧解难，努力书写军民鱼水

情深的时代新篇章。

“最美拥军人物”美在哪里
■向贤彪

■本报记者 王 钰

双拥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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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 7 月 30

日联合发布“最美拥军人物”先进事迹。

“最美拥军人物”评选发布活动自

2014 年至今已累计举办 3 届，激发了全

社会参与拥军的极大热情，树起了尊崇

军人职业的鲜明导向。

在 发 布 仪 式 现 场 ，“ 最 美 拥 军 人

物”纷纷表示，这是爱国拥军路上的一

个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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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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