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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兵如子暖军营
——新时代“拥军妈妈”现象透视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 威

“儿子，我年纪大了，走不动了。今天

我将挑菜扁担交给你，希望你把咱们家的

拥军传统一代代传下去！”7月 28日上午，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拥军路”命名揭幕

仪式上，在区委、区政府领导见证下，叶利

波从年逾七旬的母亲手中接过一根扁担。

他的母亲就是“拥军妈妈”、全国爱

国拥军模范、“浙江骄傲”2020 年度人物

叶美英。

一条崎岖的小路，一根扁担，叶美英

56年坚持为部队官兵送菜。从豆蔻年华

到古稀老人，她挑坏了 20多根扁担，磨烂

了 100多双鞋子，行走山路 6万多公里，先

后为部队送了 28万多公斤新鲜蔬菜。

“接过这根扁担，拥军‘接力棒’就交

到了我们手上！”叶利波表示，拥军形式

可以变，“拥军扁担”的精神不能变。

在西藏岗巴县龙乡乃村，拉吉、确

吉、德吉是三代人的名字，也是龙乡乃村

的拥军符号。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拉吉和家人遭遇

雪灾，穿白大褂的解放军救了一家人。从

此，拉吉和全体村民主动为驻军背水，哨

音一响，全村人就会拎着水桶集合。

“拥军妈妈”拉吉过世后，她的女儿

确吉继承母亲遗志，挑起了拥军重担。

2017 年深秋，连队执行特殊任务，运力

不足。确吉和乡亲们得知后，紧急出动

车辆 200 多台次、骡马 50 多匹，星夜帮助

部队运送军需物资。

如今，拥军接力棒交到第三代人德

吉手中。这位高原青年目光坚毅地表

示：“部队需要做什么，我们就一定做好

什么！”

薪火相传是精神。在吉林省四平

市，曾经的军嫂郝桂贤退休后到居委会

工作，当上了“拥军妈妈”。2016 年，由

她发起的四平市铁西区“兵妈妈”巾帼志

愿者服务团队正式命名，如今团队已经

发展到 25 人，平均每年为军人军属和重

点优抚对象提供志愿服务 150 余次，时

间达 4000 多个小时。

谁也没想到，从一辆“倒骑驴”创业，

到成立集道桥、绿化、交通工程为一体的

集团型企业，她在企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毅然捐出积攒的 400 万元，成立辽宁省

国防教育基金会。

她就是“拥军妈妈”李淑芳，辽宁省

国防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10 年前，全家人一次出国旅游遭遇

所在国骚乱的特殊经历，让李淑芳深深

领 悟 到 ，有 强 大 的 国 家 做 后 盾 多 么 幸

福！从那时起，她下定决心，一定要为国

防和军队建设多做些实事。

在李淑芳带领下，基金会组建国防

教育讲师团队，在辽宁省公益性、社会化

教育平台《辽海讲坛》推出国防教育课；

团队赴西藏、广西、辽宁、黑龙江等地慰

问戍边官兵，走访慰问老红军和老地下

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

老苏区干部代表，每年行程数千公里。

无独有偶。在河北省涉县，由“拥军

妈妈”、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王爱英发起的

“拥军志愿联盟”，在山东省临沂市，由

“拥军妈妈”、山东省爱国拥军模范朱呈

镕创建的“新红嫂拥军慰问团”，分别成

为当地双拥工作的标杆。

王爱英的奶奶是抗日战争时期“太

行奶娘”群体中的一员，朱呈镕生活工作

在“沂蒙红嫂”诞生地。经王爱英不懈努

力，涉县有了第一张“拥军地图”，2600

余家商户挂牌加入“拥军志愿联盟”。在

朱呈镕奔走下，宣传“沂蒙精神”和“沂蒙

红嫂”的“流动博物馆”影响越来越大，相

继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长白山维东哨

所、海南省军区所属部队开展活动 120

多次，5 万余名军民在参观中受到教育。

伴随李淑芳、王爱英、朱呈镕的感

人事迹广泛传播，有人发现，沈阳市、涉

县、临沂市都被表彰为新一轮全国双拥

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城（县）“拥军妈

妈”多不是偶然现象，这些地方早就叫

响了一句口号：学“拥军妈妈”，创模范

城（县）。

7 月 30 日，第三届“最美拥军人物”

先进事迹发布，甘肃省酒泉市“老妈妈”

拥军服务队获提名奖。

在酒泉市，提起“老妈妈”拥军服务

队，几乎无人不晓。从最初为官兵拆洗被

褥、缝补衣服、送鞋垫，到后来结对认亲、

讲家乡事、叙家乡情，“拥军妈妈”集体带

头创新拥军形式，赢得社会各界赞誉。

在河南省洛阳市，退休职工乔文娟

的拥军故事同样家喻户晓：她为身患绝

症的战士寻找骨髓配型，帮助 10 多名战

士考上军校，为 50 多位大龄官兵牵红线

搭鹊桥。在她带动下，100 多位洛阳市

民组成“乔文娟拥军小组”，活跃在军营

内外；60 多位文艺工作者组成“心连心

艺术团”，常年到部队慰问演出。

从认识第一个孤儿战士起，她的拥

军之路越走越长。20 年前，为挽救白血

病战士蒋友清的生命，她和全家十几口

人先后做骨髓配型化验。她就是山东省

济南市“拥军妈妈”齐亚珍。

有人赞叹，在许多城市，“拥军妈妈”

是一张永不过时的“名片”。

东西南北中，拥军最光荣。“拥军妈

妈”田金芳，这位唐山大地震中被解放

军救下来的孤儿，数十年报恩拥军，带

动河北省唐山、秦皇岛两市拥军行动蔚

然成风；“拥军妈妈”富爱茹，几十载以

雷锋精神爱国拥军，带动黑龙江省黑河

市拥军活动不断创新；“拥军妈妈”白祝

英，29 年为部队官兵缝制鞋垫超过两万

双，带动安徽省铜陵市拥军活动更接地

气；“拥军妈妈”黄春玲，从小跟着外祖

母和母亲拥军，至今仍把拥军当成幸福

和快乐，带动福建省泉州市拥军活动走

心走实；“拥军妈妈”贾平，多年来秉持

“拥军就是爱国”的理念，组建“渔嫂拥

军演出队”，带动山东省烟台市拥军活

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各级双拥机构称赞她们一人带动

全家人，全家人带动一座城，让各地拥

军更加深入人心、温暖兵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全国妇联表彰

第十二届全国五好家庭，揭晓 2020 年全

国最美家庭。“拥军妈妈”、山东省泰安市

退休老人贾美荣和她的拥军家庭荣膺

“全国最美家庭”。

消息传来，家乡人欢欣鼓舞。30 多

年间，贾美荣数百次进军营作报告，相

继结缘 1600 多个“兵儿子”并常年保持

书信往来或电话联系。在她带动下，大

儿子李兵注册成立全国首家拥军旅行

社，已先后服务过 2000 多位官兵；女儿

李玉十几年来免费为 1 万多名入伍新兵

拍摄照片，先后为 600 余名军人拍摄写

真集。

“泰山有极顶，拥军无止境。”贾美荣

道出了更多“拥军妈妈”们的心声。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革新

街 道 ，74 岁 的“ 拥 军 妈 妈 ”付 淑 芝 堪 称

“一门双烈”。早年间，她担任消防中队

副中队长的丈夫救火时壮烈牺牲。爸

爸有榜样，妈妈有鼓励，大儿子马忠学

军校毕业后成为一名消防警官。令人

心痛的是，马忠学在一次救火战斗中也

不幸壮烈牺牲。

从“英雄妻子”到“英雄母亲”，付淑

芝 19 年间有过无数次心痛，也有过许多

骄傲自豪，她带着伤痛和思念全身心投

入爱国拥军行动，成了一位远近闻名的

“拥军妈妈”。这些年，她几乎每年除夕

夜都和官兵们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共度

春节。付淑芝先后荣获黑龙江省“优秀

兵妈妈”“三八红旗手”“拥军优属先进个

人”等荣誉。

放眼神州大地，大江南北座座军营，

子弟兵对无数个“拥军妈妈”发自肺腑

地感念与热爱，对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称

呼：“编外指导员”。

时光流转，从军人妻子到军人母亲，

从“兵妈妈”到“兵奶奶”，成千上万个“拥

军妈妈”鼓励家人参军，带动家人拥军，

一个个动人故事见证了家国情怀的传承

与魅力。

4.薪火相传是精神

接过新时代“拥军扁担”

3.双拥模范城（县）叫响一个口号

学“拥军妈妈”当“拥军模范”

2.双拥机构由衷点赞

永不过时的“城市名片”

1.子弟兵的感念发自肺腑

我们的“编外指导员”

双拥影像

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中，

江苏省徐州军分区组织部分官兵和预备

役人员，到庄印芳拥军事迹陈列馆参观

见学。

庄印芳是著名的“拥军妈妈”，先后

荣获“全国拥军模范”“全国十大杰出母

亲”等称号。陈列馆内 80余面锦旗、140

余幅图片资料和 200 多件拥军实物，成

为军民鱼水情深和拥军形式变迁的时代

见证。

见 证
■胡绍武 刘海林 文/图

北京天安门广场，雄伟的人民英

雄纪念碑庄严肃穆。庆祝建党百年

之际，仰望浮雕上那位送儿子上战场

的母亲，不禁想起英雄母亲邓玉芬，

她 的 丈 夫 和 5 个 儿 子 先 后 战 死 沙

场。面对英雄母亲，许多人在缅怀中

追问，满门忠烈何以忘其家、忘其亲、

忘其身？

伏契克曾写下一句名言：“为了争

取将来的美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

尊石质的雕像。”这句话，用在邓玉芬

身上也很恰切。

回望来路，放眼神州，那些像邓

玉芬一样的“拥军妈妈”，不正是一尊

尊行走的“雕像”吗？

“拥军妈妈”既是神州大地上的

温暖存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

时代传奇。我们这支从山沟、窑洞、

地道、青纱帐、芦苇荡“钻”出来的队

伍，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水乳

交融。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个戎冠

秀、王换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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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的黎

明。和平建设时期，无数个赵趁妮、

庄印芳，书写了爱国拥军的新传奇。

进入新时代，一个又一个“拥军妈妈”

持续涌现。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

建设时期，“拥军妈妈”的队伍越来越

长，她们不愧为中华优秀女性的杰出

代表，是人民子弟兵最亲的人。

“拥军妈妈”现象既是“军民团结

如一人”的生动见证，又是“试看天下

谁能敌”的深厚力量。从井冈山到延

安再到西柏坡，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

军再到人民解放军，无数个“拥军妈

妈”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无私奉献和巨

大牺牲。和平建设时期，无数个“拥

军妈妈”接过“太行奶娘”“沂蒙红嫂”

“沂蒙六姐妹”的拥军接力棒，用自己

的特有方式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她们一人带动全家人，爱国拥军好家

风得以传承；全家人带动一座城，率

先垂范形成榜样。“拥军妈妈”是国防

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的宣传者、

推动者和实践者，也是人民子弟兵永

远信赖的人。

“拥军妈妈”现象既是“爱我人民

爱我军”的现实写照，又是“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民意支撑。强国

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的征程

上，努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以

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必须始

终坚持做到军民勠力同心。当年，人

民群众拥护支持我们这支来自人民的

军队，就是盼望这支军队能给他们

“打”出一片新天地，“打”出一个好日

子。今天，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我们这

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是盼

望我们这支军队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为中国号巨轮更有力护航。伴

随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拥军妈妈”依然是我

们最亲的人、信赖的人。她们抱团带

动全行业，走在拥军前列的好样子，令

我们敬佩有加；她们大爱温暖军心民

心，薪火相传的好传统，伴我们砥砺前

行。

致敬，一代代“拥军妈妈”！

子
弟
兵
最
亲
的
人

■
董

强

军地时评

有“拥军妈妈”关爱，真温暖！

想必许多脱下军装的战友和正在

服役的战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临沂市沂蒙山

区。那是一片红色的沃土。在抗日战

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为中

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

功勋，也涌现出用乳汁救活伤员的“沂

蒙红嫂”明德英、祖秀莲，以及拥军支前

模范“沂蒙六姐妹”。

从小我便对这些朴实而伟大的英

雄女性的故事耳熟能详，这也是我参军

入伍报效国家一个的重要动因。

参军后，我有幸结识了新时代“拥

军妈妈”朱呈镕。

今年春节前夕，正在站岗执勤的

我发现营区前方有汽车驶来。这正是

朱妈妈带领的一支拥军队伍。我立即

用对讲机向值班首长报告，战友们得

知消息，争先恐后地赶来欢迎朱妈妈

一行。

在食堂里，我们和朱妈妈一行人一

起热闹地煮着“拥军水饺”。窗外下着

大雪，屋内暖意融融。大家都说，那天

的饺子格外香。

后来，与朱妈妈见面多了，感触更

深。回顾与朱妈妈交往的点点滴滴，

我和战友们由衷感到，从“沂蒙红嫂”

到“沂蒙六姐妹”再到新时代“拥军妈

妈”，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

人的生动写照，也是军民鱼水一家亲

的双拥精神传承。在新时代，这一宝

贵传承必将为我们书写军民同心逐梦

的崭新篇章。

“兵妈妈”来了
■第 80 集团军某旅上等兵 田一泽

在祖国北方边境，不少站岗巡逻的

战友常年面临着低温的挑战，有时是彻

骨的严寒。而一位老人，时常让战友们

感受到难以忘怀的温暖。

她就是荣登“中国好人榜”的“拥军

妈妈”、黑龙江省黑河市首届“最美拥军

人物”王秀兰。

第一次听说王妈妈的感人事迹，我

和战友们既感动又震惊。感动是因为

她 25 年如一日，几乎每年除夕都带着

慰问品到边关与官兵们一起度过；震惊

是她曾冒着零下 30 摄氏度的严寒，来

到封冻的界江哨位上，为正在站岗执勤

的战士们送去亲手熬制的腊八粥。

今天的部队官兵，又该怎样回报

“拥军妈妈”的关爱？

立足本职练兵备战，争当新时代最

美革命军人，是“拥军妈妈”们最想看到

的。“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

不精，不算合格兵。”“平常日子看得出，

关键时刻站得出，危急关头豁得出。”当

兵的人越能打胜仗，人民群众越放心。

在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实践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是向“拥

军妈妈”们学习的应有之义。军爱民民

拥军，人民子弟兵就是要一往情深地

“视人民如父母、把驻地当故乡”，在脱

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过渡衔接期，继续

发挥好人民子弟兵敢打敢冲的攻坚作

用、示范作用。

回报“拥军妈妈”们的关爱，我们每

个人还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积极投身

爱心助学、助残扶残等公益慈善行动，

让爱的暖流浸润我们美丽的国土。

请“妈妈”放心
■第 79 集团军某旅干事 李东哲

言为心声·官兵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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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南北中，拥军最光荣。一个个动人故事见证好

家风的传承与魅力；

●学“拥军妈妈”，当“拥军模范”。一人带动全家人，

全家人带动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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