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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水情深的特殊纽带

军地时评

双拥影像

1. 一次送别 几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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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5 日，对军嫂志愿者服

务总队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首个营院综合服务实体落

户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 20

号社区。军嫂志愿者们奔走相告：“北京

‘军营小红帽’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

板！”

这个综合性社区既有军队单位又

有地方干休所，既有机关又有部队，户

籍人口众多。军嫂志愿者们聚焦“一站

式”服务，全力打造营区资源公共服务

中心。

中心一“开张”，就解决了社区军民

许多“挠头事”：与优质企业合作，为随军

家属提供 314 个就业岗位，13 人先期顺

利就业；招募军人子女通学班车协管员

89 人，帮 41 名随军家属实现灵活就业；

每日完成院内快递派件、收件千余件。

社区党委书记柳晓明说，中心还陆续开

展了养老育婴、接送孩子、做饭保洁等家

政服务。

“军营小红帽”坚持公益为先，免费

为社区内 41 户退休老干部家庭维修家

具；组织中医专家义诊，为居民提供免费

安装、公益用伞、外卖代收、物品暂存等

服务。保洁部负责人、有 12 年军龄的退

役军人雷亚介绍，综合服务实体运行 5

个多月，赢得了社区军民的交口称赞。

享受优质家政服务的军休干部杨宫生、

家庭难题得到圆满解决的军嫂郭丹等人

先后送来锦旗，表达对军嫂志愿者服务

总队的感谢。

“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

者。”军队退休干部许鲁明说，志愿者文

化日益深入人心，社区军民积极行动，以

不同方式支持军嫂志愿者服务总队。

“一群人一条路，坚持一直走下去。

在一起不容易，相守更加了不起……”伴

着《不放弃》的歌声，京城这支“军营小红

帽”队伍越走越长，影响越来越大。

去年 8 月，我在一个微信群里偶然

发现了招聘军人子女通学班车协管员的

信息。

没想到，这条信息在解决我个人灵

活就业的同时，也让我成了一名军嫂志

愿者。

那天，经过严格的面试、体检、岗前

培训等环节，我终于正式上岗了。上岗

前一夜，我忐忑不安。协管员既要对军

娃们的安全负责，也要为他们的成长出

力。从哪里做起呢？那就准备几个小故

事吧。下雨时为什么会电闪雷鸣，故宫

屋檐上的小怪兽叫什么名字等等，这些

故事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第一天早上，家长送孩子们登车的

时候，我先核对名单信息，因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需要，还要为孩子们测量体

温。这期间，我还要记住每一个孩子与

家长的模样，以确保放学回来时安全地

把孩子交给家长。

有个刚上幼儿园的孩子，离开爸爸

妈妈哭个不停，我耐心地安抚他。上车

后我协助孩子们系好安全带，带领大家

自我介绍，讲解乘车安全常识。第一次

跟车尽管有些手忙脚乱，司机、孩子和家

长们都很认可我。这给了我极大鼓励。

后来，我还发现了工作中的一些细

节问题，跟司机师傅一起圆满解决。

灵活就业的机会，让我有了一份收

入。工作之余当志愿者，让我实现了自身

价值。新的一年，我有信心当一名快乐的

通学班车协管员，与孩子们一起成长。

通学班车上的协管员
■刘 坤

我是一名军嫂，也是一名自主择业

军转干部。我的家乡是河北省高阳县，

全国闻名的纺织之乡。2018 年选择自

主择业后，我在网上开了淘宝店，尝试

售卖来自家乡的纺织品。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半个兵”拥军

市 集 上 ，我 与 军 嫂 志 愿 者 服 务 总 队 结

缘，有了新的发现，作出了新的选择。

拥军市集热闹非凡，一顶顶红帐篷

格外显眼。军嫂志愿者得知我是一名

退役军人，便热情地免费提供红帐篷。

当时，她们还在组织军营“鹊桥会”相亲

活动，看到整个活动井然有序，我不由

得对她们肃然起敬。

那天，我找到活动负责人马春秀表

示感谢的时候，对她拥军优属的经历有

了更多了解，当即决定：不要工资也要

当一名志愿者！

就这样，我加入她们的队伍，成了

“军营小红帽”的一名工作人员。2021

年 7 月，我被安排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

路街道复兴路 20 号社区，作为军嫂志愿

者服务总队的一员，具体负责家政服务

业务。

在全程跟踪 87 家服务对象的过程

中，通过化解用户与家政人员之间的矛

盾，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我找到在部队

工作时的满足感、成就感和幸福感。

在部队，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副团职

干部，一路砥砺前行，我没觉得苦。如

今，退出现役，作为军嫂志愿者，为部队

和社会服务，我同样感到幸福和快乐。

自主择业后的新选择
■田雅卿

在 浙 江 省 宁 波 市 大 榭 中 学 瑜 伽

社团教室里，军嫂韩文娟、贾美亚的

公益社团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在山东省济南市，“泉城好军嫂

志愿服务团”加入当地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有生力

量。

每 每 看 到 这 些 冒 着 热 乎 气 的 暖

新闻时，我们感动之余，更感到肩头

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2019 年 1 月 29 日，中华志愿者协

会 批 准 成 立 军 嫂 志 愿 者 服 务 总 队 ，

对 军 嫂 志 愿 者 在 新 时 代 发 挥 更 大

的作用有了更多的期盼。两年多来，

这支队伍拥军优属的成绩有目共睹，

赢得了军地有关方面一致好评。

志 愿 服 务 是 社 会 文 明 进 步 的 重

要标志，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重

要渠道。岁末年初，分享军嫂志愿者

的感人故事，对合力擦亮这个军字头

品牌，我们有了更多期盼。

一 愿 更 多 志 愿 者 给 更 多 军 嫂 以

关爱。有人曾经做过比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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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军嫂

承载着夫妻分居、为双方父母尽孝、

个人就业创业等种种压力，给军人丈

夫一个稳固的后方，胸怀着对军队、

国家、民族的大爱。为奉献者奉献，

给大爱者关爱，这种无私奉献、默默

付出的人间真情令人敬佩！志愿服

务 包 含 着 深 刻 的 互 助 精 神 ，它 倡 导

“互相帮助、助人自助”。泰戈尔说：

“爱是理解的别名。”在军嫂最需要帮

助的时候，军嫂志愿者“助人自助”，

帮更多军嫂走出困境，自强自立，实

现人生价值。志愿者支持军嫂全方

位发展，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好事善事，大有可为。

二 愿 更 多 军 嫂 加 入 志 愿 者 行

列。许多军嫂在接受志愿服务的过

程中，受志愿者精神感召，自己也成

为志愿者。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

余香”。与军营和军人紧密相连的军

嫂，都熟悉和敬重雷锋。而志愿服务

不计报酬、不求名利，则与雷锋精神

一脉相承。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

献爱心，处处可为。积小善为大善，

善莫大焉。当更多军嫂与志愿者相

遇，当更多军嫂成为志愿者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

三 愿 军 嫂 与 志 愿 者 合 力 擦 亮 品

牌。新时代的军嫂与志愿者要有新

作为，应切实把军嫂所盼、志愿者所

能与军地所需结合起来。志愿者服

务军嫂就业创业，军嫂助力志愿服务

落实落细，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在这个互助过程中，普及志愿理念、

弘扬志愿精神、培育志愿文化，发展

志愿服务事业，营造文明健康的社会

风尚与人际关系，更有利于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今天的我们，已经踏上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衷心希

望军嫂志愿者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通过公益慈善

与志愿服务的形式，投身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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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一个社

区，10多辆军人子女通学班车上活跃着

一批军嫂协管员。她们像妈妈一样呵护

孩子们上学放学途中的安全，又像老师

一样给孩子们传授知识。孩子们亲切地

称呼她们为“妈妈老师”。社区负责人介

绍，军嫂协管员上岗以来，已成为社区拥

军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妈妈老师”
■穆可双 朱 蕊 文/图

北京活跃着一支“军营小红帽”队伍——

走近军嫂志愿者群体
■王燕敏 徐 堃 陈季华

时 间 过 去 两 年 多 ，为 驻 京 某 部 退

役 老 兵 送 别 的 情 景 ，马 春 秀 仍 历 历 在

目。

马春秀是中华志愿者协会军嫂志

愿者服务总队负责人。作为军人后代，

她听着母亲戈玉伶到部队探亲的故事

长大，2007 年一创业就开始拥军。

2019 年 11 月 30 日 ，马春秀组织一

批军嫂志愿者赶到驻京某部，为即将退

役的老兵送别，给每人送上一份特别的

“爱心大礼包”：一套带茶杯子、一条红

毛巾、一双棉鞋垫和一封慰问信。

这是她们首次以中华志愿者协会

军嫂志愿者服务总队名义公开亮相。

10 位即将退役的老兵代表登台接

受“ 爱 心 大 礼 包 ”时 ，马 春 秀 动 情 地 对

他 们 说 ：“ 当 你 渴 了 的 时 候 ，喝 一 杯 嫂

子送的茶；当你累了的时候，用毛巾擦

擦汗；温暖从脚下开始，棉鞋垫陪伴你

走 好 离 开 军 营 的 每 一 步 路 ；当 你 坐 上

返乡列车的时候，打开信，读一读嫂子

的叮咛与祝福。”

一席话让现场官兵倍感温暖，即将

退役的，增加了信心；继续服役的，增添

了干劲。离开军营的时候，部队领导握

住马春秀的手道谢：“军嫂志愿者一次

送别，温暖了兵心，鼓舞了斗志！”

在这次活动前，马春秀曾先后组织

军嫂们看望慰问抗战老兵、抗美援朝老

兵 100 多人次，50 多次深入基层部队慰

问官兵，还带领军人子女开展丰富多彩

的公益活动。

这次为退役老兵送别，让马春秀认

识到，军嫂作为鱼水情深的特殊纽带，

在 军 政 军 民 团 结 中 发 挥 着 特 殊 作 用 。

佩戴小红帽，以志愿者身份走进军营开

展服务，“就是不一样”。马春秀对身边

的军嫂志愿者们说：“找准了方向，军嫂

的舞台会更大；做对了事情，军嫂能赢

得更多认可。”

2018 年 8 月 19 日，一场热热闹闹的

军地“鹊桥会”在驻京某部举行。32 对

军地大龄青年见面，当场有 12 对表达了

“继续交往”的意愿。

这次军地“鹊桥会”由马春秀和王

冬梅、王秀凤、刘红等几位热心军嫂一

起操办。让她颇感意外的是，当晚有两

名军嫂通过微信转账，各捐款一笔。两

人留言十分恳切：“马姐您忙里忙外，布

置会场，悬挂条幅，购买糖块水果和小

食品的花费不小，部队出钱您不要，就

让我们分担一点，略表心意吧！”

马 春 秀 婉 拒 捐 款 后 ，久 久 不 能 平

静。

前些年，伴随随军政策调整，许多官

兵结束了“牛郎织女”生活，军嫂随军后

的就业问题随之而来。近两年，一些部

队移防换防，军嫂随军后再次分居的问

题也凸显出来。马春秀和军嫂们围绕这

些现实问题，开始了新的筹划和探索。

在马春秀和军嫂们的努力下，军嫂

“就业指导沙龙”顺利开办，通过开办讲

座、制定职业生涯规划、进行一对一就

业指导等形式，相继为 120 多名军人家

属提供了专岗或灵活就业岗位。

军嫂就是“半个兵”，“半个兵”拥军

市集应运而生。先后组织 150 多场“半

个兵”拥军市集的林佳慧介绍，军嫂志

愿者联合拥军企业走进部队营区，以便

民集市的形式，按照低于市场价价格，

提供严格筛选的日常生活用品。活动

中，她们还为军人和军属提供了很多便

民服务项目。

2019 年 2 月，“半个兵”拥军市集连

续 10 天走进驻京部队部分营区，举办年

货展销。多年从事国防教育、热心支持

军嫂志愿者的李淑静说，参与活动的军

嫂团队成员，有嫁给军人 30 多年的“老

军嫂”，有子女在服役的“兵妈妈”，她们

对军队、对官兵的感情深厚而又真挚。

2021 年 12 月 1 日，第三届“121”军嫂

慰问部队活动在北京拉开帷幕。“121”的

寓意是：“一二一”的口号声，让人想起军

人铿锵的步伐；“一二一”也是军嫂们集

体性格的体现，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伴

随“一二一”的口号声，大家步调一致，把

军嫂从一个称呼变成一种社会品牌。

活动中，两位军嫂的故事感动了许

多人。

一位叫冯凤燕，湖北襄阳人。当年

父亲报名应征未能如愿，为她取名“凤

燕”就是希望“凤落燕京”，女儿到北京当

兵，保卫祖国的心脏。研究生毕业后，冯

凤燕没能当兵，而是成了一名军嫂。

天有不测风云。冯凤燕的丈夫转

业后不久突患重病。她带着 5 岁的女儿

独自艰难地撑起这个家。后来，在军嫂

志愿者服务总队的帮助下，她逐渐走出

困境。丈夫的身体状况慢慢有了些起

色，她还在北京一家职业学院开设公益

课，线上线下为军嫂们提供艺术辅导。

“她身上担子这么重，竟然生活得如此精

彩！”一些为就业创业发愁的军嫂向她看

齐，纷纷加入军嫂志愿者的行列。

另一位叫陈丽丽，山东潍坊人。她

2016 年随军后先是在家带孩子，孩子上

幼儿园了，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军嫂

志愿者服务总队为她提供了舞台。陈丽

丽加入队伍后，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骨

干，她还帮助更多军嫂重拾信心，实现了

就业。

2021 年 12 月 1 日活动那天，军嫂志

愿者服务总队成了“明星”，赢得许多追

随者。

“这一天既是军嫂活动日，又是拥军

日，更是拥军先进典型的表彰日。”长期支

持军嫂志愿者的一位词作家说，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与军嫂社会

角色很匹配，是军嫂履行社会责任、服务

部队的重要精神来源。

家里家外的温暖依靠

2. 婉拒捐款 再作筹划

军民协同的公益路径

3. 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

众人拾柴的殷殷期许

4. 坚定前进 永不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