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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秋、国庆“两节”临近，江苏省

仪征市真州镇 91 岁居民周宏英家的“长城

旅馆”热闹起来——这里为过往军人提供

免费服务。她还协调开通仪征至南京、仪

征至上海的“拥军快客”，军人免费乘车，

年服务 1600 多人次。

无独有偶。在云南省滇东某地，社区

党委书记赵春良 13 年来积极宣传动员群

众为驻训官兵解决难题，把关心国防、热

爱国防的种子播撒进群众的心田。

她和他，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最美拥

军人物。

2014 年启动的“最美拥军人物”评选，

如今已经走过 10 个年头。最美拥军人物

的家国情，感动和带动更多人关心国防、

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

这是榜样的力量。

这是最美的相遇。

最美拥军人物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的

积 极 实 践 彰 显 了 国 防 教 育 的 全 民 属 性 。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全民国防教

育 的“ 全 民 ”二 字 ，揭 示 了 国 防 教 育 的 定

位。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更需要加强

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巩固军政

军民团结。最美拥军人物积极参与国防

教育，他们的行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更接地气，更有实效。

最美拥军人物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

积 极 实 践 见 证 了 国 防 教 育 的 行 业 广 度 。

“不能当兵，就爱兵；不能参军，就拥军。”

没有当过兵的最美拥军人物这样说。“军

装永远穿在心里，拥军阵地就是永远的营

房。”当过兵的最美拥军人物这样说。工

人、农民、医护人员、企业家……他们来自

不同行业，从事不同工作，但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信念：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化为

崇军尚武的自觉行动，把爱国拥军作为不

负重托、强军兴军的责任担当。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印发《关于

组 织 开 展 2023 年“ 全 民 国 防 教 育 月 ”活

动的通知》，部署在今年 9 月集中组织开

展“ 全 民 国 防 教 育 月 ”活 动 。 今 年 恰 逢

延安双拥运动 80 周年，最美拥军人物积

极 主 动 参 与 国 防 教 育 ，为 广 大 军 民 展 示

了 榜 样 的 力 量 ，也 是 广 大 军 民 最 美 的

相遇。

我们为这一最美的相遇喝彩！

榜样的力量 最美的相遇
■董 强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先有国才有

家，希望我们一起关心国防、建设国防，共同见

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不久，在驻地组织

的一场群众性理论宣讲大赛决赛现场，2023

年“最美拥军人物”、四川省某军供站副站长董

绍林，鼓励在场青年积极参与国防建设。

2000年，从军 14年的董绍林脱下军装又披

“战袍”，转业至四川省某军供站。献身国防，闻

战忘身。董绍林平均每年有 100多天吃住在站

里，经常从天没亮忙到后半夜。在一次任务中，

他带领军供站人员，持续 24天全天候保障，刷新

了建站以来单批次接待量最高纪录。23 年来，

董绍林高标准完成 3800 多批次、100 多万人次

的军供保障任务，实现了无漏供、无错供、无拒

供的“零差错”支前保障。

强军兴军、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离不开全

社会大力支持。董绍林说，“这些年部队发展

很快，驻训越来越多。我和同事们有个共同心

愿：立足本职岗位支持部队练兵备战，当好强

军事业‘铺路石’。”

近年来，董绍林深入调查研究，问需于部

队，问计于同行，军供站先后推出多项暖心措施：

按照区域饮食差异设计提供“兵心家乡餐”，为身

体不适官兵定制“暖心病号餐”，入伍季购买特

产、水果制作“顺心欢送餐”，节日准备粽子、月饼

等“欢心假日餐”……充满人情味的军供站，日益

成为军供保障线上响亮的“名片”，也映照着董绍

林和同事们情系国防、服务官兵的一片真心。

在军供站接待室，过往部队赠送的锦旗，

成为当地开展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在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支持下，军供站拥军广场即将

开建，扩充住宿区，新开设健身房、图书角、坝

坝影院等，还将对军供厨房、浴室等硬件设施

进行提质升级。“我们一定不负兵心，继续在

平凡岗位上为国防建设作出更多贡献。”董绍

林说。

右图：9月 13日，在一次支前保障行动中，

董绍林（左）和同事们一起将午餐送到官兵手

中。 李华时摄

2023 年“最美拥军人物”董绍林——

“当好强军事业‘铺路石’”
■本报记者 郭丰宽 马嘉隆

9 月上旬，山东省临沂市一家企业的报

告厅外，一名员工听完国防教育宣讲后激动

地说：“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铁心向党，

毁家纾难、踊跃支前，120 万人奔赴前线，10

万先烈血洒疆场，可谓‘乡乡有红嫂，村村

有烈士’。今天我们一定要赓续红色传统，以

实际行动回报先辈们的牺牲和奉献！”

开展宣讲的开展宣讲的，，是是 20232023 年年““最美拥军人物最美拥军人物””

朱呈镕朱呈镕。。作为爱国拥军模范作为爱国拥军模范，，她积极开展国防她积极开展国防

教育教育，，成为当地大力推动国防教育进机关成为当地大力推动国防教育进机关、、进进

学校学校、、进企业进企业、、进社进社区、进乡村、进军营、进网络

“七进入”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朱呈镕不仅是一位企业家，还有另外一个

身份——新时代沂蒙红嫂。20 多年来，她拥

军行程 36 万多公里，走访慰问许多基层部队，

捐赠 8 万多双鞋垫、1000 多吨水饺，组织文艺

演出 60 余场。

“ 沂 蒙 红 嫂 是 永 远 的 楷 模 。”近 年 来 ，临

沂 市 大 力 弘 扬 沂 蒙 精 神 ，倡 导 广 大 妇 女 做

新 时 代 沂 蒙 红 嫂 ，涌 现 出 一 批 像 朱 呈 镕 一

样 的 爱 国 拥 军 模 范 。 2015 年 ，朱 呈 镕 所 在

企 业 抢 救 式 挖 掘 整 理 沂 蒙 红 嫂 感 人 事 迹 ，

投 资 建 成 红 嫂 文 化 博 物 馆 。 博 物 馆 自 2017

年 5 月开放以来，累计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

参 观 者 20 多 万 人 次 。 朱 呈 镕 还 创 新 开 设

“ 流 动 红 嫂 博 物 馆 ”，把 馆 藏 珍 贵 照 片 制 作

成 国 防 教 育 宣 传 展 板 ，让 可 移 动 文 物 走 出

展 馆 ，通 过 巡 回 展 览 到 祖 国 的 大 江 南 北 弘

扬沂蒙精神。

在朱呈镕影响带动下，她的丈夫、儿媳、侄

子纷纷加入拥军队伍。从一人拥军到全家“总

动员”，她的家庭先后获得“齐鲁心系国防最美

家庭”“全国五好文明家庭”等荣誉。

右图：7 月 13 日，朱呈镕（前排左）和同事

们赶赴空军某部走访慰问官兵。

曹宗泽摄

2023 年“最美拥军人物”朱呈镕——

“沂蒙红嫂是永远的楷模”
■刘永亮 郭 昕 本报特约记者 林 琳

“同学们，对你们来说，爱军尚武首先是做

好力所能及的事……”9 月 8 日，在河北省邯郸

市肥乡区职教中心国防教育展厅，2023 年“最

美拥军人物”、河北省爱国拥军模范田俊岭的

一番话打动了现场的中小学生。他以《爱我中

华 强我国防 奋斗正当时》为题，为大家上了

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田俊岭 8 岁时意外溺水被一名军人所救，

由此萌生了参军入伍的想法，遗憾未能如愿。

机缘巧合下，他应聘到驻军某部招待所工作，

一干就是 10 个年头。

2014 年，田俊岭与妻子共同创办了一家环

保企业。企业从起步时录用 3 名退役军人，发

展到如今已有 150名退役军人员工。在企业内

部，他建立退役军人员工荣誉金和奖励金制度，

同时设立奖学金资助退役军人员工子女。

田俊岭还通过政府职能部门将拥军对象

信息整理成册定期慰问救助，并与 3 位烈士遗

孀“结亲”，指派团队两名志愿服务队员照顾烈

士孙学的遗孀严奶奶。

“让卫国戍边的人后顾无忧！”田俊岭深知，

有国才有家。企业能有稳定的发展环境，稳固

的国防是保障。2021 年 3 月 5 日，他与赵鸿刚、

李仲选等几位革命老前辈成立宣讲团，借每年

学校开学、新兵入伍、烈士陵园清明祭奠等时机

开展国防教育。2021 年 7 月 23 日，田俊岭随邯

郸市慰问团走访慰问海军邯郸舰官兵，分享组

建“拥军服务站”和“志愿红”拥军服务队的经验

体会。2023 年春节前夕，田俊岭和妻子准备了

1300箱慰问品、收集了 1300幅邯郸中小学生制

作的手工画，送往边防一线官兵和军娃手中。

田俊岭还发起成立邯郸市丛台区关爱退役军

人基金会，募集资金用于慰问90岁以上参战老兵、

救助生活困难的“三属”和困难退役军人。今年2

月15日，田俊岭和妻子被邯郸市丛台区春光小学

聘为校外辅导员。

右图：9月 8日，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职

教中心国防教育展厅，田俊岭（右）为师生讲解

国防知识。 周同义摄

2023 年“最美拥军人物”田俊岭——

“让卫国戍边的人后顾无忧”
■常卫华 周同义

“送战友，踏征程……”前不久，在西藏军区某部

退役老兵离队仪式现场，被授予 2023 年“最美拥军人

物”的确吉在歌声中为老兵一一献上洁白的哈达。

“每一名战士都是我的‘儿子’，我要为他们戴上

洁白的哈达，祝福他们平安幸福，踏上人生新征程。”

确吉动情地说。

确吉今年 61岁，是西藏日喀则市岗巴县昌龙乡乃

村人。岗巴，藏语意为“雪山附近的村庄”，全县平均海

拔 4700米以上。“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

境界更高”是岗巴县军民多年来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

从小听母亲讲西藏变迁长大的确吉，经常随母

亲拉吉到军营为官兵送温暖，她坚信：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西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在西藏，“金珠玛米”

就是共产党的化身。

2017 年深秋，某部官兵执行运输任务，途中遭遇

暴风雪，车队无法继续前行。就在连长武金多吉一筹

莫展之际，一阵马匹的嘶鸣声引起了他的注意。马背

上，确吉正用力挥舞着马鞭，朝他们奔来。在确吉的

动员带动下，乡亲们共出动摩托车、拖拉机等机械车

辆 200 多台次、骡马 50 多匹，协助官兵在预定时间内

将物资送到指定地点。

“我们就是子弟兵的‘大后方’。”确吉和乡亲们的话

很朴实：“国防是大家的事。”有一年秋天，部队在确吉家

附近驻训，她担心天气冷，发动村里的妇女收集羊毛、纺

线编织，为官兵赶制羊毛毯子、手套、袜子等防寒物品。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确吉说，她和村

民最自豪的事，就是和“金珠玛米”一起升国旗。确

吉至今记得，国庆节当天在自家院里第一次升国旗

的情景。在确吉的影响带动下，乡亲们也纷纷在房

顶插上一面面国旗。

右图：前不久，驻西藏某部官兵到家中看望确

吉，她向官兵展示荣誉证书。 刘洪中摄

2023 年“最美拥军人物”确吉——

“我们就是子弟兵的‘大后方’”
■本报记者 郭丰宽 通讯员 邬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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