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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百姓与国防

“父母是孩子的家庭教师，但不是

什么事都得按照父母说的来，要建立

科学有效的亲子沟通方式……”前不

久 ，在 海 南 省 三 亚 市 某 社 区“ 军 嫂 学

堂”上，教育专家针对家庭关系处理进

行互动式授课，军嫂门哲旭深受启发。

那段时间，门哲旭的婆婆住院，丈

夫在单位值班，家里大小事务都由她

一人操持，压力与焦虑，让她和孩子因

学习问题发生矛盾。

“孩子，是妈妈对你要求太严了，

今后我会尊重你的意见。”“妈妈，我也

有不对的地方，也要体谅您……”亲子

身份互换游戏结束后，在专家引导下，

门哲旭和孩子敞开心扉、消除误解。

该社区是一个大社区，居住着不

少海军某部军属。为帮助军属妥善解

决生活琐事，促进军人家庭和谐，社区

与该部联合打造“军嫂学堂”学习交流

平台。

“后方稳则前方固。”社区党支部

书记、军嫂李丹是“军嫂学堂”的发起

人 之 一 。 谈 及 开 设“ 军 嫂 学 堂 ”的 初

衷，她不由地打开话匣子。

“我家孩子眼看要到学龄了，可去

哪里上幼儿园还没着落。”“刚来到这

座城市，感觉一切都很陌生。”“社区文

化活动少，节日气氛太淡了……”作为

社区管理者，李丹每天要和居民打交

道，听到了许多军嫂的“吐槽”。同为

军属，她理解军嫂的不易，总想帮大家

排忧解难。

一天，在和几位兴趣广泛、性格开

朗的军嫂聊天时，李丹受到启发：“何

不通过组织活动，让军属聚在一起学

习的同时，唠唠家常、说说心事，哪怕

问题暂时得不到解决，情绪也能得到

一定疏解。”

自 2021 年起，李丹开始组织社区

军嫂参加亲子、科普等活动。今年初，

李丹与该部宣传科取得联系，提出让

军嫂活动常态化、阵地化的想法，得到

该部领导大力支持。

后来，在军地共建下，一个专门供

军嫂学习交流的场所——军嫂学院，

“ 落 户 ”社 区 二 期 活 动 中 心 。 4 月 26

日，李丹在社区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

《“军嫂学堂”开班啦！》。

军人与家人团聚的时候不多，对

于 能 有 多 少 人 参 加“ 军 嫂 学 堂 ”，李

丹 心 里 没 底 。 没 想 到 ，第 一 期 活 动

就 有 30 多 个 军 人 家 庭 参 加 ，这 让 她

信心倍增。

李 丹 介 绍 ，“ 军 嫂 学 堂 ”已 服 务

千 余 人 次 ，除 了 普 及 教 育 学 、心 理 学

知 识 ，还 弘 扬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开 展 技

能培训。

军嫂郁淼性格有些内向，刚到社

区时，面对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

深感疏离。丈夫执行任务不在家时，

她就“窝”在家里很少出门。

一次外出散步，郁淼听到小区广

场上传来阵阵欢笑声。“走近一看，是

‘军嫂学堂’在上手工编织课。一位嫂

子 认 识 我 ，热 情 地 把 我 拉 过 去 学 编

织。跟着老师的步骤，我做出一顶精

美又实用的草帽。”在感受美、创造美

的过程中，郁淼与军嫂们交流互动，融

进了欢乐的海洋。

此 后 ，郁 淼 常 到“ 军 嫂 学 堂 ”学

习。上半年，郁淼和其他军嫂一起带

孩子到部队参观，对“另一半”的工作

有了更直观更全面的了解。大家交流

时，郁淼说：“夫守海疆我守家。爱，要

同向同行。”

与军嫂郁淼的性格不同，军嫂谢

亚娟性急如火。

“我和我丈夫性格都比较急，一点

小事就可能引发争吵。”谢亚娟说，过

去，她忽略了丈夫工作的特殊性，没有

意识到他的压力，争吵时从不肯先“低

头”。在上了“军嫂学堂”几期家庭情

感课程后，她尝试自我改变。

“ 现 在 我 俩 一‘ 顶 牛 ’，我 就 默 默

告诉自己要克制，先给各自 10 分钟的

冷 静 时 间 ，等 他 气 消 了 ，我 再 和 他 沟

通。”谢亚娟现在和丈夫的相处方式，

是 她 咨 询 情 感 专 家 并 结 合 实 际 摸 索

出来的。

“‘军嫂学堂’让谢亚娟像换了一

个人。”一位军嫂说，谢亚娟如今已是

“军嫂学堂”心理课的“课代表”。

“军嫂学堂”也在改变着官兵。

“要不是妻子的开导，估计我已经

脱下军装。”谈及晋升高级军士时的情

景，三级军士长万家和记忆犹新。

2021 年底，该部高级军士留队名

额有限，万家和负责的工作也遇到难

题。有几组实验数据，他反复检测都

不能通过，也找不到问题根源。一来

二去，万家和打起“退堂鼓”。

调休时，他向妻子吴洋流露打算

退役的想法。吴洋没有当即表态，而

是利用“军嫂学堂”学到的心理疏导方

法，耐心地引导他说出担忧，并宽慰他

安心服役，不管结果如何，都会无条件

支持他。这让万家和受到鼓舞、重燃

斗志。

“‘军嫂学堂’不仅在改善家庭关

系方面发挥作用，还解决了不少实际

难题。”李丹说，他们开展军嫂互帮互

助活动，听取军嫂意见，积极完善孩子

上下学接送、老人住院看病、小区水电

维修等配套服务。

上图：“军嫂学堂”学习场景。

董 鑫摄

“军嫂学堂”开讲啦
—海南省三亚市某社区与海军某部助力官兵稳固“后院”

■本报特约记者 董 鑫 通讯员 方 侠 傅一博

一 张 泛 黄 的 病 历 上 写 着 烈 士 伤

情，一旁摆放着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

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纪念册，

墙壁上挂满“千里寻父”、缅怀先烈的

照片……

9 月 21 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方城镇大于村，抗美援朝烈士王友明

事迹家庭展览馆正式开馆。此馆是

78 岁老人王永生为纪念父亲王友明

而建。该区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

媒体工作人员，以及拥军团体代表和

先进个人前来参观。

王永生从寻父经历开始讲述，“第

二 次 到 朝 鲜 ，我 找 到 了 父 亲 的 安 葬

地。那天，我非常激动，想带着父亲一

起回家，于是在父亲墓碑前挖了一袋

黄土带了回来……”

王 友 明 是 家 中 独 子 ，于 1948 年

入 伍 ，1952 年 入 朝 作 战 ，1953 年 7 月

牺 牲 。 多 年 来 ，家 人 期 盼 着 能 早 日

找 到 王 友 明 的 墓 地 ，前 去 祭 扫 。 期

间，王永生曾带着奶奶、母亲寻访国

内 多 座 革 命 烈 士 陵 园 ，都 没 找 到 。

2010 年 后 ，王 永 生 两 赴 朝 鲜 才 找 到

父亲墓地。

“父亲参军时我刚 3 岁，父亲的样

子在我记忆中是模糊的。可随着这么

多年的寻找，他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愈

发清晰起来。”王永生说，他从小就为

有一位上战场的父亲感到骄傲。朝鲜

之行后，他更加坚信父亲是一个一身

正气、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萌生了为父

亲建家庭展览馆的想法。

如果开馆，不能没有烈士画像。

可是，王友明生前并未留下任何影像

资料。2021 年，烈士孟祥斌遗孀叶庆

华联合钱江晚报、浙江传媒学院、安

徽师范大学等高校组织策划为烈士

画像活动。在临沂日报和兰山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联系下，绘画团队欣然

答应为王友明烈士画像。这让王永

生喜出望外。

收到父亲画像后，王永生迅速着

手整理父亲的生前资料和遗物，开始

试行展示。他的举动吸引了许多爱心

人士参与。不少青年学子不仅把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获得的奖金捐赠给他，

还帮他四处寻找有关资料。

“家庭展览馆不仅展示王友明烈

士事迹，还有许多沂蒙拥军支前先进

典型事迹。”兰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刘健说。

抗美援朝烈士王友明事迹家庭展

览馆约 190 平方米，分为王友明展厅、

红嫂展厅、“千里寻父”展厅和鱼水情

深展厅，展示烈士的大义凛然、红嫂的

无私奉献和军属的无悔付出。

据了解，革命战争年代，沂蒙老区

460 万人口中有 20 多万人参军参战，

120 多万人参加支前，铸就了党群同

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

沂蒙精神。

在人来人往的参观现场，一位曾

服 役 40 多 年 的 老 兵 看 得 十 分 认 真 。

他感慨地说：“王友明烈士为国牺牲以

及家人为他建立展览馆，都是沂蒙精

神的写照。沂蒙英雄儿女如熠熠繁

星 ，照 亮 了 这 片 红 土 地 上 的 山 山 水

水。”

上图：王永生擦拭父亲王友明的

塑像。 乔小兵摄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78岁老人王永生为参加抗美援朝的父亲
王友明烈士建家庭展览馆——

从千里寻父到为父建馆
■李月洲 乔小兵

10月 13日，安徽省池州市举办第二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此次大赛共有 12个参赛项目进入决赛，涵盖乡

村振兴、文化旅游、农业综合、生产制造等领域。图为颁奖现场。 朱俊杰摄

本报讯 洪雪、特 约 记 者雷彬报

道：“再回部队，重登战舰，感到分外亲

切。”前不久，海军某预备役部队组织

预编预备役人员集训。登上军舰，响

应征召的退役军人徐勇星难掩激动。

“ 预 编 预 备 役 是 战 时 快 速 补 充 作

战 力 量 、快 速 形 成 战 斗 力 的 有 效 手

段。”该部领导告诉记者，预备役部队

调整改革以来，他们主动对接现役部

队用兵需求，协调省军区、地方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等，联合选拔补充优秀退

役 军 人 ，修 订 预 编 方 案 ，畅 通 征 召 链

路，并结合新职能、新使命、新任务，积

极探索预备役人员训练管理新模式。

为确保预编兵员恢复性训练更贴

近实战需求，该部依托训练机构和水

面舰艇部队，按照“贯通流程、提高能

力 、积 累 经 验 ”的 思 路 ，将 学 、训 、考 、

评贯穿全程，探索构建新的联合组训

模式。

预编预备役人员周聪接到征召通

知后，第一时间报名参训。集训期间，

他牵头组织经验交流，围绕如何快速

动 员 、训 练 和 保 障 提 出 可 行 性 建 议 。

“我们必须坚持实战化训练标准，练就

过硬作战本领。”周聪表示。

该 部 领 导 介 绍 ，此 次 集 训 ，从 动

员、集结到训练，任务部队密切联动、

军 地 单 位 协 力 推 进 、现 预 部 队 一 体

开 展 ，全 面 检 验 和 提 升 了 预 编 预 备

役 人 员 作 战 能 力 ，为 完 善 预 编 预 备

役 人 员 征 召 方 案 和 训 练 模 式 积 累 了

宝 贵 经 验 。

海军某预备役部队

组织预编预备役人员集中淬火

本报讯 刘盛国、特约记者乔振友

报道：“第二批主题教育已经启动，民兵

分队要同步展开……”10 月 11 日，黑龙

江省双鸭山市宝山区召开第 27 次武装

工作月例会，基层武装工作人员就如何

开展民兵主题教育进行讨论。

自 2021 年起，经区委、区政府决定，

该区完善武装工作例会制度，于每月第

一周召开武装工作例会，分管武装工作

的区领导、基层专武干部、基干民兵连

（排）分队长和人武部现役军人、文职人

员参加。

“及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

题，工作就不会往后拖。”区人武部部长

杨忠民介绍，召开武装工作例会是落实

党管武装工作的具体举措，有利于基层

武装工作人员吃透上级精神，明确方法

步骤，掌握工作标准，确保基层武装工作

同步筹划、一体推进。

据了解，该区人武部对兵员征集、民

兵工作、“两室一库一家”建设管理等 10

项工作进行量化，成绩和不足在人武部

办公楼前展板上展示。例会根据工作量

化考评情况讲评工作，倒逼基层武装工

作人员狠抓末端落实。

一次，区政府领导参加例会，得知一

个基层武装部训练场地有限，民兵训练

难开展，当即带头研究解决问题。会后，

区政府指导相关职能部门，协调用地建

设民兵应急连连部和功能配套的“青年

民兵之家”。后来，该民兵连成为双鸭山

市基干民兵连部建设示范点。

据悉，两年多来，该区通过武装工作

例会先后解决民兵器材库建设不达标、

民兵专业训练骨干少等 22 项难题，为基

层武装建设高质量发展赋予新动能。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山区扎实推动武装工作落实

例会解难题 讲评鼓干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