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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来自江苏省徐州市的“小

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淮海战役支前

文物展”首展暨巡回展在复旦大学博

物馆举行。展览中，小推车、小竹竿等

淮海战役支前文物吸引众多学生前来

参观。穿越数十载时光，这些文物承

载的人民群众支前故事和拥军热忱，

依然令人动容。

就像淮海战役的小推车成为人们

心目中军爱民、民拥军的象征一样，在

我党我军的双拥历史中，许多英雄模

范、历史文物、遗址遗迹逐渐成为一种

文 化 符 号 ，凝 结 着 人 们 的 记 忆 和 情

感。近年来，许多地方通过评选表彰、

命名重建等形式，为曾经的文化符号

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双拥工作也得

益于此，许多令人倍感亲切的名字，以

新的面貌重新出现，成为具有地方特

色的双拥新名片。

这些双拥品牌，多源自当地文化

传统或拥军历史，军民耳熟能详。将

鲜明地域特色和双拥光荣传统有机结

合，形成具有标识性的双拥文化，成为

新时代“闪亮的名字”，无疑具有更好

宣传效果，有利于扩大双拥宣传的影

响力。

打造双拥品牌，为双拥传统注入

新的时代内涵是重要内容。战争年代

群众捐粮捐物、照顾伤员、帮扶军属；

和平时期政府为部队办实事，各行各

业科技拥军、教育拥军、法律拥军，多

地挂牌双拥一条街，成立拥军联盟，双

拥工作呈现出新时代的崭新气象。

近年来，许多地方在打造地方双

拥品牌的同时，还经常性开展双拥评

比表彰。“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

物”的评选过程，本身就是对双拥工作

的宣传和推动，新时代双拥模范的示

范引领作用得以凸显，激励更多人投

身双拥、支持国防。

“沂蒙新红嫂”“寻亲志愿者”也获

评“最美拥军人物”，他们“闪亮的名

字”，既是双拥传统在新时代的传承，

又是当代拥军人学习践行的榜样。

传唱了近传唱了近 8080 年的年的《《拥军花鼓拥军花鼓》，》，如如

今还在双拥晚会上不时唱响今还在双拥晚会上不时唱响，，年轻的年轻的

传唱者在寻找新的演唱技巧传唱者在寻找新的演唱技巧、、新的表新的表

现形式现形式。。优秀双拥文化的传承和发优秀双拥文化的传承和发

扬扬，，需要一代代双拥工作者不断与时需要一代代双拥工作者不断与时

俱进俱进，，让让““闪亮的名字闪亮的名字””久久流传久久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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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来说是很高的荣誉。”在山

东省临沂市红嫂文化博物馆，“沂蒙新

红嫂”朱呈镕告诉笔者。“沂蒙红嫂群体

是所有拥军人的榜样，如今作为‘新红

嫂’，我不能辜负这个称号。”

沂蒙红嫂是著名的英雄群体。革

命战争年代，沂蒙山区的女性送子参

军 、送 夫 支 前 ，缝 军 衣 、做 军 鞋 、抬 担

架、推小车，舍生忘死救治伤病员，不

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谱写了一段段

动人的军民鱼水故事，沂蒙红嫂也成

为 家 喻 户 晓 的 拥 军 形 象 和 文 化 符

号 。 2021 年 9 月 ，沂 蒙 精 神 被 确 定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精 神 谱 系 的 第 一 批 伟

大精神。

从 1996 年临沂市委市政府评选表

彰第一届“十佳沂蒙新红嫂”起，至今

已评选四届。今年 9 月份刚刚公布的

新一届“十佳沂蒙新红嫂”中，既有送 3

个儿子当兵的普通农民，也有中学语

文老师；既有成功创业的残障人士，也

有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人 。 在 几 届

“十佳沂蒙新红嫂”中，还涌现出数位

全国“最美拥军人物”。

“沂蒙红嫂是我们临沂双拥的杰出

代表。在沂蒙精神激励下，临沂已经连

续 5 次 被 命 名 为 全 国 双 拥 模 范 城

（县）。”临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科

科长孙富彬告诉笔者，作为革命老区，

临沂的双拥氛围一直非常浓厚，新时代

“十佳沂蒙新红嫂”更是双拥战线上的

楷模。

新时代“十佳沂蒙新红嫂”作为传

承和发扬沂蒙精神的先进典型，受到

广泛赞誉。沂南县农民李光芹 4 个儿

子 3 个 从 军 ，她 每 年 都 带 着 慰 问 品 和

亲手缝制的鞋垫到部队慰问官兵。51

岁的残障人士倪怀连自主创办了一家

科技企业，为 30 多名残疾人提供就业

岗位，同时还积极参加抚恤英烈、寻访

红嫂、扶贫助困等活动。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费县手绣代表性传承人卞成

飞，逢年过节常会为部队官兵送去自

己亲手做的鞋垫、香荷包、驱蚊包。34

年致力于推广家乡特色农产品的杨秀

凤，带着拥军爱国的满腔热忱，帮助军

属、退役军人乘着产业发展的东风致

富增收。

“作为沂蒙精神在当代的传承者和

践行者，我们更要‘听党话、跟党走’，尽

微薄之力讲好红嫂故事，践行沂蒙精

神。”“新红嫂”李光芹说。

山东省临沂市—

“新红嫂”传承沂蒙精神
■郭 昕

“大理好风光，双拥故事多……”

连日来，新时代大理双拥“五朵金花”

走进机关、社区、学校，以各自视角讲

述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故事，受到干

部群众欢迎。

“五朵金花”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

治州的经典文化名片。20 世纪 50 年

代，电影《五朵金花》以真挚感人、紧贴

基层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在党的领导

下白族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

实践，塑造出“副社长金花”“炼钢厂金

花”“拖拉机手金花”“畜牧场金花”“积

肥模范金花”的经典形象，反映了大理

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群众勤劳质朴的美

好品质。

“借助经典影视作品的深远影响

力 ，评 选 新 时 代 大 理 双 拥‘ 五 朵 金

花 ’，旨 在 引 导 激 励 更 多 人 关 注 和 支

持 双 拥 工 作 。”该 州 双 拥 办 主 任 王 跃

其告诉笔者，大理有着光荣的双拥传

统 ，自 治 州 和 所 辖 市 、县 多 次 被 命 名

为 双 拥 模 范 城（县）。 新 时 代 大 理 双

拥“五 朵 金 花 ”形 象 好 、事 迹 硬 、代 表

性强，充分展现了大理群众的爱国拥

军情怀。

笔者了解到，新时代大理双拥“五

朵金花”分别是“红色传承金花”“英雄

模范金花”“拥政爱民金花”“拥军优属

金花”“基层拥军金花”，由该州双拥办

评选命名，其中有革命先驱的后代、参

战英模人物、青年官兵代表，也有社会

拥军模范和基层双拥工作者。

11 月初，70 岁的“拥军优属金花”

常加凤，身着民族服装来到满江街道明

珠社区开展宣讲。常加凤是“全国三八

红旗手”，先后将 3 个儿子送到部队服

役。她的宣讲赢得阵阵掌声。她说：

“没有强大的国防，哪有和平幸福的生

活？”

新 时 代 大 理 双 拥“ 五 朵 金 花 ”岗

位、经历不同，爱国拥军情怀却一样炽

热。10 月底，“英雄模范金花”钟惠玲

以“青春之火燃旺斗志”为题，到大理

高校讲述自己建功战场、投身拥军事

业的感人故事，激励青年学子踊跃报

名参军。湾桥镇保中中学国防教育课

堂上，“拥政爱民金花”、海军某部军官

吕戈深情讲述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壮

丽征程，激发青少年爱国之情、强国之

志。“红色传承金花”、退役军人赵京娅

到党政机关，讲述父亲、开国中将赵镕

一 生 爱 党 爱 国 的 革 命 情 怀 和 红 色 故

事，凝聚推进强国强军建设的更大力

量。“基层拥军金花”、退役军人工作者

何佳梅爱岗敬业、热情服务，获得老兵

们的广泛认可。

“双拥‘五朵金花’是大理的一张

新名片。她们唱响新时代双拥赞歌，

增进军民鱼水深情。在她们带动影响

下，大理一定会涌现出更多拥军先进

人物。”该州领导表示。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五朵金花”唱响鱼水赞歌
■赵 斌 欧阳治民

出差回来这几天，浙江省宁波市

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我为烈

士来寻亲”公益项目发起人孙嘉怿又

在忙着整理资料。

11 月 24 日，海曙区志愿者协会的

几名志愿者陪同宁波市的抗美援朝烈

士遗属，赴辽宁省沈阳市参加第十批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迎

接仪式。

“ 这 一 批 归 国 烈 士 遗 骸 中 ，也 有

许 多 是 尚 未 确 定 身 份 的 无 名 烈 士 。”

孙 嘉 怿 说 ，“ 我 一 直 都 有 种 紧 迫 感 ，

想 为 那 些 无 名 烈 士 找 到 亲 人 ，送 他

们回家。”

在浙江省宁波市在浙江省宁波市，，崇尚英烈的氛崇尚英烈的氛

围一向围一向浓厚浓厚。。宁波市现有烈士纪念设宁波市现有烈士纪念设

施施 219219 处处，，登记在册烈士登记在册烈士 32503250 名名。。当当

年年，，为为支援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宁波

各级人民政府成立支前委员会，组建

担 架 队 ，掀 起 轰 轰 烈 烈 的 支 前 热 潮 。

今年，余姚市完成四明山革命烈士纪

念碑园区提质改造工程。纪念碑广场

上增设“烈士英名墙”，镌刻 929 位革命

烈士的名字。

孙嘉怿的外公，是一位参加过抗

美援朝战争的侦察兵，她从小就对军

人有着深厚感情。在一次瞻仰战斗遗

址的活动中，她忍不住发问：“这个地

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留下名字了

吗？家里人知不知道？”2017 年，她在

网 上 发 起“ 我 为 烈 士 来 寻 亲 ”公 益 项

目。如今，这个项目已发展成一支由

400 余人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这些

年来，团队走过 25 个省份、7 个国家，

共收集整理了 718 座境内外烈士墓地

的 3 万余条烈士信息，为 1300 多名烈

士找到了家。今年 8 月，她被评为全国

“最美拥军人物”。

2021年 11月，孙嘉怿带着烈士遗物

修复团队敲开了志愿军烈士汪文才家的

门。烈士牺牲后，家中仅存的烈士遗像

已模糊不清，当年的英雄牌匾也仅余半

块。这些承载着烈士家属思念的遗物，

在团队文物修复师的巧手下被重新复

原。

“目前，我们正在着手开展‘战地

青春·烈士遗像修复计划’。我们邀请

专家通过亲属描述进行绘画，用 AI 技

术修复遗像，还可以根据亲属提供的

照片，制作烈士的军装照。”

谈及未来，孙嘉怿计划组建一支

“00 后”红色宣讲团，让更多人了解英

烈 故 事 。 从 解 放 战 争 中 的 支 前 担 架

队，到新时代为烈士寻亲的志愿服务

团，宁波市的拥军传统一脉相承。“我

们的烈士寻亲活动，是站在第一代烈

士 寻 亲 人 肩 膀 上 开 展 的 。 进 入 新 时

代，我们不仅有了技术优势，还有宣传

优势。利用互联网，我们可以团结更

多人关注英烈、崇敬英烈。希望有更

多‘90 后’‘00 后’甚至‘10 后’的年轻人

加入我们的队伍，讲述英烈故事，引领

新时代青年走上保家卫国和拥军优属

的道路。”

浙江省宁波市—

“寻亲人”讲述英烈故事
■卢荣俊

图①：“十佳沂蒙新红嫂”李光芹（前右）在县民兵训练基地看望预定新兵。

徐兴春摄

图②：11月 24日，全国“最美拥军人物”孙嘉怿（左）陪同烈属代表前往沈

阳参加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迎接仪式，听烈属代表讲述

英烈故事。 由作者提供

图③：10月 26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举行 2023年双拥主题系列宣讲

暨大理双拥五朵金花聘书颁发仪式。 王正明摄

图④：近日，四川省华蓥市组织部分退役军人到禄市镇“三红”党建馆重

温“红岩精神”，助力双拥模范城创建。 李长合摄

版式设计：扈 硕

“ 军 人 军 属 权 益 受 法 律 保 护 ，应

按规定为军人军属提供优待。”12 月 4

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在今年新落

成的“三红”党建馆前，四川省华蓥市

法 制 宣 传 员 在 开 展 宪 法 宣 传 教 育 活

动 的 同 时 ，也 向 群 众 普 及 现 役 军 人 、

军用车辆、军属等享受优先优惠的法

律依据。

四川省华蓥市毗邻重庆，境内华

蓥 山 地 跨 巴 蜀 、横 贯 川 渝 ，在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曾 是 中 共 华 蓥 山 地 下 党 和 华

蓥 山 游 击 队 从 事 武 装 斗 争 的 根 据

地。小说《红岩》的部分故事，就来自

这里，其中的一些经典形象是以华蓥

山 游 击 队 队 员 为 原 型 创 作 的 。 故 事

中 的 共 产 党 人 坚 持 理 想 、宁 死 不 屈 ，

为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事 业 献 出 了 宝 贵 生

命。他们的品质凝结成“红岩精神”，

成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精 神 谱 系 中 的 重

要内容。

“华蓥是红岩精神的发源地之一，

我们把‘爱国、团结、奋斗、奉献’的红

岩精神确定为新时代华蓥精神，并用

红岩精神引领新时代军民共建。”华蓥

市领导表示。

近年来，华蓥市提出“弘扬红岩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永葆红心向党”的

“三红”双拥文化，充分挖掘本地红色

资源，建成“三红”党建馆，集中展示华

蓥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时期

的光辉历程。在这一新的党群活动阵

地，红岩精神凝聚起奋进力量，双拥宣

传更加深入人心，双拥工作更为扎实

有效。

华 蓥 市 常 态 开 展“ 关 爱 功 臣 行

动”，政府专门出台政策，整合社会资

源，围绕生活救助、医疗保障、住房保

障、就业培训等方面，建立起立体化、

多层次、全覆盖的优抚对象帮扶关爱

体 系 。 60 余 名 退 役 军 人 在 政 府 的 指

导和帮带下成功创业；21 名“兵支书”

投 身 乡 村 振 兴 事 业 ；18 名 退 役 军 人、

军人家属在接受新业态培训后，成为

地方经济发展的“领头雁”。

如今，华蓥市着力打造“三展陈、

两 基 地 、一 条 街 ”的 立 体 红 色 文 化 项

目。“三展陈”即开国中将毕占云将军

展 陈 、华 蓥 山 起 义 女 战 士 展 陈 、中 共

上 川 东 地 工 委 禄 市 特 支 展 陈 ；“ 两 基

地”即双拥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

“ 一 条 街 ”即 退 役 军 人 就 业 创 业 一 条

街 。“ 三 红 ”品 牌 进 一 步 融 入 城 市 文

化 ，展 现 着 华 蓥 群 众 情 系 国 防 、服 务

强军的拥军情怀。

6 月中旬，由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

物馆精心打造的“传承红色基因，争做

时代新人——红岩革命故事展演”走

进华蓥市。红岩精神的两个发源地携

手同行，在擦亮“三红”品牌的同时，也

激励华蓥群众赓续传统，书写新时代

的爱国拥军篇章。

四川省华蓥市—

“三红”文化引领军民共建
■何 阳 常晨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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