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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亲人”

“儿子，每次见面，你总是报喜不报

忧。看到你进步我特别高兴，但也总想

着还有些话要叮嘱你，别嫌妈啰嗦……”

每当想“兵儿子”了，哈密市爱国拥

军促进会“兵妈妈”爱心团的保卫华就提

笔给某部军士郑华强写信。7 年来，郑

华强收到的信已有厚厚一沓。

其实，这次写信距离保卫华上次和

“兵儿子”见面，只有一个多月。

今 年 1 月 底 ，离 过 年 还 有 十 几 天 ，

“兵妈妈”爱心团的“兵妈妈”和几位“兵

爸爸”就聚到一起，将瓜果饮料搬上车；

带上亲手编织的围巾，购买的护手霜、书

籍等，去军营看望“兵儿子”。那天气温

接近零下 15 摄氏度，这群平均年龄近 60

岁的“兵家属”们呵出的气在睫毛上结成

了霜，但热情丝毫不减。

来到新疆军区某部，官兵正在营区

外等着“兵爸爸”“兵妈妈”们，保卫华一

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兵儿子”郑华强。

“这次来看看你，是想赶在年前一起

吃顿团圆饭。”拉着“兵儿子”郑华强的

手，保卫华有着说不完的话。“兵爸爸”

“兵妈妈”们很快张罗起来，和官兵一同

包饺子，分享团圆和喜庆。

这次活动中，又有几对“兵妈妈”和

“兵儿子”结亲。双方在活动现场郑重签

订认亲承诺书，结下一段由军民情升华

的亲情。

临走，保卫华千叮咛万嘱咐，既心疼

“儿子”戍边辛苦，又盼他刻苦训练、建功

军营。

“当妈的，都是这样的心。”保卫华说。

一个心愿

看到“兵妈妈”和“兵儿子”其乐融

融，“兵妈妈”爱心团创始人范俊梅心里

暖意融融。

2015 年 11 月，范俊梅在一次聊天中

得知朋友加入了乌鲁木齐退伍兵志愿者

服务队，她不禁有些羡慕。“我从前得到

过军人的帮助，如今了解到有这样的组

织，我觉得自己也能尽一分力。”2016 年

春节，看到官兵节日期间仍在寒风中站

岗，范俊梅和丈夫一起忙了整整两天，包

了数百个包子想送给官兵，却因部队执

行任务，官兵没能吃上。

“自己的力量有限，也没和部队沟

通好。”经过认真思考，范俊梅决定更周

密地筹划拥军活动。她主动联系哈密

市双拥办，在双拥办支持下，组织起一

批热心拥军的群众，成立了双拥志愿者

服务队。在双拥办的沟通协调下，双拥

志愿者服务队开展的拥军活动走进了

军营。

一次，双拥志愿者服务队在部队开

展微心愿征集活动，让官兵将心愿写在

纸上，由志愿者们帮助实现。

那一天，和双拥志愿者服务队一起

走进军营的保卫华，看到了新兵郑华强

写下的微心愿纸条：“5 月 27 日是我的生

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和爸爸妈妈分

享生日蛋糕，可是没机会了。”

保 卫 华 从 部 队 了 解 到 ，郑 华 强 从

江 西 省 余 干 县 入 伍 来 到 新 疆 哈 密 ，父

亲 早 年 去 世 。 保 卫 华 心 疼 不 已 ，当 即

说 ：“ 生 日 我 来 陪 你 过 。 以 后 ，我 当 你

的妈妈。”

一路前行

“认了‘兵儿子’就要把爱奉献给‘兵

儿子’。有了更多感情支持，‘兵儿子’在

部队会更安心服役。”为了让远离家乡来

到边疆服役的郑华强适应部队生活，保

卫华和范俊梅商量着，常到军营看看“兵

儿子”、鼓励他好好干。

在保卫华的关怀下，郑华强在部队

表现出色，选改军士，留在“第二故乡”。

在双拥志愿者服务队和驻军部队牵线搭

桥下，又有好几位志愿者与战士结亲。

从此，认“兵儿子”成了双拥志愿者服务

队的一项特色活动，后来专门成立了“兵

妈妈”爱心团。

“咱们是去部队给大家送温暖的，不

能给他们添麻烦。部队纪律严，这些制

度规定咱们要遵守。”成员越来越多，范

俊梅坚持办会宗旨，用制度规范各项志

愿服务工作，力争“帮忙不添乱”。

近年来，“兵妈妈”爱心团坚持全心

全意做社会拥军的“热心人”，积极开展

“兵妈妈”进军营、“相约金秋·情定军营”

军地青年联谊、送文化进军营等形式多

样的拥军服务活动。

花 香 自 有 蝶 飞 来 。 8 年 来 ，“ 兵 妈

妈 ”爱 心 团 从 不 足 10 人 发 展 到 100 多

人 。“ 兵 妈 妈 ”们 进 军 营 、赴 场 站 、上 哨

卡，开展各类拥军活动 40 余次，与 100

多名战士结亲，多名战士考取军校、选

改军士。

上图：“兵妈妈”与结对认亲的战士

合影留念。 杨建那摄

天山脚下有群“兵妈妈”
■陈海文 王梦缘

2016 年，哈密市成立双拥志愿者

服务队，我报了名。我的老家在河南，

是一名戏剧爱好者，平时爱唱梆子腔，

每逢八一建军节等节日，我就跟着服务

队到驻军部队慰问演出。

2017 年 7 月，一批新兵在哈密市

进行新兵训练。我去参加慰问表演，唱

了一曲河南梆子。我注意到有个新兵

显得格外激动，后来我得知，他叫胡鑫，

是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人。离家千里，

听到乡音最是亲切，我当即告诉他，有

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

新 训 结 束 ，胡 鑫 分 配 到 边 防 哨

所。我心中放心不下，买了些慰问品

坐高铁去看望他。就是这一次，胡鑫

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他的家庭几经

变故，很小就跟着年迈的奶奶在姑姑

家生活。他学过厨师的手艺，后来又

参军入伍。

从此，我的心里多了一份牵挂，把

他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由于部队的

特殊性，平时我和胡鑫见面机会不多，

偶尔的一次电话联系对我们来说都很

珍贵。胡鑫比较内向，说话总是声音

很小，我就鼓励他要自信，在部队要积

极上进。有些事电话里说不明白，已

经几十年不写信的我，又拿起笔写起

信来。

入 伍 不 久 ，胡 鑫 的 奶 奶 因 病 去

世。我得知后，连忙推掉手头的工作，

和 3 位“兵妈妈”结伴来到哨所。见到

胡鑫，我赶忙上前给他一个拥抱。离

家千里，我就是孩子的依靠。我对他

说：“以后的路，妈妈会陪你一起走。”

“以后的路妈妈陪你一起走”
■“兵妈妈”爱心团成员 李传凤

我是上世纪 60年代生人，从小就向

往军营，想去当兵，但因种种原因，最终

没能如愿。

2017年底，我女儿带我参加哈密市

双拥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服务活动，能

给子弟兵、给他们的家属帮点忙，我很高

兴。2018 年 5 月，我第一次跟随服务队

走进军营，也是在那一天，我认识了一位

名叫阿卜杜热伊木·库都热提的维吾尔

族战士。

起初我还担心我们在交流方面会

有 障 碍 ，但 聊 了 一 会 儿 ，我 发 现 他 的

汉 语 很 棒 ，是 个 热 情 踏 实 的 小 伙 子 。

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让我很感动的

是 ，他 常 给 我 发 信 息 问 候 ，我 也 鼓 励

他在军营好好干。这种相互的关心，

让我心里暖暖的。后来，我认了他当

“兵儿子”。

阿卜杜热伊木很懂事，每当他取得

进步和成绩，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我

也特地去学了一些维吾尔族特色食品的

做法，做些好吃的在慰问活动的时候带

去，让他尝尝“兵妈妈”的手艺。

阿卜杜热伊木服役即将满两年时，

我问他，是打算留队还是退役回家？他

考虑了很久，我知道他舍不得战友们、也

舍不得我们这群“兵妈妈”。我说，不管

你做什么决定，妈妈都会支持你，你还那

么年轻，到哪里都能为国家作贡献，妈妈

也会一直记挂着你。

后来，他退役回去继续学业。如今，

我和他的联系依旧密切。前阵子，他说

准备考研。孩子有了自己的路，我感到

很欣慰，我会一直关心支持他。

“你的决定妈妈都支持”
■“兵妈妈”爱心团成员 王桃花

去 年 ，我 又 认 了 一 位 新 兵 当“ 兵

儿子”。

刚来到新疆，新兵难免想家。我和

新兵胡煦光结对，去看望过他几次，给

他带了饺子，还在家里做了鱼送去给他

尝尝。由于新兵使用手机不便，我每次

去看望煦光前都先和他的排长联系，一

来二去，跟他的排长和战友们也熟络起

来，煦光的战友也喊我“范妈”。

新训结束，煦光分到了离哈密市

400公里左右的连队。送行的时候，我

拉着煦光的手说：“无论分到哪里，再远

妈妈都会去看你。”

今年 2月，我带着慰问品去边防连

队看望煦光。穿过戈壁时，汽车左前

轮胎突然没气了。我赶紧先将饭盒用

塑料袋裹上，在雪地挖了个洞放进去，

以免给煦光带的热食变味。戈壁上，

手机没有信号，我就站在路边等过路

的车辆。好在哈密军分区的一辆车刚

好路过，官兵帮我们修好了车。车上

一位干部得知我是去边防连队看望

“兵儿子”，感动地说：“您对‘兵儿子’

的感情真是太深了。”我说：“我就是他

的妈妈，妈妈看望儿子天经地义，再远

我都要去。”

到了边防连见到煦光，我的心一下

子就踏实了。自从 2017年第一次走进

军营拥军，这样的心情我已经经历了许

多次。煦光说，现在的心愿就是想吃妈

妈煮的肉丝面。我记在了心里，一定为

他完成这个心愿。

“再远妈妈都会去看你”
■新疆哈密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 范俊梅

“妈，您孙女想您了！”刚忙完店里

的事，我就接到“兵儿子”杜博博的视

频电话。视频里的小孙女不到一岁，

牙牙学语地叫着我奶奶，我心里别提

多高兴了。我又跟“儿媳妇”聊起照顾

孩子的话题，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

过去了。

视频里的一家三口，是我的“兵儿

子”杜博博一家。2018年，我了解到哈

密市有一个双拥志愿者服务队。我的爷

爷奶奶都当过兵，想着能为军人军属做

点事，我就加入了服务队，后来还成了

“兵妈妈”。这几年，我在 3个部队先后

认下4个“兵儿子”。尽管杜博博已经退

役，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感情一点也

没变。

我的第一个“兵儿子”叫杨正明，他

从小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担心他

觉得孤单，心里有话没有人倾诉，我就

经常去部队看望他，询问他的近况。

2019年夏天，得知正明在某地执勤，家

属可以送饭，我赶紧包了饺子送过去。

吃完饭，尽管我们只简单地聊了几句便

又匆匆告别，但我知道，这就是“兵妈

妈”该做的事。

我自己也有个儿子，可逢年过节儿

子回家，却经常赶上我去部队慰问，反

而见不上面。2023 年国庆节，儿子回

家 3 天，我恰巧 3 天都有慰问活动。晚

上回到家，儿子一个人吃着外卖开玩笑

说：“你是有了‘兵儿子’就把我给忘了

吧？”

其实儿子很懂事，我经常和他聊起

我们的拥军活动，一些战士的难处，他也

热心帮忙解决。有机会我想带他去军营，

一起去看看我那些可爱的“兵儿子”。

“想带儿子去看看‘兵儿子’”
■新疆哈密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秘书长 朱云杰

我从 2018 年起，就经常参加哈密

市双拥志愿者服务队的拥军活动。经

过武警某部牵线搭桥，我与战士王诚鼎

结成了对子，成为他的“兵妈妈”。

一开始，我只觉得诚鼎比较内向，

话不多。没过多久，恰逢母亲节，我给

诚鼎发消息说：“记得给你妈妈打个电

话问候。”诚鼎回复：“我在家和奶奶一

起长大的。”我问他，爸爸妈妈出去打

工了吗？他回答：“他们都不在了。”

看到这条留言，我怔住了，这才知

道部队为什么安排我和诚鼎认亲。我

转移话题，聊些别的事情，避免让诚鼎

感到难过。当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应该做些什么，能抚慰“兵儿子”的

心，让他感受到父母般的关爱？

不久后，诚鼎选改军士，我邀请他

休假时来哈密家里。我们一家人一起

做饭，聊他在部队的生活，有说有笑，

感受着家的氛围。临走时，他走几步

就回头望望我，看他的眼神，我又走上

前去抱了抱他。我想说，孩子，从此以

后，“兵妈妈”就是你坚强的后盾，妈妈

的心始终和你在一起！

“妈妈想给你一个家”
■“兵妈妈”爱心团成员 葛 红

图①：在哈密市双拥办联合哈密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兵妈妈”爱心

团开展的活动中，“兵儿子”和“兵妈妈”认亲。 张蕊霞摄

图②：“兵妈妈”和刚结对的“兵儿子”合影留念。 李泽源摄

图③、图④：元旦期间，“兵妈妈”爱心团走进军营，与官兵共同庆

祝节日。 张 卜、贾彦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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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聚焦人物聚焦··爱兵如子爱兵如子

又是一年春好处。位于天山东麓的新疆哈密市，气温渐渐
回升。

哈密自古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也是新疆的“东大门”。
“引得春风度玉关”。在这里，有一群热心拥军的“兵妈妈”。
2020年成立的新疆哈密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兵妈妈”爱心团

（前身为 2016年成立的哈密市双拥志愿者服务队），致力于让身
在异乡的官兵感受亲情的温暖。“兵妈妈”们先后与 100多名边
防战士结对认亲，把亲情送进军营、把温暖留在哨卡，演绎了一
段段“边关母子情深”的动人故事。今天，我们分享几位“兵妈
妈”和她们的“兵儿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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