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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暖融，云南省沧源县人武部

政委杨进鸿来到勐董镇芒弄村走访军

属，正遇上今年上半年入伍新兵李林

林的父亲李金春坐在家门口，手里握

着一张照片。

走近一看，他手中的正是儿子李

林林在上半年送兵仪式上的照片。照

片上，李林林披红戴花，和其他几位新

兵站在一起。

“想儿子不？”

“想。”李金春笑着说，“不是想他

回来，是想他在部队好好干。”

今年上半年，沧源县共有 30 名新

兵入伍，其中 29 名是少数民族。

“沧源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优先

征集少数民族士兵是我们‘增进民族

团结、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抓手。”杨

进鸿说。

沧源县位于边境地区，过去，许多

村镇由于山高水阻、交通闭塞，发展相

对滞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脱贫攻

坚，到 2019 年底，沧源县 67 个贫困村、

4 万多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摘帽。2021

年，沧源县班洪乡、班老乡 9 个边境村

的 10 位老支书给习主席写信，汇报沧

源佤族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

情况。2021 年 8 月 19 日，习主席给沧

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他们

“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

守护好神圣国土”。

小康生活编织梦想，领袖回信指

引方向。近几年，沧源县报名参军的

少数民族青年稳步增加。

“这个佤族小伙子是第 4次报名应

征。”翻开人武部的入伍新兵名簿，杨进

鸿指着赵江星的名字说。赵江星 2022

年毕业于昆明市体育学校，一毕业就报

名登记，可前 3次应征都因个别指标未

达标，没能通过体检。今年他加强锻炼

和科学调整身体，终于圆梦军营。定兵

的时候，赵江星坚定地说：“我们这里就

是边境，我最知道是谁在守护着边境和

我们的生活。到部队以后，我也愿到边

疆去，守好我们的神圣国土。”

“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

新歌……”20世纪 60年代，一曲表现佤

乡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过上新生活的

《阿佤人民唱新歌》广为传唱，而今，许

多像赵江星一样的佤族青年投身军

旅，唱响了佤族人民新时代的歌谣。

沧源县人武部领导告诉记者，今

年上半年征兵，沧源县报名应征人数

近 300 人，93%是佤族青年，其中大学

生占比达 75%。

“现在送走一个合格兵，将来就可

能迎回一位兴边富民的带头人。”这位

领导高兴地说。

除针对少数民族青年开展征兵宣

传、鼓励他们参军入伍外，沧源县军地

还积极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

兴、稳边固防。目前，沧源县各村（社

区）“两委”班子成员中共有 97 名退役

军人，一大批经过部队历练的少数民族

“兵支书”成为新农村建设领头人、产业

项目发展带头人、脱贫致富示范者。

退役军人田忠明 2000 年退役，从

2015 年起担任沧源县勐来乡班列村

村支书。最近，他正在考察村子附近

的古茶树，准备给村里的茶厂打造品

牌。“班列村有种植茶树的传统，村外

山林里还有不少价值很高的古茶树，

这是我们的资源优势。”田忠明说。担

任村支书 9 年来，田忠明带领群众修

路建房、发展产业，在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阔步前进。最近两年，班列村年集

体经济收入均接近 30 万元。

下图：沧源县人武部组织预定新

兵开展役前教育，坚定少数民族青年

从军报国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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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长鸣，战舰靠泊。
人民海军成立 75周年之际，多艘战舰停

泊在沿海城市码头，举办舰艇开放日活动，接
待群众参观。在河北唐山、山东烟台、浙江温
州、福建厦门等地，以城市名字命名的舰艇来
到各自的命名城市，与市民亲密接触，开展系

列双拥活动。
以同一个名字为牵引，城市与战舰有了特

别的联系。此次各地群众喜迎“战舰回家”，进
一步凝聚了军心民心，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激发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
行动自觉。

跟随着初次回到命名城市的海军温州舰
和连续第二年靠泊山东省烟台市的海军烟台
舰，我们看到一幕幕城舰共建中的动人场景，
也品味着新时代双拥工作的丰硕成果。

鱼水新篇

城与舰的双向奔赴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

佤族自治县毗邻缅甸，县
内共有佤族、傣族、拉祜族等 25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
县总人口约 94%。长期以来，沧
源县人武部积极向少数民族群
众宣扬党的创新理论、坚决维护
边境地区和谐稳定，6 年来先后
输送 251名少数民族青年参军入
伍。2024 年 1月，沧源县人武部
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单位。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巡礼

在两侧拖船喷出的弧形水幕之下，

海军温州舰缓缓靠泊浙江省温州市乐

清七里港码头。

“过水门”，象征接风洗尘。4 月 21

日，浙江省温州市为这艘初次回家的战

舰准备了高规格的“过水门”仪式，温州

舰也以挂代满旗和官兵分区列队的礼

仪与命名城市人民见面。

来自温州永嘉的麻海云早早就等

在码头，船刚靠岸，他一眼就看到了在

飞行甲板列队的儿子麻森华。

快两年没见到儿子，却赶上儿子服

役的温州舰返回命名城市与家乡人民

见面，麻海云“幸福感满满的”。

温州舰入列以来，2 次赴亚丁湾、索

马里执行护航任务，劈波斩浪，仗剑深

蓝，完成多次重大战备训练任务，荣立

集体二等功 1 次、集体三等功 3 次。

今年，在人民海军成立 75 周年之

际，温州舰终于回到命名城市。

“这是温州舰入列以来第一次回到

温州，就像‘游子’回到了故土。”温州舰

一名战士在舰内的留言墙上写道。

来参加舰艇开放日活动的温州市

第 十 二 中 学 的 学 生 们 ，给 温 州 舰 官 兵

带 来 300 余 张 明 信 片 ，写 满 了 同 学 们

对 温 州 舰 官 兵 的 崇 敬 和 祝 福 。“ 听 说

很 多 海 军 叔 叔 没 有 来 过 温 州 ，所 以 我

们 特 别 选 择 了 温 州 风 景 名 胜 的 明 信

片 ，希 望 海 军 叔 叔 能 从 明 信 片 上 熟 悉

温 州 的 美 丽 风 光 。”一 名 中 学 生 告 诉

记者。

码头上，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摆

好桌凳，为官兵进行义诊；当地双拥社

工则支起炉灶，现场制作温州小吃，邀

请官兵品尝。

温州舰上现有 7 名温州籍官兵。见

到家乡人，温州籍战士陈成敬忍不住讲

起家乡话，与前来拥军的家乡人聊得热

络。

“还是家乡的味道最正宗。”品尝家

乡人在码头煮的鱼丸，耳畔尽是乡音，

陈成敬只觉得“心里暖暖的”。

“能够回到命名城市，对战舰来说

是很难得的经历，我们感到非常荣耀。”

温州舰一位干部说，“这样的活动增强

了军地之间的认同感，增进了双方之间

的感情。”

在 舰 艇 开 放 日 活 动 中 ，温 州 市 民

来参观的热情高涨。温州市实验小学

教 师 陈 阳 专 门 带 女 儿 驾 车 来 到 乐 清 ，

参加舰艇开放日活动。“我们学校每年

都 会 开 设 国 防 教 育 课 ，举 行 红 色 研 学

和 军 事 训 练 等 活 动 ，特 别 注 重 培 养 学

生 的 家 国 情 怀 。 能 够 参 观 温 州 舰 ，我

感到非常荣幸，孩子对海军也更了解、

更向往了。”

麻海云也随儿子上舰参观，看到儿

子已经成为这样雄伟的战舰的一名舰

员，他点点头：“确实长大了。”

温州舰入列以来，温州人民始终牵

挂着这艘驰骋深蓝的利剑。在温州舰

参加的第 4 批护航编队出征仪式上，温

州市专门派出代表团为他们送行。护

航期间，温州各界通过各种形式向温州

舰官兵表达问候。

家 人 牵 挂 游 子 ，游 子 惦 念 家 乡 。

2006 年 8 月 ，超 强 台 风“ 桑 美 ”袭 击 温

州 市 ，造 成 重 大 影 响 。 温 州 舰 领 导 代

表 全 体 官 兵 给 温 州 市 民 政 局 打 来 电

话 ，并 组 织 舰 上 官 兵 为 受 灾 地 区 捐

款。

城舰同名，牵起的正是这样一段段

军民情——舰上承载着 976 万温州人民

的热切期盼，城市也为舰上官兵筑就了

一个最可靠的港湾。

今年，温州舰还与温州医科大学、

温 州 市 籀 园 小 学 签 订 双 拥 共 建 协 议 。

官兵与同学们许下约定，未来将会更加

密 切 交 流 ，共 同 维 系 好 这 份 珍 贵 的 情

谊。

下图：浙江省温州市以“过水门”仪

式，欢迎温州舰“回家”。

潘敏苏摄

浙江省温州市首次迎来海军温州舰—

“ 游 子 ”归 故 里
■本报记者 王 钰 特约通讯员 宋芳龙 通讯员 刘传博

温州舰官兵为前来参观的学生演示海军实用绳结打法。 卢 超摄

谷雨时节，风和日丽。4 月 19 日，

朝阳下的海军烟台舰缓缓驶入烟台港

K11 码头。不远处的广场，人声鼎沸、

红旗攒动，烟台市民以热情奔放的“海

阳大秧歌”迎接烟台舰回家。

码头上，一位耄耋老人格外引人注

目。曾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战争，荣立 10 次战功的 98 岁老

兵孙佑杰听闻烟台舰再访“第二故乡”，

早早在码头守候家乡舰的到来。

舰艇靠岸后，孙佑杰在年轻水兵的

搀扶下登上战舰。他仔细打量着舰艇

每一处构造，轻抚舰上各型武器装备，

与水兵们互相敬礼致意。

“我们的祖国强大了，军舰越来越

先进，我太高兴了！”孙佑杰激动地说。

近年来，烟台舰与烟台市大力推动

双拥共建工作，烟台舰连续两年开展“山

海同行，舰回烟台”系列活动，双方携手

举办国防教育宣讲、非遗文化交流、舰艇

开放参观、特色专业展示交流等系列活

动，共同奏响新时代“爱我家乡爱我舰，

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动人乐章。

战舰回到命名城市，深切感受到家

乡人民的拥军热情，沉浸式体验了家乡

文化的独特魅力。

“ 老 师 ，我 是 属 牛 的 ，可 以 剪 一 个

小牛的剪纸吗？”烟台舰女兵卫振华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梁巧艳并排而

坐，认真学习老师的剪纸手法，不一会

儿 ，一 个 形 象 灵 动 的 小 牛 剪 纸 就 跃 然

眼前。

去年烟台舰首次回到家乡时，梁巧

艳创作了一幅两米多长的烟台风光剪

纸作品送给烟台舰。这次，她登上舰艇

教官兵剪纸技巧，向官兵介绍烟台传统

非遗文化。

无论是掐丝珐琅“掐”出的“吉”字，

还是烟台面塑“捏”出的花朵，非遗传承

人用巧手传递真情，把最美好的祝愿送

给舰上的亲人们。

此 次 烟 台 之 行 ，除 了 刚 结 识 的 新

朋，还有阔别重逢的老友。

2022 年 1 月 4 日，烟台舰执行第 39

批护航任务期间，收到 8 艘中国籍远洋

渔船发来的护航申请，这些船上大部分

是烟台籍船员。为保护渔船不受海盗

袭扰，烟台舰所在护航编队通过延长接

护点和解护点的方式，对渔船进行伴随

护航，确保渔船安全过航亚丁湾。

护航结束时，渔船在船舷一侧悬挂

“感谢伟大的中国人民海军保驾护航”

的横幅，表达对家乡舰的感谢。

“当我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看到

烟台舰时，内心是踏实的，心情是激动

的，如果有机会，我要当面感谢他们！”被

护渔船船长杨原君回忆当年场景时说。

4 月 24 日，杨原君手持当年悬挂的

横幅，和船员一同登上了家乡舰。再次

相见，大家围坐一圈，共忆“军舰为我护

航、我为祖国自豪”的经历。船员们将

横幅赠送给烟台舰官兵，作为彼此珍贵

情感的见证。

作为 9 次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

城”的城市，大海映照着城舰情谊，也见

证着多年来烟台市的拥军情怀。他们

在海岸区域建起“拥军楼”，支持沿海地

区部队建设；在烟台市崆峒岛村，驻崆

峒岛的官兵都有一张“驻军专用船票”，

上下岛皆可免费乘坐往来客船。

跨越山海，再度相见。一位烟台市

书法家为烟台舰题字“海上利剑”——

愿这份期许伴着舰船，再绘壮美航迹。

上图：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欢迎烟台

舰靠泊。

吴 頔摄

海军烟台舰连续两年回到命名城市山东省烟台市—

山 海 再“ 携 手 ”
■张 伟 吴 頔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梁巧艳与烟台舰女兵一同体验剪纸。 吴 頔摄

工作动态

本报讯 赵励宁、范奇飞报道：“今后

我就是‘大车司机’了，能参加的任务更多

了！”前不久，辽宁省军区直属单位勤务汽

车分队二级上士吴超领到自己的 A1驾驶

证，高兴不已。他解释说：“我之前是B照，

一直想升级，这次集中组织的联考，真是一

场及时雨。”

近 年 来 ，随 着 省 军 区 系 统 调 整 改

革、职能任务拓展,大中型车辆使用需

求明显增多。然而，基层普遍反映，不

少单位原驾驶员退役、新驾驶员技术尚

需磨炼，大型车辆与驾驶员编制匹配率

较低。

为解决这一问题，辽宁省军区主动

对接驻地大型驾校和交警部门，研究探

索“军队牵头组织、地方驾校承训、交警

部门监考”的军地联考模式，邀请地方驾

校专业教练参与指导，由交警全程监督

考核。在保证考核标准严格的前提下，

这一模式使得指导更具针对性，考核效

率更高。

截至目前，通过考核的 124 名军车

驾驶员全部取得新驾驶证，省军区大型

车辆与驾驶员编制匹配率得到提升。

辽宁省军区借助地方资源培训驾驶员

124名驾驶员喜获“A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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