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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 ，江 苏 省 新 沂 市 第 三 中

学 学 生 唐 磊 收 到 大 学 录 取 通 知 书 ，第

一时间拨通武警江苏总队徐州支队新

沂 中 队 指 导 员 张 常 宏 的 电 话 ，向 他 报

喜。

记者闻讯后，来到唐磊家中采访。

坐在书桌前，唐磊拉开了抽屉，里面是

厚厚一沓信件。“这是前段时间，中队的

武警哥哥们写给我的。”唐磊说，“高考

前，每封信我都读了好几遍。”

唐磊是新沂中队官兵助学帮扶的

对象之一。去年，因亲人去世，唐磊陷

入悲伤，情绪低落。中队官兵不仅为唐

磊提供资助，还轮流担任他的“代理家

长”参加家长会，写信鼓励他，陪伴他顺

利完成高考。

收到唐磊的好消息，官兵高兴地邀

请他来中队一起吃顿饭，祝贺他如愿考

取理想大学。

“ 一 起 吃 顿 饭 ”，看 起 来 再 平 常 不

过。但在有着 30 多年助学传统的新沂

中队，一张“爱心餐桌”，却是这段助学

故事最长久的见证。

“每名受到资助的学生，几乎都会

回到中队，和官兵一起吃顿饭。”张常宏

说，中队坚持了 30 多年的助学传统，就

缘起于一张“爱心餐桌”。

小饭桌连着大学梦

和武警官兵围坐一桌，唐磊和其他

几位受资助的学生一边吃着饭，一边聊

起对大学生活的憧憬。

“饭桌本来就是一个轻松的场合。”

张常宏说，“中队当年创办‘爱心餐桌’，

一方面是为了让家庭困难的学生吃饱

吃好，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种形式，

与学生交流，倾听他们的烦恼，为他们

提供情感支持。”

新 沂 中 队 的“ 爱 心 餐 桌 ”起 源 于

1992 年 。 那 年 的 学 雷 锋 纪 念 日 ，新 沂

中队官兵到与中队营区一墙之隔的新

沂市第三中学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午

饭 时 ，官 兵 注 意 到 ，有 些 学 生 没 去 食

堂，而是用自带的馒头蘸辣酱，凑合了

一顿。

“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吃不好怎么

行？”时任中队指导员张云森与校领导

商议，想在中队食堂里设立一张“爱心

餐 桌 ”，安 排 这 些 学 生 每 天 到 中 队 就

餐。

“红军时期，就有个口号叫‘有盐同

咸，无盐同淡’。食盐紧缺的时候，红军

战士主动将缴获的食盐分给根据地群

众。”张常宏说，“学生家庭有困难，我们

作为人民子弟兵，决不能视而不见。”

就 这 样 ，一 张 对 家 庭 困 难 学 生 免

费 的“ 爱 心 餐 桌 ”应 运 而 生 。 为 更 有

针 对 性 地 提 供 帮 助 ，中 队 官 兵 还 将 常

来“ 爱 心 餐 桌 ”就 餐 的 学 生 情 况 记 录

下 来 。 翻 开 记 录 ，记 者 看 到 ，每 名 学

生的年龄、家庭状况、性格爱好、学习

情 况 都 被 悉 心 整 理 ，通 过 官 兵 反 复 增

补 修 改 的 痕 迹 ，他 们 的 成 长 与 进 步 清

晰可见。

2015 年，中队搬迁到离学校较远的

新 营 区 ，“ 爱 心 餐 桌 ”便 改 为“ 爱 心 基

金”。“爱心基金”由中队官兵捐款设立，

定期为家庭困难学生的饭卡充值，继续

保障他们的三餐。

在 中 队 ，唐 磊 也 看 到 了 自 己 的 记

录。如今，记录的最后一行写着：“已考

上大学。”

“谢谢你们，无数个黑暗的夜里，是

你们带来了一束光。”提起笔，唐磊在记

录末尾写道。

连心课培塑报国情

“和武警哥哥们走在一起，才知道

他们的队列这么整齐，身姿这么挺拔。”

暑假期间，中队官兵和新沂市第三中学

师生代表一起走进马陵山红色文化教

育园。高二学生陈秋迪一路跟着武警

官兵，活动中官兵扎实严谨的作风给他

留下深刻印象。

“这两年，我们经常开展国防教育、

共建交流活动。”新沂中队干部介绍，

“现在大多数学生面临的不再是吃不饱

饭的问题。因此近几年，我们在延续助

学传统的基础上，开设‘连心课堂’，通

过共学共建，引导学生爱国爱军、奋发

图强。”

在新沂中队捐资助学年度拓展计

划表上，记者看到，中队几乎每个月都

有活动安排：3 月，组织“结对认亲、结对

帮扶、结对助学、共同圆梦”活动；4 月，

组织“战士进乡村、学生进军营”活动；5

月，组织“国防教育进校园，点燃青年强

国梦”活动……每完成一项，后面都附

上了学生与官兵的活动感悟。

军人树立起榜样，就有学生沿着他

们的脚步前进。

中队资助过的学生徐征北，如今穿

上军装，戍守在西藏边陲。2015 年，平

时成绩优异的徐征北在高考中发挥失

常，考虑到自己的家庭条件，徐征北决

定不再复读，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太可

惜了！”中队官兵得知后，邀请他来部队

体验军营生活。

“武警官兵整齐响亮的呼号、斗志

昂扬的样子，让我重燃信心。”徐征北

说，“跌倒了就要爬起来，才有机会像他

们一样。”

在学校的支持和新沂中队官兵的资

助下，徐征北重回校园。次年，徐征北以

超过一本线 33分的成绩考上军校。军校

毕业后，他递交了进藏服役申请。

据新沂市第三中学德育主任赵健

成介绍，随着学校与中队双拥共建深入

开展，近年来，多名学生首先把军校作

为报考志愿。

结对子携手同进步

“七一”前夕，在中队举办的重温入

党誓词活动中，新沂中队下士夏君迎来

了一位特殊的观礼亲属——“妹妹”夏

雪。

在去年开展的帮扶活动中，夏君与

新沂市第三中学学生夏雪结成帮扶对

子。“有了‘妹妹’，我感觉自己肩上多了

一份责任。”夏君说，“学习、训练，我得

给她‘打个样’。”

“官兵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受到

教育、不断成长。”张常宏说，在新沂中

队，每名下连的新兵，都要学习中队捐

资 助 学 的 历 史 ，阅 读 学 生 写 给 中 队 的

信 件 ，感 悟 一 代 代 中 队 官 兵 无 私 奉 献

的精神。

中队下士小杨家庭条件优越，可每

次组织爱心活动，他总是躲在一边。去

年的学雷锋纪念日，张常宏专门带他一

起去中队帮扶的学生胡子凡家中走访。

“我刚走进屋里，就被震惊了。家

里光线不好，又不舍得开灯，屋里一片

昏暗。她只比我小几岁，却比我坚强得

多。”受到触动的小杨后来经常去看望

胡子凡，还主动将省下来的钱存进中队

的“爱心基金”。

面对困境自强不息的学生，也激励

着官兵不断追求进步。中队资助的学

生小胡视力残疾，即使只能用高倍放大

镜读书，也没有放弃学业。与小胡结对

的中队战士逯丰乐备受鼓舞，也坚持学

习，最终成功考学提干。据了解，在结

对帮扶家庭困难学生的官兵中，先后有

50 余人立功受奖。

捐资助学活动带来的正能量助力

官兵成长，也推动了中队建设。伴随 30

多年的爱心接力，新沂中队先后受到武

警江苏总队、徐州支队表彰。2021 年 2

月，中队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为“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过去有‘爱心餐桌’，现在有‘连心

课堂’，部队和学校的距离虽然远了，但

我们爱民为民的情怀始终未变。”张常

宏说。

武警江苏总队徐州支队新沂中队官兵连续32年捐资助学、帮扶驻地家庭困难学生—

从“爱心餐桌”到“连心课堂”
■林镇海 本报记者 危乔巧 马宇辰

“烤 鸭、苹 果 …… 这 都 是 咱 妈 爱

吃 的 。”7 月 底 的 一 天 ，第 78 集 团 军

某旅教导队班长李志标带着来驻地

探 亲 的 妻 子 和 两 个 儿 子 ，请 假 外 出

看望“妈妈”王德兰。

“上一次全家聚齐，还是过年的

时候。”看到两个小孙子，王德兰格外

高兴。

放下手里的东西，李志标和妻子

熟门熟路地忙活起来，洗水果、收衣

服，还不忘询问上个月陪王德兰开的

药吃完了没有。

“ 十 几 年 了 ，孩 子 一 直 这 么 贴

心。”说话间，王德兰拿出了相册。

相册里，王德兰身边总有一群身

着迷彩的“兵儿子”。其中，“出镜率”

最高的，当属李志标。

2007 年，王德兰的丈夫和儿子相

继去世。2008 年，驻地民政部门携手

当地驻军，开展爱心儿女走进失独家

庭活动。通过这一活动，该旅前身部

队官兵成了王德兰的“兵儿子”。

2012 年入伍的李志标，是一名孤

儿。第一次见到王德兰的那天，正值

隆冬，李志标却感到心里仿佛燃起了

一簇火苗。

“听到战友们争相喊妈妈，她也

高兴地回应，我觉得特别亲切、特别

向往。”李志标说。

那天，李志标在日记里写下一段

话 ：“24 年 了 ，叫 一 声‘ 妈 妈 ’对 我 来

说 是 一 种 奢 求 。 今 天 ，我 终 于 叫 了

一 声‘ 妈 妈 ’，我 一 定 要 当 好 妈 妈 的

儿子。”

翻看相册发现，从 2013 年之后，

逢年过节，李志标都会和战友一起来

王德兰家中看望。“兵儿子”们上门，

是王德兰家最热闹的时候。王德兰

每 次 都 换 着 花 样 做 几 道 菜 、包 顿 饺

子，和大家一起过节。

妈 妈 的 事 ，李 志 标 一 直 放 在 心

上。家里的水电费、取暖费，他总是

提前交上；冬天到了，他给王德兰买

来防滑鞋、保暖衣。2015 年，李志标

结婚。婚后，家属来队探亲，第一件

事就是去看望王德兰。

“ 他 们 虽 不 是 母 子 ，但 亲 过 母

子，虽不是家人，却情胜家人。”2016

年 ，该 旅 和 驻 地 相 关 部 门 共 同 举 办

的 春 节 联 欢 会 上 ，根 据 这 段 故 事 改

编 的 小 品《王 大 娘 和 他 的“ 兵 儿 子 ”

们》，感动了众多观众。

2023 年 5 月，王德兰因病住院，李

志标休假到医院陪护。王德兰有时

打点滴要到凌晨两三点钟，他一直守

在身旁。在李志标的悉心照顾下，20

多天后王德兰终于出院。

“去年孩子都累病了。”王德兰告

诉笔者，因为在医院跑前跑后，休息

不好，李志标患上了心肌炎。

为感谢“兵儿子”们多年来的照

顾 ，王 德 兰 一 有 时 间 就 缝 制 鞋 垫 。

新 兵 下 连 时 ，她 带 着 鞋 垫 和 自 己 包

的包子饺子送到部队。这些保暖又

舒适的鞋垫，伴随许多新兵度过“兵

之初”。

王德兰家的阳台上，一盆盆君子

兰 长 势 喜 人 。“ 这 些 都 是 孩 子 们 送

的。”王德兰说，“因为我的名字中带

一 个‘ 兰 ’字 ，就 送 来 了 君 子 兰 。 他

们 说 ，家 里 有 点 花 花 草 草 才 有 生

气。”

从厨房忙活出来，见妻子和两个

儿子都围着王德兰聊天，李志标不由

得笑了起来。“我很感谢部队给了我

和‘兵妈妈’结亲的缘分。”李志标说，

“现在，妈有了儿子，我有了家。”

下图：李志标（右一）和妻子、儿

子看望王德兰（右二）。

盖科洋摄

第
七
十
八
集
团
军
某
旅
一
级
上
士
李
志
标
与
驻
地
失
独
老
人
结
亲
十
余
年—

您
有
了
儿
子
，
我
有
了
家

■
孟
璠
玙

陶

李

工作动态

双拥人物

本报讯 韩强、陈清报道：走进军

营参观、参加拓展训练……这个暑假，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军娃的假期生活

丰富多彩。太湖县双拥办、人武部和退

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开办的“军娃暑托伴

成长，暖心爱护解兵忧”军人子女暑期

托管班，较好解决了军人子女暑期“看

护难”问题。

今年的托管班从 7 月 10 日持续到 8

月 16 日，共有 20 余名驻军部队及太湖籍

现役军人子女报名参加，主要招收学龄

前儿童及小学生。托管班由富有经验的

老师带教，在充分借鉴往年经验的基础

上，将国防教育、安全自护、心理关怀等

纳入课程内容。

“开办暑期托管班，是在调研的基

础上，对官兵普遍关注的后院、后代问

题的回应。”太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

长 朱 结 华 介 绍 ，暑 托 班 解 决 了 军 人 家

庭 暑 期 子 女 看 护 难 题 ，很 受 军 人 军 属

欢迎。

近两年，安庆市重点打造“宜心拥

军，宜礼优待”拥军优抚特色品牌，持续

开展“荣光”双拥专项行动，探索公益双

拥、科技惠军、互动国防教育等新实践，

打造多项特色双拥工程。

安徽省太湖县开办军人子女暑期托管班

军娃暑期有了好去处

上图：8 月 5 日，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

新沂市第三中学毕业生来到武警新沂中队

报喜，在图书室与官兵交谈。 袁金鑫摄

左图：新沂中队营区搬迁之前，在营区

食堂开设的“爱心餐桌”。 资料图片

制图：扈 硕

盛夏时节，武陵山下，雨后的湖南

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

镇十八洞村，云雾缭绕，宛如仙境。光

滑的石板路串起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一

群群游客跟着苗族导游穿行村寨，欢声

笑语不时响起。

“我们村现在旅游产业红红火火，

日子过得比蜜还甜！”身着苗族服饰的

村民石拔哑热情地和游客握手、合影，

并邀请大家进屋参观。

2013 年 11 月，“精准扶贫”重要理

念在这里被首次提出。在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方略指引下，这个曾经的穷

山沟，如今已蜕变为村寨美、产业旺、旅

游火的“小康村”。2023 年全村累计接

待游客 83.8 万人次。村民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人均年收入从 2013 年的千余

元，增加到 2023 年的 2 万余元。

“十八洞村是湘西州军地深挖红色

资源，奏响‘红绿交响曲’，助推乡村振

兴的一个缩影。”吉首军分区领导介绍，

湘西是一片红色热土，辖区内既有茨岩

塘镇、塔卧镇等红色纪念地，更有新时

代红色地标矮寨大桥、十八洞村。作为

精准扶贫首倡地，如何奋进乡村振兴新

征程？湘西州军地携手，将打造红色旅

游品牌和发展绿色农业有机融合，助推

乡村走上振兴之路。

茨岩塘镇地处龙山县东北部，是红

六军团十八师长征出发地。过去，这里

因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资源匮乏、

人口流失，一度发展滞后。

“随着红色旅游升温，我的农家乐生

意渐好。这要感谢解放军！”该镇土家族

青年王超告诉笔者，为将茨岩塘打造成红

色旅游名片，吉首军分区探索走开人文历

史、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路子，

推动茨岩塘镇全面振兴。他们会同湘西

州委宣传部拍摄《丰碑·茨岩塘》专题纪录

片，邀请吉首大学音乐学院为茨岩塘创作

多首MTV，推介茨岩塘人文风光。

“去年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旅游收

入超过 3000 万元。”该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王维胜介绍，他们组建红军艺术团、

红色讲解员队伍，解决了千余村民的就

业问题。

为创新参观学习模式，为游客提供

体验感强的研学服务，吉首军分区协调

当地相关部门，通过互动式、游戏式、辩

论式教学方法，把爱国主义、革命传统

教育融入集体活动中，将电子对抗、军

事竞技、农事体验等引入旅游项目，推

动红色旅游不断丰富发展，激活乡村振

兴“一池春水”。

同时，湘西州军地充分利用当地自

然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农业，重点

发展高山无公害蔬菜种植等，建立乌龙

山 富 硒 蔬 菜 基 地 和 百 合 良 种 繁 育 基

地。如今，高山无公害蔬菜产业已成为

湘西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湖南省吉首军分区挖掘利用苗乡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助推乡村振兴—

红色地标遇见绿水青山
■杜若飞

湖南省龙山县茨岩塘镇红二、六军团兵工厂旧址。 覃继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