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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沂蒙，红日暖山河。驱车穿

梭在青葱山岭之间，记者来到“沂蒙六

姐妹”故里——山东省蒙阴县烟庄村。

一进入村庄，记者就感受到浓浓

的 红 色 文 化 氛 围 。 村 子 发 展 红 色 旅

游，沿街建筑多保留革命战争年代风

格 ，不 少 石 砌 的 院 墙 、房 屋 上 红 旗 矗

立，迎风招展。

“2024 年 5 月，习主席到山东视察

时指出，要保护和运用好红色资源，大

力弘扬沂蒙精神，推动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这给我们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注

入信心和动力。”谈及此处，带着记者

参观的村干部满脸喜悦。

“看！那就是俺们村最美的红色

地标。”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

群 山 环 绕 间 ，“ 沂 蒙 六 姐 妹 事 迹 陈 列

室”坐落在一处开阔的山坡上。

“ 为 啥 说 我 们 村 是 一 片 红 色 沃

土 ，我 想 不 仅 仅 是 诞 生 了‘ 沂 蒙 六 姐

妹 ’，还 因 为 这 里 的 一 草 一 木 都 浸 染

过革命战争的硝烟、见证过人民战争

的伟力……”

“沂蒙六姐妹”是解放战争时期沂

蒙 老 区 涌 现 的 模 范 群 体 。 孟 良 崮 战

役、淮海战役相继打响后，烟庄村的干

部、民兵全都上了前线，张玉梅、伊廷

珍、杨桂英、伊淑英、冀贞兰、公方莲等

六姐妹在后方担起了发动群众拥军支

前的重任。

据蒙阴县志记载，仅孟良崮战役

期间，“沂蒙六姐妹”带领村民为部队

烙煎饼 15 万斤，筹集军马草料 3 万斤，

洗军衣 8500 多件，做军鞋 500 多双。

“这里原是一间草顶石房，因年代

久远，我们进行了简单修缮，较大程度

保持了老人生前居住时的样貌。”

来到张玉梅老人的故居，记者看

到了她曾经日夜“战斗”的地方——一

间锅屋（沂蒙方言，指厨房），里面支着

灶台、安着大锅，还有烧水、炒菜用的

简陋厨具和摊煎饼用的生铁鏊子。

“在这间锅屋里，张玉梅老人曾连

续多天为部队摊煎饼，为伤病员熬草

药……”

听着村干部的讲述，看看那被烟

火 熏 黑 的 锅 屋 ，记 者 心 潮 澎 湃 ：到 底

是什么力量，让“沂蒙六姐妹”为代表

的支前群众如此心甘情愿、不惜献出

一切地支援人民子弟兵？

张玉梅居住过的堂屋里摆放着老

人生前用过的桌椅、碗筷，一架饱经岁

月沧桑的纺车，格外引人注目。记者

走近一看，把手处已磨得光亮。

听说记者到来，74 岁的老支书郑

卜奎赶了过来。他说，就是这架纺车，

不知道纺出了多少布料，经老一辈一

针一线的缝制，成了当年子弟兵身上

的一件件军衣和一双双鞋垫。

郑卜奎的母亲是“沂蒙六姐妹”之

一的伊淑英。回忆起母亲和老一辈支

前英模的故事，郑卜奎充满敬佩。“那

时候，打鞋壳子、搓麻绳、纳鞋底都很

费力气，她们为了搓麻绳把腿上的皮

都磨破了……”

“俺仔细数过，一只鞋底平均要纳

50 多行，一行要纳 30 多针。俺娘当年

和张玉梅等老人连夜赶制衣物，就是

为了让子弟兵早日打胜仗、让穷苦老

百姓早点过上好日子。”

“铁心跟党走，拥军站排头……”

行至“沂蒙六姐妹讲堂”，一阵清脆的

童声传入记者耳中。原来，一群可爱

的小学生正端坐在讲堂内，聆听“红色

讲解员”讲述“沂蒙六姐妹”的故事。

工作人员介绍，为了增强游客的

红 色 文 化 体 验 感 ，他 们 创 作 了《送 军

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等情景剧，

开设“拥军食堂”，让游客品尝窝窝头、

南瓜粥、地瓜干等。

烟庄地处深山，可这片土地孕育

出 的 支 前 精 神 早 已 走 出 大 山 。 25 年

来，山东省拥军模范吴楠以“沂蒙六姐

妹”为榜样，不仅带头参与爱国拥军活

动，还躬身推动红色文化传播。

吴楠告诉记者，她从小就会唱《沂

蒙山小调》，一看到这片绿水青山，头

脑中就会响起那个熟悉的旋律，“人人

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高粱那个红

来豆花香，万担那个谷子堆满场，咱们

的共产党领导好，沂蒙山的人民喜洋

洋……”

“爱党爱军刻在了沂蒙人的骨子

里。”对沂蒙革命历史熟稔的吴楠，向

记者分享了一组数据——

革命战争年代，沂蒙老区 420 万人

中有 20 多万人参军参战，120 多万人拥

军支前，10万多革命先烈长眠于这片热

土，涌现出乳汁救伤员的“红嫂”、支前

模范“沂蒙六姐妹”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

党……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

柴，炉火更旺……”登上“沂蒙六姐妹

事迹陈列室”所在的山坡，耳边传来大

喇叭播放的《沂蒙颂》。

“记者同志，你看，那平地里的麦

田、山水间的果园，就算是数九寒天，

也能看到掩不住的生机和活力，真是

‘谁不说俺家乡好’！”村干部说，近年

来，在军地有关部门的联合帮扶下，村

子 推 动 红 色 旅 游 和 绿 色 产 业 融 合 发

展，年均接待游客 30 余万人次，不仅让

村民的口袋变富了，脑袋也变得愈加

“富有”了。

“‘沂蒙六姐妹’后人中有 13 人入

党、参军，村里年轻人的参军热情始终

高涨，并且红色文化品牌越擦越亮，村

集体产业越来越壮大，为沂蒙老区的

乡村振兴提供了实践样板……”

听着听着，记者心头一亮，“这就

是信仰的力量。党为人民打天下、为

人民谋幸福，老区群众对此坚信不疑，

所以才会一心听党话、铁心跟党走，这

片土地才会如此之红、如此之美！”

上图：研学学生在小推车体验区

活动。 孙海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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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洁、仲苏报道：“赶在放

寒假前来看一看孩子们，祝他们在新的

一年里学习进步、健康快乐。”1 月 7 日，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瓦郑小学里暖意

融融，军事航天部队某部官兵专程来看

望结对帮扶学生，并送上崭新的书包和

文具。

2024 年 7 月，该部与瓦郑村结对共

建，之后多次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接

协调帮扶事宜。针对村集体经济基础薄

弱、青壮年外出打工人数多的实际，军地

联合确定“关爱老小、以点带面、体系帮

扶”的工作思路。

“‘老’是指生活困难的老党员、五保

户和孤寡老人，‘小’是指需要帮扶的困

难学生。”该部领导介绍，为让帮扶工作

落实落细，他们在春节慰问中置办大米、

面粉、食用油等年货，挨家挨户走访。

83 岁的老党员杨爱侠患有慢性病，

长期独居，生活困难，军地有关部门帮她

解决不少生活难题。看到官兵到来，她

十分激动，“我年轻时是村里的先进分

子。现在人老了，走不动了，组织却没有

忘记我，非常感谢党的关怀和照顾。”

瓦郑小学校长李塔在村里工作了

20 多年，对乡亲们的情况非常熟悉。他

说：“一些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外打拼，官

兵与学生结成助学对子，真是把温暖送

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心坎上。行动是无声

的教育，爱党爱军的种子一定会在感动

和感恩中悄然播下。”

“群众的所思所盼就是我们工作的方

向。助力瓦郑村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全力

以赴。”该部领导表示，他们将携手地方政

府，持续推进帮扶工作，让振兴蓝图变为

现实，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军事航天部队某部助力结对帮扶村推进乡村振兴

把群众所思所盼放心头

“ 咱 们 村 出 了 这 么 多 立 功 的 人 ，

真了不起！”“你瞅，这是保才家的二小

子，一身军装真帅气……”

近日，在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和庄

村村委大院“荣军墙”前，挤满了村民。

这面新建好的墙上，张贴着该村立功受

奖官兵的照片和事迹介绍。

“打造‘荣军墙’是我区推动解决全

民 国 防 教 育 在 乡 村 落 地 难 的 实 际 举

措。”区人武部领导告诉记者，2024 年

初，他们在走访调研中发现，由于缺场

所、缺手段、缺媒介，乡村全民国防教育

活动开展受限。

为改变这一现状，区人武部联合区

委宣传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国防教

育成员单位召开专题会议共商对策。

“咱们区每年都征不少兵，很多有

志青年在部队表现出色，他们的事迹是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经过

集思广益，与会人员达成共识，决定在

全区 127 个行政村建立“荣军墙”。

方案确定后，军地有关单位联合走

访革命烈士、优秀退役军人、立功受奖现

役军人家庭，认真收集、整理、核实人员

信息，并会同村委会选址建设。

王会朝村是该区出了名的征兵工作

先进村，每年有不少适龄青年参军入

伍。该村委会在建设“荣军墙”上非常用

心，仅设计方案就几易其稿。

该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王 印 说 ：“‘ 荣 军

墙 ’虽 小 ，却 是 展 示 荣 誉 的 大 平 台 。

谁 家 的娃上了榜，父母都会觉得脸上

有光。这面墙还是展示我们村文明乡

风的好窗口，能带动更多人加入拥军

行列。”

近 些 日 子 ，回 乡 探 亲 的 某 部 军 士

赵 文 龙 扎 扎 实 实 成 了 名 人 。 这 天 上

午，他在社区散步，一眼被街坊邻里认

了出来。

“真 中 呀 ，文 龙 ，你 可 是 咱 社 区 的

名人了！”“文龙哥，你的照片贴在社区

‘荣军墙’上了”……一时间，过往的行

人越聚越多，最后大家伙干脆拉着他

来到“荣军墙”跟前，比对着“真人”看

来看去，问这问那。

“在收集立功官兵信息时，赵文龙

这个小伙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双龙

社区工作人员何程介绍，赵文龙于 2012

年入伍，先后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1

次，获得嘉奖 5 次，还被部队评为“标兵

教练员”。

“社区里的大爷大婶太热情了，知

道我立功后，不少人还上门道喜。”赵文

龙说，“荣登‘荣军墙’，是鞭策，更是激

励，我一定再接再厉，不辜负家乡父老

的关怀和厚爱。”

蔡 庄 村 是 抗 日 英 雄 蔡 永 令 的 故

乡。该村有一面文化墙，分“记住乡愁”

“乡村振兴”“红色记忆”“迈进新时代”4

个版块，上面的彩绘被评为河南省“十

大最美村画”。为彰显立功受奖官兵荣

誉，他们专门在“红色记忆”版块增设

“荣军墙”。

“‘荣军墙’上既有革命战争年代的

英模故事，也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立功

事迹，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国防教育

素材库。”区人武部领导介绍，该村还将

送子参军、关爱老兵等行为纳入村规民

约、列为“文明家庭”评选标准，进一步

激发村民关心国防、支持国防的热情和

动力。

“建立‘荣军墙’就是要为群众打造

一个近在身边的国防教育阵地。”许多

乡镇领导介绍，“荣军墙”一经建成，便

吸引很多群众参观。一些年轻的微博

博主、短视频主播也赶来摄录和创作作

品，“荣军墙”已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网

红“打卡点”。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拓展全民国防教育阵地——

乡村“荣军墙” 国防大课堂
■王春辉 本报特约记者 王士刚

本报讯 刘德安、俞尚壮报道：“把

服务窗口开到闹市区，这个做法好。我

要发个朋友圈广而告之。”近日，广西崇

左市参战老兵廖广军到双拥公园散步，

在公园门口不远处看到了该市新近启

用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驿站。

该驿站建在繁华街头，具有很高的

辨识度。外墙上喷绘直升机、坦克、军

舰等武器装备图案，门口上方安装 LED

电子屏幕，滚动播放退役军人专项岗位

推介信息。

走进驿站，笔者看到，内部设有业

务办理区、休息等待区、书籍报刊区，墙

上悬挂业务咨询办理流程、就业创业政

策等展板。不时有游客到此咨询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信息。

崇左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李文宇介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驿站挂

牌成立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是广西首

个集政策咨询、求职登记、岗位推介、创

业指导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型驿站，旨

在进一步健全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体系，打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保障

“最后一公里”。

退役军人王继斌和梁铠迦是同年

兵，于 2023 年退役回乡。得知该市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驿站建成后，两人结伴前

来咨询就业信息。

“我俩已签订就业意向书，决定春

节后到企业参观。”王继斌说，在了解了

专业技能、工作经验和个人求职意愿

后，工作人员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企业招

聘岗位以及薪酬待遇等情况，并推荐了

工作岗位。

崇左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

“与老兵更近，让服务更优”是设立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驿站的初衷。他们将继

续加强与用工单位的协调对接，精准掌

握就业岗位和创业信息底数，为退役军

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

广西崇左市建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驿站

与老兵更近 让服务更优

春节临近，年货送上高原。近日，驻守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军区某部官兵领到“蛇宝宝”新春吉祥物、红灯笼、大福

字等年货，这是该部机关慰问坚守在边防一线官兵的新春礼物。图为女兵拿着年货快乐回营区。 郝 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