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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黑龙江省“拥军优属先进

个人”张喜芹颇为忙碌。每年春节前后，

张喜芹都会带上慰问品去军营，听官兵

讲一年来取得的成绩，看老兵最近有什

么变化，问新兵有什么需求。

回到家，张喜芹还会将自己拥军的

体会记在本子上。有的是去慰问官兵需

要注意的问题，有的只是一位新战士聊

天中提到的烦恼……在过去的近 40 年，

张喜芹已写下整整 5 本拥军日记。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

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

人。”张喜芹把《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一

段话，写在了第一本拥军日记的扉页上。

“ 子 弟 兵 保 家 卫 国 ，是 最 可 爱 的

人。为他们做点事，我觉得很光荣。”张

喜芹说。

“咱们普通老百姓能
不能为子弟兵做点事”

“张妈妈，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的

关心。这是我们连队的‘刘英俊’奖章，

我们想把它送给您。”

来到陆军某旅“刘英俊连”，刘英俊

烈士生前所在班班长李亚运拿出一枚奖

章，郑重地交到张喜芹手上。

刘英俊是原沈阳军区某师重炮连战

士 。 1966 年 ，他 在 外 出 执 行 训 练 任 务

时，为保护 6 名儿童勇拦惊马，壮烈牺

牲。“刘英俊连”是张喜芹拥军最常去的

部队。李亚运介绍，“刘英俊”奖章是连

队为传承英模精神、激励官兵矢志奋斗

而制作的一枚纪念章，每年颁发给对连

队有重要贡献和取得荣誉的官兵。今

年，连队官兵一致同意将这枚纪念章赠

送给大家的“兵妈妈”张喜芹。

接过纪念章，张喜芹的心情像第一

次到部队拥军时那样激动，她把纪念章

郑重佩戴在胸前。

1986 年八一建军节前，张喜芹看到

电视中播放边境作战英模团报告会。听

战斗英雄讲述前线战士穿越生死线、坚

守阵地绝不撤退半步的故事，看到官兵

在硝烟中发起冲锋的画面，张喜芹不知

不觉间流下了眼泪。

“解放军为了保卫祖国不怕流血牺

牲，咱们普通老百姓能不能为子弟兵做

点事？”张喜芹和丈夫商量，前线太远去

不了，但山那边就有一支部队，可以去看

望官兵，表达心意。

“八一”那天，张喜芹和丈夫凌晨起来

宰杀了自家养的猪，没想到刚要出门，就

下起了瓢泼大雨。夫妻二人顶着大雨，赶

着毛驴车，走了几个小时山路，终于到达

部队营区。说明来意后，部队领导亲切接

待了张喜芹夫妇。官兵整齐列队，用热烈

的掌声表达对拥军群众的感谢。

“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就知道这一

趟来得值。我以后还会再来！”张喜芹说。

从那以后，每年的“八一”、春节，附

近军营里总会出现张喜芹的身影。起

初，她常送来猪肉、西瓜。部队炊事班有

自己的菜地和牲畜，张喜芹还带技术人

员来指导种植和养殖技术。近几年，张

喜芹又捐赠书籍。

“张妈妈每次来都很关心我们现在

需要什么。这么多年来拥军的形式变

了，可拥军的情谊还是一样。”连队一级

上士宋亚展说。

戴上纪念章，张喜芹来到连队荣誉

室参观。“这和我去年来的时候相比，多

了整整一排。”看着墙上的奖状和奖牌，

张喜芹笑着说。“这是 5 排因战备训练成

绩突出获得的集体三等功奖状”“这是战

士孙金鹏备战国际军事比赛获得的个人

三等功奖牌”……官兵向张喜芹介绍每

一项荣誉背后的故事，那些艰辛努力和

无数汗水，令张喜芹又欣喜、又心疼。

勋章无言，唯有付出。英雄连队的

荣誉，“兵妈妈”的纪念章，皆是如此。拥

军近 40 年来，张喜芹 7 次被评为黑龙江

省“拥军优属先进个人”，5 次被评为牡

丹江市“拥军优属先进个人”。

“我愿做大家的妈妈”

拥军日记本里，夹着儿子和女儿军

装照的一页，不是张喜芹最常翻看的一

页，却是最令她自豪的一页。

受 到 母 亲 对 军 队 、军 人 一 片 深 情

的 影 响 ，张 喜 芹 的 一 双 儿 女 先 后 参 军

入伍。

张喜芹的儿子孙刚军于 1994 年入

伍 。 1995 年 春 节 前 夕 ，张 喜 芹 前 往 部

队 慰 问 后 ，又 去 孙 刚 军 所 在 部 队 的 新

兵连看望儿子。新兵连的战士大多是

初 次 离 开 家 乡 、不 在 父 母 身 边 过 年 。

一个小战士羡慕地说：“孙刚军真有福

气，过年有家人来探望。”张喜芹听了，

心 疼 地 说 ：“ 孩 子 们 如 果 不 嫌 弃 ，我 愿

做大家的妈妈，来陪你们过年！”从此，

过 年 去 新 兵 连 慰 问 ，和 新 兵 一 起 包 饺

子、讲故事、演节目，成了张喜芹的“保

留节目”。

1997 年，张喜芹的女儿孙健也如愿

入伍。张喜芹叮嘱儿女：“不必挂念家

里，在部队要刻苦训练、安心工作，妈是

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在母亲熏

陶感染下，孙刚军服役期间两次荣立三

等功，荣获学雷锋铜质奖章，女儿孙健也

荣立三等功。

退役后，孙刚军和孙健都热心支持

母亲的拥军事业。“拥军不是拥一阵子，

而是要拥一辈子。将来我年纪大了，我

的儿女会接过拥军的‘接力棒’，把这份

责任传承下去。”张喜芹说。

“人多力量大，咱们
一起去拥军”

这次来部队慰问，张喜芹牵头组建

的村拥军协会也出了不少力。

“刚开始每年去部队拥军时，村里有

几户人家也很热心，帮着张罗、一起准备

慰问品。”张喜芹说，“还是人多力量大，

咱们一起去拥军。”2002 年，在她的提议

下，村里成立了拥军协会。

协会成立之初，加入的人不多，很多

村民在观望。对此，张喜芹利用“军营开

放日”等时机，多次组织村民到部队参

观，让大家了解部队生活。

2023 年 8 月，牡丹江市发生洪涝灾

害。陆军某旅官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

奔赴救灾现场。张喜芹听说部队来到镇

上抗洪抢险，带领拥军协会成员加入抗

洪队伍，一起清理淤泥、搬运沙袋，军民

齐心顺利完成抗洪任务。

“那段时间，不少附近村镇的村民

主动找过来说想参与拥军活动，为子弟

兵做点事。”张喜芹说，“亲眼见到子弟

兵为了我们扛沙袋、筑堤坝，大家都很

受感动。”

如今，每逢部队拉练走到村子附近，

总有村民带上茶水、鸡蛋慰问，或把屋子

打扫得干干净净、烧得热乎乎的，请官兵

进来坐一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愿做一

簇拥军的‘星火’，带领更多人加入拥军

的队伍。”张喜芹说。

图①：今年春节，张喜芹到陆军某旅

拥军，与官兵交谈。

图②：2004 年 1 月，某部拉练途经

张喜芹家所在村庄，官兵到张喜芹家中

看望。

图③：张喜芹慰问部队后写拥军日

记。

图④：张喜芹在连队食堂与官兵一

起包饺子。

供图：王 毅、任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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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张喜芹—

愿做一簇拥军的“星火”
■刘 林 王 毅 杨朝阳

春季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陆

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士官学校“喜良队”

队长提前和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喜良

小学教师联系，准备新学期的国防教

育课程。

为喜良小学学生上国防教育课、

组 织 官 兵 去 学 校 交 流 、收 集 参 与“ 国

防 教 育 进 校 园 童 心 共 筑 强 国 梦 ”活

动 师 生 的 反 馈 意 见 …… 这 样 的 共 建

联系，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士官学

校“ 喜 良 队 ”和 喜 良 小 学 间 已 经 开 展

了 40 年。

将学员队与一所小学联系起来的，

是烈士黄喜良。1983 年，黄喜良考入

该校前身沈阳炮兵学院，在校期间成绩

优异。在学雷锋风气浓厚的辽沈大地，

他立志向雷锋学习，经常到附近学校义

务辅导、资助家庭困难学生，被共青团

沈阳市委聘为校外辅导员，多次受到嘉

奖。1985 年，黄喜良在边境作战中牺

牲。在遗书中，他仍惦记着自己辅导过

的学生，要求拿出抚恤金的一部分，为

他们购买学习用品。

黄喜良牺牲后，他生前所在学员队

被官兵亲切地称为“喜良队”，接过了这

根接力棒，多名学员成为驻地小学的课

外辅导员。1986 年，为纪念黄喜良烈

士，沈阳市东陵区政府将东陵区榆树屯

小学命名为喜良小学，即如今的沈河区

喜良小学。

喜良小学校长潘雷介绍，作为一所

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学校，学校以“培根

铸魂 励学敦行”为办学理念，在陆军炮

兵防空兵学院士官学校“喜良队”官兵

的协助下，引导和鼓励学生传承烈士精

神，增强国防意识。

“我们学员队每年到学校开展国防

教育时都会为学生讲述黄喜良烈士事

迹。”“喜良队”教导员王珏说，“黄喜良

烈士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在平时服务驻

地人民。作为军人，这样的精神永远值

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去年 7 月，“喜良队”邀请喜良小学

师 生 来 到 军 校 ，开 展“ 走 进 绿 色 军 营

弘扬爱国精神”实践活动。

宿舍内，军人整齐划一的内务设置

令学生们惊叹不已。

“以前学生只是在书本里读到军

人 的 故 事 ，而 当 他 们 亲 身 走 进 军 营 、

看到官兵训练，内心受到的触动完全

不 同 。”喜 良 小 学 带 队 老 师 何 丽 东 感

慨地说。

当天，雷锋生前辅导过的学生孙桂

琴也受邀参加活动。再次回忆小时候

与雷锋的故事，孙桂琴的讲述仍十分生

动，令学生们沉浸其中。

“以前听父母和老师说要‘学习雷

锋’，总觉得离我们很远。今天听孙奶

奶讲述和雷锋之间的故事，我觉得他们

之间的关系就像‘喜良队’的学员哥哥

和我们一样，会陪我们做游戏、给我们

讲军营里的故事，他们就是我们的榜

样。”喜良小学一名学生说。

“与‘喜良队’的共建是学校开展国

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形式。”潘

雷说，“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良好

互动，双方倾力配合，不仅增强了孩子

们的国防意识，还帮助他们树立正确价

值观，明确学习目标，更赋予了他们奋

发上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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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宵节，安徽省萧县军地联合组织“花灯映盛世 国防情更浓”军民

元宵喜乐会，通过做花灯、猜灯谜、表演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积极营造军民

团结浓厚氛围。 段艳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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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马婷娟、特约通讯员刘明

奎报道：数九寒天，山东省军区济南第八

离职干部休养所联合济南市钢城区人武

部，走进定点帮扶村——济南市钢城区

辛庄街道侯家台村，开展义诊帮扶活动。

“最近时不时头晕，昨天喇叭里说今

天有义诊，这次正好让军医给看看！”村

民赵玉荣说。听说区人武部和干休所要

来村里义诊，几位村民早早来到村委会

等候。

卸载诊疗设备，搬运各类药品……很

快，临时“体检中心”布设完成。七旬老人

张庆安是一名退役军人，近期胃部不适，打

算找时间去济南看病，尚未成行，恰逢军医

前来义诊。文职医师孙伟仔细为老人检

查，对症开具处方，并叮嘱注意事项。

针对部分村民行动不便，无法到义

诊点就诊的情况，医护人员携带药品、设

备入户巡诊，确保义诊服务覆盖所有有

医疗需求的村民。在行动不便的老党员

侯庆都家，看到军医上门为他看病，侯庆

都感动不已。

在义诊点旁的理发处，干休所理发

师、护师也忙个不停，为村里老人理发、

修剪指甲等。

“定期组织义诊、献爱心活动，是我

们保持同帮扶村联系、持续关注乡村振

兴状况的一项具体举措。”钢城区人武部

工作人员介绍。在人武部的帮扶指导

下，侯家台村结合自身地理位置和优势

资源，形成林果、蔬菜、花卉农林业及山

羊、獭兔、土鸡养殖业等多种产业，如今

“户户有产业、人人有收入”。

当天，义诊帮扶活动小组共诊疗村

民 300 余人，看望慰问老军人、老党员和

困难群众 9 户。

左图：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人武部

和济南第八离职干部休养所联合开展的

“军队义诊进乡村 助力振兴暖人心”义

诊帮扶活动现场。

董梦寒摄

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

乡村义诊 助力振兴

本报讯 朱安龙、特约通讯员刘强

报道：近日，武警江西总队某支队邀请

定点帮扶村村民走进军营，参观武器装

备，举办联欢活动，共叙鱼水情谊。

吊钟村是该支队定点帮扶村。近

年来，支队助力吊钟村产业升级、帮建

基础设施、资助家庭困难学生，多措并

举支援乡村建设，帮扶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这 几 年 ，都 是 我 们 去 村 里 调 研 、

走访，村民们很少有机会走进军营了

解 部 队 发 展 变 化 和 基 层 官 兵 生 活 。

今年，我们借过节时机，接‘亲’入营，

让 他 们 也 了 解 新 时 代 军 营 。”支 队 领

导说。

来 到 军 营 ，吊 钟 村 村 民 在 官 兵 引

导下首先参观了装备展示区，各类高

科技武器装备让大家目不暇接。

在 训 练 场 一 角 ，特 战 队 员 飞 身 通

过 多 种 障 碍 。 村 民 帅 如 珠 说 ：“ 特 战

训练这么严苛，我都替他们捏着一把

汗，可是队员们都圆满完成了。这样

的部队在保卫着我们，我们生活格外

安心。”

晚 上 ，支 队 还 为 村 民 准 备 了 一 台

联欢会。《战鼓催征》鼓点激昂，展现官

兵昂扬风貌；歌曲演唱优美婉转，唱出

浓浓家国情怀；军旅小品风趣幽默，诙

谐讲述军营生活。村民沉浸其中，不

时鼓掌叫好。

“这次请乡亲们走进军营，摸摸战

士的被子，尝尝食堂的伙食，大家都说

对部队了解得更多了。这是我们拉近

距离、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支队领导

说，这类军地共建活动加深了彼此信

赖，既有利于未来同吊钟村建立长期帮

扶机制，同时也激发了官兵建功立业的

活力动力。

左图：武警江西总队某支队举办晚

会，与帮扶村村民联欢。

刘世强摄

武警江西总队某支队—

接“亲”入营 共叙情谊

工作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