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武部

和皇姑区关工委联合举办“国防教育红色宣传员”培训，12 名小学生通过考核，

成为“小小红色宣传员”。图为沈阳警备区“红色启航”老干部宣讲团成员胡宏

伟为参加培训学生讲述雷锋故事。 本报特约记者 荣俊运摄

海拔 5000 多米的西藏军区查果拉

哨所，阳光明媚。

哨所战士王翔站岗时经常想起一

首歌：“金色的草原上开满鲜花，云彩上

面有个查果拉……”

这首献给查果拉的歌，从 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起广为传唱。今年 1 月，在

全国双拥办组织开展的“情系边海防官

兵”春节专项慰问活动中，云南省玉溪

市聂耳小学学生特意录制了演唱视频，

为哨所官兵带来温暖与慰藉。

专项慰问活动中，云南省玉溪市对

口慰问查果拉哨所。玉溪市干部群众

不仅筹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慰问品和慰

问信件，还组建慰问团，将云南鲜花、长

卷绘画、民族歌舞送到哨所。通过此次

活动，玉溪市与查果拉哨所建立了联

系，他们结合活动在参与撰写慰问信件

的学校开展国防教育，致力于做好慰问

活动的“下半篇文章”。

国旗来自边关

2 月底，云南省玉溪市聂耳小学举

行开学升旗仪式。学生们注意到，以往

开学时升的都是崭新的国旗，而这面国

旗看起来不太一样。

“这面国旗，是查果拉哨所官兵送

给我们的。”聂耳小学校长杨翠英说，今

年 1 月，她随玉溪市慰问团前往西藏，

登上了查果拉哨所，亲手将学校学生们

写给边防官兵的信件、绘画交到哨所官

兵手中。

“你们负重前行，才有我们岁月静

好 ；你 们 顶 风 冒 雪 ，才 有 我 们 万 家 灯

火”；

“你们用热血融化冰雪，用青春守

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你们的精神

将激励着我在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勇往

直前”……

随着学生们充满敬意与感谢的信

件一同到来的，还有玉溪市精心准备

的由鲜花饼、冬瓜蜜饯、燕窝酥、云腿

小 饼 等 10 多 种 云 南 美 食 组 成 的 滇 味

“拥军礼包”，它们承载着玉溪人民的

温暖牵挂，传递着对边防官兵的美好

祝愿。

云南群众千里迢迢送来心意，哨所

官兵满怀真情回赠谢礼——

“ 查 果 拉 没 有 任 何 物 产 ，却 有 两

样 东 西 特 别 珍 贵 —— 那 就 是 我 们 的

国 旗 和 戍 边 石 。”哨 长 任虹润告 诉 记

者，查果拉哨所升起的国旗见证了官

兵在雪域高原的坚守，戍边石则是边

防官兵闲暇时在石头上绘画形成的，

展现出官兵以苦为乐的精神。

慰问团离开前，哨所官兵将一面曾

在哨所升起的国旗和一块戍边石赠送

给聂耳小学。戍边石被杨翠英郑重放

在学校展览馆里，国旗则在开学第一天

高高升起。

开学第一课，杨翠英为学生们讲

述了她走进边防哨所的见闻，让许多

学 生 对 查 果 拉 哨 所 有 了 更 清 晰 的 认

知。课堂上，杨翠英还为大家读了来

自 哨 所 官 兵 的 回 信 ：“ 愿 大 家 学 习 进

步 、健 康 成 长 ，未 来 成 为 建 设 祖 国 的

主力军……”

“看到这面国旗，我仿佛感受到了

高原上凛冽的寒风。”聂耳小学学生马

语灿说，“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他们一

样，在艰苦的地方，为祖国站岗。”

歌声跨越山川

从查果拉哨所回来，慰问团成员、

聂耳小学音乐教师施艳华给自己增加

了一项教学内容——收集国防相关的

歌曲，在课堂上赏析和教唱。

“玉溪市是国歌作曲者聂耳的故

乡，作为以聂耳名字命名的学校，我们

格外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和音乐教育，是

全国红领巾音乐教育示范学校。”施艳

华告诉记者，得知学校要参加慰问边防

哨所的活动，她和合唱团的学生们商

量，要唱几首歌送给边防的解放军叔叔

们。

“我们选定了几首歌：《山歌献给

查果拉》送给戍守边防的官兵，《爱我

人民爱我军》表达云南人民热心拥军

的 情 怀 ，还 有 我 们 学 校 的 校 歌《在 歌

声 中 成 长》展 现 我 们 学 校 的 文 化 特

色。”施艳华说，合唱团的几位指导老

师将这几首歌改编成合唱歌曲，带着

合唱团的学生们排练了一个多月，录

制成音乐视频。

听说有机会去往哨所，现场为边防

官兵演唱歌曲，施艳华加紧准备曲目，

还带上了母亲亲手缝制的彝族传统服

饰 作 为 演 出 服 。 施 艳 华 有 一 项“ 绝

活”——吹奏树叶。为给官兵吹奏出最

动听的乐曲，她特意用保鲜膜包裹了几

片树叶带在身上。

遗憾的是，刚到达拉萨，施艳华便

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虽然她登上

哨所，播放了合唱团学生给边防官兵演

唱的歌曲，但因呼吸不畅，没能吹奏树

叶，留下了遗憾。

在哨所听到学生们的歌声，杨翠英

忍不住落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上

高原，我哭了好几次。”杨翠英说，“摸到

战士皲裂的手，我就忍不住掉眼泪；听

到学生们歌声里的真情和敬意，我又感

动得掉泪。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些

经历都讲述给学生们，告诉他们在那

‘天边边’，是一群多么可爱的人在守卫

着祖国的大好河山。”

“玉溪是滇中革命的摇篮，有拥军

优属、拥政爱民的传统，曾连续 5 次被

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玉溪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向绪林说，“师生们

的歌声充分展现了玉溪人民的拥军情

怀。”

鲜花盛开查果拉

查果拉哨所的阳光房里，如今专门

开辟出一块小小的地块。这里土壤的

颜色与别处不同，是慰问团从云南带来

的红土。

“这几株山茶现在成了我们的‘宝

贝’，大家没事就过来看看长势，生怕它

们水土不服。”任虹润笑着说。

“查果拉”在藏语中意为“鲜花盛开

的地方”。然而实际上，由于海拔高，这

里的含氧量不及平原地区的一半，年平

均气温在零下 10 摄氏度以下，几乎是

生命的禁区。

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夏宇得知

玉溪市将要慰问查果拉哨所，退役后从

事现代农业、花卉培育的他当即决定，

要把云南的鲜花送上哨所，让查果拉真

正成为“鲜花盛开的地方”。

“山茶花是我们云南省的省花，喜光

耐寒。我了解了一下哨所的温度和气

候，耐寒的品种应该可以成活。”夏宇说，

他当即着手，筛选耐寒品种打包。夏宇

还特意带上了一些云南红土，“用红土栽

种，成活率能高一些”。

到达哨所后，官兵便将几株山茶移

入阳光房，待开春再将它们移植到室

外。

“云南山茶象征着坚强、勇敢、友

谊、团结。”夏宇说，“希望山茶花绽放在

查果拉，为官兵的生活带来一抹鲜艳的

色彩。”

在查果拉哨所，慰问团成员、玉溪

市双拥办一名工作人员发现，这里云、

贵、川籍的战士较多，口味偏辣，可是以

哨所的现有条件，大家长期吃不到新鲜

辣椒。回到玉溪后，他专门找到夏宇，

询问是否有合适品种的辣椒，可以在哨

所阳光房栽种。

通过视频电话，夏宇和哨所官兵交

流：“山茶花不能总浇水，得适当保持干

燥。你们那里的阳光房完全可以种植

辣椒，菜苗我来提供……”

3 月的玉溪，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3 月的查果拉，依旧冰天雪地，但冰层

逐渐消融。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

哨所约定，等查果拉气温回暖，就把辣

椒苗送上山去。

牵挂的人在“天边边”
—云南省玉溪市慰问西藏军区查果拉哨所记事

■武正斌 本报记者 王德赛 贾思宇

滴滴答答，时钟走过一圈又一圈。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退役士兵曹又

公躺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造血干细

胞 采 集 室 。 时 间 久 了 ，身 体 感 觉 有 些

不自在。

他想起手掌、肘关节和膝关节擦伤

时的刺痛。新兵刚下连，为了练好战术

动作，他反复加练匍匐前进，达到了理想

的速度才起身。这时，他才发现手肘和

膝盖都已磨破了皮。

他想起注射了动员剂后腰背和四肢

肌肉酸痛的感觉。年初，家乡的红十字

会打来电话，说他的造血干细胞与一名

患者配型成功，询问他是否同意捐献。

曹又公一口答应：“我现在是一名军人，

群众的生命健康有需要，我责无旁贷。”

他想起自己大学参加无偿献血后的

激动。得知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重

症患者的生命，他毫不犹豫填写了志愿

捐献同意书：“希望有机会为陷于绝症的

患者带去一线生机。”

今年 3 月，曹又公服役满 2 年，即将

退役。接到配型成功通知后，为了不影

响工作训练，也不耽误救治患者，他与部

队领导和相关医院协商，决定退役后在

云南昆明就近捐献。

7 个多小时，424 分钟，分离采集到

的 330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立即被封

装运输，飞往患者所在医院。

非亲缘关系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

率非常低，通常是 400 到 10000 分之一。

医护人员告诉曹又公，这对患者来说是

一份像生命一样贵重的礼物。

“这是他的礼物，我的纪念。”曹又公

笑着说。

这一天，是曹又公退役的第 7 天。

退役第七天
■向佳佳 曹继可

“ 赵 大 爷 ，我 又 来 看 您 啦 ，您 最 近

身 体 怎 么 样 ？”清 明 节 前 夕 ，河 南 省 南

阳市南召县人武部领导和几名志愿者

带 着 米 面 油 等 生 活 用 品 ，来 到 南 河 店

镇城口湾村烈士遗属赵元友家中。志

愿 者 们 陪 着 老 人 闲 话 家 常 、帮 着 老 人

打 扫 房 间 ，平 日 冷 清 的 屋 里 顿 时 热 闹

起来。

赵元友的父亲赵玉武是一名革命烈

士，22 岁参加革命，牺牲时年仅 29 岁。

父亲牺牲时，赵元友才 1 岁，后由母亲一

人将其抚养长大。

如今赵元友年近八旬，两个孩子都

在外务工，家里只有他和老伴。受高血

压、糖尿病、关节炎等慢性疾病影响，他

时常要去医院看病就医。

“我最近还不赖，前段时间去了趟

医院，用了给烈属的医疗补助，省了不

少钱……”人武部领导上门看望，让赵

元友精神振奋许多，“多亏了你们的关

心 ，让 我 们 这 些 烈 士 遗 属 既 温 暖 又 光

荣。”

“要让烈士遗属群体充分感受到党

委政府关怀和全社会优待，在全社会营

造崇尚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南

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刘强告诉记

者，南召县是革命老区，有着深厚的双拥

传统。近年来，在南召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下，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当地武装部

联合多个部门，探索开展了烈士家庭常

态化关爱包联机制。

“ 我 们 对 全 县 60 户 烈 士 家 庭 采 取

多 对 一 包 联 的 形 式 ，建 立‘ 三 级 干 部 +

军创企业’关爱机制。”刘强说，这一机

制由县乡负责同志牵头，县直单位、烈

士家庭所在乡镇及军创企业共同包联，

通过精准帮扶、一户一策等方法，致力

于解决烈士遗属生活、医疗、养老等问

题。烈士遗属也可通过包联信息卡，随

时联系三级帮扶负责同志，向他们反映

矛盾困难。

此外，他们还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

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关爱体系。医

疗部门定期组织医护人员上门为烈士遗

属进行健康检查，制定专属健康管理方

案；教育部门对烈士家庭中的适龄儿童

就学、转学提供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的拥

军企业面向烈士家庭成员提供就业岗

位，助力他们实现就业增收或提供创业

指导。

“我们还建立责任督查机制，通过

专项督导、压实责任，确保包联机制落

到实处、建立实效。”刘强介绍，2024 年

全县累计帮助 4 户烈士家庭重建房屋，

为 7 名烈士家庭成员解决就业，为 5 人

办 理 低 保 ，发 放 重 大 节 日 走 访 慰 问 物

资 和 临 时 救 助 资 金 12 万 元 ，发 放 大 病

救 助 资 金 10 万 元 ，组 织 8 户 30 人 赴 广

西异地祭扫。

优待烈士遗属，传承烈士精神。在

英烈精神感召和尊崇氛围影响下，越来

越 多 的 南 召 青 年 立 志 从 戎 报 国 ，到 部

队建功立业。据统计，近 3 年来共有 100

余名南召籍官兵获得三等功及以上表

彰，每年报名应征的青年超过 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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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影像仲春暖阳下，军娃读书忙。周末，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夏庄镇，一群军娃

正在军嫂驿站里拼拼图、看童书。“我

们这有个孩子年前期末考试考了班级

前三！”看到孩子们学习有进步，军嫂

驿站站长、军娃假日辅导班老师王芳

高兴极了。

夏庄镇地处沂蒙革命老区，素有崇

军 尚 武 传 统 ，全 镇 有 150 多 户 军 人 家

庭。很多军嫂既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又

要上班工作，分身乏术。了解到军嫂们

日常生活中的难处，军嫂王芳在当地双

拥部门组织的“八一座谈会”上，提出把

军嫂们凝聚到一起团结互助的建议，得

到军地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众多军嫂的

积极响应。

没有活动场所，镇党委政府就在社

区腾出楼层；没有活动经费，就申请政

府资助和社会捐助。在各方支持下，

2021 年 6 月，夏庄镇军嫂驿站正式挂牌

成立。

军嫂驿站遵循“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为众多军嫂提

供了一个集关心关爱、互帮互助、学习

交流、休憩提升、心理疏导于一体的场

所。3 年多来，成员由最初的 40 多人发

展到如今的上百人。

“驿站的嫂子们，就是我的亲人。”

军嫂王学敏怀孕后丈夫不在身边，驿站

几位军嫂轮流去家里照顾看望，帮忙准

备待产各项事宜，让王学敏备感温暖。

军娃是军人心中最大的挂念。针

对寒暑假期间军娃无人照看的实际，军

嫂驿站在义务看护军娃、提供课程辅导

的同时，还邀请休假回家的官兵与军娃

开展趣味活动、科普国防知识，使他们

更加了解自己的“兵爸爸”。

“军功章有家乡军嫂驿站的一半！”

前阵子，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一级上士杨

磊荣立三等功，他专门给站长王芳打来

电话，表示感谢。杨磊的妻子贾秋菊在

夏庄镇某公司工作，去年暑期，公司生

产任务重，需要加班加点赶工期，她无

暇照顾儿子。军嫂们得知后，便将杨磊

的儿子接到军嫂驿站帮忙照看，解了军

人家庭的烦忧。

“从法律援助、纠纷调解，到接送

孩 子 、临 时 帮 忙 ，这 样 的 忙 碌 是 每 天

的 日 常 。”一 名 军 嫂 打 开 驿 站 微 信 群

自豪地说，“维护军人后院稳固、后代

进步，我们的‘小驿站’可是起了不小

的作用！”

七里沟子村军属陈大叔因宅基地

问题，和邻居闹纠纷。在微信群里发现

苗头后，军嫂们及时出面，经过 3 次调

解，双方握手言和。从此，陈大叔一家

成了军嫂驿站的“常客”。陈大叔在部

队服役的儿子陈龙伟少了后顾之忧，在

军事比武中表现出色，获得表彰。

据不完全统计，军嫂驿站成立 3 年

多来，先后与 51 个军人家庭结对，辅导

军 娃 890 人 次 。 驿 站 还 举 办 茶 艺 、书

法、绘画、农技培训 66 场，组织军嫂参

加国防教育、看望慰问烈士遗属、荣军

流动服务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180 余

场。

军嫂驿站情暖百家
■顾文涛 苑书宁

西藏军区查果拉哨所战士照顾从云南移植来的

山茶花。

宋伟坤摄

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夏宇（左）在花卉培育基

地内挑选适合高山栽种的鲜花品种。

杜奕璇摄

夏庄镇军嫂驿站举办趣味运动会，丰富军嫂生活。 黄永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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