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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太香了，是家的味道！”仲春

时节，一位“兵妈妈”从沂蒙山出发，一

路辗转来到喀喇昆仑高原，慰问神仙湾

哨所官兵。

这名“兵妈妈”叫朱呈镕，今年 70

岁，家住山东省临沂市。这是她第 625

次走进军营慰问部队官兵。

从小唱着沂蒙山小调长大的朱呈

镕，多年来一直以“沂蒙红嫂”为榜样去

拥军。她常说：“为部队官兵做些事，我

感到很幸福。”

朱 呈 镕 的 拥 军 路 ，始 于 2001 年 。

那年朱呈镕到吉林省吉林市创业。一

次，她驾驶小货车去送货。天寒路滑，

小货车发生侧翻，货物撒了一地。正当

朱呈镕感到无助时，附近营区官兵闻讯

赶来，帮她走出困境。

同年 12 月，朱呈镕回到临沂老家

开了一家饺子馆。准备正式营业时，她

带着食材专程来到吉林市，找到那些帮

助过她的官兵。在部队炊事班，她一边

调饺子馅一边说：“我马上要开饺子馆，

想来想去，这第一锅饺子，一定要送给

恩人子弟兵。”

从那以后，每逢春节、八一等重要

节日，她都要带上自己包的“拥军饺子”

到部队慰问。时间久了，一些官兵都亲

切地称她“兵妈妈”。有人粗略统计，仅

今年 3 月份，朱呈镕就辗转 5 省，行程近

3 万公里。

有一年春节前夕，朱呈镕得知某

边防哨所，生活条件特别艰苦。她当

即调整出行计划，带上包好的饺子，风

尘仆仆赶了过去。除夕那天，朱呈镕

和官兵一起挂灯笼、贴春联、粘窗花，

把 哨 所 装 点 得 喜 气 洋 洋 。 准 备 年 夜

饭时，她到炊事班为战士们制作拿手

的家乡菜，为寒冷的边关送去沂蒙老

区人民的温暖。“在哨所和‘兵儿子’一

起过年，就像是和久别的亲人团聚了一

样……”现在回想起那次经历，朱呈镕

仍是满脸幸福。

这些年，每当遇到有困难的退役

军人时，朱呈镕也是毫不犹豫伸出援

手 。 退 役 军 人 张 爱 国 的 女 儿 查 出 患

有 白 血 病 ，花 光 了 家 中 积 蓄 ，朱 呈 镕

知 晓 后 慷 慨 解 囊 ；杜福明的女儿被山

东师范大学录取，得知一 家 人 为 孩 子

的学费而发愁时，朱呈镕第一时间送

来了学费。

随着企业越做越大，朱呈镕的拥军

之路越走越宽。2003 年春天非典疫情

发生后，朱呈镕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到小

汤山医院官兵奋战一线事迹，深受感

动，连夜赶制了 5 吨速冻水饺。第二天

一 大 早 ，她 便 组 织 装 车 奔 赴 小 汤 山 。

2020 年春天，朱呈镕再次带领团队紧

急赶制 20 吨水饺，送往武汉。

“这么多年坚持拥军，家人都非常

支持我，让我特别欣慰和感动。”在朱

呈镕影响下，她的家人也走上了拥军

之路。丈夫一有时间，就和朱呈镕一

起到军营去看望“兵儿子”。朱呈镕的

女儿、外甥、外甥女等，也先后走进军

营 慰 问 官 兵 。 小 孙 女 从 6 岁 起 ，开 始

担任“红嫂文化博物馆”的义务小讲解

员。她经常说：“奶奶，你传播‘沂蒙精

神’的样子最美，我也要像你一样，传

承好‘沂蒙精神’、当好沂蒙传人。”

20 余年来，朱呈镕一直行走在拥

军路上，先后被评为“全国最美拥军人

物”“沂蒙新红嫂”。她说：“我一定会再

接再厉，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余热，继续

走好拥军路。”

左上图：朱呈镕被评为“全国最美

拥军人物”现场。 图片由作者提供

20余年来，“全国最美拥军人物”“沂蒙新红嫂”朱呈镕奔走在拥军路上—

这碗“拥军饺子”，是家的味道
■杨满库 张乂心

贵州省兴义军分区

组织森林灭火训练
本报讯 陈姗报道：近日，贵州省兴

义军分区组织民兵开展森林灭火训练。

训练中，他们围绕火情分析、灭火器械使

用、残余火点清理等内容，采取实地教学

与分队协同训练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参

训民兵熟悉掌握手中装备、提高应急反

应能力。

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

坚持开展红色教育
本报讯 胡博伟报道：清明节前夕，

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武部组织干部职

工、文职人员来到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红

色教育，通过在烈士墓前学习革命事迹、

重温入党誓词、敬献花篮等形式，引导大

家在回顾革命历程、缅怀峥嵘岁月中，牢

记初心使命、升华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

当。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

营造崇军尚武氛围
本报讯 王波报道：近日，辽宁省鞍

山市立山区军地共同为立山籍荣立二等

功现役官兵的家庭送喜报。军地领导为

立功军人的家属披绶带、戴红花，送上

“二等功臣之家”牌匾，并通过区融媒体

平台进行现场直播，既增强了军人军属

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又营造了崇军尚武

浓厚氛围。

本报讯 朱海、张瑞潇报道：前不

久，在广西来宾市兴宾区政务服务中

心，返乡退役军人在一个办事窗口，就

完成了退役报到、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

补助金给付、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等手续

办理，前后不到 1 小时。

近年来，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着眼

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构建“大数据+

服务”数智平台，打通与公安、社保、医

保等部门的数据壁垒，构建跨部门、跨

层级的审批服务模式。返乡报到的退

役军人，只需在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

专区线上填报，即可完成 11 个事项的

线上办理，大大减少了上报材料数量和

办理环节。

“像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需求、

社保养老接续、建档立卡信息采集等后

续事项，我们都预留了数据接口，定期

组织批量办理，不用退役军人跑腿。”该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退

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在迎接老兵返

乡、走访慰问过程中，了解退役军人家

庭状况、就业创业需求等信息，掌握第

一手资料。

为确保服务保障效果，该市还集中

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通过市、县、乡

各相关部门的“一站式”全程服务，切实

做到政策宣讲到位、退役转接到位、技

能培训到位、返校复学到位、就业创业

引导到位。

广西来宾市做好退役军人返乡服务保障

优化办事流程 提升服务效率

清明，人间四月春。

这天上午，安徽省萧县长山烈士陵

园迎来几位特殊的祭奠者——烈士王友

香的后代及亲属。他们在祭扫亲人后，

遵照烈士弟弟王友三的遗愿，将 50万元

人民币捐赠给陵园，用于日常管护。

1928 年，王友三出生在萧县杜楼

镇红庙村，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三。1938

年，萧县沦陷在日军铁蹄之下，17 岁的

二哥王友生报名参军，成为一名新四军

战士。大哥王友香一边在村里当教员，

一边照顾母亲及年幼的弟弟王友三和

王友林。

王友生随部队转战，仅在结婚时回

过一次家。王友三清晰记得，当时因担

心身份暴露，王友生没敢走院子大门，

从后门悄悄回到家中。与嫂子完婚没

几天，便离家返回部队，从此杳无音信。

1945 年，王友三和家人得知，王友

生在与日军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此后没多久，王友香抱着“像二弟一样

打敌人”的决心，告别家人投身革命。

不 久 后 ，16 岁 的 王 友 林 也 奔 赴 了 前

线。1947 年，两兄弟相继在河南对敌

作战中血染疆场，壮烈牺牲。

酷爱读书的王友三，在战乱时局

中艰难求学，断断续续读完小学和初

中。淮海战役胜利后，王友三来到江

苏徐州读高中。他更加勤奋学习，最

终学有所成，一生在教育行业辛勤耕

耘。

“生于战乱年代，生活艰难，求学道

路曲折。深切感知革命斗争之艰辛，和

平安宁之不易。”生前，王友三立下遗

嘱，向家乡烈士陵园捐赠 50 万元完善

纪念设施。

“你用生命卫山河，我用深情护英

魂。”得知王友三一家事迹后，当地群众

纷纷表示，一定要用心用情把红色坐标

守护好，用责用力把英烈精神传承好。

烈士墓前的特殊捐赠
■本报特约记者 段艳梅

本报讯 李卓晗、靳明月报道：4 月

1 日，辽宁省昌图县“金山堡战斗英雄

排”排长于淮，走上大洼镇初级中学讲

台。他结合金山堡战斗经过，为全校师

生带来一堂精彩国防课。

1946 年 4 月 15 日 ，东 北 民 主 联 军

在金山堡布下伏击圈，给敌人沉痛打

击。为更好地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

色基因，去年 5 月，昌图县人武部将金

山民兵应急排命名为“金山堡战斗英

雄排”。

被命名以来，该排一边抓紧加强练

兵备战，一边积极传播红色精神。临近

清明，县人武部组织“金山堡战斗英雄

排”深入辖区学校开展“红色铸魂·国防

筑梦”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沉浸式红色

宣讲、互动式国防教育等形式，厚植青

少年学生家国情怀。

“毙伤、俘虏敌 1500 余人，缴获汽

车 30 余辆……”笔者在大洼镇初级中

学礼堂看到，身着迷彩作训服的于淮，

运用多媒体影 像 资 料 ，带 师 生 们 穿 越

历 史 时 空 ，走 进 那 场 惊 心 动 魄 的 战

斗。初一年级三班学生沈海璇在笔记

本 上 写 下 感 悟 ：“ 我 要 以 革 命 前 辈 为

榜样，珍惜时光、刻苦学习，长大后报

效祖国。”

县人武部还赋予该民兵排培训中

小学“少年红色讲解员”任务。他们依

托学校每月第一个周五的“国防教育

日”，组织军事训练、内务比赛、辅导授

课、唱红色歌曲等活动，进一步强化学

生国防观念，达到了预期效果。

辽宁省昌图县发挥民兵分队作用

传播红色精神 助力国防教育

“第一次以宣讲队员的身份赴牧

区宣讲，深感责任重大，我一定拿出最

好的状态，用牧民听得懂的语言，把政

策讲进他们心里。”近日，全国人大代

表、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助理工程师贺

婷婷，受邀“加入”玉树独立骑兵连“马

背上的宣讲队”，与队员一道赴牧区宣

讲全国两会精神。

巴塘草原位于牧区深处，地广人

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为此，玉树

独立骑兵连挑选精通藏汉双语的理论

骨干成立“马背上的宣讲队”，深入草

原牧区传播党的好声音。近年来，“马

背上的宣讲队”足迹已遍布当地 40 多

个乡镇。

全国两会胜利闭幕后，宣讲队员

们制作双语宣传手册、传单和横幅标

语，又一次深入牧区，为牧民宣讲全国

两会精神。

“金珠玛米来了！”对“马背上的宣

讲队”，牧民们再熟悉不过。因长年驻

扎在巴塘草原上，官兵早已把草原上

的牧民们当成了亲人，闲暇时帮老乡

干农活、逢年过节时带上米面油看望

孤寡老人。牧民们的牛羊生病了，也

会找到骑兵连的兽医。去年夏天，一

名牧民家中放养的马被牦牛顶破了肚

皮，牧民第一时间拨打连队兽医李广

岳的电话，李广岳连夜奔赴至牧民家

中，在他的努力抢救下，这匹马被成功

救治。

“去年政府提高了草原生态保护补

贴，您收到了吗？”“孩子上学有没有困

难？”贺婷婷盘腿坐在牛粪炉旁，用糌粑

加碗当教具，给牧民们讲解起政策。

每到一户，宣讲队员都会仔细询

问牧民的生活情况，并在“马背民情日

记”上认真记录。

夕阳西下，“马背上的宣讲队”踏

上归程，他们的身影渐渐融入草原暮

色中。马背上的宣讲，不仅第一时间

传递着党的好声音，更架起了一座连

接党心民心的桥梁，谱写着一曲新时

代的“民族团结赞歌”。

上图：“马背上的宣讲队”前往牧

区宣讲途中。 文 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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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云南省盈江县迎来马铃薯收获季节。连日来，盈江县人武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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