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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新闻

清晨 6 点，一对新婚夫妇来到昆明

南站乘坐高铁。值得注意的是，新娘身

着彝族服饰，新郎一身笔挺军装。途

中，他们不忘给安检工作人员和候车旅

客发喜糖。

“新 婚 快 乐 ！ 新 婚 快 乐 ！”新 郎 新

娘灿烂的笑容，路人祝福的话语和手

里满满的喜糖，让昆明南站洋溢着甜

蜜的氛围。

前不久，记录这一幕的视频被多个

媒体平台转载，引发许多网友关注，短

时间内获得超 70 万点赞和近 2 万条评

论祝福。与此同时，“高铁见证甜蜜军

婚”“最美的婚服，最酷的‘婚车’”等相

关词条热度不断攀升。

几 经 辗 转 ，记 者 找 到 了 新 娘 徐 应

红——来自云南楚雄的一名彝族姑娘，

听她讲述这段动人的军恋故事。

“2020 年 7 月，我俩通过朋友介绍

相识，当时一加微信我们就认出了彼

此 。”徐 应 红 声 音 中 带 着 笑 意 。原来，

1 年前，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服役

于武警某部的胡劲涛，曾当过徐应红

的军训教官。只是这段缘分的开头并

不算美好，军训时年轻气盛的徐应红

因为不适应严格要求曾和胡劲涛“顶

过牛”。“我读书的时候一头短发，还练

过武术，脾气火暴得很。”“冤家”再会，

恍若冥冥之中自有注定，二人很快坠

入爱河。

尽管身处同一城市，但徐应红与胡

劲涛的见面机会并不多。“有一次，他请

假外出来见我，我俩就隔着学校大门聊

了 10 分钟。”徐应红回忆。

“我心里也有个军旅梦，前后 6 次

报名参军，可惜未能如愿。”徐应红坦

言，萦绕心头的军旅情结，成了她和胡

劲涛情感升温的催化剂。2023 年 9 月

28 日，两位年轻人领证结婚，正式迈入

婚姻殿堂。但由于二人的工作性质，原

定婚礼一直延期到今年。

“他老家在贵阳，我在楚雄，我俩一

个是现役军人，一个是医生，赶在一起

休假不容易。按照老家习俗，我们要在

三天两地举办两场婚礼。”徐应红介绍，

第一场婚礼在楚雄办，婚礼当天，村里

的父老乡亲齐聚婚礼现场，送上祝福。

“第二场要去贵阳，开车差不多 9 个多

小时，不太安全。综合考虑，我们选择

了坐高铁。”徐应红说。

婚礼当天凌晨 3 点半，这对新人从

楚雄出发前往贵阳。为了节省时间，他

们上车前就搞定了服装造型。就这样，

二人一边赶路、一边撒喜糖，将新婚的

喜悦传递给更多人。很多人拿起手机

拍摄记录，为他们留下多个机位的幸福

瞬间。

“一个是现役军人保家卫国，一个

是‘白衣天使’救死扶伤，这对新人真登

对”“你们的幸福全国人民都看到啦，14

亿人祝福你们白头偕老”……因婚礼在

网上火“出圈”，让徐应红颇感意外。“最

近，我们收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祝福消

息，我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单

位的领导也在转发。我有些意外，但更

多是惊喜和感动。”徐应红说。

据了解，胡劲涛如今已服役 8 年，

对于二人未来，徐应红满怀憧憬：“他想

继续留队，我坚决支持。留不下也没关

系，我喜欢做吃的，他回来开个餐馆，我

就教他手艺！”

随着视频持续刷屏，记者在评论区

发现，这对新人的故事，得到很多拥有

相似军恋经历的网友共鸣——

“我丈夫也是现役军人，他还‘欠’

我个婚礼。”

“ 他 是 现 役 军 人 ，我 是 医 生 ，2010

年，我们请假 3 天，火车转汽车，来回近

1000 公里，没有礼服，办了一个朴实但

温馨的婚礼。”

“我是临床医生，爱人是现役军人，

跟你们一样在 2023 年领的证，今年办

婚礼，祝福你们也祝福我们。”

……

一对新人，一个是现役军人保家卫国，一个是“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甜蜜军婚背后的故事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军

日前，贵州省兴仁市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开展专业课目训练，提升

民兵应急处置能力。图为民兵开展供水设施抢修训练。 黄秀文摄

“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兵，就是我

们的地理老师”“严老师气质不一样

了，眼神更加坚定了”“向严老师学

习，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这几

天，广东省深圳市上半年入伍女兵严

诗思的采访视频评论区十分热闹。

这位 00 后女兵是深圳市龙华区

第二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初中地理教

师。这些满怀祝福的留言，大多来自

她曾教过的学生。

“参军是我多年以来的梦想。”大

学期间，严诗思便参加了学校国旗护

卫队。担任旗手升旗、护旗的经历，

让她对军营生活更加憧憬。

2024 年 9 月，大学毕业的严诗思

进入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实验学校教

育集团，担任初中地理教师。身处教

学一线的严诗思，教学日历上永远比

别人多标出两周的备课进度。在她

眼中，教案便是阵地，标注清晰的知

识“坐标”，紧扣学生“能力战区”的课

后习题，是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若

要学生眼里有星辰，教师心中需先藏

山海。”这句话，严诗思常挂在嘴边。

2025 年 女 兵 征 集 报 名 通 道 开

启，已经考取教师编制的严诗思，心

底向往军营的火苗再次引燃，于是果

断报名应征。在教学授课、参军报名

双线并行的日子里，严诗思教学不

辍，白天授课、批改作业，夜晚备课一

结束，便开启体能训练、增强体魄。

得知严诗思的参军意愿后，学校

及上级教育管理部门大力支持：在保

证学生课程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对其

教学安排进行递进式调整，安排学科

组成员帮助分担授课任务；开通“军

旅教师绿色通道”，为她保留原有工

作岗位。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经 过 不 懈 努

力，严诗思陆续通过体检、政考、役前

教育等环节，顺利入伍。

“我的选择可以给我的学生树立

一个榜样，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老师去

当兵报效祖国了，他们长大了或许也

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在深圳市上半年

女兵入伍批准暨欢送大会上，严诗思

言语诚恳，“地理课可以教孩子们认识

大江大河，参军则是用青春守护祖

国。我想告诉我的学生，无关年龄与

职业，只要心怀热爱，便能奔赴山海。”

三尺讲台丈量山河经纬，身披戎

装守护万家灯火。随着严诗思入伍

的消息在校园里传开，她的同事与学

生纷纷为她送上祝福。“书本里的家

国，钢枪下的热土，都值得我们用生

命去守护。”眼下，新兵陆续踏入军

营。从三尺讲台到火热军营，从教师

到军人，严诗思满怀赤诚，奔赴属于

自己的山海。

上图：严诗思入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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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彭军、田莉报道：连日来，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驻军部队医院组建专业医疗队，走

进凉亭坳乡开展“情系老兵送健康”医

疗巡诊，让深居大山的 80 余名重点优

抚对象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此次巡诊设在凉亭坳乡退役军人

服务站，覆盖全乡 11 个行政村，重点服

务老复员军人、“三属”、伤残军人等群

体。现场设立联合诊疗区，涵盖心血管

内科、骨科、康复医学科等专业，配备数

字化心电图、超声检测等设备。医护人

员为每位老兵建立健康档案，提供针对

性用药指导，并发放装有血压仪、急救

药品的便携式医疗箱 70 套。

针对山区医疗资源薄弱实际，巡

诊团队开展“诊疗+宣教+送药”三位

一体服务。除现场服务外，医疗队对

8 名 行 动 不 便 的 老 兵 实 施 入 户 诊 疗 ，

并 为 全 体 服 务 对 象 开 通 24 小 时 健 康

咨询专线。

服务站内设置健康科普展板，以

简单易懂的图文形式介绍慢性病管理

知识，医护人员通过模拟演示讲授应

急救护技能。

“专家上门服务，这份关怀暖到心

坎里”“听说今天有专家来，我要去问问

我这腿疼的老毛病”……这天，98 岁抗

美援朝老兵夏永书、95 岁抗美援朝老

兵丁继荣在家人陪同下相继来到退役

军人服务站，体验了专家问诊、心电图

检测等项目。

数据显示，此次巡诊共筛查出高血

压、关节炎等常见病 37 例，所有病例均

制定后续跟踪治疗方案。

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持续联动优质医疗资源，定期开

展山区巡诊，探索“家庭医生签约”“远

程问诊”等服务，切实提升退役军人荣

誉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巡诊进山村 服务暖兵心

在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熊家咀

村姜家岗湾，有一座由 53 人青石板合

葬墓和 20 座烈士墓组成的红军烈士陵

园。其中，只有 2 位烈士有名有姓。

“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

功勋万古流芳……”暮春时节，武警湖

北总队黄冈支队官兵走进这座静穆的

陵园。姜家岗湾村民、87 岁的守墓人

姜能山，给官兵讲起红军烈士的故事。

位于大山深处的熊家咀村，是土地

革命时期鄂豫皖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战

地医院所在地。1932 年，红四方面军

主力西征，不能随部队转移的重伤员留

在姜家岗战地医院养伤。后来，有 73

名红军官兵因伤势过重或伤口感染牺

牲，村民将他们就地安葬，这里便是烈

士陵园的前身。

红安县档案馆馆长辛向阳介绍，

1932 年底，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对墓地

进行大肆破坏。“经过风吹雨淋，时间长

了，烈士坟慢慢塌陷，有的木牌也不见

了，很多烈士的姓名已不可考。”提及往

事，姜能山老人语气低落。

姜能山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

对红军烈士十分崇敬。1958 年，年方

20 岁的他在烈士墓区栽下 14 棵柏树，

自发承担起守护烈士墓的任务。这一

守，便是半个多世纪。

“1962 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先

是担任姜家岗生产大队大队长，后当了

15 年的熊家咀村党支部书记。1984 年

卸任后，我有了更多时间看顾烈士墓。”

姜能山告诉记者，有一年，村里有人开

垦荒地，盯上了这片烈士墓地。他听说

后严厉制止，肩挑背扛运来黄土，将被

刨平的烈士墓全部重新堆起坟包。

在春节、清明等重要节日，姜能山

会 带 着 供 品 来 陵 园 祭 奠 红 军 烈 士 。

2008 年大年三十，大雪纷飞。祭拜途

中 ，姜 能 山 不 小 心 一 脚 踏 空 ，摔 到 沟

里。老伴心疼地劝慰：“你为他们守了

半辈子墓，已经算尽心尽力了，你这把

老骨头就别再折腾了。”姜能山却说：

“这些烈士为了革命，不要钱、不要家、

不要命，很多人至今还没找到亲人，咱

们不管谁来管？”在他的带动下，儿孙们

也主动加入祭扫队伍，一人守护变为三

代接力。

多年来，姜能山一直坚持为烈士寻

亲，但除了高德福和黄民进两位烈士之

外，其他烈士的寻亲进度十分缓慢。

高德福是河南新县人，在黄安战

役中受了重伤，被群众用门板抬到姜

家岗湾治疗，却因伤情过重牺牲，村里

的 老 红 军 陈 明 志 亲 手 将 他 安 葬 在 这

里。1994 年，村民程如松到河南新县

看望女儿，无意间说起村里的烈士陵

园，结果发现，烈士高德福竟然就是女

婿的爷爷。经确认，苦寻 60 多年的高

家人，立即动身前往陵园祭拜，并准备

了财物，对坚持守墓的姜能山表示感

谢，被他婉言谢绝：“这都是我应该做

的。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守护好这些

烈士一天！”

2012 年，烈士黄民进的儿子几经

辗转，确认父亲就安葬在姜家岗烈士陵

园，特地从老家湖北孝感赶来认亲。黄

民进的儿子比姜能山还年长几岁，几十

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父亲。“找到时，我

们一起抱头痛哭，真是太不容易了。”姜

能山至今对认亲场景记忆犹新。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寻找其他烈

士家人的难度越来越大，姜能山说：“不

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们的亲人，但我愿

意永远做他们的亲人。”

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步履蹒跚的

耄耋老人，时间风化了墓碑上的印记，

但从未冲淡守墓人的誓言。姜能山几

十年如一日为烈士守墓，先后被湖北省

评选为“荆楚楷模”“道德模范”，上榜

2023 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入选

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如今，姜

家岗烈士陵园已挂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姜能山不顾年迈体弱，当起了义务

宣讲员。“现在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大家

的生活也好了，对于英烈保护工作很重

视，我更应该把红军的故事讲下去。”姜

能山说。

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熊家咀村姜家岗湾村民姜能山守护红军烈士墓60余载——

“我愿意永远做他们的亲人”
■田 健 祁武辉 本报记者 安普忠

江苏省金湖县

培养乡村振兴人才
本报讯 何春钦报道：日前，江苏省

金湖县在县委党校举办全县村（社区）退

役军人后备干部培训班。党校专家及相

关部门领导担任教师，围绕基层党组织建

设、农村经济发展、群众工作方法等，运用

理论讲解、案例剖析、现场研教和实践操

作等方式，为退役军人建功乡村振兴第二

战场淬火强能。

陕西省扶风县人武部

抓好共同条令学习
本报讯 张晓艳报道：新修订的共

同条令颁布后，陕西省扶风县人武部依

托报刊、网络平台等载体，组织全体人员

认真学习，了解掌握新旧条款变化和有

关内容解读。他们还采取集中宣讲、小

组讨论等形式，深入学习新条令精神，并

从日常养成抓起，确保把新条令学习落

实到具体行动中。

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

培训思想工作骨干
本报讯 杨丹报道：近日，联勤保障

部队第 940 医院为提升基层保卫委员和

思想工作骨干工作能力，采取法规学习、

教育警示、经验交流、现场答疑、随训考

核等方式，组织各科室保卫委员和思想

工作骨干进行集中培训，提高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月中旬，安徽省肥东县人武部和驻军某部官兵走进白龙镇中心小学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图为驻军某部

干部为学生讲解武器装备知识。 曲文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