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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月考成绩刚刚出来，南疆军

区某部驻守高原的干部董光凯，就接到

妻子打来的电话。得知孩子的成绩又

进步了，他高兴得合不拢嘴。

一 年 前 ，董 光 凯 调 整 到 新 单 位 任

职，妻儿也随迁到新驻地生活。正在读

初三孩子的择校问题，是搬家前夫妻俩

的“挠头事”。

当岗位调整“撞上”子女升学，董光

凯一时犯了难。“调任新岗位，孩子能不

能就读驻地高中？孩子能不能适应，成

绩能不能跟上？”他的这些顾虑，随着南

疆军区“军人子女教育食宿站”的主动

作为，一一得到化解。

“小站”不大，却肩负使命。说是“食

宿站”，其职责更像为军人子女铺就成才之

路的“服务站”。食宿站运营由上级保障，

协调员由南疆军区机关干事兼任，专门对

接驻地政府，为军娃解决入学教育难题。

南疆军区驻守在祖国最西边的喀

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帕米尔高原和藏

北阿里高原，官兵们常年战斗在平均海

拔最高、距离首都最远、生活条件最艰

苦的地方。

家门连着营门，军娃牵动军人家庭

的心。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哨点”，正是这

一座座“哨点”构筑了一条坚不可摧的“边

防线”。军人夫妻聚少离多，军娃的成长

是他们心中的牵挂。对于边防官兵来说，

“后院”是他们心灵的寄托、温暖的港湾，

也是他们戍边守防的动力。关爱军娃成

长，就是关爱军人家庭，也是筑牢边防线

上的一座座“哨点”。

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日子里，让

我们为广大军娃送上诚挚的节日祝贺，向

驻守边防的官兵们和在他们身后默默奉

献的军嫂们道一声辛苦了，更要向用真情

真心呵护军娃成长成才的军地各级党组

织道一声感谢。优待政策的落实、配套保

障的落地，解决了军人家庭的后顾之忧，

官兵们戍边守防更踏实、更安心。

今天，让我们走进“军人子女教育

食宿站”，透过军娃的成长故事，聆听边

疆“太阳花”盛开的声音。

——编 者

“有组织的关心，高
原再苦，我们心里甜啊”

为人父母，孩子是心头最大的

牵挂。边防军人肩负戍边使命，不

能陪伴孩子长大。军娃的成长成才

问题，时常困扰着边防军人家庭。

调 任 到 南 疆 军 区 边 防 某 营 驻

守，离家更远了，董光凯和妻子商量

把家搬到离部队较近的喀什市。这

样一来，一家人团聚的机会更多了，

但新的矛盾接踵而至。

“孩 子 能 不 能 就 读 当 地 中 学？

当地教育水平如何？谁能帮助协调

孩子上学事宜……”每次聊起这些

话题，夫妻俩总是担忧。

在南疆边防一线，像董光凯这

样心怀顾虑的官兵还有不少。

南 疆 军 区 机 关 赵 干 事 告 诉 记

者，军区下辖部队大多驻守高原一

线，地处偏远，条件艰苦。为了让丈

夫安心守防，许多军嫂选择把家搬

到部队驻地附近。

官兵的烦心事，就是党委的心

头事。偏远地区教育条件相对落后，

军娃的教育问题，牵动着各级党委。

调整改革以来，该军区下辖部

队移防较多，官兵转岗不少，边疆地

区可依托的教育资源有限，怎样才

能解除官兵的后顾之忧？

20 多 年 前 ，在 军 地 各 级 推 动

下，上级在南疆喀什建设“军人子女

教育食宿站”，专门协调驻地政府部

门和学校，为随迁到边防的军娃解

决入学教育等难题。

南疆军区机关选派机关干事兼

任食宿站协调员。20 多年过去，一

茬茬协调员接续努力，与喀什地区

一所幼儿园、一所初中、一所高中签

订协议，军娃们入托入学有了根本

保障。如今，食宿站每年都会为百

余名军娃协调入学事宜。

食 宿 站 了 解 到 董 光 凯 的 情 况

后，派专人与两地教育部门沟通，协

助办理军人子女学籍转接手续，孩

子顺利进入喀什某中学就读。

“刚到新学校，孩子并不适应。”

董光凯告诉记者，食宿站与学校建立

沟通机制，学校、家长、食宿站三方共

同关注孩子的成长进步，建立档案

卡，持续关心军人子女在校表现、思

想状态和学习情况。一年时间里，孩

子的学习成绩稳步提升。

董光凯的妻子知道，这一路走来

多么不易。“初来乍到，我们工作也忙，

时常顾不上孩子，是食宿站补上了我

们的缺位。”

军娃的笑脸，就是军人扎根边

防的动力。“有组织的关心，高原再

苦，我们心里甜啊。”前往高原的汽

车上，董光凯看着孩子的照片，心里

暖暖的。

董光凯告诉记者，孩子学习成

绩目前已排在年级前列，他对孩子

充满信心。

“上学有你陪伴，
我们心里暖暖的”

“同学们坐好，我们准备出发了。”

时 节 已 是 初 夏 ，喀 什 地 区 气

温陡降，局地飘起雪花。清晨，停

在 某 部 营 区 的 校 车 里 却 暖 意 融

融 ，赶 着 去 上 学 的 军 娃 们 纷 纷 登

上校车。

一路上，孩子们分享着学校的

趣事，车厢内充满欢声笑语。

完成一天的接送任务，驾驶员

小刘查看校车上的留言簿，不知哪

个“有心娃”写下这么一句话：“上学

有你陪伴，我们心里暖暖的。”

军娃笔下的“你”，是校车驾驶员，

是食宿站协调员，无论哪个“你”，都在

军娃的心中留下一段温暖记忆。

温暖，也是军嫂的记忆。某部

军嫂说：“校车每天都在营区停靠，

接送营区军娃上下学。寒冷的日

子，孩子们乘坐校车上下学，我们心

里温暖极了。”

部队的很多营区，与喀什某中

学距离较远。过去，对军嫂们来说，

接送军娃上学是最牵扯精力的事，

大家只能“拼车”接送孩子。“送完孩

子再上班，一直奔波在路上……”一

位军嫂说。

“用真情真心呵护边防军人子

女成长，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行

动上。”食宿站开始论证解决方案，

最终决定购买校车，开通“爱心专

线”接送军娃上下学。

为合理设置站点，满足不同营区

的出行需求，食宿站在不同营区设立

站点，按照“相对集中、照顾多数、确

保安全”的原则，设计多条接送路线。

军嫂向梅的丈夫刘贤军是某边

防团军医，夫妻俩总是聚少离多。

去年初，向梅随军到喀什，在食宿站

协调下，儿子转学到喀什某中学。

向梅不会开车，得知有校车接送孩

子，心里才托了底。

“今天儿子坐上了校车，现在已

安全抵校，你就放心吧。”西北边陲

寒风刺骨，刘贤军随队巡逻归来收

到妻子的这条信息感动不已：“‘后

院’无忧，妻儿满意，我们驻守高原

动力十足。”

军娃成长，军人安心。刘贤军

道出了所有边防官兵的心声。

军娃上学有保障，成长有人关

注，上下学有校车接送……各级的

关心犹如阳光雨露，滋润着盛开在

边疆的“太阳花”。

建站以来，该军区积极协调驻

地政府为军娃搭建教育平台，出台

“春雨政策”：联合驻地政府引入驻

地教育资源，在营区开设钢琴、舞

蹈、古筝、书法等培训班，让“太阳

花”茁壮成长。

去 年 ，军 娃 林 慧 即 将 大 学 毕

业。她给赵干事发来信息：“叔叔，

我准备应聘喀什某中学，成为一名

呵护‘太阳花’的边疆教师。”

“愿你们飞向更辽
阔的天空，去经历风雨
收获彩虹”

“史 老 师 ，我 被 清 华 大 学 录 取

了……”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军娃

赵文宇第一个拨通了喀什某中学班

主任史志远的电话。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几年前，赵

文宇转入喀什某中学就读，这位从

小在内地长大的军娃，无法适应环

境、课本的变化，成绩明显退步了。

史志远十分关注这位军娃，主

动找他谈心。通过“军人子女教育

食宿站”组织的家校见面会，史老师

联系上了赵文宇的妈妈，给这位军

嫂吃下“定心丸”：“您的孩子很聪

明，但首先要学会适应环境……”

家校见面会后，史老师为赵文

宇量身拟制“学习规划”，利用课余

时间为他答疑解惑、查漏补缺。孩

子的学习状态很快恢复，学习成绩

一路攀升。

发生在赵文宇身上的故事，不

是个例。食宿站定期到学校教务

处 进 行 跟 踪 回 访 ，了 解 像 赵 文 宇

一 样 的 军 人 子 女 的 学 习 情 况 ，及

时 做 好 学 校 和 家 庭 之 间 的 纽 带 ，

确保军娃的“学情常掌握、学习不

掉队”。

赵干事回忆，一位军嫂在驻地

医院当护士，需要上夜班，他们主动

与学校做好沟通工作，安排老师轮

流为孩子辅导功课。

“学校、食宿站、家庭三方联育，

让孩子更快适应新环境。”衔接有序

的“优教工程”，食宿站协调员和老

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军娃心灵

深处镌刻幸福印记。

那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学校

采取线上方式上课。班主任何老师

格外关心军娃杨茜平——她的母亲

坚守在抗疫一线，父亲坚守在戍边

一线，懂事的小茜平跟随老人在营

区生活。

于是，何老师坚持每天和杨茜

平打视频电话，为孩子辅导功课。

何老师的心里，早已把小茜平当作

自己的孩子。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何老师

对边防军人有了更深的了解。日

常 教 学 中 ，一 个 个 感 人 的 戍 边 故

事，成了何老师课堂上最闪光的话

题：“军人用青春铸就钢铁长城，他

们的情怀和精神，是我们仰望的精

神高地。”

孩 子 们 被 军 人 的 家 国 情 怀 感

动。在何老师带的班级中，每年毕

业都有学生报考军校，杨茜平也如

愿考上军校。

后来，杨茜平在军校读书期间

每次遇到挫折，或是取得成绩，都会

第一时间与何老师分享：“老师，我

穿上军装才发现自己离一名合格的

军人还差很远……”

何老师专门给她回信：“实现梦想

只是第一步，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路

还很长。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自己

是从边防走出来的孩子……”

去年，军娃邓娅欣以优异成绩

考取某地方大学。大一那年，她以

优异成绩拿到奖学金。她把这个好

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赵干事，并将

奖学金寄给高中班主任，作为给成

绩优异学弟学妹的奖学金。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何老

师给几位考上大学的军娃，发去祝

福信息：“在老师的心里，你们永远

是孩子。愿你们飞向更辽阔的天

空，去经历风雨收获彩虹。”

图①：食宿站“课外辅导员”为

学生上国防课；图②：军娃给界碑

描红；图③：周末，军人夫妻陪儿女

写作业；图④：董光凯和孩子在一

起；图⑤：一名战士带着军娃们做

游戏。

赵杨、屈旭文摄

西部边疆：童心盛开“太阳花”
■左亚宾 严晓东 本报特约记者 唐 帅

周末一早，西部战区陆军某部二级上士祁永宇，接到

了妻子打来的视频电话。镜头那边，他不满 6 岁的女儿阳

阳，身穿迷彩背心开心地笑着。一个稚气的敬礼后，小姑

娘问道：“爸爸，你啥时候回家？”

今年是祁永宇驻守高原的第 7 个年头，他错过了很多

阳阳成长中的重要时刻。每次阳阳问起这个问题，他总是

下意识转移视线，望着远处的雪山说：“爸爸很快回家，你

要乖哦，不要惹妈妈生气。”

上次休假本该是在半年前，由于任务需要，祁永宇没

能按时休假。不能按时回家这句话，他可以与妻子商量，

却对女儿说不出口。

爬冰卧雪的老兵，内心也有柔软的角落。

每次休假归队前，阳阳拉着他的手哭哭啼啼的样子，

时常出现在祁永宇眼前。对他来说，女儿阳阳就像高原的

太阳，照亮他坚守的日子，在困难时给他希望，在失落时给

他鼓励。

那年夏天，营里组织 30 公里负重拉练，感冒后刚刚恢

复体力的祁永宇，主动请缨参加训练。一路上，祁永宇咬

牙坚持。最后数公里的路程，他出现高原反应。就在准备

放弃时，他的耳畔萦绕起女儿鼓励自己的话，“爸爸也要加

油哟，要当一个坚强的爸爸。”

当时，刚上幼儿园的阳阳，不愿意去幼儿园，每天早上

和母亲哭闹。妻子给祁永宇微信留言，让他给女儿做思想

工作。

晚上训练结束，祁永宇拿到手机给阳阳打去电话：“要做

一个坚强的孩子，像太阳一样去温暖别人。”阳阳抹了抹眼泪

对他说道：“爸爸也要加油哟，要当一个坚强的爸爸。”

从此，高原的太阳，成了父女二人心中“坚强”的代名词。

去年，祁永宇探亲即将结束。归队当天，阳阳好像知

道了什么，起了个大早，像个战士一样“挡”在家门口：“爸

爸，不许走。”妈妈抱起阳阳在她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小姑

娘扑到爸爸怀里，禁不住哭了。

回到部队不久，祁永宇收到礼物，那是阳阳画的一幅

画，描绘了这位小军娃心中的幸福时刻：他们一家人手牵

手，站在雪山前，头顶的太阳特别耀眼。

“爸爸每次回家，就把温暖带回来。”妻子告诉女儿，你

和爸爸都是咱家的太阳！

还有一次探亲回家，祁永宇将一叠太阳贴纸交给女

儿：“以后咱俩每完成一项任务、克服一个困难，你就帮爸

爸、给你自己在冰箱上贴一张贴纸。看爸爸下次探亲归

来，你可以攒多少个小太阳。”

祁永宇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左手手臂上一道新添的

疤痕。今年初，他带队参加上级组织的侦察兵集训。参加

崖壁攀登课目训练时，他脚下一块石头突然松动，身子往

下沉的瞬间，他伸手猛抓崖壁，锋利的石块给他的手臂划

开一道口子。

告别妻女，祁永宇再次奔赴高原。那次，他随队上山

执行任务，连续半个月无法使用手机。下山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拨通妻子的视频电话。

镜头中，阳阳踮起脚尖在冰箱上贴了一个太阳：“爸爸，

你在外执行任务很辛苦，妈妈让我奖励你一个‘小太阳’。”

祁永宇笑着问女儿：“那你有没有完成你的任务啊？”

“报告爸爸！今天我‘保护’妈妈去了超市！”镜头中的

阳阳，手里攥着一个贴纸，脸上写满自豪地说，“我也要给

自己‘攒’上一枚！”

前不久，祁永宇荣立个人三等功，旅队举行的颁奖仪

式结束后，他特地给女儿打去视频电话，让她看一看自己

的军功章，与自己一起见证荣耀时刻。

通话即将结束时，阳阳把脸凑近镜头，鼻尖凑近屏幕

前：“爸爸雪山上冷不冷，我在家里储存了很多阳光……”

说着举起一个玻璃瓶，里面装满了一片“金黄”。妻子说，

这是女儿用去年秋天收集的梧桐叶碎屑做的。

这一刻，祁永宇的眼眶湿润了。

挂上电话前，叮嘱妻子照顾好女儿，祁永宇再次抬头

远眺，一缕金光照在雪山顶。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温暖的

力量，来自远方亲人思念的力量。

高原的初夏，窗外依旧冷风簌簌，祁永宇心里暖暖的。

他的心已经飘回到了家乡。此刻，3000 公里外的春江

水暖处，女儿正把梧桐叶碎屑撒向天空，片片金黄载着阳

光，飞向雪山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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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校车前的道别。

祁永宇和女儿在一起。 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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