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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现在问题解决了，要把全部

心思放在工作上。”“王阿姨，谢谢您，跟

您聊会儿天，心里敞亮多了……”走进

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未来凤凰城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的“心灵驿站”，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还在与鹤壁军分

区中士小郭谈心。

这位老人就是王利云，今年65岁。拥

军这条路，她已经走了 20多年。

“我父亲、哥哥和弟弟都是军人，我

对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送走了

小郭，王利云打开了话匣子，“那时候，

我看到解放军心里很羡慕，也想着去当

兵，但因为种种原因没去成，这事成了

一辈子的遗憾。”

王利云的拥军之路，始于她 1996年

参与的一次活动。那一次，在鹤壁市拥

军模范王秀英的发动下，她走进军营慰

问官兵。看着年轻战士的笑脸，王利云

心里热乎乎的。她从此暗下决心，要在

拥军路上继续走下去。

第二年，王利云听说淇县黄洞乡残

疾老兵李保军无儿无女，一个人过得很

艰难。于是，她找上门去帮助做家务，

此后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直至 2013 年

老人辞世。

山城区八路军老战士张灿灿一直独

居，2004 年起，王利云便开始照顾其饮

食起居。张灿灿临终之际拿出积蓄塞到

王利云手中：“我无儿无女，这些钱留给

你。”王利云含泪收下，以老人的名义将

钱如数上交至山城区民政局，用来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

八路军老战士、抗美援朝老兵、伤

残军人、烈士遗孀……王利云把通过民

政局、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等部门了解到

的拥军对象信息整理记录在一个小本

子上，并及时更新。“有国才有家，有军

才有安，军人保家卫国守护一方安定，

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关心帮助他们。”

王利云说。

2006 年的一次拥军活动，王利云

给驻军某部战士们分发生活物资时注

意到，战士小赵有些闷闷不乐。“咋看

着不高兴，有啥事给我说说。”王利云

真诚的关心，让小赵鼻头一酸。原来，

小赵的家在偏远山区，妹妹外出上学，

母亲患病在床，自己远在千里之外无

法尽孝。当时，王利云刚下岗，手头也

拮据，但了解完来龙去脉后，她毫不犹

豫拿出自己攒了几个月的钱给小赵，

让他先贴补家用。“我把你当家人，你

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家里有啥事，咱

们 一 起 想 办 法 ……”王 利 云 安 慰 道 。

后来，小赵复员后，在家乡经营花果产

业取得良好效益，帮助多名退役军人

和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多年来，那

位雪中送炭的知心大姐的身影，始终

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几经辗转，他

联系到了王利云，相约一同拥军。“我

要把你带给我的温暖传递下去。”小赵

语气笃定。

在走访慰问部队时，王利云了解

到，有的官兵面对高强度训练以及家庭

困难问题时易产生焦虑等情绪，部分官

兵退役后面临社会现实压力产生不适

应心理。考虑到当地驻军部队较多，

她萌生了一个念头：开辟一间专门服

务 现 役 及 退 役 军 人 的 心 理 咨 询 室 。

2012 年，她通过自学考取了国家三级

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之后，在鹤壁军

分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心理咨询

协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下，

由王利云牵头成立的“心灵驿站”心理

咨询室，在淇滨区未来凤凰城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挂牌。“心灵驿站”区分心理咨

询区、情绪宣泄区、图书阅读区 3 个区

域，配备相关设施，为现役及退役军人

提供舒适、私密的环境。该心理咨询室

成立以来，王利云和多名专业心理咨询

人员轮流值班，为近百名驻军官兵及优

抚对象进行了心理疏导。

2021 年 夏 天 ，鹤 壁 发 生 洪 涝 灾

害。王利云第一时间响应市政府号召，

发动爱心企业、各界爱心人士筹集应急

物资送至一线，为执行抗洪抢险任务的

部队官兵提供了有力支援。

20 多年来，王利云先后被鹤壁市

委宣传部、鹤壁军分区、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评为“最美拥军人物”，被省委、省

政府、省军区评为“拥军先进个人”。

“ 只 要 身 体 还 行 ，我 就 会 坚 持 下

去。拥军，是一辈子的事。”王利云总说，

拥军要像一粒种子扎根在土里，20 余载

青丝变白发，那粒种子早已长成大树，

枝繁叶茂。

“拥军，是一辈子的事”
——记河南省“拥军先进个人”王利云

■贾 真 齐政阳

7 月，午后的阳光洒在贵州榕江县

城的屋檐上、墙根处还残留着水浸的痕

迹。

在该县忠诚镇楼房拐角处，东部战

区陆军某旅中士卫桂正蹲在地上，用刷

子仔细清理着墙上的泥渍。

时间拨回 6 月底，刚结束预提军士

集训返回连队的卫桂，得知家乡榕江遭

遇特大洪水，灾情严峻。心急如焚的他

多次尝试联系家人未果，立即向连队报

告。连队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当即协调

安排他休假返乡。

回到家乡并确认家人平安后，卫桂

焦急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但眼前洪水退

去后的场景刺痛了他：曾经干净整洁的

街道小区如今满是淤泥和杂物，受灾群

众脸上写满疲惫。“我得为我的家乡做点

什么。”卫桂主动申请参加镇里的灾后重

建队伍，随后又应武装部邀请，加入由退

役老兵、现役军人和青壮年组成的临时

突击队，前往受灾严重的县城。在大型

装备难以抵达的街巷，他和队员们清理

淤泥、搬运腐烂杂物、配合消杀，有时甚

至工作到深夜。就这样，卫桂默默在救

灾一线奋战了 6 天。

一同参与救灾的青年杨校和感慨

道：“卫桂哥每天闷头干活，不喊苦不喊

累。他用行动告诉我，军人的担当不是

一 句 口 号 ，是 实 实 在 在 为 人 民 群 众 做

事。有他这样的榜样，我更加坚定了入

伍的信念。”提起卫桂，突击队组织者、退

役老兵杨进勇忍不住夸赞：“我为我们榕

江有这样的小伙子感到骄傲。”

卫桂是一名 00 后战士，他的父亲是

一名退役军人。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

卫桂从小就对军营满怀憧憬。大学毕业

后，卫桂毅然选择参军入伍。

榕江向来有崇军传统，入伍前，该镇

为卫桂等新兵举办了热闹的欢送仪式，

让他深切感受到家乡人民对军人的尊崇

厚爱。入伍后，卫桂刻苦训练，很快在同

年兵中脱颖而出。去年，他凭借精湛的

专业技能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圆满完成

多项任务，年底获评“四有”优秀士兵。

日头慢慢落了下去，卫桂额角的汗

珠 顺 着 脸 颊 滑 落 ，砸 在 干 净 的 青 石 板

上。远处，几位居民正把新到的货物往

店里搬。再过几天，卫桂便要结束休假

归队，这座小城也将一点点拾回往日的

模样。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中士卫桂——

休假返乡投身家乡灾后重建
■高 歌 郑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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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伯，当年和您哥哥合葬的无

名 烈 士 中 ，有 3 位 烈 士 的 身 份 信 息 确

认了，他们分别叫陈瑞康、王寅坤、倪

木炳……”仲夏的一个清晨，浙江省余

姚市马渚镇全佳桥村民兵连民兵吕杭

滨和几位队员先去祭奠了“抗日英烈

十 五 同 志 墓 ”，随 后 来 到 陈 纪 先 烈 士

的弟弟陈其安家中，和他分享了这个

消息。

记者了解到，这座“抗日英烈十五

同 志 墓 ”，全 佳 桥 村 民 兵 守 护 了 80 多

年。

时间拨回 1943 年 12 月 22 日，浙东

抗日根据地余上自卫大队第二中队在

夏王宅村（今属浙江省余姚市马渚镇

全佳桥村）附近执行任务时，与日伪军

遭遇。该中队为掩护主力撤退奋力还

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15 位战士壮烈

牺牲。

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将 15 位战

士 的 遗 体 合 葬 在 一 处 ，立 碑 为 记 ，碑

上 写 着“ 抗 日 英 烈 十 五 同 志 墓 ”的 字

样 。 因 种 种 原 因 ，只 有 6 位 烈 士 有 基

本信息，分别是钱松泉、朱敬之、陈水

林 、陈 纪 先 、陈 江 标 和 张 登 记 ，其 中 ，

陈 纪 先 烈 士 有 姓 名 、职 务 ，但 无 家 庭

地址。有 2 位烈士名字叫水虎、能法，

但 不 知 道 姓 什 么 ，其 余 的 7 位 烈 士 无

名无姓。

全佳桥村民兵连的前身是夏王宅

村民兵连，最早可追溯至 1943 年 2 月

在当地成立的“抗日复仇先锋队”。自

烈士牺牲后，当地民兵自发承担起守

护烈士墓的任务，定期组织墓区修缮、

祭扫等活动，在全佳桥村一带持续寻

访战斗亲历者等相关人员，确认无名

烈士身份并开展寻亲工作。后来，该

村组建了以民兵、党员以及青年志愿

者为主要成员的护墓小队，专门负责

清理墓区杂草、献花、培土等。小队部

分成员主动担任讲解员，为前来祭扫

的人们讲述十五英烈的战斗故事。时

间久了，“尊崇英烈 守护英魂”成为

该村不成文的村规。

“当时，我哥哥想去参军，家里人刚

开始不同意，他偷偷跑去报了名。后

来，哥哥牺牲的消息传来，我们一家人

一度想去找哥哥的安葬地，但因为还在

打仗不方便去。再后来，我们就和哥哥

的部队失去了联系。”回忆过往，陈其安

红了眼眶。在寻访战斗幸存者、抗战老

兵谢裕新等人的过程中，该村民兵逐渐

还原当年那场战斗的细节，并了解到：

陈纪先烈士是马渚区天华乡东蒲村（今

泗门镇镇南村）人。几经辗转，他们找

到了烈士陈纪先唯一健在的家人——

他的弟弟陈其安。

近年来，该村民兵连民兵通过查询

全国英烈网公开的烈士信息，再结合余

姚市烈士信息库进行筛查比对，找寻烈

士身份线索。

2023 年，吕杭滨等人了解到，来自

宁波市宁海县前童镇的烈属正在寻找

名为“童遵孝”的烈士，他们手头掌握的

线索指向全佳桥村。结合烈属提供的

信息，两地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等军地相

关部门经核实确认，童遵孝（曾用名童

志刚）便是“抗日英烈十五同志墓”中埋

葬的其中一位烈士。得知这一消息，大

家倍感欣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以此为契

机，余姚市人武部会同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开展“青山有幸”无名英烈寻访

行动。他们依托马渚镇武装部、镇退役

军人服务站组建寻访队伍，查阅周边村

落及相关部门的史志、年鉴记载，找寻

红色历史资料。该村民兵连、护墓小队

等则持续探访相关人员，用音视频等方

式，记录口述史料。在多方努力下，前

不久，陈瑞康、王寅坤、倪木炳 3 位烈士

的身份信息得以确认，家属信息仍待进

一步完善。

“回忆偏差、行政区划变化，给我们

确认信息带来了很多困难。加之当年

许多战士会使用化名，很少携带可以

证明身份的物品，寻访过程好似大海

捞针。”吕杭滨坦言，“但亲历者和他们

的亲人年纪越来越大，再不抓紧就来

不及了。还有 3 位无名烈士的身份待

确认，我们会继续努力，让‘十五同志’

都能回家。”

80余年来，浙江省余姚市马渚镇全佳桥村民兵接力守护抗日烈士墓，并积
极为无名烈士寻亲——

让“十五同志”都能回家
■陈福良 本报特约记者 张沈欣

仲夏时节，在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

镇的“八子参军”雕塑前，来自赣县区人

武部的 200 余名基干民兵，聆听讲解员

讲述农民杨荣显一家八兄弟争当红军、

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故事。

赣南是一片红色沃土，今年以来，该

军分区立足当地红色资源优势，将辖区

内 1000 余处革命遗址、124 个市级以上

红色教育基地纳入教育资源库，运用“实

地见学+教育微课”形式，有效提升民兵

思想政治教育质效。

去年底，赣州军分区调研发现，基层

民兵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内容吸引力不强、

民兵参与积极性低、理论学习与实践脱节

等问题。“赣南红土地孕育了伟大的苏区

精神、长征精神，何愁没有好教材？”该军

分区党委一班人经研究后决定，以瑞金中

央苏区旧址为核心，串联于都中央红军长

征集结出发地、兴国苏区干部好作风纪念

园、信丰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等红

色地标，构建“一核多点”教育矩阵。

在于都长征大剧院，于都县人武部

组织民兵观看红色文旅史诗舞台剧《长

征第一渡》，重温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

月；赣县区人武部将新入队民兵集训与

红色研学结合，组织参观红军标语墙、大

埠起义纪念馆，开展“封锁线上的交易”

体验活动，让民兵沉浸式领悟革命精神。

针对民兵训练间隙短、人员难集中

的特点，该军分区探索建立“15 分钟微

课”教育机制。石城县、寻乌县人武部组

织民兵徒步野营拉练，利用休息间隙开

展战斗精神和职能使命教育，有效激发

了民兵训练热情；信丰县军地成立民兵

思政课研讨小组，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精

品微课”评选活动，将精品课堂录成视

频，供缺席人员随时补学。

“民兵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独角戏’，

而是军地协同的‘大合唱’。”赣州军分区

领导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开展“民兵

微课堂”“战地党课”等特色教育，推动思

想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深度融合。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

盘活红色资源打造现地课堂
■蒋亚平 曾 波

日前，安徽省砀山县征兵办工作人员来到该县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现

场，向大学毕业生宣讲征兵政策。 李金春摄

本报讯 记 者石纯民报 道 ：惊

天一扑气贯长虹映丹心，六十春秋

精神永驻励后人。7 月 14 日，纪念王

杰同志牺牲 60 周年暨传承王杰精神

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理论工作者、王杰生前所在部队

官兵、英雄故乡干部群众、优秀退役

军人及青年学子代表齐聚一堂，共

话精神传承。

王 杰 同 志 1942 年 生 于 山 东 金

乡，1961 年入伍。1965 年，在组织民

兵爆破训练时，面对意外爆炸的炸药

包，他用年仅 22 岁的生命践行了“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誓言。2009 年

入选“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

国 人 物 ”，2019 年 获 评“ 最 美 奋 斗

者”。

研 讨 会 上 ，理 论 工 作 者 代 表 谈

到，王杰精神是对雷锋精神的丰富和

发展，在新时代要把学王杰与学雷锋

有机融合，大力弘扬“一心为革命”的

忠诚品格、“两不怕”的血性担当与

“三不伸手”的高尚情操。

来自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的官兵

代表说，新征程上传承弘扬王杰精

神，首要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像王杰

那样“革命到底就是理想”；核心是要

坚持“两不怕”精神，像王杰那样敢于

牺牲奉献；基础在于坚守初心使命，

像王杰那样涵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

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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