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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娟 张礼滨 蒋 喆文并摄

这 是 一 件 看 似 平 凡 的 事 情 。30 多 年

前，军事科学院某部党委把支持山区教育

发展与支撑国防科研事业连在一起，发挥

自身优势关心关爱山区“下一代”成长，由

此开启了川西北山区教育新气象。

30 多年来，该部 170 余名官兵先后捐

出助学资金 220 余万元，帮助 70 余名孩子

考上大学、走出大山。“与此同时，他们更激

发起当地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精气神，带

动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川西北

山区的乡村振兴。”

扶 智

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军事科学院某部

就驻扎在川西北深山中为国铸剑，官兵们

亲眼目睹了山区建设发展长期滞后、举步

维艰的窘迫现实。于是，一场与山区中小学

结对助学的活动顺势而生。

北 川 羌 族 自 治 县 青 片 乡 境 内 峰 峦 起

伏，沟壑纵横。从市区开车到青片，要走 4
个多小时的山路，路的一侧是高山峭壁，一

侧则是万丈深渊。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军

事科学院某部专门下发了《关于认真组织

开展“1+1”结对助学活动的通知》，青片乡

多所小学与该部某研究所结成助学对子，

从提高入学率到加强学校基础建设，从提

高教学质量到资助贫困学生，部队官兵走

村入户，动员村民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

“以前小娃娃上不上学无所谓，反正大

一点就跟着大人出门打工。现在不一样了，

哪家有娃娃该上学了，部队的同志都清楚，

孩子不去学校他们就到家里做工作，没钱

他们就去交学费，还帮我们建了新学校。”

在部队的帮助下，供孩子读书成才的风气

在这片贫困山区兴起，很多父母在乡镇租

房陪读，家家争着把自己的孩子往学校送。

教育为当地乡村建设带来天翻地覆的

变化，今天的青片乡楼高了、路通了，辖区

内发展起了小寨沟旅游风景区，老百姓的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青片乡小学校长

何文科介绍，“部队帮助我们整整培养了两

代人，已经快 30 年了，从来没有间断过，很

多人今天都成了建设家乡的中坚力量。”

在这场结对助学活动中，同样受益的

还有通口小学、晓坝小学、禹里小学、永安

小学⋯⋯“解放军的心连着孩子的心”，该

部党委领导换了很多届，但助教助学活动

一直在继续，“解放军叔叔与山区里的孩子

爱心相系，经历了大灾大难的考验。”

在该部教导队的训练场旁，矗立着一块

写有“八一帐篷学校（旧址）”的纪念碑，无声

地讲述着一段官兵奋力救灾助学的故事。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害让川西北

伤痕累累，北川羌族自治县受灾最为严重，

县里 71 所学校全部垮塌，5600 名地震受灾

学生分散安置在临时受灾群众救助点，受

灾孩子的上学问题始终牵动着该部党委领

导的心。

“让孩子有学上，就是对灾区恢复重建

最大的支持。”在自身受灾严重的情况下，

他们迅速协调联系绵阳市教体局，主动请

缨为灾区孩子建临时帐篷学校。5 月 20 日

晚，该部连夜组织 180 名官兵抢建 80 顶帐

篷。5 月 21 日，北川县 430 名师生走进帐篷

学校，成为灾区复课最早的一批学生。

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他们还选派 27
名干部骨干到学校担任辅导员，组织心理

服务队长期驻校服务，帮助孩子们早日走

出地震阴霾。

党的十八大以来，该部党委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习主席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

重大战略部署，坚持扶贫与扶智并重，定点

帮扶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郭牛村，抓好

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文教帮扶。

他们定期组织子弟学校教师到村镇学

校跟课听课、组织授课交流，为定点扶持村

镇孩子预留入学指标。同时，帮助村子统一

规划修缮文化设施，筹措资金修建文化广

场、宣传栏、图书室等，满足村民文化活动

需求。一系列的暖心措施让郭牛村的文化

教育面貌焕然一新，2018 年 6 月，郭牛村通

过国家验收，实现脱贫“摘帽”。

希 望

“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培养下一代的科

技理想、科学精神是根本。”在大山深处几

十年如一日从事尖端科学技术创新实践，

该部党委领导深切感受到，国防科技事业

的未来在教育、在人才，他们始终把科技

助教助学作为关心下一代成长的主阵地、

主渠道。

2021 年 6 月 26 日 下 午 ， 该 部 学 术 中

心人头攒动，来自绵阳市东辰学校的 400
名师生正兴致勃勃地观看部队专门为他们

制作的科技短片，官兵和师生共同见证了

部队与学校协作共建签字仪式。

据了解，这些年该部先后与多所中小

学签订共建协议，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合作

机制，部队优秀科技干部担任学校课外辅

导员，为孩子们讲授科技知识，在孩子幼

小心灵里种下科技的种子。

通往金堂县复兴镇小学的山路蜿蜒曲

折，从2017年开始，每年该部青年科技干部易

博士都要在这条山路上来回奔波好几趟。

易博士是复兴镇小学走出来的一名大

学生，回忆起这个只有几间教室的母校，

他感慨万千。易博士始终牵挂着家乡的教

育事业，前些年他花掉自己 20 多万元的

积蓄为这所乡村小学添置教学设备、购买

教学书籍。

2018 年 5 月，他联系中国航空协会为

当地福兴镇、金龙镇和赵家镇等五所乡村

小学的孩子们开办了一场“航空筑梦、国防

育人”科普活动，孩子们对专家带来的航空

知识科普讲座、航模制作课程、微型飞行器

表演和火箭发射展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本人也专门为孩子们作了“脚踏实地、仰

望星空”的成长报告。

科技走进校园，改变了大山深处一个

又一个家庭的命运 。“新年快乐！”逢年过

节，来自三台县山区的罗玲总会把暖心的

祝福送给该部某研究室的叔叔阿姨。因为

家境贫困，罗玲一直跟着舅舅一家生活，她

的梦想就是考上大学，走出大山。2010 年，

该 部 某 研 究 室 科 技 干 部 开 始 集 体 资 助 罗

玲，希望帮助她完成上大学的梦想。

2014 年高考结束后不久，研究室领导

专门把罗玲接到部队，组织科技干部为孩

子填报志愿。该部干部邱波建议，“根据国

家未来发展情况，自动化是一个大趋势，建

议报四川大学自动化专业。”罗玲最后凭借

优异成绩成功被川大录取。后来，在大家的

帮助下，罗玲又顺利考取中科院的硕士研

究生，去年毕业后被一家知名企业录用。

传 承

8 月的绵阳，骄阳似火，收到北京师范

大学入学通知书的贫困学生胡海燕，第一

个想见的人就是资助了自己 6 年的“大恩

人”卫勇。她和母亲顾不上天气炎热、路途

遥远，一人提着一只大公鸡，乘摩的、转汽

车，花了五六个小时才找到部队驻地。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资助对象，卫勇带

着她们吃饭、逛街，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6
年前，刚读初一的胡海燕父亲去世，家庭贫

困的她眼看不得不退学。得知消息的该部

干部卫勇决定为她提供学费和生活费，资

助她完成学业。

“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我自己。”卫勇

说，“正是这 6 年的资助，让我更懂得了山

区人民的疾苦，也更热爱生活和学习，对军

人的使命和责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从 2015 年开始，该部干部谈建忠每年

都要利用休假深入大凉山开展助学活动。

2018 年 7 月，在走访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

县中学时，一个瘦弱的小女孩突然跪在他

面前哭诉，“谈叔叔，你帮帮我吧，阿爸说姐

姐有人资助，而我没有，下学期不打算让我

上学了。”

这个小女孩叫阿西平莫，她父母觉得

家里 6 个孩子，少一个人读书没有关系，想

让她再大一点就去打工或者嫁人。看着小

女孩渴望的眼神，谈建忠专门去了她家里

走访。由于语言不通，小女孩着急地在旁边

当翻译，可谈建忠怎么都做不通孩子父母

的工作。

第二天，谈建忠及时协调当地爱关委

的负责同志再一次来到孩子家里。“让孩子

读书上学，才能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我愿意

一直资助她⋯⋯”经历苦口婆心的劝说，阿

西平莫的父母终于同意让她继续上学。现

在，正上中学的阿西平莫品学兼优，在学校

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长期以来，该部官兵把关爱山区孩子

和 践 行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宗 旨 紧 紧 联 系 在 一

起，该部一些退休多年的老领导，仍然挂念

着山区的孩子们，主动为他们寄去衣服、书

籍和学习用品，送去助学经费。在各级党委

领导的感召下，很多官兵主动奉献爱心，当

起了孩子们的“兵爸爸、兵妈妈”。

这些年，该部官兵自发对大山深处的

孩子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资助，帮助

70 多名孩子考上大学。如今，许多学生大

学 毕 业 后 ，有 的 重 返 山 区 校 园 投 身 教 育 ，

有的进入政府部门服务家乡，用实际行动

唱响了一曲薪火相传的爱心赞歌。

孩子们的“兵爸爸”“兵妈妈”
□ 迟玉光 姚铁城 黄泽兴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隆重举行第九届“擎天东南感动人

物”颁奖典礼。当三位军嫂作为受表彰对象，在军人丈夫的陪

伴下登上领奖台时，台下掌声雷动。

“ 今 有 袁 家 女 ， 身 怀 家 国 情 ， 一 门 三 军 嫂 ， 大 爱 暖 军

营 。” 当 播 放 完 视 频 短 片 ， 宣 读 完 给 予 三 位 军 嫂 的 颁 奖 词

后，全区部队官兵才知道，三位军嫂原来是山西应县的袁氏

亲姐妹，先后嫁给该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三名军官。她们顾

小家为大家，用无边大爱默默支持军人丈夫事业，被官兵亲

切地誉为“三朵金花”。

“一门三军嫂”的军旅奇缘，还得从三姐妹的父亲袁戎说

起。袁戎是一名老兵，尽管退役多年，但军营的印记、军人的作

风在他身上依然可见。袁戎经常给女儿们讲部队的故事，三个

女儿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对军人有着别样的情愫。

2004 年春节，袁戎到同村老乡家中做客，恰逢东部战区

空军航空兵某旅机械分队长曹子春回家探亲。袁戎观察到，曹

子春干练帅气、待人热情，袁戎打心眼里相中了这个踏实勤

快、老实孝顺的年轻军官。

在袁戎的撮合下，曹子春与袁娟娟在村口“邂逅”。两人一

见钟情，一年后喜结连理。

婚后，曹子春奔波在战训一线，袁娟娟则与丈夫分居，在

山西老家信用社工作。

女儿大一些的时候，袁娟娟母女来到部队探亲。谁知第二

天曹子春就接到紧急任务，一家人刚刚团聚又不得不分开。曹

子春出任务不久，袁娟娟就因急性卵巢囊肿不得不住院手术。

为了让丈夫安心参加任务，她强忍疼痛隐瞒病情，并把孩子托

付给其他军属照顾，直到康复出院才跟曹子春报平安。

袁娟娟不但爱丈夫，也爱军营。她经常到炊事班教战士们

做各类山西面点，帮助连队改善伙食，深受战士们欢迎。在袁

娟娟的支持下，曹子春工作心无旁骛，走上大队领导岗位。十

几年来，两人相知相守相爱，成为该旅有名的模范夫妻。

曹子春在老家是出了名的孝子，对袁娟娟的妹妹们影响

很深。两个妹妹袁娟晓、袁丹丹打心眼儿里尊重姐夫，也更加

理解敬仰军人。

有一次，曹子春回家探亲，种地、挑水、割麦子，在岳父家

忙前忙后，满身泥土不说一声累。二妹袁娟晓打趣说：“家里的

活儿可干不完，要不我也找个军人老公帮帮姐夫？”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回部队后，曹子春开始为袁娟晓物

色人选，相中了旅里一位稳重踏实的分队长胡园林，袁娟娟也

觉得胡园林人很好。姐夫姐姐同时当起媒人，撮合胡园林和袁

娟晓，这一想法得到袁戎的大力支持。

胡园林第一次拨通袁娟晓的电话，两人聊工作、聊家

庭、聊生活，足足煲了两个小时的“电话粥”。

2011 年 10 月，胡园林和袁娟晓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婚

礼上，两位女婿身着军装，英姿飒爽，羡煞众人。

那时，袁娟晓还在山西县城劳动局工作，胡园林在部队

的任务也非常繁忙。“孩子马上满周岁了，需要爸爸！小胡干工作，压力也大，你们娘儿

俩去陪陪吧！”“嗯，我懂！”袁娟晓听父母的话，辞去县劳动局的工作，随军到部队。

有了袁娟晓的帮助，胡园林全身心投入工作，由于成绩突出，被提拔为中队长、副大

队长。这些年，胡园林先后到多地工作，袁娟晓张罗搬家、转学，二话不说一路相随。

“娟晓，你到那么远的地方生活，还老是搬家，能习惯吗？不会想家吗？”面对朋友的

询问，袁娟晓总是笑着回答：“只要他在身边就不会不习惯，因为有他的地方就有家啊。”

对于大姐、二姐这两个军人家庭的生活，早年年纪尚小的三妹袁丹丹虽然不是很

理解，但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她看来，两个姐姐和两个姐夫都很不容易，也都很了

不起。

袁丹丹师范大学毕业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把三个女儿都嫁给军人，是袁戎

的一个心愿。大女儿、二女儿都成了军嫂，三女儿的婚事袁戎更加用心。

身为 90 后的袁丹丹从小活泼开朗、性格外向。虽然对军人有好感，但她感觉军

人家庭缺少陪伴浪漫，起初并无意找个军人丈夫。

“丹丹，你姐夫单位有个帅小伙，到时候带你去见一下，可不许找借口说还不想

谈恋爱，先见见再说。”2017 年，袁戎听大女婿曹子春说，他们单位有个排长林其芳

年轻有为、细腻体贴，与三妹袁丹丹很般配，便风风火火张罗着一家人到部队驻地去

“旅游”。曹子春心领神会，特地安排林其芳客串导游。

周末游玩那天，下起淅沥小雨。“年轻人嘛，一点小雨没事！别浪费了门票钱。”

袁戎带着家人趁机“开溜”，留下林其芳和袁丹丹两人独处。腼腆的林其芳一边介绍

景点，一边为袁丹丹拍照，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林其芳的真诚让袁丹丹渐渐产生了好感。分别后，两人开始微信联系，心中对彼

此渐生情愫。一次视频聊天，林其芳向袁丹丹展示了自己内务柜里的“亲情卡”，卡

中林其芳和袁丹丹的合影瞬间让她羞红了脸。这次，林其芳在视频里向袁丹丹求婚，

朴实坚定的话语让袁丹丹“破了防”，有情人终成眷属。

后来，袁丹丹随军到部队，她把大姐、二姐这两位军嫂视为榜样，发挥自身特长

参与连队文化活动，帮助解决家属们的矛盾困难，被官兵们亲切地称为编外“指导员”。

正是有袁丹丹的鼎力支持，林其芳连续 3 年外出参加大项任务，由于表现优异，被组织

上任命为副中队长。

“‘三朵金花’向阳开，映照天空格外蓝。”三姐妹虽然随军到了同一个单位，却生活

在不同的营区，也不能经常见面，但他们支持丈夫、支持国防的事迹，在该旅不断传递着

正能量。有邻居问袁戎：“三个女儿都嫁给军人，都不在身边，你们不想她们吗？”袁戎骄

傲地说：“女婿们选择了蓝天，女儿们就得为他们撑起半边天！”

本 报 讯（陈 石 张 校 尉 闵 宁）近 日 ，

“金色眼镜蛇-2022”多国联合演习人道主

义救援减灾演练 在 泰 国 举 行 。 因 国 际 疫 情

影 响 ， 来 自 中 国 、 美 国 、 泰 国 、 韩 国 等 9
国的 90 余名官兵，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

加演练。

据了解，中国军队主要参加“疫情背景

下国际灾害应对及军民联合救灾”人道主义

救援减灾桌面推演，并与其他参演方就灾害

救援早期预警机制进行交流。中方派出 10
人的参演分队，参演力量主要由陆军第 75
集团军抽组而成，他们多数具有重大演训任

务、中外联演联训等参演经历，专业技术突

出、能力素质过硬。

演练期间，来自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

调办公室、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

泰 国 防 灾 减 灾 部 等 专 业 机 构 的 9 名 军 地 专

家，向各参与国介绍“多国部队标准行动程

序”“东盟灾害响应机制”等国际灾害应对

的重要原则。研讨交流中，中方参演队员郑

炳乾围绕我国疫情预警及防控机制，与参演

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得到一致认可。

桌面推演中，演练模拟泰国南部遭遇台

风和暴雨，导致严重的洪灾、泥石流等次生

灾害，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多国部队

根据受灾国意愿，组成协调中心，指挥各国

救援力量。参演人员随机分配至 6 个讨论小

组展开讨论，针对灾情分析、后勤保障、医

疗工程等情况展开协调部署，重点解决国际

军事援助、军民救援协调和外国军事资产管

理等问题，拟制了科学、高效、专业的救援

减灾方案。

参演期间，中方参演分队发言积极、表

现出色，受到主办方和参演国官兵的充分肯

定。据了解，此次演习充分体现疫情形势下

中国参与地区防务安全合作的积极姿态，向

世界各国展现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为应对

国 际 灾 害 和 人 道 主 义 救 援 减 灾 向 世 界 传 递

“中国经验”、分享“中国方案”。

“金色眼镜蛇”是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

力 的 联 合 军 事 演 习 之 一 ， 1982 年 首 次 举

行，中国从 2002 年开始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金色眼镜蛇”演习，2014 年首次派出实兵

分队参演。

□ 肖艳飞 刘冰冰 陈为森文并摄

2 月下旬，中原腹地，空降兵某旅依托国产

大型运输机运-20 开展跨昼夜集群空降战斗演

练。演练贯穿白天黑夜，空中机群轰鸣，地上硝

烟弥漫，战味十足。

当天上午 7 点，该旅几百名伞兵在某军用

机场集结，官兵们迅速整理伞具、进行武器装备

披挂。“此次演练，跳伞员根据专业岗位携带武

器装备，按照空降作战战斗编组编排架次，确保

空降着陆后迅速形成战斗力。”该旅一营空降空

投主任邱冉介绍说。

安全检查线上，空降空投技师仔细地为跳

伞员进行登机前的最后一次检查。随后，数架运

输机准时滑行至登机线，全副武装的伞兵按批

次迅速登机，奔赴预定作战地域。

“绿灯亮！跳！”到达预定空降地域后，离机

信号响起，跳伞员采取“三门四路”的离机方式，

接连跃出舱门，朵朵伞花绽放在天空中。

“00 注意，队组指挥员迅速向我靠拢！”人

员着陆后，地面战斗迅疾展开，指挥员梁庭迅速

下达作战命令。

“咚！咚！”单兵火箭出膛，成功摧毁“敌”装甲

目标、“开辟通路受阻，请求上级火力支援⋯⋯”

演练场上“战斗”紧张激烈。此时，满载伞兵的第

二架次、第三架次飞机陆续抵达，空中跳伞员成

功离机，着陆后随即加入“地面战斗”⋯⋯

深夜，“战斗”仍在继续。新一波次跳伞员受

领了夜间夺控要点的作战任务。

“手扶备份伞、打开夜视器材⋯⋯”夜间跳

伞的准备工作是在深夜进行，视线不良，容易出

错。检查线上，空降空投技术骨干对跳伞员的伞具

和装备进行反复检查，确保升空跳伞万无一失。

深夜 1 点，3 架满载伞兵的大型运输机悄然

向预定空降地域逼近，拉开了夜间夺控要点战

斗的帷幕。

飞临目标地域后，头戴夜视器材的伞兵们

跃出机门，“消失”在漆黑的夜空中。

“夜间武装集群伞降突袭，是空降兵遂行作

战任务的重要手段，利用夜色遮蔽，进行垂直打

击、隐蔽接‘敌’，从而出奇制胜，更利于掌握战

场主动权。”该旅参谋长刘北方说，针对视度不

良、目标难识别、对抗难展开等问题，他们利用

复训跳伞、演习演练等时机，深入研练夜间空降

作战，不断创新手段、革新器材、研练打法，推动

夜训持续走向深入。

“迅速解脱伞衣伞具，收拢人员物资，向预定地

域集结！”担负此次夺控任务的分队指挥员贾永才刚

刚着陆，就一边迅速解脱伞具，一边组织收拢人员。

“警戒组占领有利地形，隐蔽警戒，侦察组前

出⋯⋯”完成人员集结后，贾永才迅速对作战行动

展开部署。

暗夜里响起枪声。“报告连长，目标命中，‘敌’

哨点成功拔除！”接到侦察组汇报的战况，贾永才

随即命令部队进攻，“各组迅速从要点两翼向中间

突进！”

演练中，部队改变以往正面突进的打法，由目

标的两翼进行包夹，充分利用夜幕遮蔽，稳扎稳

打。官兵从各个点位将“敌”装甲目标逐个摧毁，

“敌”阵地碉堡已孤立无援。

不同时间，同一战场，伞兵陆续冲破夜空，加

入战斗。伴随着总攻信号弹腾空而起，主攻队向

“敌”纵深发起冲击，成功夺控“敌”阵地要点。凌晨

4 点 30 分，战斗顺利结束。

此次演练，该旅着眼加快空中突击作战力量

建设，开展了参跳新机型、跨昼夜兵力投送、实兵

对抗等实战化课目演练，有效提升了官兵全时域

空降、协同打击、夜训夜战能力，为下一步遂行空

降作战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伞 兵 跨 昼 夜 突 袭
——空降兵某旅跨昼夜集群空降战斗演练见闻

军事科学院某部科技干部连续多年“六一”儿童节到驻地学校开展“1+1”结对助学活动。

一门三军嫂

中方派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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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训教员精心检查。 战鹰轰鸣，部队快速登机。 部队采取“三门四路”离机的方式空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