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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有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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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给军人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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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军人

就无怨无悔

2009年 7月 31日 星期五

04

编辑 /卓瑞娟 TEL：0392-2189920� E-mail：zhuorj05@126.com

淇河晨报
鹤壁新闻·聚焦

□

晨报记者 李德庆

/

文

赵永强

/

图

付水根， 男， 江西
新余人 ，

1976 年 5 月
生，

.1996年 12月入伍，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水电第一总队第一支队
鹤壁工程项目部四级士
官， 今年 4月起一人值
守武警淇河盘石头水库
营区。

自淇滨区出发， 穿
越山城区西行约 36 公
里， 即进入太行东麓淇
滨区大河涧乡境内山雾
笼罩的盘石头水库库
区。

7 月 30 日接近正
午时分， 武警水电部队
一总队一支队盘石头水
库留守士官付水根正在
独自打扫偌大的营区 ，

高过人头的月季开得正
艳。

与记者在一起， 小
付没有华丽的辞藻， 但
句句都诠释着一位人民
子弟兵独有的情怀———

“ 这里啊 ， 首长和
战友陆续转移以后， 今
年 4月起， 两座四层楼
房和一排平房的营区就
剩我一个人了。 因为水
库工程资料还没有全部
移交 ， 工地还需要巡
查， 二号导流洞还需要
值守……

“ 虽然战友不在身
边， 战友的音容笑貌还
在； 首长不在身边， 首
长的教导还在。 一想起
这些， 我心里就热乎乎
的， 浑身都有使不完的
劲儿， 再苦再累再难都
不算啥了。

“ 洗衣服 、 做饭 、

种菜 ， 只能是一个人 ，

就这么过来了……

“ 一开头呀 ？ 一开
头确实受不了。 一百多
间营房一下子静下来 ，

就留我一个人， 真是站
也不是， 坐也不是， 躺
下睡不着， 看电视也看
不到心里去， 只有黑黢
黢的大山做伴， 心里能
不堵得慌？ 但一看到身
上这橄榄绿， 一想到这
么大的水库都交给了自
己， 心里就充满自豪。

“ 后来 ， 有了大黄
和小黑两只小狗做伴 ，

无论是在营区夜巡还是
到大坝开闸， 都没有了
孤单。 平时大黄站固定
岗， 小黑值流动岗， 都
尽职尽责， 连营区来了
只刺猬， 都是大黄叫了
小黑叫， 这难道不也是
种战友情？”

“ 想家不 ？ 想 。 想
远在江西老家的父母 ，

3 年没有见过面了； 想
远在北京的老婆孩子 ，

孩子出生时见过他娘儿
俩， 再就是今年春节出
差时见了一面。

“ 特别是太阳落山
时， 四周静得能听见自
己的呼吸。 远处村庄人
们乘凉说话的声音都听
得真真切切， 心里更是
想得发慌 。 首长说过 ，

在这里当兵就是牺牲 ，

睡觉也是奉献 。 这时
候， 我耳边总是隐隐约
约响起歌声： 什么也不
说， 祖国知道我。”

□晨报记者 邓少华

实习生 徐延淳 / 文

见习记者 张宁 / 图

“ 既然爱了就不后
悔 ， 再多的苦也一起
背。 ”这是军嫂唐海利最
爱哼的歌。

7月 30日， 在山城
区故县村一个农家小
院， 记者见到了空军某
部士官王保庆的妻子唐
海利。 一副近视镜，中等
身材， 如果没有走进她
的内心世界， 记者真的
无法将面前这位 30 岁
的大学生村官与坚强的
军嫂联系在一起。

结婚当天， 王保庆
对妻子唐海利说：“ 军人
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怕
的 是 听 到 妻 子 的 哭
声。 ” 当时尚未完全理
解“ 军嫂”意味着什么的
唐海利说：“ 我不会让你
听到我的哭声。 ”

结婚一年后， 女儿
的到来， 让唐海利彻底
明白了“ 军嫂 ”的含义 。

怀孕后， 由于妊娠反应
强烈， 唐海利长期呕吐
不止，滴水不进，严重的
营养不良让她有了流产
的征兆。 为了保住孩子，

唐海利每天独自从后营
村坐公交车到市区的医
院保胎。

看着别的女人怀孕
后有丈夫陪伴， 唐海利
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滋
味。 她多想立即拨通丈
夫的电话，向丈夫倾诉，

让他回到自己身边。 她
一次次按着丈夫的电话
号码， 可想到丈夫正在

执行奥运安保任务，又一
次次挂断。 最后，唐海利
忍着泪给丈夫报了平安
后就挂掉了电话，走到医
院卫生间，让眼泪流了个
天昏地暗。

结婚三年了，无论遇
到多大的困难，唐海利都
是自己扛着，给丈夫打电
话时只报喜不报忧，从没
有让丈夫因家事分心。

前段时间，因为要参
加公务员考试，常年生病
的公婆又无法为唐海利
照顾孩子，她只能边照顾
5个月大的女儿边学习，

常常是一手抱着女儿，一
手拿着复习资料。“ 别人
用过的资料干干净净，我
的资料全被女儿抓得皱
皱巴巴。 ”

看到姑姑如此难，唐
海利 16岁的侄子唐乾主
动承担起照顾小表妹的
任务，一会儿喂奶，一会
儿换尿布，好让姑姑有更
多时间复习。

一天晚上，看着疲惫
的姑姑抱着小表妹入睡
后，懂事的唐乾拿起姑姑
的手机给姑父发了条短
信：“ 该你做的事我都替
你做了。”王保庆回复说：

“ 你说 ， 让姑父怎么谢
你？ ”唐乾说：“ 你必须对
我小姑好。”第二天，当王
保庆将侄子的短信告诉
唐海利时，她流泪了。

记者问唐海利，如此
付出后悔吗？ 唐海利说：

“ 几年来， 我们的生活有
泪水，也有幸福，当我看
到丈夫能安心为国家献
出自己的那份忠诚，我就
无怨无悔。 ”

既然爱了
就无怨无悔

【编者按】在军营摸爬滚打的“最可爱的人”，在家庭默默奉献的军嫂，在地方拥军支前的模范，他们都是

绿色长城坚实的基石。 今天，在“八一”建军节到来的日子里，让我们走近这个群体，道一声：祖国感谢你们！

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晨报记者 李可 / 文

“ 你们去采访别人
吧，我做的都是太平常的
小事，真没什么可讲的。 ”

7月 30日，当记者给家住
浚县城关镇的拥军模范
朱玉梅打去电话，表示想
要采访时 ， 她一再推辞
着，强调自己只是做了点

“ 小事”。

对朱玉梅来说，或许
是“ 小事”，但对曾经的 30

多对新人来说，却是促成
了他们婚姻的“ 大事”。 十
几年来，朱玉梅凭着一副
热心肠，为几十名部队官
兵做媒牵红线，促成了他
们的美满婚姻，大家亲切
地称她“ 兵红娘”。

朱玉梅年轻时，就对
军人有种崇拜和向往，渴
望能当一名军人，但因种
种原因，自己的军人梦破
碎了 ，之后 ，她义无反顾
地嫁给了军人。

朱玉梅的丈夫曾上
过战场，身上有着在枪林
弹雨里磨砺出的军人气
质。 朱玉梅也正是看上了
他这点。“ 觉得他能吃苦，

又有责任感， 很顾家、会
体贴人。 ”朱玉梅说。 事实
证明， 她的选择没有错。

与丈夫结婚 25 年来 ，夫
妻俩从没打过架，偶尔拌
两句嘴，也会很快和好如
初。

虽然选择嫁给军人
往往意味着聚少离多，要
吃更多的苦，但朱玉梅从
来不曾后悔。

自从嫁给军人后，朱

玉梅的军人情结就更浓
了，用她的话说，就是“ 见
到了军人感觉格外亲”。

为什么会萌生当“ 红
娘”的念头呢？朱玉梅告诉
记者， 军人很不容易，“ 每
年一次探亲假， 假期只有
一个月， 哪有时间和机会
去谈恋爱呀？ 找对象能不
难吗？ ”朱玉梅笑着说。

于是， 她开始特别留
意部队中单身的大龄小伙
子来， 一有机会就物色身
边的好姑娘介绍给他们。

谈到自己介绍成功的
第一对儿，朱玉梅说，大概
是十几年前了。 当时她老
家有个姓李的小伙子，一
直在部队当兵，

28 岁了还
没找对象。 家里人急得不
得了，因为 28岁在农村早
已是大龄青年了。 小伙子
五官端正， 家庭条件也不
错，怎么会找不到对象呢？

究其原因，就是时间少、机
会少。

有一次， 听说小伙子
回家探亲了， 朱玉梅立马
把他当成“ 重点帮扶对象”

请到家里来， 对他说：“ 小
李， 你找对象的事就包在
嫂子身上， 你记住我的电
话，每次回来跟我联系。嫂
子这里有的是好姑娘，咱
们一个个相， 保证给你找
个满意的。”朱玉梅言而有
信，之后的日子里， 她把
家里事搁在一边， 每天都
带着小伙子去相亲 。 终
于， 在见第八个姑娘时，

两人一见倾心。 看着姑娘
和小伙手拉手离开， 朱玉
梅高兴地笑了， 心里的石
头终于落了地。 之后， 两
人在结婚和给孩子办满月
酒时， 都给朱玉梅打来电
话报喜， 言语中充满了感
激之情。

多年来，她一有时间，

总会带着慰问品去驻浚部
队看望驻地官兵。 官兵们
见了朱玉梅， 都亲切地叫
她大嫂，跟她无话不谈。朱
玉梅有事没事总要去那里
转转， 打听驻地军人的婚
姻状况， 以便对大龄军人
做到心中有数， 好给他们
牵线搭桥。

就这样，十几年来，热
心肠的朱玉梅勤打听、勤
牵线，靠一双腿一张嘴，前
后给 30 多个官兵都找到
了称心伴侣。逢年过节，这
位“ 兵红娘”家里的电话就
响个不停， 这一对儿结婚
了，那一对儿生孩子了，听
到这些喜讯， 朱玉梅的劲
头就更大了。

一个人的营区 做媒牵线
大家都叫她“兵红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