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7 军事 2023年3月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徐 欣

记者 徐欣 通讯员 方鹏 文/摄

在宁波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有这
样 一 对 “ 双 警 ” 夫 妻 ， 以 梦 为
马，打破种种现实的羁绊，用执
著 为 人 生 圆 梦 。 两 个 人 风 雨 同
舟、一路相随，从武警警官转变
为边检民警，互相鼓励，用执著为
人生添彩。

相知
阳光透过树叶，斑驳摇曳

与你相遇，初与眼缘。杨荣伟
和黄金丽相识于 2003 年 9 月，那时
十八九岁的他们一同考入位于河北
廊坊的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
院 （现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成
为军校生。在军校念书期间，他们
俩在同一个学员队学习，宁波小伙
杨荣伟担任学员队区队长，而江西
姑娘黄金丽则担任女兵班班长。

军校不同于一般的地方院校，
实行部队管理制度。担任区队长的
杨荣伟身材高大，还是篮球队员，
黄金丽则思维敏捷，心思细腻，带
领的女兵班各项成绩都比较优异。
在校期间，每周需要区队长召集各
班长开展内务卫生检查、召开班务
会、学习会等一系列活动，落实层
级管理制度。时间长了，他们对彼
此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建立了深厚
的战友情。

在 校 读 书 期 间 ， 两 人 彼 此 帮
助、共同进步，拿过多次奖学金，
同时，大学四年的相处，也增加了
彼此心中的分量。由于部队期间的
纪律要求，双方心里都深藏着这份
特殊的情感。四五月份，校园里，
团扇大的叶片密密麻麻挂满枝头，
华盖如伞，一排排挺立在马路两
边。除了梧桐树的郁郁葱葱，杨树
在这个时节也会用他们特有的方式

装扮校园，柳絮飘落纷飞，似玉
锦，轻盈飘荡在半空中，汇聚成
团，好似坠入凡世的云朵。

即将毕业的时候，两个年轻人
在这春意盎然的校园里漫步，“真
快，马上要毕业了，这四年来，我
们一同成长，朝夕相伴。毕业以
后，你还会跟我聊那些永远也聊
不完的话吗？”黄金丽看着若有所
思的杨荣伟问道。“曾经沧海难为
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毕业不是
我们关系的终点，而是崭新的起
点。哪怕有很多现实的困难摆在这
里，我相信定能克服的。”杨荣伟
回道。

互信
梦想对决现实，柳暗花明

2007 年 6 月，他们迎来了毕业
的日子，也就是在离校下单位的这
一天，杨荣伟向黄金丽表白了。这
份心意虽早已心照不宣，但还是让
黄金丽流下感动的眼泪。但很快，
两个年轻人就踏上返程的火车，各
奔东西了。

黄金丽被分配到了原江西边防
总队南昌边检站工作，而杨荣伟则
被分到了原浙江边防总队大榭边检
站工作，两个人距离 700 多公里，
但是感情并未消退。一个变为海岛
的守边警官，一个变为三尺验证台
上的检查员，他们两个靠电话和网
络保持着联系，情感也逐步升温，
这期间，他们由同学发展成为异地
恋人，双向奔赴是他们的深刻记
忆。

异地恋必然伴随很多的误解和
不解，在身边的同事、同学逐步结

婚走上人生正轨的时候，杨荣伟和
黄金丽这对恋人还是在异地恋中。
由此也引发出一些质疑和劝退的声
音，但是他们两个对彼此的欣赏是
深入灵魂的，是无法割舍和取代
的。一段时间里，面对一些压力，
他们也曾焦灼、不安，但唯独对彼
此的信任和坚守未曾动摇。

遥远的距离和现实的困境，并
没有击垮他们，2010 年 8 月，两人
最终登记结婚。杨荣伟有一本相
册，里面除了两人一同留下的幸福
时刻，还粘贴着一张张电话卡、机
票、火车票等，厚厚一叠。“毕业
前几年，几乎所有的花销都在这些
卡和票上了。”杨荣伟翻看着这本
相册，笑着说道，这是他们奔爱路
程的见证。婚后第 3 个年头，黄金
丽从江西调到宁波边检站工作，这
一刻他们才真正意义上生活在了一
起。此时，距离校园里的初期回
眸，已经过去了整整 10 个年头。

偕行
致力边检事业，至诚至精

从校园到社会，杨荣伟和黄金
丽这对夫妻，对待爱情忠贞不渝、
从一而终，他们对待自己的事业也
同样尽心尽力、兢兢业业。

“稳重、忙碌、不张扬”，这是
同事们对黄金丽的一致评价。在 15
年的工作生涯中，有 12 年是在从
事政治工作，整天与各种材料、报
告打交道。她撰写的各类报告、材
料、宣传稿件上千份，反映边检工
作的稿件多次被中央、省市媒体播
报。

相比黄金丽，杨荣伟则多一分

沉稳，自毕业分配工作以来，在中
队中队长、业务检查科科长、指挥
中心负责人等岗位上历练。“知兵
情、懂兵心、做事细”，是同事们
对杨荣伟的一大评价。

他 们 始 终 以 想 干 事 的 内 在 自
觉，认真干好每一件或平凡或重大
的工作，也一直以“但行好事，莫
问前程”作为自己工作、学习的座
右铭，他们也相信“梧高凤必至，
花开蝶自来”。

守护
撑起一片天地，寸草春晖

2012 年 6 月，夫妻俩迎来了第
一个女儿柚子 （小名），2015 年 6
月二女儿橙子 （小名） 出生。“双
警”家庭迎来双女生活，这让他们
时常忙得焦头烂额，也是家里人的
彼此付出帮衬，才换来了他们一片
小天地的安宁。

在 两 个 孩 子 的 成 长 养 育 过 程
中，有一件事，他们印象特别深
刻。2016 年 9 月，G20 杭州峰会如
期召开，那时单位还是现役体制。
作为安保主力军之一的边防部队提
出了全员在位、24 小时值班的安保
要求。黄金丽咬咬牙把两个年幼的
孩子送给老人照顾，和丈夫一起加
入到峰会安保的战斗中。其间，婆
婆多次打来电话，说小女儿高烧反
反复复始终不退，年迈的婆婆一人
带两个孩子去医院，又要挂号又要
化验，根本忙不过来，只好暂时用
土办法给孩子降温。直到安保结
束，黄金丽和婆婆赶紧带上孩子去
医院检查，才发现小孩肺部已经大
面积感染需要立即住院!刚安顿好

孩子，电话响了，传来的竟是丈夫
同事的声音：“嫂子，杨教导由于
安保期连续工作病倒了，已经在人
民医院住了两天，他怕你担心，所
以一直瞒着，现在安保结束了，你
快去看看吧。”挂了电话，看着怀
中已经安静睡着但脸上还挂着泪痕
的孩子，黄金丽只能收起不安和无
助，因为从她选择这场婚姻开始就
知道，双警家庭，当“小家”和

“大家”不能两全时，注定要以大
局为重。

这只是他们从警道路上所遇到
的一件小事。他们对个人及小孩的
教育却是格外重视，为两个女儿报
名了乐器培训。每次开课，夫妻两
人都是相伴而行，连培训班的老师
都格外羡慕这对夫妻的感情。他们
还萌发了参加司法考试的念头，可
是两人同时报考，孩子无人照顾的
现实摆在眼前。为此，两人还商议
了由杨荣伟先参考，黄金丽照顾小

孩，次年轮流的考证策略，以做到
考试、顾家、工作三不误。

2020 年、2021 年夫妻两人便相
继开启了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之
路，并通过难以想象的努力，均一
次性通过客观和主观题考试，成为
全省边检系统唯一通过法考的夫妻
档。“我们俩从校园走到今日，不
仅结婚证是一起领取的，所有的证
书都是成双成对地获得，荣伟先一
步取得证书，所以我也必然要努力
考取。通过考证，也可以更好地促
进我们的本职工作开展。另外，我
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给孩子们当
好榜样，鼓励她们坚持学习。”黄
金丽笑着说道。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是
这对双警夫妻的真实写照。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他们表示将勇往前
行，把“初心”和“使命”融入宁
波出入境边防检查工作中，用执著
抒写人生。

从橄榄绿相伴到藏青蓝从橄榄绿相伴到藏青蓝
用执著诠释最美用执著诠释最美““警警””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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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红色军魂 播撒爱国强军“种子”

“小朋友们，这个地方过去是镇海口。在镇海口上面以前有许
多炮台，现在都没有了，变成了万吨级的码头。现在看过去是一座
座吊机，从前则是一座座大炮。当时为了阻挡日本侵略者入侵，我
们在这里把船沉下去，把桩头打到海中间。从大炮到现在的大桥，
镇海口的变化，代表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过
程。”近日，招宝山安远炮台下，镇海区“戎光”红色宣讲团成员
陈伟高向孩子们娓娓讲述那段红色故事。

镇海区“戎光”宣讲团成立于 2022年 8月，由老兵、全军优秀
政治教员、最美退役军人等组成。“红”是“戎光”宣讲团最本质
的特征：20名宣讲团成员均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或军休干部，宣
讲内容以军人红色经历和退役奋斗历程为主题。讲强军兴军的伟大
实践，一往无前的战斗故事；讲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的特色亮点，国
防教育、双拥共建、军民融合的累累硕果；讲退役不褪色的价值体
现，在“第二战场”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起考验的转身
经历……目前，“戎光”宣讲团已开展红色宣讲 65场，受众 8000余
人次。20名成员通过一次次主题宣讲，在镇海这片充满红色基因的
沃土上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守护红色根脉。

记者 徐欣 通讯员 陈瑜祯 文/摄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陈
伟高 1947 年出生，1964 年 12 月应
征入伍，1967 年至 1969 年参加援
越抗美战争，目睹亲密战友的牺
牲，经历炮火硝烟的洗礼。早年参
军作战经历，造就了他坚定的信念
和崇高的信仰，为其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打下扎实的
基础。

为传承发扬英烈精神，当时只
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陈伟高，以当年
参加援越抗美经历为题材，以部队
服役期间的数本日记本为蓝本，历
时一年半著成数十万字的纪实性长
篇回忆录 《尘封日记》。经中国文

史出版社出版后，该书在社会上引
起强烈反响，被誉为青年一代的教
育读本。

援越抗美的作战经历，加之儿
时对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敬佩之
感，使得陈伟高有着浓郁的红军长
征情结。1998 年秋，陈伟高将红
军长征出发地作为研究红军长征、
传承红军精神的起点，多方查阅资

料、实地探访，为红军长征研究提
供珍贵资料，20 年里走遍红军长
征的战略要地，并于 2018 年 9 月只
身“重走长征路”。15 年里，陈伟
高以宣传长征精神和革命先辈英雄
事迹为己任，发表有关红军长征、
革命先烈、精准扶贫等文章百余
篇；以长征精神、精准扶贫、镇海
抗战等为专题内容举办了五次主题

图片展，共有 20 余万人参观。
陈伟高说：“开展红色印记传

播对老年人来说，是一件辛苦而有
意义的事，但也是我应该做的事，
可以做的事，一件快乐的事。”不
忘初心恪守信仰，忠于职守兢兢业
业，在长征精神和英烈事迹的影
响下，陈伟高也一直关注、践行
着 红 色 史 迹 研 究 与 宣 讲 。 这 些
年，陈伟高创作了独特的“红色
系列”故事，主动做一名红色宣
讲员，讲红军长征，讲镇海籍革
命烈士，讲镇海抗战历史，近十
年来宣讲红色故事近 400 次，12 万
余人听课。

陈伟高：
发扬红色精神，做红色教育先行者

余利军是“戎光”宣讲团的一
员，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做出‘样
子’，先得武装‘脑子’”。他始终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投身理论学习，并
先后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政工
学刊》《浙江日报》等报刊发表理论
文章 40 余篇。

如何以自己的学习成果影响和
带动他人？他选择了宣讲之路。他坚
持把理论宣讲当作事业来干，努力
做到人走到哪就宣讲到哪，年均宣
讲 60 余场次、累计超 1200 场次，曾
赴河南洛阳、贵州黔西南州作宣讲
交流。

2016 年转业后，他充分发挥自
身特长，积极搭建“台子”。为推动国
防教育进基层，今年以来，他谋划推

出了“威远城·国防魂”教育行动，组
织宣讲团成员集思广益、集中备课。
2 月 16 日，宣讲团面向参加社会实
践的 240 余名中学生开展了一场互
动式宣讲，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他说：“青少年学生是全民国防教育
的基础，要通过常态化开展国防教
育进校园活动，不断增强广大青少
年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崇军尚武
的 思 想 观 念 、强 国 强 军 的 责 任 担
当。”

做好宣讲“传帮带”，培养宣讲
骨干并带领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海
港码头、商圈街头，走进直播间、走
上宣讲台、走入大讲堂，不断提升他
们的宣讲实战水平，使群众在可感
可触、可亲可信中走近理论。

余利军：
深化理论传播，做基层宣讲引领者

黄铁军是一名民间艺人，同时
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卫国戍边 16
载，脱下军装“塑”泥人，身上既
有着军人忍耐奉献的无私精神，永
葆军人本色，又对传统文化发扬传
承执着追求。服役期间，他随海军
舰艇两赴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
务，随海军编队出访 23 国，每到
一国都进行传统文化面塑泥塑的作
品展示交流互动，把中华优秀文化
展示给各国人民。

2017 年退役后，黄铁军放弃
组织安排的工作，选择留在第二故
乡镇海，继续坚持以蛟川街道俞范

社区民族馆为平台，进行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推广。宁波大学、浙江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仁爱中学、景和
特殊学校等，都留下了黄铁军进行
文化传承公益授课的身影。区、街
道进行的文化活动或公益惠民活动
中，他也积极参与其中。成立工作
室后，每年会有多批次的国外留学
生来体验制作面塑泥塑。黄铁军坚
持努力搭起世界青年文化互动交流
的友谊“桥梁”，在互动中将中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给世界各国青少
年，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促
进对外交流。

黄铁军：
弘扬非遗文化，做中华文化传承者

今年 83 岁的汪文浩是一位有
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1959 年
加入部队成为一名战士。多年来，
他积极参与宣讲工作，长年活跃在
社区各类志愿服务一线。在部队他
曾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转业到
地方后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先后担
任楼道长、居民组长、居民议事
员、老年协会副会长，仍把学雷锋
作为自己毕生的坚守。

自中街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成

立以来，汪文浩带头开展“老兵慰
问老兵”“老兵带动老兵”“老兵聊
老兵”“老兵讲故事”等活动。无
论刮风下雨，他从不缺席，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退役不退志、退伍不
褪色”的军人本色。同时他积极参
与组织社区老年协会等社会组织活
动，在服务群众的同时，弘扬互助
风尚，并在活动中出谋划策，寻求
创新的理念和方法，开发新亮点、
新领域。

汪文浩：
活跃在社区，做一线宣讲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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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利军在镇海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进行国防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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