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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英雄，您当初为啥非要入党呢？ ”
“共产党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是为群

众做好事的，我们党啥时候都不能忘了这
个初心！ ”

8 月 18 日上午，惠风和畅，在开发区
新习镇杜寨村，95 岁的退役军人、战斗英
雄王学清老人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身材瘦削，一身戎装，衣帽整洁，精神
矍铄，未语先笑，犹如和煦春风，这就是记
者对王学清老英雄的第一印象。如果不了
解情况， 谁又能将他同 60 余年前刘邓大
军中那位神勇过人、浴血奋战的机枪手联
系在一起呢？

王学清老英雄在回忆当年的戎马生

涯时故事讲述得不太连贯、故事逻辑也不
够缜密，但是他却能瞬间报出自己当年所
在部队的番号， 并能马上进入状态站军
姿、敬军礼。由此可见，红色基因早已融化
在他的血液里……

王学清老人家里共有 5 个女儿 、
1 个儿子 。 他的儿子王胜峰也在采访

现场 。曾经聆听父亲讲述抗战往事的
王胜峰 ， 负责向记者解释或补充他
父亲讲述时遗漏或逻辑不清晰的细

节 。
“1942 年闹灾荒 ，家里没吃的 ，我父

亲就和本家几个兄弟出去讨饭。 后来，他
们在山东遇到八路军。八路军看我父亲个
子高、长得壮，就让他参军扛枪当机枪手，
又给其他人几个馒头……”王胜峰慢慢说
道。

王学清 1926 年 7 月出生 ，1942 年 6
月入伍 ，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
队伍———八路军 。 入伍后 ，他在刘邓大
军的 11 纵 33 旅 98 团 2 营 6 连任机枪
手 、战斗小组长 ，跟随刘邓大军在山东
柳河口一带 、菏泽临浦等地参加战斗抗
击侵华日军。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跟随杨
得志司令员转战民权 、徐州 、陇海等地 ，
在战斗中荣立二等功。 他在解放河南民
权的战斗中身负重伤， 一只胳膊被子弹
打穿，在南乐医院养伤。 因伤势严重，他

被迫暂时离开一线战场， 被派遣到华西
荣校学习文化知识 ，为一大队一中队学
员。 1946 年学习期间，他经王孚绍、王世
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此期间荣获
奖励多次。 学习期满后，他主动申请到淮
海战役前线参加战斗， 但是上级考虑到
他身负重伤，就只让他参与后方工作。 他
先后参加抗日战争和淮海战役，后因战场
负伤而回乡务农 ，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 ， 积极参与解放战争后期的支前工
作。

王 学 清 老 人 协 助 村 支 书 抓 村 里

的治安和民兵训练 ，村里治安状况大
为好转……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 有人询问王学
清老人还会不会唱军歌 。 结果 ，半个多
世纪过后， 王学清老英雄不仅唱军歌唱
得很好，还不由自主地敬礼并很娴熟地做
出用机枪扫射敌人的动作，他的眼神如此
澄澈，他的神情如此虔诚，那是信仰的力
量……

初心不改 军婚无悔
———记我市“最美军嫂”罗荣娜

本报记者 关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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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跟党走 矢志不渝报党恩
———记退役军人、战斗英雄王学清

本报记者 关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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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嫂，就要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工作；作为
老师，就要教育培养好每个孩子；作为妻子，就要照
顾好家里的一切。 ”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她的支持下，
爱人石贤亮先后荣获个人三等功、优秀党员、优秀
士官等荣誉。 她本人荣获国家汉办优秀汉语教师志
愿者、濮阳市优秀辅导教师、范县优秀模范教师、范
县乡村光荣榜之好媳妇等称号，并光荣地当选为濮
阳市第一届“最美军嫂”。

她就是范县杨集乡第二中学英语教师罗洁。
罗洁，汉族，1989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

生学历；爱人石贤亮现为武警河北省总队执勤支队
警勤中队四级警士长。 结婚 4 年来，罗洁心系部队、
情系警营，全力支持丈夫事业，用柔弱的肩膀担起
赡养老人的责任，担起家庭的重荷。

“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
———嫁给军人是她无悔的选择

罗洁从小就对军人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 她和
石贤亮是高中同学， 石贤亮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
最初他们之间的交往仅是同学之间的交流，彼此有
着朦胧的好感。 随着时间推移和交往的深入，她逐
渐被他的诚实善良、积极进取和军人特有的气质深
深吸引，他们真心相爱了。

家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劝她说，嫁给当兵的
肯定要吃苦，你要有思想准备。 罗洁说：“军人诚实
可靠，嫁给军人，我绝不后悔，再苦再累也心甘。 ”

有情人终成眷属。 2018 年 6 月，罗洁和石贤亮
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步入婚姻的殿堂。

“这些年的不容易，我怎能告诉你”
———勇挑重担是她价值的体现

军人的妻子也姓“军”，丈夫在部队为国尽忠，
军嫂在家里替丈夫尽孝。

在娘家，罗洁是独生女，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的娇姑娘。 到了婆家，一系列困难摆在她的面前：石
贤亮的姥爷瘫痪在床，姥姥也行动不便，再加上公
公因高血压不能干重活，她既要料理家务、照顾老
人，又要干好本职工作，支持丈夫安心服役，生活过
得异常艰辛。

2020 年 11 月， 石贤亮位于黄河滩区的老家需
要集体搬迁，但 10 万余元的搬迁费难住了全家，公
公婆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为使丈夫安心服役，她
了解情况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工作以来积攒的工
资取出来，解了燃眉之急。 公公婆婆逢人便夸，家里
娶了一个好儿媳。

“憨憨的嫂子，亲亲的嫂子”
———默默奉献是她崇高的责任

作为军嫂很光荣， 但做一名好军嫂却很辛苦。
丈夫一直在基层工作， 不管他在什么工作岗位，她
始终给予支持和鼓励，从不拖丈夫的后腿。 结婚几
年来，他们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每当看到别
人的妻子有丈夫在身边嘘寒问暖、端水送饭，自己
只能孤独一人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心里总是酸酸
的。

罗洁说， 其实她也希望丈夫能够陪在自己身
边，很需要他的关心照顾，但是国家更需要他，部队
更需要他。 “国是千万家，家是最小国。为了国家，为
了部队，我们牺牲小家顾大家是应该的。 ”她说道。

工作中，罗洁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生活中，她
尊老爱幼、团结邻里。 凡是跟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
朴实、勤劳、善良，是一名贤妻良母；她重感情、顾大
局，支持丈夫安心在部队工作。

有人问罗洁，嫁给一名军人，不觉得生活有压
力、不觉得苦吗？ 她总是说：“当然有压力了，话说回
来，做军人的妻子我很自豪，也愿意付出。 ”

这朴实无华的话语背后，她吃过多少苦，度过
多少孤寂的日子，都无法计算。 作为军嫂，她知道有
人比她更需要他。 “嫁给军人，我无怨无悔。 ”罗洁
说。 本报记者

��������“最深的感受？成为军嫂十几年来，我跟老公聚
少离多，而且经常搬家，辛苦肯定是有的，但是先苦
后甜。”8 月 22 日下午，我市“最美军嫂”袁文彦在接
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温柔地笑着说：“结婚前，我在娘
家也干活，但是肯定没有结婚后干活多呀！ ”

袁文彦 1982 年 1 月生于河南洛阳， 现在在市
社会福利院工作，她是台前县人武部副部长戴丹华
的妻子。 婚后 14 年如一日，她始终做丈夫的坚强后
盾，默默用柔弱肩膀扛起家庭重担，扶老携幼，无怨
无悔，无愧于“最美军嫂”这个称号。 她温柔而坚定，
是丈夫的好妻子、孩子的好妈妈、爸爸妈妈的好女
儿、公公婆婆的好儿媳、左邻右舍有口皆碑的好邻
居。

“我的军功章绝对有我媳妇的一半！ 多亏我媳
妇善良、温柔、美丽又贤惠，是她让我拥有安定的后
方，是她让我能够安心工作。 ” 8 月 22 日下午，戴丹
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再三感谢他的妻子袁文

彦。

支持军人事业的好军嫂

“你就在团部外面等一下， 全团示范课目结束
就去接你。 ”电话迅速挂断。 不料，这一等就是近 4
个小时。 天快黑了，她丈夫才匆匆从野外课目示范
点赶回并将她接进营区。 当时，她第一次离开父母，
独自一人很无助地站在街头，见到丈夫的那一刻眼
泪夺眶而出。

这泪水是甜的。 袁文彦常说：“爱是需要付出
的。 ”因丈夫先后在军、师、团机关工作，驻地经常变
换。 从那时起，为支持丈夫工作，她随同丈夫搬家 7

次，先后在洛阳、渑池、郑州、濮阳生活。 每到一座
城市，都需要适应新环境，但她却从来没有一句怨
言。

袁文彦的丈夫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 有时需
要到北京出差。 有一次连续两年，组织安排她丈夫
在春节假期赴北京工作。 在得知丈夫一路奔波很
辛苦时，第二年春节，她义无反顾带着两岁的孩子
在大年三十深夜与丈夫一同赶往北京， 陪伴在丈
夫左右，照顾其生活。 在她的支持下，丈夫安心工
作，先后荣立二等功 2 次 、三等功 3 次 ，并喜获中
国新闻奖副刊初评铜奖 1 次。

支撑军人家庭的贤内助

自从成为一名军嫂，袁文彦用柔弱肩膀毅然扛
起小家的重担。 她常对丈夫说：“你安心工作，家中
有我。 ”

十月怀胎，本是女人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她理
解丈夫，从不报怨，因为此时丈夫正在参加 5·12 汶
川大地震抢险救灾任务。 分娩时，丈夫也没有在身
边陪伴， 因为此时他正在参加军区组织的大演习。
每每谈及此事，丈夫都感觉很内疚，但她总是一笑
而过，反倒安慰丈夫说：“做军人的妻子，就要能奉
献。 要求丈夫太多，就是拖部队的后腿，给军人妻子
抹黑。 ”

现如今，儿子已经 5 岁多。 刚入幼儿园时，因为
孩子免疫力差，所以总是生病。 有一次，孩子一个月
连续患上两次肺炎， 她天天带着孩子到医院打吊
瓶。 生活中，水管坏了，袁文彦拿着工具修；日光灯
坏了，搬着梯子上去安装……

�������“我和老公都是南乐县人，恋爱、
结婚也是彼此有缘分。当军嫂确实比
较辛苦， 但是我们一家人都很开心，
嫁给他我永远不后悔。 ”8 月 22 日下
午，我市“最美军嫂”罗荣娜在接受记
者电话采访时真诚地如是说。

罗荣娜 ，1989 年出生 ， 本科学
历，现为武警河南总队医院一名文职
人员。她的丈夫任成亮在空军驻豫某
部队工作。 他们俩 2012 年经人介绍
相识，2015 年结婚，从此罗荣娜开始
军嫂生涯。

婚后，为让丈夫安心服役、扎根
军营， 罗荣娜一个人担起家中重担，
扶老携幼，不辞辛苦。 正是因为她一
直无私付出，她被丈夫单位评为“最
美军嫂”； 正是因为一直有她的支持
与鼓励，她的丈夫才能在部队全身心
投入训练，多次被部队评为优秀指战
员并荣立三等功。

嫁给军人 无悔人生抉择

嫁给军人， 意味着聚少离多，更
多的是付出与坚守。当初罗荣娜的父
母是一万个不愿意，她却一门心思非
军人不嫁。按她自己的说法是一个保
卫人民安全、 一个保卫人民健康，正
合适。 所以，她毅然决然选择成为军
嫂。

距离婚期不到一周，罗荣娜丈夫
的单位要接收新装备，时间紧、任务
重， 当年还要完成实弹射击任务，婚
期很有可能被推迟。其丈夫单位了解
情况后，就给了 5 天假期，2 天往返、
1 天拍结婚照、1 天婚礼 、1 天回门 ，
短短 5 天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婚后第二年， 罗荣娜怀孕了，特
别需要身边人的关心和照顾。当时进
产房时，她都没能见到丈夫。 直到孩
子出生 12 个小时后， 丈夫才带着一
身雨水匆匆出现在她们母子面前，为
此他幽默地给儿子起名“等等”。

扶老携幼 勇挑家庭重担

一声“军嫂”叫起来容易，做起来
却真的特别难。 丈夫平时不在身边，
她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照顾老人、教
育孩子，白天忙工作，晚上洗洗补补，
好不容易收拾完了，一看时间已经到
第二天凌晨了……她总是累得手抬
不直、腰不敢弯。

尤其是 2017 春节前夕， 宝宝 3
个月， 公公突然因车祸导致脑出血，
十几天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 因
为担心影响丈夫工作，罗荣娜一开始
没敢告诉丈夫， 只是一个人悄悄缴
费、请专家、在 ICU 陪护。 婆婆不识
字，就在家带孩子。 罗荣娜一个人在
医院跑上跑下，那些天她的身心极度
疲惫。 因及时救治，公公化险为夷康
复出院。“当初的决定，现在想想都后
怕，还好一切安好。”罗荣娜至今回忆
起公公生病那件事还心有余悸。

履职尽责 实现人生价值

罗荣娜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自立的女人最美丽”，她始终认为女
人应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她利
用空闲时间学习医学知识，家里的书
柜、床头上摆放着医学、护理类书籍，
还自学了药理学。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心 ，2020
年 2 月，罗荣娜主动请缨积极参与到
预检分诊工作中来。 疫情当前，冲锋
在前。当时，防护用品紧缺，她一套防
护服连续穿好几天， 口罩也舍不得
换。 她始终坚守在一线，工作起来连
轴转，从早到晚从不停歇。

从对军嫂的憧憬到现实的磨炼，
罗荣娜吃过多少苦、 受过多少累、独
自度过多少个无助的夜晚，连她自己
也说不清楚。可是，自始至终，她一直
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丈夫的国

防事业，如今她也穿上孔雀蓝，同丈
夫一起并肩作战，为国防事业贡献力
量，共同书写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