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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灿灿

“手机该换了，通话的时候杂音太大。”
“虽然旧，还能用，省下的钱可以去看下我的‘兵儿子’。”
这是发生在72岁的厉美华与村干部徐雷燕的对话。
2日晚，记者与厉美华取得联系，但通话时不时传来“滴滴”的杂音声，给通讯造成了极

大困扰，最后记者还是通过徐雷燕的手机才确定了厉美华的地址。
一个不足 10 平米的房间，简单摆着一张床、一个衣柜和几张椅子，墙上挂满了厉美华

与军人们的合影。出院不久的厉美华略显虚弱，坐在床边与记者聊起了她的“拥军”故事。

镜头一 :战士的“厉妈妈”情牵子弟兵

渐渐熟悉后，记者了解到她有

一个不幸的家庭。为了圆军人梦，

她在 19 岁那年嫁给了军人胡锡周，

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幸福，就在 1985

年，胡锡周突然中风瘫痪，生活不能

自理，医疗费成了家里的沉重负担，

她既要开理发店赚钱，又要照顾病

夫，生活十分艰苦。

“部队官兵知道这一情况后，时

常会上门帮助我干一些粗活。每逢

中秋、春节等节日，三中队领导还会

带着礼品来看我，官兵对我而言，不

是亲人胜似亲人。”厉美华说。后来

丈夫去世了，官兵们仍经常来看她。

“前段时间身体不好，因为出了

车祸。肩膀的骨头碎了，胸前的骨

头也断了，所以手抬不起来，裹不了

粽子，我就拉了村里的妇女同胞帮

忙。端午是一个重大节日，我不能

缺席。”对于身体的状况，厉美华不

甚在意，她更在意的是官兵们的感

受。他们开心，她就开心。

理发店关掉之后，厉美华的收入

来源就很少。但她又不忍心荒废这

门手艺，除了去部队给官兵理发之

外，她平时也会拿着工具给建筑工人

理发，10 元一个人，有一些经济拮据

的工人，她也不收钱。这笔收入，厉

美华一部分用于日常开支，一部分用

于买慰问品去看望部队官兵。

“出了车祸，我的工具还留在现

场，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帮忙收起来。”

厉美华笑着说，十六载的拥军路，她

无怨无悔，会一直坚持下去。现在厉

美华已开始准备 8 月 1 日的礼物，到

时候和兵儿子们开开心心过节。

姐妹花记者与“兵妈妈”厉美华面对面

十六载拥军情 一辈子爱兵人

“守卫祖国，维护百姓的安宁，
是光荣的事，也是很艰苦的事。我
年轻的时候，就想去当兵，可惜没能
圆了梦，进军营看见这些兵娃娃，就
特别心疼，也特别高兴。”厉美华说，
16 年来，她每年都会提着一些寓意
吉祥的糕点和水果去看望驻永部队
的官兵，还用自己理发的手艺给官
兵免费理发，从永康武警三中队到
永康武警中队，她已记不清看望过、
服务过多少官兵，驻地官兵亲切的

称她为“厉妈妈”。
“官兵们对我很好，经常邀请我

参加联欢活动。”厉美华颇为骄傲，
参加活动的路上，她不时地接到“兵
儿子”们打来的电话。“妈妈，您到哪
里了？”“妈妈，我们需不需要提前为
您准备些东西？”“妈妈，您一定注意
安全，我们等您。”⋯⋯“每次一听到
他们的声音，我就高兴。我想他们，
他们也在想着我。”说到此处，厉美
华红了眼眶。

谈及官兵，厉美华有说不完的
话。“这些年，退伍回家的官兵，有工
作了、娶媳妇了、抱孩子了，都会写
信告诉我。有些老兵借出差的机
会，宁可多绕点路，也要带着家乡的
土特产来看看我。”厉美华拿出一本
相册，里面是战士们的来信和照片
的说明。“我会用自己的力量继续为
士兵们服务，让他们离家在外仍可
以感受到母爱。”厉美华摩挲着照
片，泪眼朦胧。

镜头二 :每逢重大节日 陪“儿子”过节

爷爷、父亲为游击队引过路，哥

哥是铁道兵，丈夫是空军，孙子是海

军，厉美华有别样的军人情结。她

了解官兵们的日常生活，一直在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每逢春节、

端午节、建党节、建军节等重大节

日，或是新兵入伍，老兵退伍，厉美

华都会准时的出现在军营里，陪陪

她的“儿子们”。

选粽叶、放糯米、塞大枣、封口、

扎绳⋯⋯在节日里，厉美华总是要

包一些粽子送给战士们吃。虽然现

在生活好了，但是这一“传统”她一

直没落下，而且一送就是 16 年。“这

才几个钱，就是一份心意，他们过节

也回不了家，看到他们吃得开心，我

的心里也就踏实了。”厉美华也会手

把手教官兵裹粽子，也带出了不少

徒弟，现在他们裹粽子，手法娴熟的

很。

在军营里，厉美华会和很多的

官兵聊天。用她的话说，铁打的营

盘流水的兵，送走了一批，又迎来一

批，自己要让官兵们感受到“家的味

道、爱的回味”。

“他们喊我一声‘妈妈’，对我来

说也是一份责任。”厉美华说。“但凡

这帮‘兵儿子’训练学习上取得进

步，看着他们健康成长，扎根军营作

奉献，内心就会格外欣慰。”官兵们

第一次腼腆地叫“妈妈”，第一次温

暖的拥抱，一次做饭的动人场景，她

记得格外清楚。

镜头三：十六载拥军路 她无怨无悔

解放军是她的信仰

“阮江西，三中队的好兵儿。我

给了你孩子 600 元的压岁钱，你又把

它放到了我的枕头底下，还祝我寿

比南山，万事顺意，你的成长我都看

在眼里，是一个好孩子。我只读过

三年书，没有文化，写不出华丽的句

子，现在你已经工作了，祝你工作顺

意 。 再 让 我 抱 一 抱 ，我 的 好 军 孩

⋯⋯”这是厉美华写给其中一个兵

儿的信，字迹歪歪扭扭，有些语句也

不通顺，但能感受到她对孩子的疼

爱。这样的信，她有厚厚一沓，都被

精心的保存着。

“部队的官兵是我的精神支柱，

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们，就感觉缺了

些什么。看到战士们青春刚毅的样

子，就好像看到了自己丈夫年轻时威

武神气的样子，我的身上也会有使不

完的劲。”谈到这里，厉美华的声音略

显高昂，和最初见到的拘谨的样子完

全不同，眼里仿佛有着光。

解放军是她的信仰，厉美华说，

部队强大了，国家安宁了，老百姓才

能安心挣钱，舒心过日子。现在，她

还积极发动家人和村妇联组织，大

力宣传部队的优良作风，细心关爱

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兵娃娃。

厉美华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厉美华和妇女同胞一起裹粽子

厉美华手写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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