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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小家与大家
今年，邹小东有45天年假，但从年

初到现在，他只休了3天。入伍17年，历
任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等职务，现为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副参谋长的
他，一共就回家过了3次春节，和妻子一
直是聚少离多，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翻看他的工作履历表，上面记录
的每一个数字，写满了一名军人为国
履职尽责的忠诚与奉献——

2004 年，山西太原武警指挥学
院，1 年；2007 年，上海海关执行监管
缉私任务，1年半；2010年上海世博会
安保任务，1年；2015年浙江杭州和义
乌海关执勤，1年……

庞琳放寒暑假时带着孩子来到部
队，指望一家人朝夕相处几日，但她每
天看到的却是他风风火火上训练场、
下营房的忙碌身影。

“他心里不是没有这个家，没有我
们娘俩，确实是他离不开士兵，离不开
部队这个大‘家’。”庞琳说。

来自亲人的体谅，令邹小东倍感
歉疚。趁着一次休假机会，他特意赶在
放学前接孩子，想给儿子一个惊喜，却
被学校保安以陌生人为由拦在校门外，
称“必须得孩子妈妈打电话才能接走”。

受父母的影响，少年时代的邹小
东就懂得“做人要孝顺”，可现实却是
姥爷病逝，他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奶奶
去世，没能送她最后一程；今年 9 月，
他去哈尔滨接兵，也没能回家为姥姥
送终……

“我对家人亏欠太多，但自古忠孝难
两全，我们一家的不团圆，换来的是千家
万户的团圆，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军人的
意义所在。”因工作成绩突出，邹小东
先后荣立二等功 1次、三等功 4次，多
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履职尽责好
干部”等称号。他说，“作为共产党员，
就要走在工作最前沿，始终把国家和
人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相比这些荣誉，妻子取得的成绩
更令邹小东感到自豪。这些年，庞琳
相继获得院校青年教师说课比赛一等
奖、青年教师专业职业技能比赛二等
奖，多次被学校党委授予“优秀指导教
师”“年度优质课优秀教师”称号。
2019年，庞琳被共筑钢铁长城·寻找最
美军嫂活动组委会评为第三届全国

“最美军嫂”。2020年，邹小东、庞琳家
庭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我们家 3 口人，在 3 个城
市工作、生活。我的部队在盘
锦，她的学校在锦州，孩子在沈
阳上小学。”10月31日，这一特
别的开场白，是记者对邹小东、
庞琳夫妇的最初印象。

对他们的采访，也是在邹
小东所在部队的军营宿舍中
进行的。

正是深秋时节，但军营门
口站得笔直的岗哨和军营里面
顶着北风操练的士兵，顿时使
人置身于火热的军旅氛围中，
一股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气

息扑面而来。
“她昨晚特意从锦州赶过

来的，周末她一般都是去沈阳
管孩子。”邹小东说。庞琳笑
着接过话茬：“得感谢这次采
访，给我俩创造了一次团圆的
机会。”

作为一名军嫂，常年与丈
夫两地分居，但庞琳从未因
嫁给军人而后悔。她说：“军
嫂是不穿军装的‘兵’，我不
能陪他一起为祖国站岗，那
我就努力站好家里的岗，让
他安心服役。”

军嫂庞琳甘当一个不穿军装的“兵”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我和邹小东同龄，都是80后。”
庞琳说。邹小东看着妻子也笑着补
充，“我大她半岁，来自农村，人家是
城里人。”

“现在想想，我们在工作生活中
取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源自父母
的言传身教。这样的家风，已经成
为我们俩一生的财富。”邹小东说。

1982 年，邹小东出生在沈阳郊
区的一个小村子里，并在那里读完
小学、中学，度过了自己难忘的少年
时光。

“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朴实、
善良，没有太多文化，但他们能吃
苦，重视教育。”邹小东说。

“那时村里时兴种蔬菜，我家几
亩地种的都是西红柿，印象中它特
别难侍弄，不像大田种苞米，你播上
种子基本上就等着收了。西红柿育
苗后还要打叉、掐尖什么的，有了病
虫害更是不好弄。”

“种菜很辛苦，比如下雨了，菜
摘还是不摘？你不摘，第二天西红
柿裂了，就卖不上价；摘吧，一条垄
几十米长，垄沟里哧溜滑，他们挎着
水桶，摘下一个放里一个，一趟下
来，腰酸腿疼呀。”

父母的辛苦，邹小东记忆犹新，
“那时候看我父母，真是面朝黄土背
朝天，汗珠掉地上摔八瓣儿。这东
西摘到最后，8 元钱一箱就被人收
走了。”

“他们经常对我说，儿子，你一

定要好好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收
获幸福。”这些话邹小东记在心里，
并付诸行动，“我当时经常考全班第
一名，考完试就拿着卷纸往家跑，爸
妈看了可高兴了！”

勤奋学习的同时，懂事的邹小
东经常帮助父母下地干活儿，“我从
小就跟我妈下地，农村地里那些活
儿，几乎干了个遍。”

看着身边默默倾听的妻子，邹
小东动情地说：“她做事有主见，有
担当，也是得益于家庭对她的良好
影响。”

庞琳告诉记者，她出生在沈阳
市辽中县（今辽中区），现在从事音
乐教育，“我的音乐细胞来自我妈
妈。她曾经在乡镇工作，做过广播
员、妇联主任、团委书记和主抓文教
卫生的副乡长。”

“我爸爸当时在辽河油田上班，
每个月回来一次，他们也是两地分
居，我六七岁时他才调回沈阳。我
妈吃苦耐劳，特别坚强，一个人扛起
家里的重担。”

庞琳坦言，父母的爱情观、事业
观都对她产生了直接影响。“广播员
很辛苦，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准时
到岗，现在我仍记得妈妈带我去放
广播的情形。有一阵儿她工作忙，
胃疼得非常厉害，还挺着工作，最后
不得不做手术，切除了 1/3 的胃。”
庞琳说，“妈妈要强，受她的影响，我
工作后也从来不叫苦不叫累。”

父母言传身教，是我们一生的财富

2000年，邹小东从沈阳市第五
十六中学毕业，考取了沈阳大学师
范学院。和他一起出现在校园里
的，还有庞琳。

“我是体育专业，她是音乐专
业。说起我们的相识，还挺有故事
的。”邹小东说，“当时我们各自有
个好朋友，他们在处男女朋友。当
时 4 个人总是结伴去学校图书馆
看书，到食堂打饭，慢慢就熟悉了，
彼此有了好感，后来他俩没成，我
俩倒成了。”

“他长得帅，有责任心。”“她气
质好，朴实，有上进心。”这是两人
给对方的评价。

回忆起当年的场景，庞琳脸上
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就这样，在大学相识，两颗年
轻的心越走越近，互相勉励，勤奋
读书，共同进步。

“我俩都是系里的学生会成

员，他是生活部长，我是学习部
长。”庞琳说，刚上大学时，妈妈就
告诉她，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先
立业，后成家，“爱情，不仅没有影
响各自学业，反而成了我们不断向
上的动力源泉。”

2002年6月，两个积极要求进步
的年轻人同时入党。“是在解放军北
部战区总医院礼堂举行的仪式，我
们站在一起宣读誓言。”邹小东说。

“连续 3 年，我俩都拿了一等
奖学金。”庞琳的口吻中带着自
豪。“她比我厉害，还得到过沈阳市
大学生市长奖学金。”邹小东补充
道。2004年，带着“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党员”等荣誉，两人再次同时
获得“辽宁省优秀毕业生”称号。

“体育系和音乐系各有一个名额，
我俩得到了。”庞琳说。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就业问题
摆在了邹小东和庞琳面前，两个年

轻人作出了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次
选择。

“毕业前夕，正赶上部队到学
校征兵，我就报了名。”邹小东说，
当时高中母校也作出了愿意接收
自己的决定。是当教师，还是应征
入伍，邹小东父母给出的参考意见
是：教书好，离家近，还安稳。

“我明白老人的心思，担心部
队又苦又累，照顾不上家。”邹小东
说，自己从小就有军旅梦，姨妈家
当兵的大哥始终是他崇拜的偶像，

“现在机会来了，我告诉自己一定
要抓住，去当兵！”邹小东的坚持，
最终得到了父母的理解，更得到了
庞琳的体谅。

“当时我入伍的部队驻地在
锦州。她为了我，放弃了大学留
校机会，通过考试成为锦州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的一名教师。”邹小东
内疚地说。

一同入党，双双获一等奖学金

2011 年 5 月，历经长达 10 年“马
拉松式”恋爱的邹小东、庞琳举办了
婚礼。

“其实我从2009年起就是一名军
嫂了。那年11月完成婚姻登记后，民
俗上的婚礼因为邹小东执行各项任
务，先后推延了4次。”庞琳说。

“嫁给你，就是嫁给了你的事业；
我虽不能直接为你出力，但我会全力
支持你在部队干出成绩。”这是庞琳写
给丈夫的一句话，也是她走过多年“军
嫂路”的真实写照。

结婚后第五天，两人正在北京度
蜜月，邹小东突然接到部队紧急召回
命令，连夜踏上了列车，把妻子一个
人扔在了北京。“这一走就是 40 天，
至 今 我 内 心 的 愧 疚 之 情 都 无 以 言

表。”邹小东说。
真正的考验，更来自婚后的日常

生活。2012年7月，随着孩子的出生，
庞琳开始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生
活阶段。

2016年8月，北方干旱，邹小东父
亲在农田给玉米地浇水时，左眼不小
心被划伤，情况十分严重。庞琳闻讯
后第一时间向学校请假，带着公公跑
遍沈阳眼科医院问诊。求医路上，幼
儿园老师打来电话说，她儿子在幼儿
园发高烧到了40℃，已送医院输液。

“那一瞬间，我真感觉天都要塌下
来了。”既不能把情况告诉邹小东，拖
他的后腿，又不能告诉公公，让老人家
再上火。庞琳只能在心里给自己打
气：“你要坚强，你要挺住，不能愧对了

军嫂这个称号……”
“2014 年，庞琳患急性阑尾炎做

手术；2016 年，岳母胆囊切除；2018
年，父亲患脑血栓住院……这些时刻，
我都没能出现，都是妻子守在他们身
边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回忆起
这些年家庭中的林林总总，邹小东的
声音有些哽咽了。

今年9月25日，在盘锦市“弘扬中华
美德，厚植家国情怀”最美家庭评选揭
晓仪式上，庞琳向丈夫袒露了心声：“11
年的军嫂路，让我读懂了什么叫军人；11
年的军嫂路，让我学会了坚强；11年的军
嫂路，让我真正理解了军人的不易。”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阅兵，当
邹小东在全国人民的注目下从天安门
广场上走过；当他把一个个金灿灿的

奖章、一个个沉甸甸的证书摆在我面
前；当闲暇交流中，他把完成重大任务
的捷报传回来……我都会从内心深处
升腾起由衷的自豪。邹小东常讲，军
功章里，也有我的一半，那些荣誉是我
们俩共同付出的爱的结晶。”

“军嫂，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更
代表了一种精神。”庞琳说，“正因
为 有 无 数 军 嫂 默
默 坚 守 ，无 怨 无
悔，才扛起了军人
稳固的大后方，换
来 了 他 们 不 朽 的
军 功 。 每 每 想 到
这里我都想说，我
骄傲，我是军人的
妻子！”

军嫂不仅仅是称呼，更是一种精神

他们是大学同窗，相恋多年，但因工
作4次推延婚礼。入伍 17年，他只回家
过了3个春节，多次受到部队表彰；结婚
11年，她默默奉献，努力站好家里的岗，

让他安心服役，获评全国“最美军嫂”。邹小东、庞
琳夫妇在岁月流转中，彼此用无私、真挚的大爱，坚
守着自己心底里的家国情怀。不久前，邹小东、庞
琳家庭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核心
提示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操练场上，邹小东一丝不苟地指导新兵训练。

邹小东、庞琳和孩子在一起。（本文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