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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为激励先
进，树立榜样，7月26日，在本市举行
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
活动上，市妇联、市双拥办、青岛警备
区政治工作处命名王佩培等10人为
青岛市“十佳好军嫂”，李青等10人为
青岛市“十佳兵妈妈”，同时授予她们
青岛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这20位“十佳兵妈妈”“十佳好军

嫂”中，有的与军人丈夫并肩作战，成
为丈夫勤奋工作的贤内助；有的不顾
个人得失，把儿子双双送去兵营。她们
都识大体、顾大局，勇挑家庭重担，全
力支持丈夫、儿子献身国防事业，在各
自的岗位上为部队和地方建设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市妇联希望通过表彰，让
她们做好模范带头作用，继续发扬爱
国拥军光荣传统，为部队建设做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青岛是座有着拥军光荣传统的城

市。1995起，市妇联就联合驻军在全
市开展了“岛城十佳好军嫂、十佳兵妈
妈”命名活动。20多年来，共评出市级
十佳好军嫂、兵妈妈420余名。每年八
一建军节期间，各地群众都会自发踊
跃参与到好军嫂兵妈妈推选自荐活动
中来，各级妇联组织层层进行寻找命
名活动，各类媒体不约而同地聚焦好
军嫂兵妈妈，社会各界以不同形式向
军嫂兵妈妈致以崇高敬意。

她把双胞胎儿子送进军营
本市昨表彰十佳好军嫂、十佳兵妈妈，平凡的她们却有着感人的事迹

2018年青岛市“十佳好军嫂”接受表彰。

“十佳好军嫂”名单

王佩培 青岛农商银行崂山支行
职工
代红 平度市实验中学教师
李晓梅 青岛市教育装备与信息
技术中心资源应用部主任
张丽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主管
护师
张小梅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主持
人
姜永波 青岛理工大学讲师
高峰 西海岸新区抬头小学教师
高斐 青岛市城阳税务局副科长
唐通义 市北区人社服务中心综
合科负责人
韩丽 城阳第五中学教师

“十佳兵妈妈”名单

丁世荣 西海岸新区隐珠初级中
学教师
刘月梅 胶州市阜安街道吉祥园
小区居民
刘彩花 红岛经济区河套街道潮
海东社区居民
李青 青岛市盲校教师
李胜爱 青岛零担公司职员
杨春 平度市利客来超市员工
张正英 平度市南村镇南村中学
教师
单瑞芝 即墨区龙泉中心小学退
休老师
蒋秀兰 青岛理工大学教授
管清莲 胶州市铺集镇彭家庄村
民

在胶州
市铺集镇彭家
庄有一位平凡而
伟大的女性，她是当

年的军人之后，也是现在的“兵妈
妈”，现年50岁的管清莲。说她平凡，
是因为她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离开土
地一步；说她伟大，是因为她是军人
之后，3岁时见父亲第一面，和母亲
支撑着整个家，和平年代，她又把双
胞胎儿子送进部队成为人民子弟兵。
管清莲默默地为国防建设作出了积
极贡献，成为远近闻名的“优秀兵妈
妈”。
管清莲生于 1968年，那时候生

活困苦，父亲作为军人常年在外，3
岁时，管清莲才见到父亲第一面，作

为家中老大，她和母亲一起支撑着
整个家。虽然艰苦，但军人的血脉流
淌在管清莲幼小的身体内，作为军
人之后，她万分自豪。2012年，双胞
胎儿子张磊、张鑫大学毕业，她就鼓
励两个儿子：“当兵最光荣，好男儿
就应该保家卫国。”所以同年，两个
儿子同时入伍，双双成为了人民子
弟兵。
八十多岁的婆婆生病，她里外

操持着，不向两个儿子透露辛苦劳
累。她说：“孩子们有更重要的事去
做。”她孝敬老人、和睦邻里，也被村
里评为“德孝明星”。40多年来，管
清莲由军人之后，成为一名“兵妈
妈”，她用实际行动，为部队培养了
出色的军人，她用坚强和无私诠释
着一位母亲平凡而伟大的形象。

■相关新闻

我是一个兵
社区是“军营”

［光荣事迹］
兵妈妈 管清莲

德孝明星，平凡而伟大

从小在
军工厂长大的
李晓梅对军人有
种 特 殊 的 崇 拜 。

1998年，28岁的李晓梅，成为一名军
嫂，至今已有20年。现年48岁的她是
青岛市教育装备与信息技术中心资源
应用部主任。作为一名信息工作者，她
连续多年考核优秀；作为一名军嫂，她
与丈夫同甘共苦，并挑起了工作和家
庭的两副重担。
李晓梅的丈夫陈桂秋是一名海

军，常年戍守在外，到现在，她与丈夫
已经结婚20年，也两地分居了20年。
在这其间，李晓梅任劳任怨，积极做好
丈夫的贤内助，独自撑起支撑起家庭

重担。
在李晓梅的支持下，丈夫全心扑

在部队中，先后在海防一线及外地6
个单位等近10个岗位工作，多次担负
索马里护航、南沙巡逻等急难险重任
务，先后荣立三等功三次，2016年被
海军评为师级单位优秀参谋长。
2013年的索马里护航，让李晓

梅至今难忘，近一年的出海让李晓梅
日夜牵挂。每当看到电视中有“护航”
字眼，她都会反复回放，而当听到有
海盗出没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就
会反复搜索护航信息。由于出海，通
讯不便，她与丈夫一年通不了几次电
话，这一年她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
过。

好军嫂 李晓梅

分居20年，肩挑工作家庭

□半岛记者 刘笑笑 通讯员 王恩
全 报道

本报7月26日讯 “稍息，立正，
向右看齐！”这是市北区辽宁路街道大
连路社区老兵服务社日常训练生活的
一个镜头。这些老兵们每天都不闲着，
他们由街道和社区牵头，开展政策宣
传、纠纷化解和服务居民等工作。7月
26日，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在市北
区辽宁路街道的6个社区，每个社区
都设有一个老兵服务分社，同时由街
道成立了一个老兵服务社总社。自去
年成立以来，老兵服务社不仅为辖区
内困难老兵提供精准帮扶，还为居民
开展各类帮办服务。
“我感到，我一直是一个兵。”身为
大连路社区老兵服务社社长的徐忠
财，1979年应征入伍，1981年服役期
满。三年的军营岁月尽管短暂，但却成
为他人生当中难以割舍的记忆。徐忠
财退役后，接着“第二次当兵”，成为了
一名消防战士。从消防队退下来以后，
徐忠财并没有闲着。十几年和群众的
密切相处，使他获得了大家的信任，被
推选为大连路社区老兵服务社的首届
社长。“我们通过组织队伍参加社区义
务劳动，力所能及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在群众当中树立了良好的老兵形象，
保持了军人的本色。”
“老兵服务社”还积极鼓励身体条
件尚可、有时间、有艺术、技术特长的
老兵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活动，为辖区
居民服务。老兵刘磊自2017年7月参
加退役士兵公益性岗位以来积极服务
社区居民。在了解到泰山路 127号 2
号楼2单元楼道地面坑洼、楼梯台阶
太高不方便老人上下楼的情况下，发
挥自己维修特长，为居民维修填补全
部6层楼的坑洼地面，受到群众好评。
据了解，去年以来，市北区辽宁路

街道围绕“老兵服务、服务老兵”工作
理念，创新服务方式，率先在全区成立
了“老兵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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