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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援援归归来来，，战战士士有有望望吃吃上上嫂嫂子子面面
嫂子面是警营文化建设品牌，济宁市公安消防支队要把暖暖的关爱传下去

本报济宁8月4日讯(记者 苏洪
印) 4日本报刊发了《热腾腾的嫂子
面，全是家乡味》一文，采访报道了微
电影《红门日记之舌尖上的消防》中两
名军嫂的人物原型。济宁市公安消防
支队打算将嫂子面在全市公安消防系
统推广，每逢大型灭火救援归队以及
过年过节，炊事班都会给战士们做上
一碗热腾腾的嫂子面。嫂子面将成为
一种温情符号，在部队中传承下去。

电影中的两位军嫂原型一个是10
年前时任汶上县公安消防大队教导员
张军的妻子陈红，一个是时任汶上县
公安消防大队中都中队指导员井源的
妻子魏志静。当时在部队探亲的她们，
每逢队上的战士们灭火救援回来，都
会给大伙做上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

作为微电影的导演兼编剧，井源现

任济宁公安消防支队政治处主任。井源
介绍，虽然十年时间过去了，但嫂子面
已成为最温情的回忆，埋在当时队上所
有队员的心底。“我们打算把两名嫂子
再请回汶上县公安消防大队，给现在的
战士们再做上一碗嫂子面，让他们重温
这段故事，感受这种温情。”

“同时，我们有意向将嫂子面在
全市消防系统推广，教队上的炊事员
做面，每逢大型灭火救援以及节假
日，让炊事班给安全归来以及在常年
守护在部队的战士们做上一碗面。”
井源说，这碗嫂子面是部队的一种温
情象征，可以是手擀面，也可以是凉
面、拌面，传递着暖暖的关爱。

井源希望嫂子面推广开后，能成
为消防队上的一种温情文化，一代代
传承下去。“这碗嫂子面承载传递着
一种情感，它背后是战士们对警营的
归属感，以后不管队员们走到哪里，
一提到嫂子面，都能勾起他们对警营
的美好回忆。”

“兵妈妈”李秀玲连续七年为武警战士送“节礼”

被被战战士士叫叫声声妈妈妈妈，，心心里里暖暖暖暖的的
本报记者 范少伟
实习生 邵晓星

7年间每逢过节
都会送去慰问金

3日上午，记者在任城区仙
营街道谢营社区见到李秀玲时，
她正在翻看朋友圈发的照片。因
为有事，“八一”建军节她没能去
慰问武警战士，但她仍坚持让朋
友带去了2000元钱送到武警战
士手中。

第一次去武警官兵训练营，
见到这些小战士，李秀玲就觉得
特别亲切。“当时是联欢会，我和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去的，
战士们列队表演了合唱。”李秀
玲说，一个20岁出头的小战士说
自己长得像她妈妈，三年没回家
的小战士看到她显得特别亲切。
李秀玲听了小战士的话后心里
酸酸的。她觉得自已孩子过年过
节都在家，但小战士已经三年没

见家人了，肯定很想念亲人。
从那以后，李秀玲每年过节

都会去看望这些战士，基本每次
去都会带上两三千元钱。即使有
特殊情况不能去，也会让朋友们
把钱带过去。如今，这个习惯她
已经坚持了7年。“就是尽自己的
能力帮助他们吧，也是表达我们
的谢意。”李秀玲不好意思地说。

“兵妈妈”李秀玲
资助多名贫困生

从开始融入战士们的生活
至今已7年了。虽然有的战士已
回到地方，不在济宁，李秀玲还
会时常收到他们的祝福短信。记
者采访时得知，这位“兵妈妈”不
仅关心战士，还是位“爱心妈
妈”。如今她还资助了八九位贫
困学子。

“妈妈，谢谢你一直以来的
照顾，现在我上大学了，可以自
立了，请您放心。”这是名刚刚考
入大学的女孩发给李秀玲的短

信。在过去的两年里，李秀玲一
直资助她上学、生活，两年间共
资助了6000元现金。

“从来没有想过让她们回
报，她们学业有成就可以在社会
上独立生存，也能对社会做更多
的贡献。”李秀玲说，只要孩子们
记得感恩社会、感恩别人她就很
欣慰了。

让李秀玲印像深刻的是位
13岁的小男孩。父亲去世，母亲
改嫁，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开始
叫她“爱心妈妈”，后来直接叫她

“李妈妈”，现在打电话直接叫她
“妈妈”。今年这个孩子母亲节还
给她发来了短信，祝她身体健
康。每年暑假，李秀玲都会把他
接到济宁住两天，今年也不例
外。她打算开学前接孩子来济
宁，陪他玩玩。

“陆陆续续资助了八九个孩
子了，也没觉得自己做了多么了
不起的事。”李秀玲说，看到孩子
们快乐成长，能够尽自己的能力
帮助到他们，自己很开心。

7年前的一次慰
问，让她切身感受到
了军人的艰辛，为了
表达自己对他们的一

份谢意，多年来她一直坚持为武警战士送“节礼”。如今，身
为全市十佳“兵妈妈”的她又默默资助起了贫困学子。在她
的帮助下，八九个孩子也感受到了她这份特别的母爱。

济宁市公安消防支队炊事员正在给战士们准备嫂子面。

李秀玲看朋友与战士的合照。本报记者 范少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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