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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我——— “人民所需，使命必达”。
从2月2日起，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

队将数百万吨生活物资精准配送至武汉市各超
市网点，为这座城市阻击病毒提供有力保障。

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战“疫”，湖北省军
区主动担当作为，全员全力投入这场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在一线战“疫”的人民子弟兵，
也被远在沂蒙的老区人民时刻挂念着。

2月2日下午，朱呈镕赶到武汉火神山医院
建设现场。920公里的路途，14小时日夜兼程，
这位来自沂蒙革命老区的“兵妈妈”看上去有
些疲惫。她顾不得这些，一下车就迫不及待地
找到军区领导，让他安排战士们来搬速冻水
饺，让他们尽快吃上热乎乎的水饺。

“我得为他们做点什么”

作为山东朱老大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朱呈镕意识到武汉疫情特别严
重，是2020年春节前。当时，她和往年一样，
在部队走访。“1月23日，离春节还有两天，我
当时正在长白山拥军，听到电视里播放武汉封
城的消息。消息越突然，说明事态越紧急。”
朱呈镕说。

这在朱呈镕的记忆中是少有的。她意识到
党中央应对疫情的决心，同时也明白武汉的疫
情防控已升级到了战时状态。她清楚，新建火
神山医院时，吃喝问题肯定面临诸多不便，应
该把食品公司的拿手活亮出来，送一批山东饺
子，慰问第一批到达的解放军官兵。

“战士们这次肯定有一场硬仗要打。他们
的生活保障怎么办，我得为他们做点什么。”
朱呈镕一边往老家赶，一边联系生产。

由于春节放假，外地员工赶不回来，朱呈
镕就让人挨个打电话先把本地员工叫回来。她
的合作伙伴金锣集团得知她要赶制水饺支援武
汉，紧急调拨10吨上好的库存肉过来打援手。
“肉的问题解决了，可菜却不好买了。我就联
系人，买进白菜、莲藕、芹菜、萝卜等共十吨
菜。”朱呈镕介绍道。

一切准备就绪，朱呈镕带着71名工人加班
加点，挑灯夜战，备料、调分类、包装，一环
扣一环……这一干，三天三夜。累了，她就给
大家鼓劲：“这些水饺是送给前线子弟兵的，
大家再辛苦一下。”

1月31日，20吨水饺加工完成，速冻冷藏。
在赶制水饺的同时，朱呈镕随时关注着武

汉的消息。她从新闻上了解到，到武汉的道路
完全封锁了，必须出具物资运输通行证。

临沂市妇联帮助办理了武汉通行证、介绍
信，准备了消毒酒精、口罩，交给慰问车队。2
月1日，朱呈镕顺利拿到通行证。

从临沂到武汉，这之间的物流问题如何解
决？“车辆很难找，因为防控疫情形势严峻，
很多物流公司都没有开工，好不容易才找到愿
意去的物流公司。”朱呈镕表示，为了能把水
饺送到前线，她和家人商量：我要到武汉去。

说是商量，其实哪有商量的余地。拥军这
些年，朱呈镕每到一处，战士们亲切地喊她
“兵妈妈”，哪有危难时刻妈妈不想看上儿子
一眼的？儿子随即表态：“妈妈都不怕，我更
不怕，我陪你去。”

2月1日下午4点，朱呈镕和儿子一起坐上为
货车引路的商务车。关上车门的那一刻，丈夫
赵树明塞给朱呈镕一个苹果。心有灵犀的朱呈
镕明白，这个用纸巾包裹的苹果，不仅是丈夫
让她在路上解渴用的，更代表着一路平安的祝
福。眼泪在她的眼睛里打转。

“一路上还算顺利。高速公路上几乎看不
到人，服务区大多都空着。我担心路上没热
水，泡方便面不方便。就在出发前，把四个咸
菜疙瘩切丝炒了一下，路上好卷煎饼吃。”煎
饼、咸菜是朱呈镕出门的标配。她对自己总这
样“抠门儿”。一位陪她拥军的女企业家说：
“每次拥军她都会带一个行李包。有次我偷偷
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煎饼和咸菜。”

车队到达安徽后，大车司机在服务区休
息，朱呈镕把准备好的煎饼分给大家吃。开吃
前，一人分几瓣蒜，大家以煎饼相碰助威，边
吃边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这一幕，
恰巧被同去武汉送复合板的临沂老乡遇到，随
手拍下，传到网上。

入夜，当众人进入梦乡后，朱呈镕娘俩却
睡不着。他们在车外讨论着，远在武汉的战士
们，会如何度过这个寒冷的夜晚，他们能睡好
吗？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有人民

子弟兵”

2月2日7时30分，朱呈镕的车队抵达武汉。
“没想到你敢来这里。这个非常时期能来

看望战士的，沂蒙人民是第一个！”看到朱呈
镕有些疲惫的样子，部队首长的语气中既有惊
讶，更有赞许。

简单寒暄后，朱呈镕赶忙招呼大家抬水
饺。她带去的不仅有水饺、馄饨、汤圆，还有
一部分鞋垫。

吃早饭间隙，朱呈镕谈起自己为何敢到疫
区：“革命战争年代，沂蒙老区的乡亲们‘最
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袋米做军粮，最后一
个儿子上战场’的家国情怀，教育感染了一代
又一代后来人。我们老区人民不论在什么时
候，都一心跟党走，坚定走好拥军路。”

来不及休息，朱呈镕请求：“首长，我要

去火神山给战士们送饺子。”
“不行，那里太危险了。”首长回绝道。
“见不到他们我就放不下心，就算回去也

睡不好觉。”朱呈镕坚持道。
看到朱呈镕心情如此真切，部队首长终于

答应协调。
2月2日下午3点左右，做好防护措施的朱呈

镕带着100箱水饺来到火神山医院。经过6天不
间断奋战，火神山此时可收治病号。朱呈镕身
边，不时有医护人员抬着病号经过。

“短短几天，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就建起来
了。我在现场感受到我们国家真的强大了。”
朱呈镕说，“建这所医院，我们的战士受苦
了。大冷天，他们住的是帐篷，吃的是方便
面，白天黑夜连轴转。”

在简短的交接仪式上，朱呈镕用临沂普通
话即席演讲：“我来自沂蒙革命老区。在革命
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对部队有特殊感情。今天
我目睹了你们的艰辛。作为沂蒙人，给你们带
来了饺子。你们能吃上饺子，我很欣慰。我会
把你们的艰辛、困难情况带回老家，让沂蒙人
知道：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有人民子弟兵。我
会把你们的精神带到我的企业，好好做公益事
业，做好拥军工作。”

来去匆匆，自武汉返回临沂后，朱呈镕自
行隔离了18天。她说，“我们比规定的隔离期
延长了四天，不给政府添麻烦。”

这18天，只是朱呈镕18年拥军热潮中一朵
小浪花。“我爷爷是老红军，也是听着老人家
讲故事，我们成长起来的。他们那一代人都受
了那么多苦，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朱
呈镕说。

红色沃土里的成长历程，让朱呈镕对部队
有着特殊感情。拥军18年来，从“中国西口第
一哨所”之称的阿拉山口边防哨所到西藏边
陲，从非典一线到抗旱打井，从黑瞎子岛、鸭
绿江畔、青藏高原到三沙市，她拥军支前的足
迹已经遍布大半个中国。

“我不是最有钱的人，但我是

最幸福的人”

说起朱呈镕与部队的渊源，还要追溯到20
多年前。1998年，45岁的朱呈镕从临沂市毛毯
厂下岗，自谋职业的她从人力脚蹬三轮车运输
起步，发展创办了集速冻食品加工、餐饮服
务、连锁服务于一体的集团化公司，而创办公
司的起点正是她的“军人情结”。

1999年，朱呈镕在平邑出差，看到山区一
位老人正在砍山楂树，询问一番后得知，前些
年大量种植的山楂因为卖不出去，5分钱一斤都
没人要，只能忍痛砍树。朱呈镕不忍心看这位
退伍老军人难过，就以200元做订金，打算将山
楂全部收购用来给员工发福利。

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几天后用了好几辆货
车才把两万多斤山楂运完。看着堆积如山的山
楂，朱呈镕开始犯愁。为了不让山楂烂掉、浪
费掉，决定加工成冰糖葫芦售卖。

可毫无经验的朱呈镕并不懂得制作的程
序，她一边走访一些小作坊，一边查阅相关书
籍，开始反复试验熬糖温度，终于做出了既不
粘牙又不苦的无核冰糖葫芦。她还创新给糖葫
芦去核的地方填充了巧克力、果酱甚至熟牛
肉，深受市场欢迎。

牛刀小试后，朱呈镕决定大干一场。她贷
款租了一间房，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要强的她
给自己的品牌取名“朱老大”。随着“朱老
大”糖葫芦在全国的热销，朱呈镕顺势开发新
的产品——— 速冻水饺。

2000年前后的一个冬天里，朱呈镕到吉林
考察速冻饺子生意。在带着5吨饺子返程的路
上，她的货车遭遇翻车事故。正巧经过的军人
看到后，立刻下车帮忙救助，朱呈镕拿出些饺
子送给对方以表感激。“拿到饺子后他们连连
道谢，我看他们这么高兴，就想以后我一定要
把饺子包给战士们吃。”朱呈镕说，从那时起
她就打定主意，用中国人最爱吃的饺子，慰问
为人民保卫家园的军人们。

2001年3月，朱老大食品有限公司成立。朱
呈镕说，是沂蒙精神一直在推动着企业发展。
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发生后，朱呈镕从电视
上看到北京小汤山医院一名女战士不幸感染非
典牺牲时，身边还放着一个尚未动筷子的盒
饭，里面连菜都没有。此情此景，朱呈镕难过
极了。

“我要去小汤山送水饺给解放军吃。战争
年代我们沂蒙老区人民拥军支前，连死都不
怕，现在又需要支前了，咱能不去吗？”第二
天，朱呈镕备好五吨水饺奔赴小汤山医院。一
位部队首长动情地说：“战争年代，沂蒙老区
人民冒着枪林弹雨拥军支前。非典时期，你们
不顾生命危险来到小汤山。见到你们就像看到
了战争年代的红嫂，请老区人民放心，我们一
定能够战胜非典。”

如今，朱呈镕的企业已成为一家集速冻食
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标准化企
业，拥有固定资产2000多万元，年销售收入达
到数亿元。

企业发展让朱呈镕的拥军路更宽阔。她把
拥军爱国情怀铭刻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她每年
抽出二分之一的时间、拿出企业30%的利润拥
军。十几年来，她拥军行程几十万公里，送鞋

垫8万多双，送水饺900多吨，作报告400余场，
累计捐款捐物1000多万元。她还积极安置退伍
军人，目前，公司接纳的退伍军人已占全部员
工的30%。

朱呈镕说，她要把拥军的路走得更宽一
些，在有生之年把母亲这份爱，献给人民子弟
兵。十几年来，朱呈镕先后被38个部队聘为名
誉政委、被18个部队聘为政治辅导员。她常
说，“我虽然不是最有钱的人，但我是最幸福
的人。我有5000多个兵儿子叫我妈妈，这是我
最大的幸福……”

“她拥军没有前方和后方”

“一般人拥军都是在建军节前后，她拥军
没有前方和后方，不分兵种和地域。一年365
天，天天都是拥军日。一听到‘拥军’两个
字，她两眼就放光。”对于妻子拥军，赵树明
打趣说。

最初，赵树明说妻子“不正干，放着企业
不管，整天往外跑”，但2012年的一趟西藏之
行，让赵树明观念发生了转变。在海拔4800多
米的某哨所，他看到战士们的脸是黑的，手指
甲是平的，嘴唇冻得发紫，朱呈镕作了一场40
分钟的报告，部队官兵都哭了。“触动很大，
现在她拥军我一般都会跟着。”赵树明说。

“现在不光丈夫跟着我做，我亲家也参与
进来。”朱呈镕说，部队最锻炼人了。她将家
族中的12个孩子送出去当兵，包括她的侄子、
外甥，还有她自己的女儿。2019年，朱呈镕拥
军之家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为动员社会各方更多的力量加入拥军队
伍，2009年11月，朱呈镕筹集资金28万余元，成
立山东省第一家拥军优属协会，现在会员已有
200多人。她还发动大家送科技、送法律、送文
化到军营，开展“一帮一”“多帮一”活动，
帮助军烈属脱贫致富。“我深深感到，只要人
人都献出一点爱，全社会拥军的氛围就会越来
越浓厚。”

2016年，地处沂蒙山腹地的老红嫂祖秀莲
家乡——— 沂水县院东头镇上小庄村，急需修建
两个拦水坝，但苦于没有资金，当时朱呈镕的
公司正在兴建新厂区，资金非常紧张，但她依
然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两次共筹集35万元，用
于该村兴修水坝和硬化乡村山路。

201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朱
呈镕带上老红军黄洪瑞亲手编制的一双草鞋，
发起了历时8个多月的“草鞋传”全国接力传递
活动……从军营到学校，从边关哨卡到乡镇街
道，从白山黑水到齐鲁大地，行程26万多公
里，足迹遍及24个省（市）。

“沂蒙精神蕴含着无穷力量。我一个人的
能力是有限的，我得让沂蒙精神代代传承下
去。”2017年，朱呈镕筹资1800万元，在自己的
水饺厂建设了“红嫂文化博物馆”。博物馆珍
藏着“红嫂”祖秀莲所使用的扁担和卖酒的酒
篓，抗战时期的地雷、枪炮，老红嫂支前做军
鞋的鞋样，支援前线的小推车，以及雷锋于
1960年1月8日亲笔签名送给辽阳县兵役局政委
余新元的留念照片等300多件革命文物。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迟浩田上将曾
说：“你能把红嫂的精神传承下去，我这个退
下来的老兵也就放心了，红嫂有了接班人
了。”“红嫂文化博物馆”开馆前夕，迟浩田
同志兴致勃勃地前来参观，仔细听取朱呈镕的
讲解。2019年，博物馆接待12万人次参观学
习。

“我们将持续关注疫情发展，履行社会责
任担当，与社会各界一道砥砺前行。相信在党
中央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最终胜利！”朱呈镕说。

沂蒙“兵妈妈”朱呈镕拥军没有前方和后方，不分兵种和地域。一年365天，天天都是拥军
日。一听“拥军”两个字，她两眼就放光。2月2日，她带领装有20吨水饺的车队抵达武汉。

朱呈镕：沂蒙水饺端上火神山餐桌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臧德三 李霞霞

□本报记者 卢昱

朱呈镕驰援武汉，是沂蒙老区人民支援战
“疫”前线的序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老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面动员，一切
服务于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1月24日，除夕。山东省要求紧急组建首
批援鄂医疗队，临沂市向全市各医院发出紧急
动员令，选拔医护人员奔赴湖北，支援抗击疫
情。这是一场直接面对死亡的战役，医护人员
就是第一线的先锋军。此时，临沂全市符合条
件的医护人员几乎全部“报名应征”。

1月25日开始，临沂市多批次医护人员紧
急奔赴湖北，支援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和
武汉汉阳区相关医院……

当武汉雷神山医院开始建设，临沭县农民
工文杰得知医院急需板房安装工人的消息后，
毫不犹豫火速赶往武汉。“疫情面前，有大家
才有小家，得以大局为重。”1月31日，文杰
和工友们抵达工地，投入战斗。

方向——— 武汉！这不仅仅是医护人员和建
筑工人的方向，临沂的滚滚车流、货流也向着
千里之外的湖北进发。

1月29日，兰陵县捐赠武汉的200吨优质大
蒜出发。1月31日，该县160吨无偿援助的新鲜
蔬菜再次启程奔赴武汉。这批由山东南菜园蔬
菜食品有限公司捐赠的蔬菜原定为100吨，但

兰陵县的蔬菜种植户听闻后，纷纷要求装上一
些自家产的蔬菜，为灾区尽一份心意。于是，捐
献蔬菜从100吨升到120吨、140吨，直到160
吨……

疫情发生以来，临沂的企业、组织、个人
都在向武汉捐赠、运送各类物资，其中鲁南制
药捐赠价值千万余元的抗菌、抗感染、止喘类
药品，金锣集团捐赠价值1500万元物资支援
抗疫一线，山东泓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捐赠
300吨消毒酒精，临工集团捐赠150吨新鲜蔬
菜，临沂煜树劳保用品有限公司累计向武汉发
送护目镜8万余副……

在沂蒙大地上，从医院病房争分夺秒的紧
急救治，到村居社区挨家挨户地排查防控，从
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从未停歇的农事生产，到
车站机场、高速路口的24小时检查测温，无

论在什么地方，不管在哪个岗位，广大共产党
员用行动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而在这一个个普通人的身影中，有志愿者
们在社区关卡把好体温监测；有农民春节期间
做好蔬菜、水果生产供应工作；有市民捐出多
年积蓄，还有很多爱心人士捐出各类物资……
有人出人、有力使力、有钱捐钱。临沂群众的
一项项善举，诠释着新时代沂蒙精神的人间大
爱，汇成共同战“疫”的暖流。

因为同心，所以和衷共济。一组数据是最
有力证明：截至2月20日零时，临沂市慈善总
会系统累计募捐款物12136 . 66万元（资金
8774 . 82万元、物资3361 . 84万元）；截至2月
19日零时，临沂市红十字会系统累计接收社
会捐赠款物8784 . 33万元（资金4899 . 80万
元、物资3884 . 53万元）。

“疫情面前，有大家才有小家”

2 0 2 0年春节
前，冰天雪地中，
朱呈镕（左一）到
维东哨所慰问哨
兵。

9 2 0 公 里 的 路
途， 1 4小时日夜兼
程， 6 0多岁的沂蒙
“兵妈妈”朱呈镕
（左）赶到武汉火神
山医院建设现场，为
的是让这些建设者们
吃上热乎乎的水饺。

图为朱呈镕将20
吨水饺送给武汉抗
“疫”的子弟兵。

“见不到他们我就放不下心。”把饺子亲手
交给子弟兵，这让朱呈镕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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