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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冬英

承包河塘奔小康

初夏，宝应县柳堡镇东荡百亩河塘荷花盛开，滩
涂上一位 !" 开外的中年妇女正带着员工在荷塘里为
藕苗除草施肥。她就是百亩河塘承包户、“二妹子”
模范民兵班第四任班长刘冬英。

#$%&年，刘冬英告别柳堡“二妹子”民兵班，先
后任村委妇联主任、村委会主任等。

'""%年春，宝应东荡万亩滩涂开发。刘冬英说服
了丈夫，承包了 (""亩种植荷藕。这一年 )月，她站
在塘梗上看着百亩藕塘盛开的荷花，喜笑颜开。可
是，&月的一场暴雨，让她承包的百亩藕种“全军覆
没”。第一年承包将近 '"万元投资就打了水漂。

刘冬英毫不气馁，第二年，她又重整旗鼓，继续
承包百亩河塘，一签承包合同就是 (" 年。她吸取经
验教训，重新构设坝子，筑好防洪堤，架设高压线、
购买电动机，采取新的排灌措施，严防洪涝灾害对荷
塘的侵袭。荷苗下种后，又及时科学管理。她整天整
夜吃住在圩子上，风里来、雨里去，到了秋天，百亩
荷塘喜获丰收。这一年她就挣了十几万元。她的百亩
荷塘承包也一年比一年旺，连续 )年大丰收，产值达
到数百万。

致富不忘众乡亲。'""!年，刘冬英动员帮助家有
残疾孩子看病困难的村民袁祖国、困难户乔维梁，到
外乡承包 ("" 亩水面搞荷藕种植。她帮助他们贷款，
自己作担保，又给他们进行技术指导。结果，袁祖
国、乔维梁每年与刘冬英家一样，获得了十分可观的
经济效益，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成了柳堡镇的富裕
户。

追梦没有止境。刘冬英利用种植荷藕积累的 (""

多万元，又承包了 (""亩鱼塘养鱼，同时再建“百头
猪场”。自己忙不过来，就雇用村里几个贫困户为工
人。见到记者她高兴地说，要实现强国之梦，我们就
要带头创业、发家致富，带头实现强村强乡之梦。

陈建梅

二妹子的“强武梦”

'"(' 年 & 月 '" 日晚，宝应县夏集、子婴一带发生
百年未遇的 *+$级地震，夏集镇副镇长兼人武部长、“二
妹子”模范民兵班第六任班长柳堡镇的陈建梅立即带
领民兵挨家挨户抢救受伤村民，偕老扶幼，转移到安全
地带。夜以继日，没回家吃一顿饭，也没顾得上照料幼
小的女儿。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奋战了近一个月。当时群
众受灾较重的有 *" 多户，其中一户村民，夫妻俩体弱
多病，又是重灾户，更是雪上加霜。陈建梅带着民兵到
他家，把他们从即将倒塌的房屋里救出来，安排吃住救
治。事后，她又从政府拨出 '万多元的赈灾补助，并带

领民兵和村民帮他们建成了 &"多平方米的水泥屋。
为了实现强武之梦，她组织全镇男女青年参加基

干民兵，组成夏集镇“二妹子”民兵班，先后培养出 (""

多名“二妹子”民兵。她先后两次带领“二妹子”民兵班
上北京参观天安门广场升国旗。她原来白白净净，为带
领全班训练，每天在训练场上喊口令、讲要领、做示范，
一段时间下来，累得又黑又瘦。战术课上，为了示范匍
匐前进和侧身前进，胳膊磨破了就戴上护袖继续练。为
了提高“二妹子”班的实战水平，她又把全镇的“二妹
子”民兵集中起来，学习信息化知识、掌握信息化技能。
如今，只要一声令下，“二妹子”民兵班就能立即出动，
维护社会治安，出色完成急难险重任务。

张焕兰

创大业不忘奉献

“五一”刚过，江苏宝应县电子陶瓷厂董事长张
焕兰从广州归来。一下飞机，她就喜冲冲地对记者
说，这一趟我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大获丰收，同美
国、欧洲等商家又签订了一大批合同，成交额达上千
万元。

这位柳堡镇的女企业家，,"年前曾经是柳堡“二

妹子”民兵班副班长。($%,年，她办起了县城第一家
陶瓷厂。

为了打开产品的营销渠道，她东奔西跑找市场。
直到 '""' 年，她才挤进广交会，幸运地遇上了参展
的台商优赖公司林老板。第一个合同销售额不足 '"""

元。产品因为价廉物美销往台湾，一年后，又有几批
台商通过林老板找她订货，营业额直线上升到十几万
元。接着她的产品又打进了国外伊莱克斯、西门子等
五百强企业，销售额从几十万达到数百万直至上千万
元。
“企业要做大做强，关键是产品的质量和信誉。”

为此，张焕兰到处引进高新技术，培养高科技人才。
她还专门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引进技术人才，组建
公司技术部，专门攻克产品技术难关。张焕兰公司生
产的电子打火瓷器不仅畅销国内方太、樱花、万和等
一线品牌，占有率达 &"-以上，还销往德国、法国、
英国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地区。

张焕兰创业成功后，始终不忘自己是“二妹子”
民兵班的一员。她积极支持民兵班工作，在厂的民兵班
战士先后有 '.多人，每次集训，她都给予补助，还经常
深入军营慰问，给新战士讲拥军故事，鼓励她们创业。
#.多年来，她每年拿出 %...元，设立教育奖励基金，用
于奖励那些为地方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她
还以工厂占地租金的形式，每年向村里交 #!万元，为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出贡献。谁家有困难，她都倾
力支持。
“我们虽然是小厂，但要为国家创大业，要为社会

多奉献，这才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应有职责。”这是张
焕兰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上世纪 60年代，一部电影《柳

堡的故事》让柳堡这块红色沃土家

喻户晓，一首歌曲《九九艳阳天》唱

响大江南北。以电影主人公“二妹

子”命名成立的柳堡“二妹子”模范

民兵班也已然成为苏中水乡一枝盛

开的“文明花”、全县民兵预备役人

员创先争优的“排头兵”、全县93万

人民在新时期四个文明建设中一面

不倒的旗帜。“二妹子”模范民兵班

先后获得多项荣誉，并受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是什么支撑着这群20岁左右的

姑娘们在这个荣誉集体中阔步前

行？这就是“继承传统做传人、爱军

习武做强人、经济建设做能人、精神

文明做新人”的“四人精神”。“四人

精神”也成为“二妹子”模范民兵班

建设的灵魂。

目标昭示方向，目标引领发展。

宝应县人武部正是在吃透典型精神、

用好典型辐射作用中践行“强军梦”、

“强武梦”。在为党委工作指示鲜明方

向的同时，更为全县民兵预备役建设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人武部机关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各项工作更上档

次、上台阶，特别是在征兵工作、规范

化建设、国防教育等方面纷纷走在全

区兄弟单位的前列，成了一道道亮丽

的先进窗口。

民兵，既是民又是兵。就像战争

年代民兵一手拿钢枪，一手拿锄头

一样，经济建设中，“二妹子”也当仁

不让做能人。“二妹子”们在班集体

中，开阔了眼界、练就了胆量、掌握

了实用技术；投身经济一线以后，顾

全大局不怕苦，兢兢业业不畏难。这

些水乡泽国滋养的姑娘身着军装，一个个英姿飒爽、笑靥如花、朴实

善良、充满激情。脱下戎装，她们勇立市场潮头，有的兴办企业，带领

群众共同致富；有的扎根农村，带头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有的走进大

城市，单枪匹马闯天下；有的走上公务员岗位，她们用美丽的花季装

点着家乡的春天，用巾帼的豪情奏响建设新农村的强音。在火热的生

活大潮中，她们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升华了自己的人生追求。通

过“二妹子”民兵班的努力和影响，“二妹子”典型效应正与先进生产

力有机结合，在经济发展、努力实现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在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民兵工作如何开展，怎么样通过民兵工

作倡导讲正义、讲奉献、讲真情的新风正气？“二妹子”民兵班起到了

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在“新宝应”四个文明建设中，她们以

“青年民兵之家”为平台，积极发动民兵预备役人员通过专题讲座、播

放电教片等形式，提高村民的政治、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广大群众破

除迷信、戒除赌博，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每年3月份，开展“学雷锋、

树新风”活动，坚持传承雷锋精神，弘扬文明新风。走访慰问军烈属和

留守儿童，为敬老院的老人们做好事，积极植树造林、清洁家园，她们

还激励民兵预备役人员立足岗位作奉献。近年来，她们组织开展“美

化家园”活动，共植树3700多棵，疏浚河塘 16条，清理垃圾上千方。

如今，“二妹子”绿化带、植树林已成为宝应县一道独特的靓丽风景

线。在全县民兵的带动下，城乡赌博、封建迷信活动、婚丧喜庆大操大

办等不良风气大为改观，犟头户、钉子户少了，尊老爱幼、孝敬公婆的

好媳妇多了，邻里团结成了一种新风尚。

现在的宝应，学习“二妹子”精神、传承四个文明在民兵预备役人

员中蔚然成风，民兵献身国防的意识日益增强。全县各乡镇成立了

16个“二妹子”式民兵班，还涌现出刘冬英、张焕兰、陈建梅这样的典

型代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全县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才，为

全县经济建设带来了澎湃的动力。“把自己挣到的钱花在别人身上”，

全国劳模陈瑞仁和“二妹子”是同乡，搞水产养殖富裕了，不忘帮助乡

亲们，捐钱捐物、为村里造桥修路，还常年资助镇里17名残疾人发展

水产养殖，不仅减轻了社

会负担，也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战斗英雄、一等

功臣、双目失明的伤残军

人苗挺龙回乡后，不躺在

功劳簿上，而是利用学到

的按摩技术，办起了“特色

诊所”，为群众解除病痛。

当我们问苗挺龙“您这一

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

坦率地回答：“我这一辈子

也不能看见妻儿的真面目

了，我能摸出近40万字的

盲文课本，却怎么也摸不

出儿子的面容”呀！作为儿

子，他有愧于父母；作为丈

夫，他有愧于妻子；作为父

亲，他有愧于儿子，可他对

社会、对祖国、对党却奉献

了全部热量，无愧于一个

革命伤残军人称号。

（作者为宝应县人武
部部长和政委）

老“二妹子”寻梦记
———宝应县三位历任“二妹子”民兵班长的故事

保 英 任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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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妹子”民兵班因 《柳堡的故事》 而产

生，而闻名，如今已成为江苏省宝应县的一面

旗帜，一个品牌，一种精神。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民兵。“二妹子”民

兵班的姑娘们前赴后继，一波接着一波，一任

接着一任，现在的班长已是第14任了。那些

退出了“二妹子”民兵班的昔日“二妹子”

们，现在又如何呢？

5月下旬，记者来到宝应县采访，在乡镇

街道，在厂矿企业，在社区学校，耳闻目睹了

她们抢险救灾、创业致富、扶贫帮困、学雷锋

树新风等感人事迹，本文报道的三位历任“二

妹子”民兵班班长，就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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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妹子”民兵班学习和掌握信息化技术

“二妹子”民兵刻苦学习军事理论

“二妹子”民兵班进行实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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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妹子”民兵班

陈建梅在宝应地震发生后与灾民在一起

张焕兰在办公室

刘冬英在自己的养殖基地

风 采 撷 英
（本版照片由宝应县人武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