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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个人的心中都多少有一点英雄情结，都向往英雄、景仰英雄。
也正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由中央十一部委联合组织开展的“100位为新中罔成
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活动中，群众参与投票
总数近一亿。
这其中的每一张选票，都表达了人们对英雄模范的崇敬之情，寄托着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否则这个民族就不会强大。
当国家危难之时，懦弱者选择了逃避、妥协甚至投降，英雄们却挺身而出，用热血捍卫民族的尊严，
人民的幸福。
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
他们之中，有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有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懈奋斗的
优秀共产党员，有在全民族抗战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爱困将士，有英勇杀敌的战斗英雄和革命群
众，有积极从事进步活动的著名民主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祖国的骄傲，是
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丛书，就像一部星光璀璨的英雄谱，真实、完整地记录了英
雄模范人物不平凡的一生，再现了他们非凡的人格魅力和精神世界。
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
模孔繁森⋯⋯一串串闪光的名字，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犹如群星闪烁，光耀中华。
    当今中国正处于伟大变革的时代，迫切需要涌现出一大批勇于承担历史使命、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
切的先进人物。
在“双百”人物崇高精神的引领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必将英雄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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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丛书，就像一部星光璀璨的英 雄谱，真实、完整地记录
了英雄模范人物不平凡的一生，再现了他们非凡 的人格魅力和精神世界。
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 进喜，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
模孔繁森⋯⋯一串串 闪光的名字，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犹如群星闪烁，光耀中华。
当今中国正处于伟大变革的时代，迫切需要涌现出一大批勇于承担历 史使命、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切
的先进人物。
在“双百”人物崇高精神的 引领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必将英雄辈出。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韩素云》是该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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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韩素云感动中国（代序）平凡朴实韩素云生在普通农民家幼年素云懂事早在校是个好学生默默奉献韩
素云支持效武戊边关提前过门挑重担国事家事分得清身患病志不移媒体关注起反响《爱情故事》见报
端《羊城晚报》起效应心存疑虑去广州无影灯下的赞歌神州大地涌爱潮“军嫂”美称始流行齐鲁大地
出“名嫂”事迹报告撼中国“军嫂”一行赴北京首场报告收获成功首都劲刮“军嫂风”亮相春晚不寻
常七个之“最”开先河珍惜荣誉报党恩立足岗位做奉献人到无求品自高热心奉献似当年后记 我写“军
嫂”韩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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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婚后不久，婆婆又因病重住进了医院。
当时，家中没钱，素云跑到村里的医生刘太和家借钱交了住院费。
也就在这时，娘家托人带来口信，说素云爹的病已查出结果，属肺癌晚期，让素云赶快回去看看。
    一边是要自己陪伴照顾的婆婆，另一边是从小疼爱并把自己养大的父亲，真难啊！
素云难过地躲在医院的墙角里大哭了．一场。
    那时素云无法也不可能预计到后面的事。
她想，爹的病有大哥、嫂子和弟弟照顾，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婆婆身边是一刻也离不了人，等婆婆身体稍好点后，自己再回去看望父亲。
想到这儿，素云又装作没事人一样回到了婆婆病床边。
    因过度劳累和牵挂父亲，素云眼圈发黑，明显消瘦。
婆婆心疼地说：“写封信让效武回来，让他帮帮你。
”素云说：“效武在部队忙着哩，咱家这点事都是小事，有我就中了”半个月后，婆婆病好了，当素
云正准备回娘家看父亲时，娘家叫人送信了：“父亲已离开人世！
”    这口信如晴天霹雷，击碎了素云的心！
    她好后悔呀！
至今，素云还为当初没能照顾父亲，父亲去世前也没顾上回去和老人家见最后一面而愧疚不已。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
就在素云父亲病逝不久，效武84岁的奶奶去世了。
当时素云已有7个月的身孕。
婆婆怕素云累坏身子，要素云拍封电报，让效武回来给奶奶送终。
素云硬是不让。
公公发火了：“过去我们都依着你，这次我说了算！
”婆婆抹着泪对素云说：“你奶奶生前最疼效武，这回你得听俺的，你要是不发电报，俺就让你小妹
去发。
”听到这里，素云急了，“扑通”一声，跪在了二老面前：“爹、娘，人死不能复生，让效武安心工
作才是大事，您们常说，有国才有家，如果谁家有点事都从部队上往家拽人，就让部队领导犯难了，
奶奶的丧事我能办好，我一定能替效武尽这个孝道，你们就再依俺一次吧！
”素云的央求既让公婆感动，又让公婆心里难受。
婆婆淌着泪上前把素云紧紧揽在怀里，泣不成声地说：“孩子，快起来，娘依了你。
”两天后，素云腆着大肚子，与大哥效文一起为奶奶办完了丧事。
    1989年5月，素云生下了女儿。
坐月子时，正赶上麦收大忙。
俗话说：“见子不顾苗。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生下孩子的第二天，素云就下床给全家人做饭、洗衣裳。
这时，素云才真正体会到了丈夫不在身边的难处，大人难，孩子也跟着难，就给女儿起了个小名，叫
“难难”。
娘家人得知素云月子没满就下床干活的事后，立即让大哥过来帮忙，这一季的农活总算挺过来了。
    素云与效武成婚的第四年，弟弟效龙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
素云托人舍脸，才为效龙找了个姑娘。
为把弟弟的婚事办得体面些，素云东借西凑，好不容易才把结婚用的东西置买停当。
东西虽说办好了，但公公婆婆还有烦心事：没有房子媳妇怎么进门？
素云心里有底也最懂公婆的心。
她对公婆说：“我住的两间房子给效龙，家具也给他。
俺姨家离得近，我搬到她家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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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老规矩，兄弟们娶了媳妇就要分家。
效武与弟弟分家的事由德高望重的伯父主持。
伯父知道素云为这个家付出最多，功劳最大，开口便说：“素云，要啥你先挑。
”素云说：“爹娘身体不好，该要离家近一点的地；弟弟眼睛不好，该要块肥地；我要块远的吧。
”素云的话感动了伯父。
老人动情地说：“这孩子，现在又要最远最薄的地，吃亏的事咋全是你呢！
”素云说：“我会骑自行车，地远一点不打紧，虽说俺分家了，但地里的活、家里的事我照样做，您
老人家尽管放心！
”    伯父的话一点不假，素云就是爱吃亏也不怕吃亏的人。
从进效武家到分家的近十年里，她所想的就是让全家过上好日子，让效武安心边防。
她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使12亩责任田不误农时，粮棉年年高产，不但按质按量上交了公粮，还解决
了全家9口人的吃穿问题；她用做小买卖赚来的和省吃俭用节余的钱，为公婆支付药费，盖起新房，
帮弟弟成家立业；她怀着对国家、对军队无限的爱，如数上交了政府规定军属可免交的190斤小麦和50
斤皮棉⋯⋯    对素云硬要上交棉花和粮食的事，村里的一些人感到不理解，好心的邻居们劝素云：“
你家是军属，政府的照顾你不要，该免的你也不免，你咋恁傻哩？
”素云总是笑着说：“效武他们部队上的人要吃粮食，穿衣裳，城里的人也需要粮食和棉花，俺是军
属，为国尽分力应该。
”    多么朴实的语言啊！
这朴实的语言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无穷力量，凝聚着素云对祖国、对人民、对军队、对
丈夫的爱！
    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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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写“军嫂”韩素云    2012年1月18日上午，一个陌生的电话振响了我的手机，本打算挂断的我很不情
愿地按下了接听键。
“陈老师好，我是吉林文史出版社的王尔立，就叫我小王吧！
我社要出版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传
记，韩素云是其中一位。
韩素云说：‘《广西日报》的陈大哥从头到尾都跟着采访，最熟悉情况，找他没错！
’我今天是冒昧向您约稿的。
”我愉快地答应了。
    很快，王尔立便把编写要求用电子邮件发给了我。
电话和电子邮件勾起了我18年前发现并采写韩素云的回忆。
于是，我再次翻看了精心保存的几篇原稿和上报前的大样与清样，以及(《爱的故事》后续报道)剪贴
本。
韩素云这位普通军嫂的典型事迹、我当初跟踪采访过程中的经历和体会、这些年来我与素云胜似兄妹
的交往，好似电影一样一幕幕闪现在我的眼前⋯⋯    采写《爱的故事》    1993年11月初的一天，广西
军区宣传干事王明金和周德国送来一篇稿件，主标题为：奉上一份爱，洒下一片情，副题是：广西边
防某部教导队“援军嫂献爱心”活动募捐录。
全文约1000字，主要内容写的是广西边防某教导大队官兵为一名身患重病且家庭十分困难的军人妻子
捐款治病的事。
用专业的眼光看，这篇写捐款现场多，交代背景材料少，尤其是未写明“官兵们为什么要为军人妻子
捐款”深层原因的稿件，上报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勉强上报，也会因新闻价值不高而无法引起人们的
广泛关注。
于是，我向他们提出了“以官兵们为军嫂捐款为由头，主要内容写军嫂爱国、爱家、支持丈夫安心边
防工作等背景材料”的修改意见。
几天后，他们送来二稿，题目叫《爱心》。
该稿虽然有些进步，但仍是写捐款现场的东西多，写“军嫂”崇高思想境界和无私奉献精神的骨干事
例少，叙事部分文字运用也显不足。
虽说稿件不很完美，但所反映的新闻事实却吸引了我的眼球，震撼着我的心。
在军队服役近二十年，我熟悉军营也了解军人，而且深知那个年代军人妻子尤其是大部分农村军人妻
子生活的艰辛。
责任感与同情心交汇在一起，促使我暗下决心：想办法把这篇稿发出去，通过宣传“军嫂”的爱国奉
献精神，引起人们的关注，帮助这位军人妻子渡过难关！
当时，报社已决定报纸扩版，由我任责任编辑的“国防”版即将推出，但作为一名刚转业到报社的普
通新闻工作者，我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质量不高的稿子别说发在别的版面，就是在自己负责的
专版上也很难见报。
于是，我就约了王明金和周德国，再次向他们提出了核实内容，补充采访，抓住重点，突出主线条，
尽快完成此稿的建议。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二人找我谈了补充采访和修改稿件过程中碰到的难题：一是倪效武已带着韩
素云去外地看病，短时间内无法联系本人；二是修改稿件难度大，不知从何入手。
“能否找到了解情况的战友和老乡进行间接采访？
”我这一问提醒了他们，据他二人说，倪效武有个无话不谈的好战友叫曹丽心，还有个很关心他的教
导队长韦玉流，从他们那儿肯定可以再了解些情况。
他二人还建议由我主笔写稿，他们积极配合，并通过多方面的采访尽量多搜集材料。
因为时间太紧，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于是，我们三人密切合作，王明金、周德国利用军内打长途电话的方便，负责采访倪效武的战友，我
负责对他们采访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并对其中的若干个主要事例进行了核实，由于材料详实，我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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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写出了第三稿。
为了确保报道内容的准确和用语无误，我约王明金到报社，我俩在三稿基础上又开始写第四稿。
    稿子写好后，我们又开始制作标题。
不一会儿，我们就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既能吸引读者眼球，又能高度概括内文的复合式通讯标题，引题
是：自己承受百般苦，信信向夫报平安，“军嫂”无私奉献的精神震动了官兵，广西边防军营内传颂
着一个——(主)“爱”的故事。
稿子上版前，我拿给时任政文部主任的陈文刚，让其斧正并作最后审定。
我说：“你前几天催我尽快拿出版面大样，其实我正忙着写稿，这是我第一次含着泪写的一篇稿件，
我认为该稿有一定的价值，你看能否放在国防版头条位置上发出？
”他看后说：“事例还可以，你个人流泪没用，稿子要写到让看的人流泪才行！
”这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再次对稿件进行深加工，一直删减到1700字左右才上大样。
因版面有限，大样出来后部门领导要求我把字数压到1500字以内，我只好忍痛割爱，又_个字一个标点
地对稿件进行删改，当压缩到1560字时，我开始犯难了，稿子到了几乎无法再改的程度。
我很无奈地又找陈文刚寻求帮助，他看后也觉得其字数已无法删减，于是便打起了别的主意。
为减少标题字多占版面的问题，他把原标题前面的引题删除，仅保留了“爱的故事”。
真是好事多磨，这篇呆访困难，写作、出版均不顺畅，由我和通讯员合写的稿件，终于在1993年11
月13日《广西日报》第一期“国防”版第二条的显要位置刊登，这也就成了国内新闻媒体第一篇报道
“好军嫂”韩素云的文章。
    稿件发出一段时间后，王明金又跟我商量把此稿投到其他媒体的事，我不但同意，还当场表示：投
稿时可以不写我的名，能发表就是好事。
因为我们当初写稿的目的就是为了帮人，此稿若能在别的媒体发表，自然会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说
不定还真能起些作用。
事情果如我们所料，第47天该稿在《羊城晚报》上发表，引起了广州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袁浩教授
的关注，由此引发了一连串动人的故事。
    跟踪采访韩素云    我是在广西钦州军分区采访时得到韩素云去广州治病消息的。
1994年3月13日下午6时许，分区宣传科长黄团拿着一份《战士报》找到我说：“陈编辑，这上面登的
消息不就是你们几个写过的韩素云吗？
她到广州治病了。
”我看后心中大喜，立即连夜赶回南宁。
也许是过分激动的原因，回南宁的当晚一夜未眠。
韩素云到广州治病的消息不但使我看到了第一篇稿件的分量，也使我估计到了马上跟踪采访，展开后
续报道的重要性和新闻价值。
我想：“若要继续展开报道，没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肯定不行，若要领导支持既要拿出‘证据’，还
得有个人的观点。
”第二天上午，我首先跑到资料室，根据《战士报》上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刊登有关消息的《羊城晚
报》、《中国妇女报》和《解放军报》等四份报纸(包括刊登《爱的故事》的本报)，然后向部门领导
陈文刚、张承工作了汇报。
由于准备充分，两位领导被我的汇报打动，他们简短交流即达成了“有新闻价值，事关重大，应立即
向社领导报告”的共识。
此事引起了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当天决定让我先赶写一篇消息，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赶赴广州，跟踪采
访韩素云，开设(《爱的故事》后续报道)栏目，展开全面系列的宣传。
    1994年3月16日，《广西日报》在一版头条的显要位置刊登了报道军嫂韩素云的第二篇文章，引题是
“军嫂爱心献国防我为军嫂献爱心”，主题为“本报《爱的故事》掀起爱的洪流”。
从专业角度讲，该文标题醒目，主题突出；内文中的背景材料详实，写作手法新颖。
消息导语部分引出了《爱的故事》发表后，多家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好军嫂”先进事迹的新闻事实，
内文巧妙引用了通讯《爱的故事》一文中，韩素云爱国、爱军、爱家无私奉献的典型事例，写明了韩
素云被接到广州治病、本报将跟踪采访报道等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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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响力和受众关切度上说，该文不但引起了军队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和关心。
稿件刊登的当天，本报便接到许多询问韩素云情况的电话，其中还有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愿为其
治病提供捐款。
    1994年3日17日晚，我在广州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病房内见到了韩素云、倪效武及他们的女儿前
前。
虽说之前我和素云未曾会面，但素云的朴实和善良，已通过先前的间接采访印记在了我的脑海里。
简短的问候之后，我们就拉起了“家常”，一直谈到夜深人静。
回到住处后，本打算休息一下的我却再也无法入睡。
前两篇稿件虽说相隔时间较长，但已把韩素云的基本情况及到广州治病的消息告诉了读者，这第三篇
稿应写哪些内容？
经过反复思考后，我决定应先从读者最关心、最想知道的事情写起，一步步把报道引向深入。
当即以韩素云的身体恢复情况为切入点，写出了一篇消息，引题是“‘天使’爱心献军嫂妙手奏响回
春曲”，主题是“韩素云病情明显好转”。
紧接其后的几天，我又根据采访得到的素材，先后写了通讯《羊城人心中的韩素云》、《倪效武、韩
素云夫妇的情感世界》等多篇稿件，并拍摄了一组相当珍贵的照片。
报社领导把我发回的这批稿件，全部刊登在了‘《爱的故事》后续报道”栏目。
这一组从不同侧面记述韩素云的稿件和照片在《广西日报》刊登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广州军区、广西军区和南宁军分区的领导先后赶到医院看望、慰问韩素云和为其治病的医务人员，广
西军区和南宁军分区还分别向广州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袁浩教授、广州市妇联、广州军人服务中
心等单位和个人敬送了写有“爱我长城”、“拥军楷模”的八面锦旗。
    《广西日报》派记者到广州跟踪采访韩素云，不但引起了广东各新闻媒体的关注，还引起了山东、
广州军区和中央各大新闻单位的高度重视，也就是几天的工夫，派出记者到医院采访的新闻媒体从最
初的几家迅速扩大到十几家(之前几家媒体发表的少量稿件，基本上是采用通讯员的来稿)。
我感到事情重大，一结束采访便急匆匆连夜赶回南宁，把在广州采访过程中看到的情况向社领导作了
全面汇报。
报社领导立即作出部署：派记者赶赴山东和广西边防，全面报道“好军嫂”韩素云。
    1994年3月31日，《广西日报》“《爱的故事》后续报道”栏目又推出了由我主笔采写并加编者按，
还配发了评论《我们时代的军嫂》的通讯《军人的“脊梁”——再述军嫂韩素云》。
这篇全面记述好军嫂韩素云事迹的文章，在全国各新闻媒体报道‘好军嫂”韩素云的众多文章中，不
但时间最早，也是写作手法灵活，选用事例具有代表性，语言文字最精练的一篇。
因此，该文获得了当年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好新闻一等奖。
    从1994年4月开始，宣传“好军嫂”韩素云先进事迹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
《广西日报》派出多名记者参与采访报道。
以我个人为例，在宣传韩素云的全过程中，一赴广州，三下边防，再进北京跟踪采访。
从北京回来后又再次下边防，单独采写或与同事、通讯员们合写的稿件达50余篇，5万多字。
这些从不同侧面采写的稿件陆续发表后，在全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爱的故事》后续报道”栏目
获当年广西好新闻一等奖。
为了表彰《广西日报》率先深入全面报道“好军嫂”事迹方面所作出的贡献，1995年1月13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作出《关于表彰(广西日报>宣传好军嫂韩素云典型事迹的决定》，通报表彰广西
日报社。
1月15日，广西日报社委会作出决定：对采写‘好军嫂”第一篇报道《爱的故事》，包括本人在内的4
位作者给予奖励。
1月28日，广西日报社委会为笔者记二等功一次，这也是广西日报社历史上第一次为记者记功。
    时代呼唤韩素云    韩素云为何感动中国？
本书在开头部分已说，故不赘述。
韩素云为什么能成为重大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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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试谈如下三点：    一是事迹感人。
韩素云之所以能够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军人妻子成为家喻户晓、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之所以能在全国
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事迹感人。
    笔者和通讯员当初写《爱的故事》时，是含着眼泪写完的。
《羊城晚报》的编辑李直收到通讯员的稿件时，边看边落泪，然后才决定采用此稿。
广州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袁浩教授看完后再也无法入眠，连夜给院领导写出了报告⋯⋯这充分说
明，韩素云的事迹太动人了。
最初写《爱的故事》时，笔者和通讯员为使稿子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让看的人也流泪，的确动了
不少脑筋，为减少字数，我们在文章开头时仅用少量文字拉出现场，然后就直接进入叙事交代背景材
料部分：“韩素云是山东省梁山县韩垓乡马店村人。
十年前与汶上县南旺镇的倪效武订亲。
同年底小倪便参军到了广西边防。
为了使未婚夫安心部队，小韩不顾世俗偏见，在家人的支持下搬进了小倪家。
从此，她这个提前过门的媳妇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
80多岁的奶奶需要照顾；患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公公和有高血压、肠胃炎的婆婆要人护理；痴呆的小
叔子稍不留神便出事；两个10岁的孪生妹妹要辅导功课；12亩责任田要耕种收割⋯⋯这样一个多难的
家庭，操持起来难哪14年过去了，小韩终于当上了新娘。
”这一段高度概括、文字精练的背景材料，把韩素云所面临的家庭困难状况呈现给了读者。
    在写韩素云爱家、爱国、爱军、无私奉献崇高思想时，其骨干事例很巧妙地用叙事、对话和高度概
括加对话的手法完成：“那年冬天，鹅毛大雪铺天盖地下个没完，87岁的奶奶病危，弥留之际老人想
和孙子再见上一面，公婆决定发电报给效武，可素云硬是不让。
公公发火了：‘过去我们都依着你，这次我说了算！
’‘扑通！
’一声，素云跪在了二老面前：‘爹、娘，您们就再依俺一次吧！
人死不能复生，让效武安心工作才是大事，家里的事有我呢。
’公婆听了觉得在理，又_次做了让步。
就这样，素云腆着大肚子和家人冒着风雪为奶奶送了终。
”“冬去春来，十年过去了，韩素云以顽强的毅力和牺牲精神，不但把一个多难的家庭料理好，还圆
满完成了全家应交的公购粮、棉和其他任务。
就连按规定该减免的义务工她也总是走在前面，村里人都夸倪家找了个好媳妇。
一些好心人感到不理解，劝她：‘乡、村两级的照顾你不要，该免的你不免，你咋恁傻哩！
’素云笑着说：‘因为俺是军属。
”’以上对话虽然用字不多，但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之有味，人物表现鲜明，结构过渡巧妙，含
义深刻。
特别是韩素云“让效武安心工作才是大事”、“因为俺是军属”这两句看似普通朴实的话，画龙点晴
般折射出了韩素云的思想境界和平凡与伟大。
    韩素云含辛茹苦无私奉献到底为了什么？
产生了什么结果？
这肯定是读者最关心的问题。
文章快结尾时，我们用反衬手法高度概括地写了倪效武在韩素云支持下安心边防作奉献的事：“封封
‘平安’信，句句勉励话，给效武增添了力量。
当排长期间，他带出4个先进排，当教员，带出67名优秀四会教练员，他本人先后15次立功受奖，5次
被上级评为排长标兵、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教练员。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和3年的探亲假参加函授学习，获得了大专文凭。
”这段看似很普通的文字，使韩素云的奉献精神得到升华。
从该稿发表后所产生的效果看，我们在文中所选用的典型事例，是生动感人。
具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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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例在后期全国各媒体记者所写的稿件和各种出版物中，均被大量采用。
    1994年10月下旬，中央各大媒体新闻采访团到广西采访时，笔者不但把手上掌握的所有材料复印成
册分别交给了同行们，还同黄齐国、王登平、贾永、刘建新等多人进行了交流，大家的共同看法是：
韩素云的事迹动人，围绕她发生的故事更动人，这是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典型，在桂粤鲁三省区宣传基
础上，继续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宣传，肯定会在全国产生更大的影响。
大家还认为，在宣传韩素云上，中央下多大的决心，就会有多大的收获。
    二有群众基础。
韩素云做的那些事，虽然都是很普通很平常的小事，但这些事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大家都能够学
的事。
广州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无偿救治韩素云，广东、广西、山东三省区，尤其是羊城人民大范围向韩
素云献爱心的行动，来自基层，发自群众，是全社会各界人士爱军嫂、爱军队、爱祖国的具体表现，
是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升华，故易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共鸣。
各媒体在宣传过程中，既讲韩素云和倪效武无私奉献的诸多故事，还用大量篇幅，宣传那些在普通岗
位上，为救治和关心爱护韩素云作出不平凡业绩的普通人，使典型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
在笔者所收集的材料中，就有很多是写群众的。
如《羊城晚报》开设的《一个和千百个》栏目、刊登的通讯《滔滔珠水复潮生，载不动，许多情》，
《人民日报》刊出的通讯《爱的礼赞——个好军嫂和无数好心人的故事》、山东《大众日报》刊登的
通讯《人间爱洒韩素云》、解放军报刊登的《爱心，托起军嫂的生命》等稿件，都是写千千万万老百
姓关心救助韩素云事迹的。
这种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讲老百姓的理的宣传方法，打动了老百姓的心，从而使典型的先
进性与社会性、群众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广大群众发自内心地把韩素云当做自己的优秀代表，达到了
典型宣传与群众情绪的双向交流，调动了更多人去关心韩素云的宣传，自觉地向韩素云学习。
    摘一组历史镜头献给读者：    一一1995年1月12日下午，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报告团到达济南。
韩素云等人刚下火车，欢迎的人群一拥而上，十几架摄像机、照相机纷纷抢拍；站台上，下车与准备
登车的人们停下了匆匆的脚步，争睹“好军嫂”韩素云的风采；一声声问候，一句句祝语，齐鲁儿女
用最真挚的感情，欢迎“好军嫂”回家；8位献花的女战士费了好大劲才挤上前去，献上了一束束鲜
花⋯⋯济南军区八一大礼堂里，掌声雷鸣般地响起，轻轻的抽泣、晶莹的泪水挂在每位听众的脸上⋯
⋯军区第五招待所里，十几名‘军嫂”围着素云正在说心里话。
“军嫂”刘建春说：“我丈夫经常出差，顾不了家，有时我还埋怨他，如今，我算明白了这个理。
支持丈夫的工作就是爱国拥军！
”⋯⋯山东的数千名军人妻子纷纷表示：要像韩素云那样，做爱国、爱军、爱亲人的模范⋯⋯济南军
区某集团军的“军嫂”们叫响了“你安心军营护长城，我勇挑重担理好家”的口号，以实际行动争当
“好军嫂”⋯⋯    一一1995年1月16日中午，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报告团成员乘坐飞机去上海，乘
机的人们一发现韩素云，热情的掌声立刻爆响；第二天，当韩素云登上高高的东方明珠塔时，许多观
光游客认出了韩素云，6岁的小朋友郭荔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跑到素云跟前说：“我们昨晚在电视上看
到你了，今天在这儿又遇上你，真是太高兴了。
”黄浦区的街道干部孙莲英挤上前去，握住韩素云的手说：“你了不起，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
是我们妇女的好榜样。
”挤不到跟前的人们一面热情鼓掌，一面声声呼唤：“军嫂，您好！
军嫂，您好！
”上海各新闻媒体连载、播放了韩素云先进群体的事迹报道。
一时间，“好军嫂”的事迹成了上海群众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一个学习“好军嫂”活动在全市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一一1995年2月17日，民政部、总政治部授
予韩素云“优秀军人妻子”荣誉称号命名大会在广西首府南宁隆重举行。
命名大会上，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代表民政部、总政治部宣布授予韩素云“优秀军人妻子”荣誉称号
，总政治部副主任徐才厚中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富林分别给韩素云颁发荣誉证书和授予二
级英模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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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韩素云接过大红的证书，佩戴上金光闪闪的奖章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三是时代需要。
从时间节点看，推出韩素云这个典型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全社会追
求利益最大化，传统美德受到挑战，军队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军人待遇较低等问题并存。
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市大范围掀起“为军嫂献爱心”活动，等于向世人宣布：中国坚持搞改革开
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决策是正确的，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
从人物看，韩素云的事迹看似平常，却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大力弘扬的爱国奉献精神，这种精神
，军队需要，人民需要，社会需要，是时代的强音。
韩素云的爱国主义精神之所以能够震撼那么多人的心，就是因为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儿女几千年来不
断铸造、并深埋于内心深处的共同美德，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强国之声。
    当年在北京采访期间，笔者同总政宣传部宣传局的领导秦怀保曾进行过多次交流，也参加了1995年1
月6日上午，由《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和军队新闻单位，在中国记协礼堂联合举办的“首
都10家新闻单位邀请各界人士学习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先进事迹座谈会”。
秦怀保说，同韩素云一样的军嫂事迹材料，我办公室里放着好几十份，之所以选树韩素云这个典型，
上级基于三种考虑：一是韩素云的事迹很动人，她朴实、勤劳、爱家、爱国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无私奉
献精神，是中华民族应该大力弘扬的精神，宣传韩素云就是宣传千千万万个无私奉献的军嫂和在各条
战线上无私奉献的广大群众；二是韩素云背后有一个先进的群体，在群体的后面，还有千千万万英雄
的人民。
宣传好这个伟大群体，既可稳定部队官兵思想，又能推进全国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和“双文明
”建设；三是广西、广东、山东三省区的宣传力度大，收获也大，局部效应已经显现。
山东是革命老区，对中国革命贡献大。
广东是改革开放试点省，经济上去了，群众先富了，人们的爱国拥军热情更高了。
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也是边、海防，建国后这几十年为稳定祖国南大门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在宣传韩素云先进事迹上，三个地方各有特点，《广西日报》率先报道后，接着又展开跟踪报道，持
续的时间长，报道量大力度也大；广东参与的人数多，媒体多，事例感人，优势明显；山东虽说起步
晚些，但起点很高，多家媒体一齐上，形成了合力。
三省区先后发起向军嫂献爱心活动充分说明，弘扬时代主旋律恰逢其时！
    1995年1月6日上午召开的“首都10家新闻单位邀请各界人士学习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先进事迹
座谈会”。
内容有两部分：一是向韩素云学习，像她那样把爱国之情化作报国之心，在平凡岗位上无私奉献；二
是谈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新闻媒体如何弘扬时代主旋律。
接到参会通知后，《广西日报》的政文部主任张承工与笔者耍了个“小聪明”，我俩把《广西日报》
发表的40多篇稿件复印后，连夜制作了50本小册子。
这批“真金白银”的小册子发到各位领导和专家手上后产生了轰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
多家媒体的领导在发言时，对《广西日报》在宣传报道韩素云，弘扬时代主旋律上作出的贡献，给予
了赞扬和肯定。
会上，《羊城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广西日报》、《北
京晚报》、《中国妇女报》和中央电视台先后介绍了宣传好军嫂的经验。
发言各有千秋，共同部分是：时代需要韩素云这样的典型，各新闻媒体在宣传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
体上投入的力量巨大，所取得的效果最好，为今后的重大典型宣传积累了经验，新闻媒体在弘扬爱国
奉献时代主旋律上打了一场漂亮仗！
    从2009年9月，韩素云高票当选全国“双百”人物充分说明：时代需要爱党、爱国、爱军的崇高思想
境界和无私奉献精神；中华民族崇尚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好军嫂”韩素云这个朴实无华的时代典型，集中体现在她身上的精神与美德，将鼓舞、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国人，为建设崭新、强盛的祖国与和谐社会而奋斗。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所使用的文字材料基本上是本人采写过和长期收集保存下来的，部分是最
近从素云、效武那里“挖”出来的。
在大量使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作者还参阅了汪林编著的《好军嫂韩素云》，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韩素云-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

宣传部编著的《新时期的好军嫂韩素云》。
所使用的照片部分是笔者过去拍摄和精心保存的，另一部分是从效武家庭影集上挑选的。
在如何根据章节内容选配照片方面，《广西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光意，《南国早报》摄影部主任农如
松给予了帮助。
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作者    2012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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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富贵编著的《韩素云》内容介绍：每个人的心中都多少有一点英雄情结，都向往英雄、景仰英雄。
也正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由中央十一部委联合组织开展的“100位为新中国成
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活动中，群众参与投票
总数近一亿。
这其中的每一张选票，都表达了人们对英雄模范的崇敬之情，寄托着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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