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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你就是那位渡江小英雄，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姓马，没有大名，因为是家里的老三，别人都叫我小三

姐。”
86岁的马毛姐，依然清晰地记得70年前在北京怀仁堂和

毛主席的那段简短对话：“没想到，第二天，毛主席又专门派车
接我到中南海的家中做客，为我取了马毛姐这个名字。”

“毛主席说，你是我们的小英雄，没有名字怎么行呢？我
考虑了一下，想给你起个名字，你姓马，你的第一个名字就随
我的姓，叫马毛姐吧？”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马毛姐深情
回忆。

马毛姐，渡江支前“一等功臣”“支前模范”。1949年4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
战役。4月20日夜，年仅14岁的马毛姐，划着自家的小船，冒
着枪林弹雨，将第一批渡江突击队的战士运送到长江南岸，当
晚，她往返6趟，运送近百位解放军战士。

其间，马毛姐右臂负伤，却依然坚守在船上，还从江水里
救起几名落水的解放军战士。运送完战士，她又驾船为前线
运送作战物资，直到渡江战役胜利结束。马毛姐成为渡江战
役中年龄最小的“支前模范”，她驾驶的船也被称为“渡江第一
船”。

忆及峥嵘岁月，马毛姐用朴实的话语表达内心感受：“我
们如今的幸福生活都是党和人民给的，要坚定信念，永远跟党
走。”

马毛姐，1935年出生在长江岸边、安徽无为县马家坝的一
个贫苦的渔民家庭。一间低矮的茅草屋、几亩薄田、一只用于
捕鱼的小木船，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

1949年 2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了驻长江
下游地区北岸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无为地区。

马毛姐一家和其他穷苦人家一样，沉浸在获得解放的欢
乐里。“附近大大小小的村落里驻扎着数不清的解放军，他们
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无为的老百姓挑米担
柴、修路挖沟、征用船只，忙着为支前做准备。”年少的马毛姐
决心也要为解放军做点事。

渡江，最重要的就是船只。一天，她看到一张征集民船的
布告，高兴地和大哥瞒着爸妈报了名。

1949 年 4月 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谈判协议上签
字，和平谈判破裂，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
放军百万大军马上行动起来，准备渡江作战。

当天上午，解放军召集各村水手开会，马毛姐兴奋极了，
却没想到因为年龄太小没被批准。马毛姐没有气馁，她坚持：

“我不怕死，我从小在这里长大，这里的江水我特别熟悉，我会
掌舵，我会划水！”

在马毛姐的坚持下，当晚，她和哥哥划着船，与其他三只
船组成渡江突击队，载着30多名解放军战士向长江南岸进
发。哥哥眼睛不好，在船桅杆扯帆，马毛姐则一手掌舵，一手
划桨。

几艘被国民党军队讥笑为“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快速向长江南岸破浪前进，子弹像雨点似的打过来，打烂了帆
篷，打穿了船板，打伤了战士，也打中了马毛姐的右臂，鲜血直
往外涌。她忍住痛，简单包扎一下，继续稳住船舵。

那个晚上，她和哥哥驾驶着自家那只单薄的渔船，往返长
江两岸6趟，把三批解放军战士送到了南岸。

渡江作战任务完成后，机智勇敢、年龄最小的渡江英雄马
毛姐，被巢湖军分区支前司令部授予一等功臣和支前模范的
光荣称号。马毛姐的英雄事迹也被传颂开来。

1951 年国庆节前夕，马毛姐收到了毛主席亲笔签名的
邀请函，“邀请我进京参加国庆庆典。”16 岁的马毛姐兴奋
极了，“去北京的路上，我都在想象见到毛主席时的情
境。”

“没想到，毛主席知道我没有正式的名字，居然想了一夜，
为我取名。”马毛姐回忆，“毛主席看我身上的衣服太旧太单薄
了，还让警卫员找人为我做了一套藏青呢子衣服和一套花布
单衣。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毛主席还问马毛姐想不想留在北京读书，“我说家乡的
领导已经为我安排好读书的事情，我也想在家乡读书，将来
为家乡建设再出力”。临别的时候，毛主席还送给马毛姐一
本精致的笔记本，并在扉页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八个大字。

对毛主席赠送的这些珍贵礼物，马毛姐一直舍不得用，把
它们锁在一个木箱子里珍藏了起来。遗憾的是，1954年老家
无为遭受了罕见的水灾，老家的房子也被水冲坏，那只放在老

家的珍贵木箱也失去了踪影。
回到家乡后，马毛姐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

恳恳工作，她当过合肥伞厂车间主任，也当过服装公
司的经理。

离休以后，马毛姐也没有让自己闲下来，她先后
300多次走进校园、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为后辈讲
述战火纷飞年代里的红色故事，用亲身经历对他们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如今，居住在合肥的马毛姐，每天都会在女儿的
陪伴下，在社区里遛遛弯，跟居民们聊聊天。“母亲
没什么文化，却每天都看电视新闻、关注国家大
事。

她在新闻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去金寨看望老
区人民，就会对我们说，‘习主席对老百姓好’。”马
毛姐的女儿说。

“我母亲是幸运的，当年参加渡江战役的人，
太多人都牺牲了，而我母亲幸存下来，受到了党和
国家以及人民的关爱，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说
起老母亲幸福的晚年生活，马毛姐的女儿充满了
对那些牺牲乡亲们的怀念，和对未来日子的憧憬
与期盼。

如今，位于安徽合肥巢湖边的渡江战役纪念
馆里，马毛姐奋勇撑船的雕塑和她不畏生死、一马
当先的渡江故事，依然感动和激励着人们。

2020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渡江战役纪念
馆参观时十分感慨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
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世康

在获得“七一勋章”之前，宁夏吴忠市“王兰花热心
小组”党支部书记、慈善协会会长王兰花已经从事志愿
服务16年，大家对她的评价也从最初的“爱管闲事”，
变成了居民心目中的“热心肠”“贴心人”“活雷锋”。

如今，在宁夏吴忠市，所有人都知道“吴忠有个王
兰花，身后跟着一群‘傻’大妈”。

这其中的“主角”就是王兰花和“王兰花热心小
组”。说她们“傻”，是因为她们年复一年地进行志愿服
务，却不求任何回报，特别是以“爱管闲事”而出名、已
年逾七旬的王兰花。

退休不褪色 余热映初心
退休前，王兰花在吴忠市利通区裕西社区居委会

工作了近20年，居民们家长里短的事也操心了近20
年。2004年从居委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后，本应享受
退休生活的她却被巨大的失落感包围。“离开了熟悉的
工作岗位，感觉精神一下没了寄托。”王兰花说。

让王兰花没想到的是，居民们并没有忘记她，家
里老人需要照顾、两口子闹矛盾、下水道不通、暖气
不热……遇到大事小情，大伙儿仍会找她反映，在居
委会找不到她，就登门拜访。

很快，王兰花找回了退休前的状态。不少居
民并不知道，由于种种原因，王兰花刚退
休那几年并没有退休金，和老伴儿靠领
低保金度日，有时亲戚还会背一些粮食
来接济她。但她对此毫不在意，在义务
服务中得到居民肯定，让她精神上感到
富足。

为帮助更多人，2005年初，王兰花和
6位老姐妹一起，成立了“王兰花热心小
组”，地点就设在她家里。她们每天奔走
在社区各个角落，照顾空巢老人、留守儿
童，帮助邻里解决琐事、化解纠纷，渐渐
成了邻里间的“贴心人”。后来，找她帮
忙的人每天都挤满她70平方米的小屋。

每当群众上门寻求帮助，王兰花都
会竭尽所能、热情真诚，宁可跑断腿、磨
破嘴，也不能对不起大家对她的信任。
一次走访中，在她得知社区居民张金霞
下岗了，留下80多岁的老母亲和10多岁
的孩子出去谋生，她一边发动志愿者上
门义务照顾这一老一小，一边为老人争
取公益资金、申请城市低保。

当张金霞返乡后，听说了热心小组的
义举，十分感动，她也将这份温暖传递了
出去，义务承担起照顾社区孤寡老人安明
香和连月新的担子。在王兰花的带动下，
热心小组“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老
党员还有很多，他们都能以普通党员的身
份发挥作用，示范带动一批在职党员和群
众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现在“王兰花热心
小组”在册志愿者中有党员186人。

这支红色力量坚持为居民做好事、
办实事、解难事，在助人为乐、帮困扶贫、
助老助残等志愿服务中，宣传党的政策、
传递党的温暖，得到了居民的信任和好
评，形成了“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
志愿者”的浓厚氛围。

扩大志愿服务 传递兰花温度
随着王兰花和“王兰花热心小组”事迹的传开，

“王兰花热心小组”的名气和规模也越来越大。
2010年，吴忠市裕西社区专门腾出230平方米的
社区用房，作为“王兰花热心小组”的大本营，“王兰
花热心小组”逐渐发展成为“王兰花热心小组”慈善协
会志愿服务队。2012年，“王兰花热心小组”慈善协
会志愿服务队成立党支部，先后引进了宁夏义工联合
会、雷锋车队等7个社会组织和爱心企业，组建了文
明劝导、治安巡逻、矛盾纠纷调解等10支志愿服务队，
志愿服务组织发展以燎原之势，从裕西社区走向利通城
乡，志愿者也从最初的7人发展到如今的6万多人。

16年来，王兰花带着热心小组的成员们致力于帮
困扶贫，积极动员志愿者、爱心慈善人士，募集爱心慈善
资金近98万元，先后帮扶1449人次，为居民解决生活
中各类大小事情7000多件；她们致力于化解民事纠纷，
坚持“接待群众热心、调查了解细心、教育疏导有诚
心、调解纠纷有耐心、处理问题有公心”的“五心服务”
理念，调解各类民事纠纷案件600起；她们致力于公
益事业，广泛开展文明劝导、清扫卫生、治安巡逻、政
策宣传等公益活动7000多次；她们致力于拥军优属，
主动联系15家拥军服务点，发放拥军优惠卡2000
多张，每年为战士送去慰问品、文艺节目，缝补清洗
衣服、床单被褥不计其数。

如今，不仅在吴忠市，宁夏妇联决定将
以王兰花名字命名的“兰花芬芳巾帼红”，打
造成一个在宁夏全区都响当当的巾帼志愿
服务品牌。

王兰花也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
人”等荣誉称号，并多次进京接受表彰。

“能获得‘七一勋章’，我十分激动和自
豪，我将一如既往地从事志愿服务，继续培
育孵化更多的青年志愿者，回报党和国
家！”她表示，这枚勋章激励着我把志愿服
务工作做得更好，让“兰花芬芳满利通、大
爱温暖新时代”的主旋律唱响吴忠大地、唱
响宁夏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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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的平凡英雄。”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他们的品格风范，并向全党全社
会发出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号召。这2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8
位是女性。“渡江英雄”马毛姐，群众心中的“活雷锋”王兰花，“燃灯校
长”张桂梅，“小巷总理”林丹，爱国守边精神的传承者卓嘎，把生命奉献
给脱贫攻坚事业的黄文秀，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表黄宝妹，赓续红
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瞿独伊……这些坚持不忘初心、不移其志的党
的女儿以热血践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
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
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