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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只要祖国需要，愿意
在这里守一辈子

金秋 9 月，又到了给惠民驿站送物资

的日子。为能早点将应急物资和药品送

上这座藏在雪山深处的执勤点，官兵们一

大早就出发了。

这座惠民驿站建在伊犁河谷北侧科

古琴山的褶皱里，一个被哈萨克族牧民称

为“宏达坂”的地方。这里毗邻中哈边境，

山石多呈红色，终年雪山环绕，封山期将

近 9 个月，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是名副其实

的“雪山孤岛”。

两年前，根据武警部队“惠民驿站”建

设相关要求，这个支队综合考虑边境地区

牧民实际生活需要和兵团职工控边能力

提升需求，采取军地共建、军民共管方式，

在宏达坂地区修建了集边防巡逻执勤房、

边民放牧服务点、前移管控支撑点等功能

为一体的惠民驿站。

前往“宏达坂”惠民驿站的路十分难

走。一路都是蜿蜒曲折的山路和数不清

的回头弯，车窗外是悬崖，身后是滚滚烟

尘，每次山路转弯都能闻到刹车片磨损散

发的味道，耳边还有不时滚落的小石子敲

击车顶的声音。

一路颠簸，越野车终于驶过最后一道

回头弯，官兵抵达目的地。

为了给护边员提供些帮助，中队特意

挑选了维修工、卫生员、理发员、炊事员和

文艺骨干，一行人的到来给这座孤独的执

勤点带来了人气，让原本寂静的无人区热

闹了起来。

受雪崩影响，驿站暂时停水停电，官

兵们提水桶到雪山脚下抬山泉水。山上

条件苦，吃不上绿色蔬菜，大家就用带来

的新鲜蔬菜给护边员做一顿可口美食。

随 后 ，搬 运 物 资、清 理 卫 生、检 修 设

施、配发药品，给护边员检查身体测血压，

为他们理发，陪他们骑马巡逻……所有人

都竭尽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在山上执勤的日子，哈萨克族护边员

卡卡尔曼·叶尔肯别克很少有时间打理自

己，二级上士邢庆宇帮他理了一个舒爽发

型，这让卡卡尔曼格外开心，拉着战士们

弹起了心爱的冬不拉。

他是一位有着 29 年党龄的老护边员，

每年都要来“宏达坂”这个没电没网的地

方执勤巡逻 3 个多月。战士们围坐在他身

旁，听他讲戍边故事。

“守边疆就是守国防，守高山就是守

江山。”“只要祖国需要，愿意在这里守一

辈子……”望着驿站前高高飘扬的五星红

旗，看着卡卡尔曼布满沧桑的脸，听着他

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官兵们热泪盈眶，更

加体悟到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豪情

壮志。

类似这样的惠民驿站，该支队还建了

4 个，它们不仅保障护边员的执勤巡逻，还

方便了边境牧民抵边放牧，为兴边富民发

挥了重要作用。

支队领导介绍，他们立足稳边固防，

用心服务保障，建设暖心贴心的惠民驿

站，并配备应急保障物资设备，提供医疗

救治、通信联络、避难应急、政策宣讲、应

急草料补给等多项惠民服务，真正把驿站

建设成军地衔接的联络站、执勤巡逻的接

力站和乡村振兴的加油站。

用双脚丈量祖国的边
防线，每一步都无比自豪

在最美好的年华与边关相遇，在绚烂

的青春为国戍边，在离国境线最近的地方

升起五星红旗——这是支队官兵最自豪

的事。

3 年前，大家第一次来塔城地区中哈

边境，与公安、边防、民兵等一起联合巡

逻，这群“胡杨卫士”便与遥远的西北边关

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能参加这次任务，官兵们争先恐

后写下请战书。已经退伍的维吾尔族下

士普拉提至今忘不了，他和战友用脚步丈

量边境线的日子。前不久，中队邀请他为

刚下队的新战友讲述巡逻故事。

“那天刮暴风雪，电线杆被吹断了，但

我们必须去巡逻。”普拉提说，他所在的执

勤点地处风口，隔三差五刮大风，执勤设

施有损坏，就需要他们去现地察看。

室外，是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和9级

大风。官兵们看不清路，但普拉提和战友

还是毅然踏上巡逻路。

漫天风雪铺天盖地，战士们身上的温

度很快被从领口、袖口钻进来的寒意占

领，大家管不了那么多，系着背包绳，手拉

着手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崎岖的山路

上，沿着铁丝网摸索着前行。

刚走近山口，在队伍最前方举国旗的

普拉提被大风掀倒了。突然的变故让战

友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小 心 ！”只 见 普 拉 提 在 挣 扎 着 爬 起

来 ，拼 尽 全 力 擎 起 手 中 国 旗 ，虽 踉 踉 跄

跄，但五星红旗始终傲然挺立。其他战

士立即靠上去扶普拉提，一起护着国旗

闯过风口。

后来，这一段视频被传到网上，感动

了无数网友，大家纷纷留言：“人可以倒

下，国旗不能，向中国军人致敬”“最帅中

国红”“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

皆为信仰……”

“国旗的红就是信仰，指引着我们前

进的方向。”每次巡逻，普拉提都要争着扛

旗，在他心中，这是最神圣最崇高的事，

“用双脚丈量祖国的边防线，每一步都无

比自豪。”

除了护旗，普拉提还忘不了自己在边

境亲手升起的那面国旗。

要把边疆的国旗升出“天安门广场”

的感觉来——大年初一那天，阳光穿过了

厚厚云层，把边境山川笼罩在一片金光

中。普拉提和战友迈着铿锵的正步，行进

在冻得结结实实的雪地上，他们即将升起

国旗。

附近冬窝子的牧民都来了，他们整齐

列队，向国旗庄严行注目礼，所有人的心

都随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跳动着。

那一刻，普拉提流泪了。他仿佛忘记

了一切，只顾大声高唱国歌，任由泪水划

过脸颊。

那一刻，他看到了所有人眼里的中国

红，这抹红，让人无比熟悉，无比热爱，无

比温暖。

听 着 普 拉 提 的 忘 情 讲 述 ，战 士 们 知

道，那面鲜艳而温暖的中国红，升在了一

茬茬“胡杨卫士”的眼中，更升在了边疆军

民的心上。

走出营门走向社会，
打造没有围墙的红色课堂

“可以邀请杜妈妈来咱中队讲一讲！”

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日前夕，中队筹划国防

教育活动计划，指导员张记征求意见时，

班长、一级上士杨飞抛出一个“金点子”。

杨飞口中的“杜妈妈”，名叫杜月香，

是奎屯市颇有名气的“拥军妈妈”。在今

年“雷锋月”活动中，作为志愿者，杨飞和

战友来到曙光里社区，为老人理发，帮忙

打扫卫生，宣讲国防知识。

在 曙 光 里 社 区 ，他 见 到“戈 壁 母 亲 ”

原型人物郝素玲、于清云和杜月香 3 位老

人。端详她们慈祥的面庞，聆听主持人

的深情介绍，杨飞对这 3 位为边疆建设奉

献大半辈子的伟大母亲肃然起敬。杜月

香曾被兵团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先进个人”，荣获“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奖

章和“十大戈壁母亲”荣誉称号。最令他

印象深刻的，是老人 40 多年如一日的拥

军情谊。

杜月香今年 76 岁，曾是

兵团第七师 137 团牧业营的

职工。58 年前，她母亲患上

重病，所在的牧场医疗条件又差，边防连

军医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免费为她母亲

治疗。

杜月香心存感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将来自己一定要为子弟兵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从此，她与部队结缘，一直视

官兵如亲人，把拥军作为一辈子的事业。

每年重要节假日，她都要去驻军部队献爱

心，和战士们拉家常，为他们做饭、缝鞋

垫 …… 时 间 久 了 ，大 家 自 然 而 然 地 叫 她

“杜妈妈”。

早些年，杜月香家里条件不好，就和

丈夫把不多的面粉省下来，周末给战士们

包饺子；看到哪个战士的衣服破了，她就

主动帮忙缝补 ；战士们巡逻回来错过饭

点，她给他们做饭。战士们平时训练量

大、出汗多，她就一针一线为战士做布鞋

和鞋垫。这些年来，她共为官兵缝了 4500

多双鞋垫。

“你这样做到底图啥？”经常有人问杜

月香。

“我什么都不图，就想让这些孩子在

边防过得温暖一些。”杜月香的回答让杨

飞心里暖暖的，他想要是能邀请杜妈妈到

中队当“编外指导员”，那该有多好。

听了杨飞的介绍，指导员欣然同意，

还指派杨飞负责联系杜妈妈。

邀请国安专家来部队授课，与驻地公

安消防等友邻单位联合过集体党日，到附

近学校上一堂国防教育课，组织官兵去国

门口岸参观见学、开展特色仪式活动……

立足驻地红色资源，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

并举，打造没有围墙的红色课堂，是这个

支队各中队的普遍做法。

“参与全民国防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

自我提高的过程。”该支队领导介绍说，他

们动员青年官兵在国防活动中唱主角、挑

大梁，走出营门走向社会，弘扬时代主旋

律，传递身边正能量，传播强军好声音，展

示昂扬的精神风貌和良好形象，增强国防

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种下“石榴籽”，开出
“团结花”

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中队有

一位有着 37 年“兵龄”的“编外老兵”。这

位老兵就是维吾尔族大叔卡德尔，他与官

兵的缘分要追溯到 37 年前。

一位维吾尔族群众，为何与官兵有着

如此深厚的感情？事情还要从 20 世纪 80

年代说起——

那 时 中 队 刚 组 建 不 久 ，和 卡 德 尔 家

只隔一块菜地。开春，卡德尔施肥育苗，

官兵帮忙松土种菜；秋天，卡德尔收割庄

稼，官兵帮忙采摘搬运。中队官兵和卡

德尔一家像亲戚一样，有什么事相互帮

衬着。

有一年，卡德尔左眼受伤失明，妻子

古丽巴哈尔也体弱多病，一家人的生活陷

入困顿。官兵们得知老邻居遇到困难，便

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每天训练后，中队都

会派班长带战士去卡德尔家打扫羊圈、清

理院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农忙时，

中队派战士给卡德尔搭把手；羊羔生病、

庄稼闹病虫害时，中队又找来兽医和农技

站专家为卡德尔排忧解难……

2015 年初，一场大雪压塌了卡德尔家

3 间夯土老屋，让一家人陷入了绝境。恰

好这一年，支队与墩巴扎村签订扶贫帮困

协议，扶贫工作组进驻村子后，接手的第

一件工作就是帮卡德尔家盖新房。

支队不仅提供扶贫经费给卡德尔救

急，还多次前往民政部门帮他协调办理富

民安居房补助。

很快，卡德尔的新房破土动工了。中

队每天都安排战士去帮忙，一起搅拌水

泥、搬运砖块、粉刷墙面。众人拾柴火焰

高，新房很快建起来了。

维吾尔族有句谚语：“好人走过的地

方鲜花盛开。”勤劳善良的卡德尔将官兵

的帮助铭记于心，发挥自己做木工活的特

长，主动给中队打制橱柜、修补床板，为营

产营具刷油漆。战士们给他工钱，卡德尔

怎么也不要。

“这怎么行！”大家一琢磨，想出好办

法：去卡德尔家帮忙时，拎点水果，提点米

面，当亲戚一样走。点点滴滴，让卡德尔

更加感动，于是，每年新兵下队老兵退伍，

或是重要节日，他就带着全家人来中队看

大家。

又是一年退伍季。初秋的北疆清晨，

寒意逼人。那天，当战士们推开大门时，

发现冻得瑟瑟发抖的卡德尔一家早已带

着礼物等在门口。原来，他们是来给中队

退伍老兵送别的。

孙女麦迪娜说，为了能赶上送行，爷

爷 骑 电 动 三 轮 车 载 着 她 赶 了 几 十 公 里

路，从巴彦岱镇来到中队新驻地，将做好

的烤馕、馓子、抓饭，送给即将离队的兵

巴郎。“爷爷说，要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兵

哥哥，让他们在返乡路上吃好，不要忘了

我们。”

惜别时，退伍老兵们整齐列队，向卡

德尔一家敬礼。卡德尔将准备好的食品

一一塞进退伍老兵手中，和他们紧紧相

拥，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爆 竹 声 响 起 ，载 着 退 伍 老 兵 的 大 巴

车渐行渐远，而卡德尔一家人还一直在车

后招手，这份深情厚谊温暖着每个人的心

田……

种下“石榴籽”，开出“团结花”。一

直以来，官兵将民族团结融进自己的血

脉，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

结，在完成维护驻地安全稳定任务基础

上，充分发挥部队优势，积极开展精准扶

贫和乡村振兴工作，凝聚起“双拥共建、

民族融合、乡村振兴、和谐发展”的强大

合力，促进了民族团结发展，加深了军民

鱼水情谊，奏响了一曲爱民为民的和谐

新曲。

巍巍天山下 悠悠家国情
—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与驻地共建共育纪实

■李笑琪 黄 超

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驻地毗邻中哈边境，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 10多个少数民族群众在此

安居乐业。

近年来，他们深入挖掘驻地红色资源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加深

了军民鱼水情谊，促进了民族团结发展。

图①：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官兵邀

请抗美援朝老兵来部队讲传统。

图②：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官兵为

惠民驿站搬运物资。

图③：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官兵为

高校学生介绍武器装备知识。

图④：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官兵与

驻地小学生一起过“六一”。

图⑤：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官兵到

霍尔果斯国门展览馆参观学习。

图⑥：护边员与武警兵团总队某支

队官兵一起巡逻。

本版照片由黄 超摄

制图：扈 硕

⑤⑤

①①

⑥⑥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