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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战区总医院心胸
外科自 2006年起开展“大

爱救心”活动，团队先后赴新疆、
西藏、云南等13个省（区、市）为边
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儿童开展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和救治工作。
18年来累计为藏、彝、壮等 30多
个民族的 30余万人进行筛查，为
1.4 万余名先心病患儿进行手
术。2024 年 1月，该科室被命名
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巡礼

工作动态

“ 同 学 们 ，你 们 知 道 吗 ，前 天 ，咱

们 国 家 的 第 三 艘 航 母 完 成 首 航 试 验

任 务 ，顺 利 返 回 码 头 了 ！ 有 没 有 同 学

知道，这艘航母叫什么名字？”

5 月 10 日，国防教育课一开始，新

疆军区某边防团迈丹边防连指导员马

庚赟就带来了最新的国防动态，和迈丹

小学的学生们分享。

每周五下午，是连队官兵到迈丹小

学授课的时间。

“穿军装的老师”不是这所小学唯一

的军旅元素。校园中陈列着军事装备模

型、英模墙上展示着卫国戍边英雄群体

的事迹……若是询问迈丹村里的老人这

所小学与部队的关系，一定会得知，学校

的初创与发展、师资与建设，无不与在这

里驻守的迈丹边防连息息相关。

守在国门，建设国门。一支边防连

队帮建“国门小学”的故事，就这样接续

书写了几十年。

“国门小学”的成长史

穿过一个又一个山谷，翻过一座又

一座山峰，重复的风景令人有些“审美

疲劳”，只有逐渐变得微弱的手机信号

提醒着来客，穿行于帕米尔高原，这里

离城市越来越远，离边关越来越近。

时间回到 1962 年，解放军的一支连

队 跋 山 涉 水 ，徒 步 走 进 了 这 里 —— 迈

丹。这里距离边境线只有 18 公里，他们

扎 下 营 地 ，这 就 是 迈 丹 边 防 连 的 前 身

“迈丹边防站”。

“当年这附近居住的都是柯尔克孜

族牧民，以放牧为生。”迈丹边防连连长

唐洋告诉笔者，“那时候，村里没有学

校，牧民的孩子们从会走路开始，就跟

着家里放羊牧马。”

曾经，一位老师、一块简易黑板，就

是迈丹小学的全部。1969 年，迈丹小学

在迈丹边防连的帮助下建起两间土房，

作为最初的固定教室建校立址。1971

年，迈丹村村支书因故调离。在村民的

一致推荐下，时任连队副指导员的沙力

曼·阿布都热依木兼任村支书。他带领

村民和连队官兵，一边引水种树、种植

小麦，一边商量村子的建设。提升牧民

特别是适龄儿童的文化教育水平，大家

提了又提。

“没有对孩子好的教育，就没有改

变未来的希望。”不久，边防连为小学建

起砖房教室，修建操场，官兵还到学校

义务授课……2014 年，边防连协调投入

资金新建教学楼、铺设塑胶跑道，并建

成学生宿舍、食堂等设施。

“在迈丹，最先通电的是学校，最先

接通互联网的是学校，最先安装暖气、

用上太阳能热水器的还是学校。迈丹

小学始终是全村条件最好的地方。”村

民买买提明玉山·乌斯曼说。

走在学校的教学楼里，班级门口展

板上展示的作文、图画、小报中，总能见

到“解放军叔叔”的身影。“大家都知道，

没有解放军，就没有我们这所学校。”迈

丹小学党支部书记塔来拜克·阿曼说。

探亲军嫂的好传统

清晨，迈丹小学支教老师、军嫂王

景斐打开窗，只见清澈晨光里，雪山上

终年不化的积雪被云雾萦绕着。

“快一年了，我越来越适应这里的

生活了。”王景斐笑言。

2019 年 8 月，王景斐的丈夫唐洋调

任迈丹边防连连长。2023 年 1 月，王景

斐第一次来到迈丹探亲。

“当时我在江苏苏州从事的就是教

育工作，他们邀请我到小学去，给学生

们上一堂课，讲讲大山外面的故事。”王

景斐告诉笔者，“学生们的乐观和对知

识的渴望，给第一次来这里的我留下了

特别深的印象。”

这是迈丹边防连的一个传统——

上世纪 60 年代，迈丹的学生轮流在牧民

的毡房里上课。虽然只有汉语和数学

两门课程，教师仍很缺乏。时任连队副

指导员沙力曼·阿布都热依木便动员在

城里当老师的妻子买热木尼沙·玉素甫

来迈丹小学任教。买热木尼沙来到迈

丹后留了下来，一干就是 13 年。她说：

“这里太苦了，这里的学生需要我。”从

此，来队探亲的军嫂大多承担起一项特

殊任务——到迈丹小学当兼职老师。

“ 这 里 的 一 切 很 触 动 我 。”王 景 斐

说。回到苏州后，王景斐忘不了学生们

渴求知识的眼神。和唐洋商量后，2023

年 7 月，王景斐辞去工作，来到迈丹小学

成为一名义务支教老师。

来迈丹小学不满一年，王景斐已经

和迈丹的学生们打成一片。二年级学

生塔亚尼其拜克·买买提吾斯曼因父亲

离世，变得寡言少语。王景斐得知后，

每周末都会找塔亚尼其拜克聊天，做游

戏时特意和他分在一组，经常夸奖他。

渐渐地，塔亚尼其拜克有了改变，不仅

学习成绩提高了，性格也开朗起来。

“去年，共有 4 位军嫂来学校担任

‘临时教师’。”迈丹小学校长玉先艾力·

买买提依布拉义说，“她们带来的不仅

是新鲜的见闻，更让孩子们充满对外面

世界的憧憬。”

扎根边疆的“五星杨”

树枝横切面有一颗五角星的“五星

杨”，是迈丹的标志性植物。迈丹小学

的校歌，就叫《五星杨之歌》。

“风雨你来挡，军徽闪闪亮，国门小

学心向党……”

“以前我们经常唱，现在我教孩子们

唱。”迈丹小学老师古丽努尔·哈斯木阿

力说。她曾是迈丹小学的学生，大学毕

业后，她回到母校，成为一名老师。2022

年，迈丹小学被命名为“八一爱民学校”，

这让歌曲中的军民情又深了一重。

多年来，从迈丹小学毕业的学生，

几乎都接受过迈丹边防连的帮助。边

防连官兵带给学校的，不仅是更好的教

育资源，也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爱党、

爱祖国、爱边疆的种子。据统计，2015

年以来，迈丹边防连“助学兴教”工程资

助过的学生中，有 13 人应征入伍。许多

学生毕业后回到迈丹，建设家乡。

“这几年，护边员中的年轻面孔越

来越多。”唐洋说，许多年轻的护边员，

都是连队曾经资助过的学生。

“不穿军装的流动哨”，让迈丹守边

护边的氛围更加浓厚。山坡上，村民们

自发用石头摆出一行大字：“一生只做

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这几年，连

队多次被上级表彰为“军民联防先进单

位”。

2022 年考取四川大学研究生的古

丽再娜·哈帕尔，是迈丹村走出去的学

生。她说：“毕业后，我也要回到家乡，

做一棵扎根边疆的‘五星杨’。”

图①：迈丹边防连官兵在迈丹小学

授课。

刘南松摄

图②：军嫂王景斐（右二）和学生们

在一起。

陈圣圣摄

图③：军营开放日活动中，迈丹小

学学生参观连队文化长廊。

刘南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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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迈丹边防连官兵与驻地村庄共建，并持续帮扶迈丹小学——

在帕米尔高原播种希望
■何春波 刘南松 陈 斌

这几天，南部战区总医院心胸外

科副主任张本正在准备行装。这个

月，他要带领科室“大爱救心”团队赴

贵州毕节、威宁开展新一轮先天性心

脏病筛查。由科室主任王显悦带队赴

云南文山巡诊的小组刚回来没多久，

这是科室今年第 2 批巡诊队伍。

行囊中，张本特意准备了一双登

山鞋和两个氧气罐。“贵州方向团委的

负责人告诉我们，这次巡诊有几个地

方海拔很高，还有几户人家在大山深

处。我们打算上门巡诊，带上这些东

西，有备无患。”张本说。

在我国，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约

为 8‰，每年新增先心病患儿约 10 万

人。尤其是在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

区，先心病发病率高，且由于交通不

便，医疗资源缺乏，许多患儿难以得到

及时救治。2006 年，南部战区总医院

心胸外科探索开展救助先心病患儿的

“大爱救心”活动。18 年来，“大爱救

心”团队走戈壁、上高原、攀瑶山、进苗

寨，为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地区患儿

带来康复的希望。

“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经验丰富的

医务人员，组成精干的医疗小分队，不

定期到民族地区巡诊。”张本说。

白族女孩小玲，就是团队 2015 年

在云南开展筛查时发现的患儿。当时

团队为 4 岁的小玲进行了手术，效果

很好。但她的病情比较复杂，因肺动

脉瓣发育不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脏

的负担会逐渐加重。去年，小玲开始

出现水肿、乏力、头晕等症状，急需再

次手术，可是数万元的手术费用，对她

的家庭仍是很大的负担。

关注到小玲的情况，“大爱救心”团

队再次伸出援手，一面精心准备手术，

一面积极协调基金会和医保部门支

持。在团队的努力下，小玲和家人来到

广州完成手术，费用几乎完全减免。

“我们探索开展医保报销一点、

爱 心 基 金 会 资 助 一 点 、医 院 优 惠 减

免一点、家庭自筹一点的救助机制，

有 效 解 决 了 边 远 地 区 ，特 别 是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看 病 难 、看 病 贵 的 问 题 。

近 年 来 ，我 们 与 多 家 慈 善 基 金 会 合

作，进一步扩大了救助范围，提高了

救 助 额 度 ，使 更 多 的 困 难 家 庭 先 心

病患儿得到了救治。”心胸外科主任

王显悦介绍。

在心胸外科，有一面满是笑脸的

照片墙，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先心病

患儿在这里康复后留下的笑容。科室

荣誉室里，墙上的锦旗和牌匾换了一

批又一批，18 年来，科室获赠的锦旗

足足有 4000 多面。

新疆哈密 3 岁男孩阿塔木因患有

先心病，家人向团队求助。为保证治

疗效果，科室克服孩子年龄小、身体弱

等风险，辗转数千公里将阿塔木接到

医院手术。住院期间，科室不仅精心

制定救治方案，还根据孩子的情况安

排了专门的特护。团队的关怀，令阿

塔木的家人感动不已。术后，阿塔木

的母亲给孩子起了一个汉族名字——

文粤生，以铭记团队为孩子带来的第

二次生命。

人民军医为人民，救助路上一路

生花。配合党中央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的一系列举措，“大爱救心”团队坚

持专业帮扶、跨区帮扶，累计为 2 万多

户少数民族地区病患家庭提供救助，

有效避免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因病

致 贫 ”“ 因 病 返 贫 ”。 2012 年 和 2016

年，科室先后两次被表彰为“全国拥政

爱民模范单位”。

下图：“大爱救心”团队成员深入

少数民族患儿家中进行筛查。

曾创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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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过了清明节，来祭扫烈士墓的

人没那么多了。安徽省萧县张庄寨镇

丁庄村村民王亚东还是经常会来墓地

看看，擦拭墓碑、清理杂草。

“娘走之前叮嘱过，赖爷爷是我们

的亲人，我们一定要守好他、护好他。”

王亚东说。

王亚东口中的“赖爷爷”名叫赖峰，

是一位与王亚东的外祖父王长治、母亲

王素玲只见过一面的烈士。

1948 年 12 月，正值淮海战役进入

第三阶段，华东野战军即将在距丁庄村

三公里的魏楼，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

攻。

一天下午，5 位解放军来到王长治

家中，他们都是王长治的弟弟王保哲的

战友，其中一位便是赖峰。赖峰告诉王

长治，王保哲因为负伤，正在山东临沂

住院。听说部队行军路过丁庄村，他特

地托战友到家里看看。

兄弟的战友来家中看望，让王长治

一家人非常高兴。王长治的女儿王素

玲当时 12 岁，觉得解放军叔叔“就像亲

叔叔一样”。

战事紧张，赖峰一行人与他们见

过 面 后 匆 匆 离 去 ，直 奔 魏 楼 参 加 战

斗。就在那次战斗中，赖峰为掩护战

友，壮烈牺牲。消息传来，王长治万分

悲痛：“赖兄弟是广东人，在这儿无亲

无故，我们就是他的亲人。”他找到部

队休整地，申请安葬赖峰烈士。经部

队同意，王长治用家里仅有的一车小

麦换回一口棺木，将烈士安葬在自家

田地里。

此后，王长治一直悉心照看烈士

墓 ，每 次 祭 扫 ，王 素 玲 也 总 会 跟 在 父

亲 身 边 。 1960 年 ，王 长 治 因 病 去 世 ，

临终前将照看烈士墓的任务交给王素

玲。

寒来暑往，岁岁年年。为赖峰烈士

墓添上厚土、栽下青松，立起墓碑、刻上

祭文……王素玲牢记父亲嘱托，悉心守

护着烈士墓。

王素玲让儿子、儿媳都称呼赖峰为

爷 爷 ，并 想 方 设 法 寻 找 赖 峰 的 亲 人 。

2009年，王素玲终于联系到烈士的遗腹

子、如今定居上海的赖忆淮。年过花甲

的赖忆淮赶到丁庄村，站在父亲的墓

前，热泪纵横。“母亲为我取名忆淮，就

是要我牢牢记住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的

父亲。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老姐姐替我

尽孝心。老姐姐一家人，不是亲人胜似

亲人。”

此后，王素玲经常让儿子王亚东拍

几张照片，发给“忆淮舅舅”。照片中，

有新描好祭文的墓碑，有碑前愈加苍翠

的松柏，有周边群众和学生祭奠缅怀的

场景……

去年清明节前夕，86岁的王素玲从

住院的医院专门赶回老家，最后一次为

烈士扫墓，不久便因病离世。临终前，她

叮嘱儿子王亚东：“你赖峰爷爷是咱的亲

人，咱家人要世世代代守好他……”

“愧之荣名悲淮海，愿将血泪洒同

仁。”轻抚碑上的刻字，王亚东心意坚

定：“我肯定守好。以后，还会让我的孩

子继续守。”

左上图：王亚东（右）为后辈讲述烈

士生平。

段艳梅摄

安徽省萧县村民王亚东一家接力为烈士守墓70余载——

一面之缘 三代情牵
■本报特约通讯员 段艳梅

双拥故事
本报讯 张成龙、阎英报道：近日，广

东省茂名军分区一名军官家属在地方定

点医院进行鼻息肉摘除手术后，在医院收

费窗口提交外诊挂账凭条，工作人员核实

患者随军未就业军属身份后，立即为其办

理出院手续，军属无需垫付费用。

这是茂名军分区通过与地方定点

医院签订协议实现的现役官兵、转改文

职、随队生活的军人配偶和 18 周岁以下

子女 3 类人群看病“三免费”优待举措。

在此之前，为解决茂名市部分驻军部队

官兵及家属看病远、看病难等问题，军

分区协调驻地公立医疗机构，将全区现

役官兵、文职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以及职

工纳入地方医疗优先保障数据库，享受

挂号、检查、治疗、取药“四优先”就医优

待服务。

从“四优先”到“三免费”，军人和部

分军属在地方医院享受到不断升级的

优待。

从“四优先”到“三免费”
广东省茂名市医疗拥军有温度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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