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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有好几种颜色，白色代表白

云，象征纯洁；蓝色代表天空，象征智

慧；绿色代表流水，象征繁荣；金色代

表大地，象征尊贵。

空军工程大学教员古清月，多年

来一直珍藏着一条金色的哈达。那是

2009 年她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开展助学活动时，当地藏族群众送给

她的。

自 2007 年起，古清月开始为循化

县藏族儿童募捐，2014 年组建“金色哈

达”助学团队，先后带动空军工程大学

近千名师生参与。10 多年来，“金色哈

达”温暖着这片青藏高原上的黄河谷

地，为藏族学生带来远方的爱与关怀。

与藏乡结缘

哈达系深情

近年来，古清月几乎每年寒暑假都

会到循化捐资助学，开展支教活动。

“每次到循化，都觉得很熟悉，但

是又有所不同。”古清月说。

2007 年，古清月硕士毕业，特招入

伍到空军工程大学担任教员。在西宁

参加完入伍军事训练后，她和同期入

职的教员们一起应邀到循化县参观。

路途中，她经过当地的一所小学，看到

孩子们蹲在操场上拿小木棍在泥地上

练习写字。走进昏暗的教室，看到残

缺的黑板、破旧的桌椅，这里教育资源

的匮乏，令她心头一颤。

“能不能做些什么，让这些孩子上

学读书不再这么艰难？”刚刚穿上军装

的 古 清 月 ，心 中 生 出 强 烈 的 责 任 感 。

“如今我是一名军人，帮助他们就是为

人民服务。”

回到空军工程大学后，古清月立

即着手准备为循化县的学生募捐。她

在校内张贴告示、摆放捐助物资箱，短

短两周，就收到师生们捐助的衣物 200

多件，有的老师还送来整箱的文体用

品。这些物资，很快寄到循化县的几

所小学。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支持。”

古清月说，“大家对于帮助边远地区学

生的热情，让我有了长期开展捐资助

学活动的信心。”第二年，古清月再赴

高原，带着学校师生们的爱心物资走

进循化县尕楞藏族乡建设塘小学。看

到孩子们收到新衣服、新文具时的笑

脸，古清月心里既高兴又心疼。

为 感 谢 古 清 月 对 藏 族 学 生 的 关

心，当地藏族群众郑重为她献上一条

金色的哈达。这条哈达，成为连结空

军 工 程 大 学 师 生 与 循 化 县 的 一 条 纽

带，后来也成为这项助学活动的标志。

这些年来，“金色哈达”助学团队

先后开展宣传倡议和募捐活动 20 多

次，为文都藏族乡公麻小学捐资修建

操场和图书室，为尕楞藏族乡建设塘

小学建起宿舍楼和电教室。

“每次来建设塘小学，熟悉的是在

学校任教 10 多年的老师和藏族学生的

笑脸，不同的是乡里的路一年年越修

越好，学校的设施越来越完备。”古清

月说。

与师生同行

校园焕新颜

2023 年 9 月，空军工程大学教员

赵昱第二次来到建设塘小学支教。上

一次他来到这里，还是在 9 年前。

“2013 年，我在空军工程大学读大

四，古教员教我们运筹学。有一次听

古教员讲起她去循化县助学的经历，

讲那里的文都寺、黄河谷，光着脚的藏

族孩子在地上写字、一放学就跑出校

门……我突然就很想去看看。”

通 过 学 校 宣 传 和 定 期 开 展 的 募

捐、假期支教等活动，空军工程大学越

来越多的师生加入助学活动。他们不

仅捐赠物资，很多人还参与一对一资

助项目，资助家庭有困难的藏族学生。

2013 年，赵昱通过“金色哈达”助

学团队联系到建设塘小学二年级藏族

女生洛桑卓玛。洛桑卓玛的父母常年

在外打工，爷爷奶奶照顾家里的 4 个孩

子，经济状况捉襟见肘。

“那时我的津贴不多，每月将助学款

汇给学校的老师再转给洛桑卓玛一家。”

赵昱说，“虽然一个月只有200元，但是能

让她安心上学，我觉得很有意义。”

2014 年，“金色哈达”助学团队组

织一批即将毕业的学员去循化县现地

支教，赵昱当即报名，和助学团队的成

员们一同登上了前往循化县的列车。

赵昱还记得，当时他们火车转汽

车，在蜿蜒的土路上颠簸了两三个小

时，到达建设塘小学时，已是下午 6 点

钟，学生都已放学回家。建设塘小学

的老师拉隆太告诉他们，学生 5 点就放

学了，因为他们要走四五公里的山路

才能到家。那次，助学团队成员为建

设塘小学设置了电教室，学生们第一

次有了远程的教学设备。

9 年后重返建设塘小学，赵昱又见

到了老师拉隆太。拉隆太告诉他，如

今学校已在助学团队帮助下建成了宿

舍楼和食堂，学生们不用再自带干馍

馍和青稞面当口粮，可以住在宿舍，既

方便又安全。

“建设塘是循化县最偏远的村子，

也是受到助学团队关注和关爱最多的

村子。”拉隆太说。

与未来相连

播撒新希望

建设塘小学的老师们有个“专属

线上资源库”——网上读书圈。

这个读书圈是“金色哈达”助学团

队于 2016 年注册的，成员们每天都会

朗读上传一段课外知识或英语故事，

丰富学生们的课堂内容。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循化

县藏族群众生活条件大幅改善，收入

增加，捐赠衣物、学习用品不再是当务

之急，丰富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开展国

防教育成为“金色哈达”助学团队的新

课题。

去年，建设塘小学挂牌“八一爱民

学校”，“金色哈达”助学团队的多名成

员都来到建设塘小学参加仪式，并举

办国防教育讲座，将“蓝天春蕾”的故

事讲给建设塘的学生们听。

延续了 10 多年的“金色哈达”助学

行动，不仅改善了循化县多所小学的

教育条件，也在学生们的心中树立起

学习的榜样。

2014 年，家庭困难的二年级学生

南卡才让接受“金色哈达”项目资助。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空军叔叔阿姨

们那抹‘天空蓝’给我带来了希望。”南

卡才让说，“从那时起，我就想，我长大

了也要像他们一样。”9 年过去，南卡才

让成绩优异，2023 年考入陆军边海防

学院藏族中学。

一条“金色哈达”，既是藏族群众

对空军工程大学助学团队的感谢，也

是助学团队成员们前行的动力。这个

延续了 17 年的故事，正吸引更多人加

入这项事业，为藏族儿童铺展一条通

往更广阔世界的道路。

图①：空军工程大学“金色哈达”

助学团队成员与建设塘小学教师交

流。

图②：“金色哈达”助学团队远程

为学生们开展国防教育。

图③：依山傍水的建设塘小学。

刘秋实、多吉才让摄

本版制图：扈 硕

空军工程大学助学团队资助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尕楞藏族乡学生—

“金色哈达”温暖黄河谷地
■刘秋实 李云皓 李 凯

“出水啦，出水啦！感谢子弟兵给我

们 建 的‘ 爱 民 泉 ’，喝 上 一 口 ，甜 在 心

头！”近日，在海军某部野外训练场马庄

村附近的“爱民泉”接水平台建成仪式

上，村民们看到山泉水从水管中汩汩流

出，顿时欢呼起来。

修建接水平台的起因，与该部前不

久的一次考核有关。

“同志您好，我们正在进行实弹射

击，出于安全考虑，现禁止通行，望您

理解。”4 月上旬，该部某连来到野外训

练场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在外围执行

警戒任务的战士许奥遇到几名想要从

训练场区域通行的村民，便上前说明

情况。

“昨天你们也说要训练不能通过，我

们只好晚些再来，打完水回去天都黑

了。”一名群众说。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每个单位分配

的时间段不一样，昨天应该是其他单位

在这里训练。”许奥耐心地解释。

经向当地村民了解后，许奥得知，

靶场旁有一个山泉眼，山泉水清冽甘

甜。虽然现在村里已接通自来水，但附

近居住的村民还是习惯来此处接水饮

用、煮饭。

“我们这的山泉水可是出了名的，矿

物质丰富，还有人特意从几十公里外开

车过来接水呢。”一名群众对许奥说，“你

们天天顶着烈日训练也不容易，我们晚

些再来吧。”

几名群众说完，便提着桶返回了。

放眼向靶场望去，又一辆部队运输车向

这边驶来，下一个参加射击训练的连队

即将到位。

“在组织实弹射击时，常常会有群众

前来接水；训练场道路狭窄，加上车来车

往，非常危险，极易引发安全事故。有没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训练告一段落

后，许奥在官兵恳谈会上将警戒时遇到

的情况提了出来。

“实弹射击计划都是提前做好的，我

们可以事先去附近村庄告知村委会。”

“训练计划怎么能随意泄露，还是

应该立足自身加强警戒力量，扩大警戒

范围。”

“现在训练日渐增多，长此以往，必

然会对村民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我们既不能影响群众生活取水，也

不能干扰部队正常训练。这口泉眼吸引

方圆 20 公里的村民前来接水，容易造成

训练场道路拥挤，同时群众在射击场周

围活动，安全隐患较大。”经过讨论，该部

领导决定协调修建一个接水平台，将山

泉水接引至训练场外围。

很快，这项工程便落到实处。该部

在泉眼旁修建了蓄水池，同时在水池上

方加装保护盖，保证水源不受污染，山泉

水沿着地下的引流水管流向训练场外围

的接水平台。

“ 接 水 平 台 的 选 址 也 费 了 一 番 功

夫。”军需营房助理段世海说，起初本着

方便村民取水的原则，打算将接水平台

直接修建到离泉眼最近的马庄村，但考

虑到也有很多其他村庄的村民来取水，

该部派专人陪同村民一起挑选合适地

点，最终将接水平台的位置选在离马庄

村不远的公路旁。

潺潺山泉水，浓浓鱼水情。段世海

介绍，现在村民来“爱民泉”接水，不用再

爬山路。遇上部队组织训练，附近村民

都自发远离训练场，为部队训练创造良

好条件。

下图：村民在“爱民泉”接水平台前

排队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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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故事

本报讯 王威、张知涵报道：清晨，

辽宁省铁岭市离休干部郭廷秀走进铁岭

市国防教育主题公园。每当有人驻足在

“战史路”“强军墙”前，他总忍不住走上

前介绍一番。

“这上面的很多展示内容，都是我们

几个老兵的构想，还提供了一些战史资

料。”郭廷秀说。

铁岭市国防教育主题公园于 2023

年建成，公园内有两座主题雕塑和 10 个

宣传板块，不仅能够开展国防教育，也是

继承双拥传统、举办双拥活动的重要阵

地。

郭廷秀离休后，一直关心国防和军

队建设情况。得知铁岭市银州区计划建

设国防教育主题公园，他主动担任顾问、

参与公园设计规划。在他的带动下，铁

岭市多名退役军人主动参与公园建设，

贡献力量。

公园中以解放铁岭为主题的雕塑，

是郭廷秀最常介绍的内容。“我给年轻人

讲解放铁岭的过程，希望他们都能了解

那段历史，知道革命先辈为了我们今天

的生活作出的牺牲奉献。”郭廷秀说。据

统计，公园开放以来，铁岭市民上传关于

国防教育主题公园的短视频 3 万多条，

浏览总量达到 300 万次，公园成为铁岭

市民的热门打卡地。

公园的成功建设运行，也展现出铁

岭市近年来双拥工作的实效。

今年春节期间，铁岭市银州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走访慰问 870 户军人家庭，

实现对铁岭籍现役军人家庭走访慰问不

落一户。近年来，铁岭市银州区还先后

安置军人家属 30 余人，为随军未就业家

属提供补助 380 余人次。

辽宁省铁岭市退役军人参与双拥阵地建设

公园里走来“老兵讲解员”

工作动态

“太感谢了，军人真是我们的守护

神！”6 月 5 日，湖北省枣阳市市民陈先

生带着锦旗来到枣阳市蓝天救援队，向

第 72 集团军某旅“南京路上好八连”二

级上士谢子康表示感谢。6 月 3 日，休

假在家的谢子康 6 次潜入水中，和蓝天

救援队队长一起打捞起陈先生的落水

车辆。

6 月初，谢子康回老家湖北省枣阳

市休假。6 月 3 日清晨，谢子康接到蓝

天救援队的电话，得知一辆私家车因操

作 不 当 落 入 水 库 ，驾 驶 员 及 时 弃 车 获

救，但落水车辆急需打捞。

“车辆从岸边斜坡滑入水中，位置

不明。”蓝天救援队队员吴军介绍，事发

水库水深 10 余米，队内潜水员潜入 7 米

深的位置后由于水压过大，难以确定车

辆具体位置。

遇到这一难题，他们想到了救援队

的“兵教官”谢子康。谢子康在部队担

任旅潜水教员，曾完成多项险难潜水课

目训练。2019 年，谢子康偶然遇到蓝天

救援队执行任务。得知谢子康有丰富

的潜水教练经验，该队邀请他担任潜水

教官，为队员培训潜水技能，教授潜水

常识及救援经验。从那以后，谢子康每

次 休 假 回 家 ，都 会 向 蓝 天 救 援 队“ 报

到”，和队员们一同参加救援任务、公益

活动等。

那天得到消息后，谢子康带着借来

的潜水设备迅速赶到现场。他先后 5 次

潜入水中，确定了车辆所在的大致范围，

并在距离岸边 20余米、水下 12米的位置

找到落水车辆。随后，谢子康第 6 次潜

入深水，用缆绳对落水车辆进行捆绑固

定，协助吊车进行打捞。经过一上午的

紧张作业，落水轿车被成功打捞上岸。

“多亏了‘谢教练’！”蓝天救援队队

长吕发元告诉笔者，谢子康休假在家时

经常协助救援队完成救援工作。

“我是一名军人，能帮上忙肯定要

帮。”收到陈先生送来的写有“现役军人

展风采，深水捞车暖民心”字样的锦旗，

谢子康说。

见义勇为、协助救援，对谢子康来

说已是常事。2018 年，枣阳市一家化工

厂发生火灾，休假在家的谢子康发现火

情后迅速报警。随后，他冲进火场，协

助消防队员开展救援工作近 4 小时，火

情获得控制后悄然离去。一个多月后，

当地人武部领导才了解到当时帮忙救

火的军人是谢子康。

在“南京路上好八连”担任“为民服

务班”班长期间，谢子康多次带领官兵

走 上 南 京 路 ，为 群 众 开 展 志 愿 服 务 活

动，被旅队授予“好八连”传人奖。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

的宗旨，也是连队的优良传统。只要祖

国和人民有需要，我们必定挺身而出。”

谢子康说。

近日，第 72 集团军某旅“南京路上好八连”二级上士谢子康 6 次潜入水中帮助群众打捞
落水车辆—

蓝天救援队的“兵教官”
■曾宪昌 陈大帅

6月 5日，陈先生来到枣阳市蓝天救援队向谢子康（右二）赠送锦旗。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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