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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伊

西哈拉镇兰干村村民木塔力甫·卡德尔

的日记本，每篇只有寥寥数语，却句句

都与驻军部队相关——

“今天，我们和部队一起为 6 个家庭

颁发了爱国拥军模范家庭奖。”

“部队为 8 名家庭困难村民提供了

工作岗位。”

这是木塔力甫·卡德尔写下的“解

放军爱民日记”。1967 年，他的父亲卡

德尔·巴克写下了第一篇“爱民日记”，

记录了兰干村与南疆军区某部近半个

世 纪 的 鱼 水 深 情 。 进 入 新 时 代 ，这 本

“爱民日记”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口水的恩惠，也
值得记住”

去 年 11 月 ，库 车 市 在 各 片 区 、乡

镇 、街 道 开 展 送“ 暖 心 煤 ”活 动 ，为 家

庭 困 难 群 众 送 去 煤 炭 ，帮 助 他 们 温 暖

过冬。

“ 过 去 ，是 解 放 军 送 来 的 煤 ，让 大

家度过了难熬的冬天。”每年乡镇发放

“暖心煤”，总让木塔力甫·卡德尔想起

父亲在第一篇“解放军爱民日记”里写

下的故事。

1967 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当时兰干

村的 62 户村民家家户户缺粮缺水，用来

取暖的煤炭也不够。那时，南疆军区某

部刚移防到兰干村附近。发现村民们

取暖困难，该部领导态度坚决：“决不能

让乡亲们挨冻过冬”，当即决定为群众

送煤。

“这里的条件太艰苦了，营区方圆

近十公里之内，只有这一个村庄。我们

和老乡是一种唇齿相依、谁也离不开谁

的 关 系 ，大 家 要 像 一 家 人 一 样 相 互 帮

助。”曾在该部任职的一位领导说，“只

要 是 部 队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都会

为老乡去做。”

很快，官兵为兰干村送来 3 卡车煤

炭。由于村民大多数为维吾尔族，语言

不通，读过中专、懂汉语的村民卡德尔·

巴克当仁不让成了翻译。看着官兵将

煤炭分发给村民，卡德尔·巴克激动不

已。“一口水的恩惠，也值得记住，人不

知道感恩，还不如山羊。”就这样，卡德

尔 执 笔 写 下 了 第 一 篇“ 解 放 军 爱 民

日 记”。

记下一篇“爱民日记”，开启一段军

民故事。1986 年，部队从营区拉出两条

电线，为村里通上了电；1995 年，部队为

兰干村安装自来水管，结束了村民喝涝

坝水的历史。部队为村子带来的一点

一滴的变化，都被卡德尔记录下来。

1996 年，该部铺设通信线路，需要

在村民的麦田里施工。村民不仅不肯

收下补偿费，很多人还主动来到工地协

助施工。卡德尔·巴克在日记中写道：

“不要补偿费是村民们集体决定的。部

队和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年，我们谁也离

不开谁。”

“共产党好，解放军亲”

“日复一日，老人用质朴的语言记

录了 40 多年来解放军为驻地群众所做

的一件件好事。‘爱民日记’带我们重温

过往军民相互扶持的岁月，也记下如今

村民们的美好生活……”

“八一”前夕，兰干村的拥政爱民展

馆里又传出讲解员的声音。

展 馆 前 身 是 村 里 的 双 拥 展 厅 ，始

建于 2006 年。那一年，兰干村被新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和 新 疆 军 区 确 定 为“军

民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该部

被表彰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卡德尔·巴克也被表彰为“全国爱国拥

军模范”。

展馆里，一张张老照片、一篇篇卡

德尔老人写下的日记，记录下数十年来

兰干村与该部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故

事。“经常有其他乡镇的党员干部来参

观学习。”兰干村一位老党员说，“这些

日记一直提醒着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

越好，都离不开部队的帮助。”

兰干村中心是一座双拥广场，两旁

拥 政 爱 民 展 馆 、富 民 广 播 站 等 依 次 排

开。双拥广场前，是一条连通部队与村

庄的“连心渠”，既保证村里所有农田的

灌溉，也改善了村庄环境。两座蔬菜大

棚里，青菜已陆续成熟。

“这几年的变化，我也记下来了。”

卡德尔·巴克的儿子木塔力甫·卡德尔

说。进入新时代，他成为了“爱民日记”

的“主笔”。

爱则为之谋深远。兰干村地理位

置较为偏僻，却是一处条件极佳的观星

点，附近还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

巴什佛寺遗址。

“我们和兰干村党支部共同邀请多

家文旅企业来周边考察，正在规划建设

佛教研学基地和滑雪场等多个文旅项

目。有了这些项目，借着新疆旅游的热

度，能继续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增收致

富。”该部领导说。

“父亲留下 1170 篇‘爱民日记’，它

们的主题始终是同一个。”展馆内，木塔

力甫·卡德尔指着墙上的 8 个大字——

“共产党好，解放军亲”。

“让写日记这个习惯
像天山脚下源源不断的
泉水一样传下去”

今年，库车市多所幼儿园、小学的

学生领到了一本新的课外读本——绘

图版的“解放军爱民日记”。

“这是官兵们精心绘制的。”该部领

导告诉笔者，“十几年前，卡德尔老人的

故事在天山南北家喻户晓。如今，‘爱

民日记’仍在续写，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方式，让学生们了解这个故事，将来他

们长大后，也用自己的方式去续写‘爱

民日记’。”

2014 年，卡德尔·巴克去世。卧病

在床期间，他仍惦记着部队为村里修建

防洪渠、资助村里家庭贫困学生的事。

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的儿孙

们将写日记这个习惯像天山脚下源源

不断的泉水一样传下去。”

10 年来，卡德尔·巴克的儿子木塔

力甫·卡德尔、儿媳努尔沙汗·依明和小

儿子阿不都热合曼·卡德尔，都将自身

的所见所闻写进“爱民日记”。当过兵

的阿不都热合曼·卡德尔不仅记下官兵

为兰干村村民做的好事，还写下许多自

己军旅生活的感悟。努尔沙汗·依明起

初用维吾尔语记录，后来她报名参加村

里的农牧民夜校，学了汉语，日记中的

汉语表达越来越丰富。

兰干村三面环山，全村仅有 300 多

亩薄田，虽然大部分村民都饲养牛羊，

但 因 种 植 牧 草 没 有 地 ，采 购 牧 草 不 划

算，养殖数量很少。

多养牛羊，是增收的一条途径。得

知村民缺牧草，该部在营区一片空地上

播种了苜蓿。“苜蓿可以作饲料，一年能

收割好几茬。”该部群工干事徐永涛说，

“这是实实在在为村民解决难题。”有了

饲料，他们还拿出精准帮扶专项资金，

买 来 一 批“ 致 富 羊 ”送 给 村 里 的 困 难

群众。

“ 今 天 ，兵 巴 郎 们 给 村 里 买 了 羊 。

只要好好养，今年就能生小羊羔……”

看着村民高高兴兴领到羊羔，木塔

力甫·卡德尔的“解放军爱民日记”又添

上了新的一页。

题图：卡德尔·巴克书写“解放军爱

民日记”。 资料图片

图①：木塔力甫·卡德尔记录“解放

军爱民日记”。

图②：南疆军区某部官兵义务为村

民理发。

图③：共建活动中，官兵为学生系

上红领巾。

图④：官兵验收即将分发给群众的

“致富羊”。

供图：那晓亮、赵治国、袁旖阳

制图：扈 硕

跨越半个世纪，
“爱民日记”仍在续写

■秋阿鹏 袁旖阳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治国

1967年，一位受到官兵帮助的维吾尔族老人满怀对人民子弟兵的感

激写下一篇“解放军爱民日记”。这本日记一写就是几十年。在民族团结

的底色上，1000多篇日记描绘出在部队帮助下小村庄发生的变迁，也记

录下这段动人的军民鱼水情。请看—

本报讯 胡晓晨、特约记者梅良仿

报道：7 月 12 日，安徽省淮南市“最美拥

军人物工作室”揭牌成立。7 月 25 日，工

作室建立者、2023 年度安徽“最美拥军

人物”岳大志将工作室牌匾捐赠给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记者了解到，岳大志是凤台县精忠

中学校长。在岳大志带领下，精忠中学

聘 请 18 位 退 役 军 人 担 任 军 事 教 官 ，打

造“校园十八兵”军事教育品牌，将准军

事化管理模式融入校园生活，开展国防

教 育 ，增 强 学 生 国 防 观 念 和 国 家 安 全

意识。

“依托校园成立工作室，一方面是希

望将双拥传统更好融入教育过程和校园

文化，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打造出具有

影响力的拥军品牌，吸引更多人加入拥

军行列。”谈起成立工作室的初衷，岳大

志说。

“省里每年评选‘最美拥军人物’，

现在有了工作室这个平台，就可以发动

更多‘最美人物’，联合开展多样化拥军

活动。”凤台县双拥办专职副主任刘志

伟表示，当地曾成功打造“劳模工匠创

新工作室”，他们的组织和工作方式为

“最美拥军人物工作室”提供了借鉴。

“指导成立‘最美拥军人物工作室’，

是我们推动新时代社会化拥军工作深入

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有利于推动拥

军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我们把‘最

美拥军人物工作室’牌匾捐赠给军博，希

望工作室的成立成为凤台县新时代双拥

工作向更宽更广领域拓展的起点。”凤台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说。

安徽省淮南市

“最美拥军人物工作室”揭牌

布和图木尔在牧区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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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影像

慰 问
■周宇华 文/图

受持续降雨影响，黑龙江牡丹江流域水位持

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陆军第 78 集团军某旅成立党员突击队，赶赴

牡丹江市支援地方加固堤坝。当地群众组成志愿

队伍，与官兵并肩奋战。

“八一”前夕，海南省三亚市组成拥军慰问

团，来到南部战区海军某部，向官兵送上慰问品

并致以节日祝福。

活动中，慰问团成员观看国家安全宣传片，

了解部队武器装备，参观班排内务。

工作动态

双拥人物
每次来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中旗，总有牧民拉着武警内蒙古总队巴

彦淖尔支队大队长布和图木尔去家里做

客。这些牧民家里，大多数有正在上学

的子女。

“有些是以前资助过的，也有牧民

想分享子女的教育情况。”说起在牧民

中 为 何 如 此“ 受 欢 迎 ”，布 和 图 木 尔

笑 言。

作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布和

图木尔常常来牧区宣讲上级精神、民族

政策。当他和牧民们谈起子女的教育，

人们都忘了这位蒙古族汉子，其实是一

名“特战尖兵”。

“我是 2005 年入伍的。”布和图木尔

说 ，“ 那 时 候 汉 语 都 说 不 好 ，但 特 别 向

往军营。”凭着过硬的身体素质，他幸运

地圆了梦。

为了提升布和图木尔等少数民族新

兵的汉语水平，支队特意为他们开办文

化夜校。布和图木尔一边苦练军事技

能 ，一 边 学 习 汉 语 和 科 学 文 化 知 识 。

2009 年，凭借出色的组训能力和过人的

体能素质，布和图木尔站上了总队比武

的领奖台。

“部队的教育让我明白，只有不断地

去学习、去拼搏才能改变自己。”

自身虽暖，犹想为他人抱薪。回到

牧区，看到许多牧民家的孩子初中就辍

学回家放牧，布和图木尔心里很不是滋

味。“我自己是蒙古族，所以我很清楚这

样的情况。”布和图木尔说。在巴彦淖尔

地区，少数民族牧民占比很高，居住也比

较分散，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

要过上好日子。”提干后，布和图木尔主

动担负起到牧区宣讲党的民族政策的任

务。一有机会，他就以自身经历鼓励牧

民送子女入学读书。

牧民巴雅尔的女儿塔娜读初中时

成绩不够理想，布和图木尔一边鼓励她

不要放弃，一边动员支队官兵和自己的

妻子不定期来为塔娜和她的同学辅导

文化课。在支队官兵关怀下，塔娜后来

顺利考上高中。

有时，助学也不仅仅是改变牧民观

念。布和图木尔说，有一年，他听说乌拉

特中旗牧区“五保户”巴图家里的孩子没

上学，去询问才得知，巴图家庭困难，同

时供 3 个孩子读书非常吃力。

这几年，支队聘请养殖专家培训和

帮带牧民，还利用新媒体宣传当地的畜

牧产品。这些举措，助力牧民收入连年

增长。经济状况有了改善，巴图终于不

用再为孩子上学的费用发愁了。如今，

3 个孩子都已中专毕业，大女儿去了巴

彦 淖 尔 市 学 习 烘 焙 ，两 个 儿 子 回 到 牧

区，一有空就去向养殖专家请教，钻研

畜牧技术。

走进支队帮扶的哈达淖尔村，平坦

开阔的“军民连心路”、支队协助修建的

助农灌渠、宣传民族团结政策的展板，处

处都是军民一家亲的和谐景象。“大家都

知道，没有部队官兵，就没有我们村这几

年的快速发展。”哈达淖尔村党支部书记

卓力格图说。

为给牧区家庭困难学生“兜底”，布

和图木尔还资助了多名学生。如今受到

资助的学生中，已有 18 人考上大学。

“我每次来牧区的学校，都讲‘汉族

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各 少 数 民 族 之 间 也 互 相 离 不 开 ’的 道

理。我们草原儿女要心向着党，学好文

化，练强本领，更好地建设家乡、保卫家

乡。”布和图木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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