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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沿川藏公路自驾入藏旅游的

热度不减。看到来喜德林卡观光、住宿

的游客络绎不绝，西藏林芝市波密县岗

巴村村长突邓笑得合不拢嘴。

“第二季度，咱们新建的‘帐篷营地’

收入 28 万元。”见到前来定期走访的西

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大站某分队干部赵

春勇，突邓高兴地介绍兵站帮扶的旅游

产业情况。

突 邓 告 诉 记 者 ，岗 巴 村 是 个 小 村

庄，以前村里没有支柱产业，村民想要

多 赚 点 钱 ，只 能 外 出 打 工 。 自 2018 年

川藏兵站部某兵站与岗巴村结对帮扶

以来，村里新建起蔬菜和水果大棚，入

村道路硬化翻新，村民收入日渐增长。

近两年，随着川藏公路自驾游不断

升温，兵站结合岗巴村风光优美、山货

丰富的实际，深入调研、集思广益，与村

“ 两 委 ”一 同 谋 划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开 辟

“帐篷营地”，打造高原帐篷旅游品牌，

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林芝丰

富的旅游资源和川藏公路游客经济，带

动岗巴村 300 多名村民实现增收。

“318 国道通麦镇至排龙乡段，道路

狭窄，坡度起伏大，地质灾害频发，过去

人们称之为‘通麦天险’。直到 2016 年，

以‘五隧两桥’为主的川藏公路通麦段

整治改建工程才正式通车。”赵春勇告

诉记者，“沿 318 国道自驾旅游的游客越

来越多，国道途经波密县多个村镇，极

大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通麦大

桥、迫龙沟特大桥等已成为川藏线游客

的打卡地。”

“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谁帮咱们

架 桥 梁 ？ 是 亲 人 解 放 军 ，是 救 星 共 产

党。军民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洗呀洗

衣裳……”

夜幕降临，岗巴村村民们围坐一起，

又唱起了这首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洗衣歌》。

西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兵站 林芝市波密县岗巴村

“天险”变身致富路
■郭 宏 本报记者 杨明月

救援，在深夜展开。

8 月中旬，西藏阿里地区羌塘草原

正 值 旅 游 旺 季 。 游 览 途 中 ，游 客 张 先

生 突 然 晕 倒 ，被 连 夜 送 至 改 则 县 人 民

医院。

正在改则县人民医院执行援藏任

务 的 西 部 战 区 总 医 院 第 4 批 援 藏 医 疗

队 队 长 苟 放 很 快 做 出 诊 断 ，患 者 为 急

性大面积脑梗塞。在海拔 4700 多米的

藏 北 腹 地 ，这 类 危 重 症 来 不 及 转 运 上

级医院。苟放紧急联系西部战区总医

院卒中中心，通过远程会诊，连夜制定

治 疗 方 案 。 由 于 诊 断 精 准 ，患 者 术 后

恢复良好。

“这样的手术，在西部战区总医院

开展帮扶之前我们是做不了的。”改则

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加央顿珠介绍，西部

战区总医院自 2021 年起派出援藏医疗

队驻点帮扶改则县人民医院，3 年来共

派出 4 批次医疗队。“通过分析学习这一

病例，本院医生也有了高原地区脑梗治

疗的经验。”加央顿珠说。

援藏以来，西部战区总医院医疗队

不仅在医院推广新技术、新开诊疗项目，

还通过“一带一”“师带徒”等方式为医院

培养医、技、护骨干，带出 10 多名“本土

专家”。内科医生强珍，就是第 2 批援藏

医疗队队长秦扬的“徒弟”，现已成为医

院的骨干人才。

“援藏医疗队的军医大多对高原病

很有研究，他们的指导对我们非常有帮

助。”强珍告诉记者，许多援藏医疗队医

生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的针对性治疗方

案，都成为“经典案例”，为医院的日常诊

疗工作提供了指导。

3 年来，援藏医疗队还多次为当地

政府、学校、牧民开展科普讲座，下乡为

群众义诊筛查。下沉专家配合“本土专

家”，为高原藏族群众带来了健康福音。

“每次听到藏族群众称呼我们‘金珠

玛米’，我既自豪，又感到自己做的还远

远不够。”苟放说，“为了藏族群众的健

康，我们不仅要坚持定点援藏、定期义

诊，还要在本地医院培养更多高原病专

家，为藏族群众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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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本土“医疗队”
■王子冰 本报记者 杨明月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

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

民族凝聚力。对我们藏族班而言，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十分重要……”近

日，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重庆西藏中

学内，一场线上理论辅导正在进行。陆

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红岩雪鹰”宣

传队队员闵杰为藏族学生宣讲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并进行沟通交流。

“和藏族中学的学生共同学习，是我

们宣传队的一项重要任务。”闵杰说，“藏

族学生来到重庆接受优质教育，助力他

们打好爱党爱国的思想根基，是我们应

尽的责任。”

1984 年，针对西藏教育落后、人才

匮乏的实际，党中央做出“在内地创建西

藏学校和开办西藏班”的重大决策，开启

了在内地为边疆民族地区大规模培养人

才的先河。成立于 1985 年的重庆西藏

中学，是全国首批开办的内地西藏学校

之一，80%的生源来自西藏。

同在红岩精神的诞生地办学，陆军

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在西藏中学建校

之初就与该校建立联系，并发挥重庆红

色资源优势，选派官兵深入藏族学生中

常态开展国防教育，与藏族中学共同举

办专题党课、主题班会等活动。

“金珠玛米，呀咕嘟（藏语，意为‘解

放军好’）！大哥哥，我被东北师范大学

录取了，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帮助！”7 月

中旬，重庆西藏中学藏族学生普姆考上

大学后，第一时间向“红岩雪鹰”宣传队

队员施加荣分享喜讯。

普姆是施加荣的结对帮扶对象。“我

们每名‘红岩雪鹰’宣传队队员，都至少

有一个结对帮扶的藏族学生。”施加荣

说，“每当他们考上大学，我们都特别开

心。他们有了好的前途，西藏的未来发

展就多了一分力量。”

据 统 计 ，重 庆 西 藏 中 学 成 立 39 年

来，99%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返回西藏工

作。他们遍布各个行业领域，成为建设

西藏的重要力量。

“军民千里共党恩，汉藏团结一家

亲。”在重庆西藏中学，如今共有 70 多名

军人和退役军人担任校外辅导员。两校

师生共学红岩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谱写

出一曲军民携手、民族团结的赞歌。

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 重庆西藏中学

“红岩”烛照成长路
■隋广亮 本报记者 杨明月

入秋，地处喜马拉雅山东段勒布沟

大峡谷的山南市错那市勒门巴民族乡

绿意盎然。缭绕的云雾像洁白的哈达，

环抱着山谷中的村庄。这处“山南小江

南”是门巴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沿着蜿蜒的柏油路进入勒乡，“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做神圣国土的守护

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等大红标语格外

醒目。一幢幢别墅式的新居整齐排列，家

家户户屋顶都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如今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和部队开

展的共建活动。”勒乡党总支书记李佳告

诉记者，近几年，军地深入开展以“共学

党的理论固信仰信念、共建基层组织固

一线堡垒、共促民生改善固脱贫成果、共

树文明新风固民族团结、共守神圣国土

固边境安宁”为内容的“五共五固”活动，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共学共建。

针对边境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等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驻地群众经济

收入水平不高等实际，山南军分区积极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五共五固”工作

为载体，推动党建力量进一步下沉，建

立一连结一村、一官驻一组、一班带一

户 、一 兵 帮 一 民“ 四 个 一 ”结 对 帮 扶 机

制，坚持“党政军民一盘棋、组织生活一

起过、军地党员结对子、军地党建相互

融 ”，推 行“ 双 向 聘 请 、交 叉 任 职 ”。 如

今，13 名驻军部队优秀官兵代表兼任帮

扶村“党建指导员”、19 名村党支部正副

书记兼任边境工作顾问，将党组织战斗

堡垒牢牢嵌在守边固防的最前沿。

“连队政治指导员担任村里的‘党建

指导员’后，给我们的党员干部传授了不

少党务知识。”李佳说，“有的‘党建指导

员’还在村里办起培训班，教门巴族群众

学好用好汉语。”

在 海 拔 4300 多 米 的 浪 坡 乡 汤 乌

村 ，“ 党 建 指 导 员 ”张 泽 明 结 合 当 地 实

际 情 况 ，就 地 搭 建“ 党 务 课 堂 ”培 训 班

宣 讲 党 的 方 针 政 策 。 自 2020 年 以 来 ，

张泽明所在的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

团 不 断 发 挥 党 建 引 领 作 用 ，与 地 方 基

层党组织联合组建了 17 个边境一线临

时 党 支 部 ，携 手 共 建 12 个 军 警 民 通 用

执 勤 房 ，为 边 民 生 产 生 活 和 官 兵 巡 逻

执 勤 提 供 方 便 。 近 几 年 ，该 团 还 有 10

多 名 退 役 军 人 进 入 边 境 村“ 两 委 ”班

子，建强了一批基层党组织。

“有了主心骨，群众团结得更紧密。”

张泽明说，“我们‘党建指导员’就是要力

争做好稳边富民的‘主心骨’。”

西藏山南军分区 山南市错那市勒门巴民族乡

党建有了“指导员”
■张照杰 本报记者 杨明月

河南省临颍县将社会化拥军向乡村拓展，在乡村集市挂牌“拥军合作商

户”，服务乡村优抚对象，扩大拥军服务范围。 王士刚摄

暑假，安徽省萧县酒店镇大学生马

彪放假回到老家。一闲下来，他就想到

邻居郑永利家去坐坐。郑永利家的两

个儿子一个是军人、一个是军队文职人

员，马彪放假时总爱来串门，听听同龄

人的故事。

这 次 ，他 发 现 郑 永 利 家 门 口 除 了

“光荣之家”牌匾，还多了一块“乡村国

防教育家庭示范站”牌匾。

看到马彪在门口驻足，郑永利连忙

招呼他进来看看——院子里，两块展板

展示着近两年来萧县立功受奖军人的

事迹。走进屋里，郑永利又拿出几本国

防科普读物。这座小院，俨然成了一个

“国防角”。

“乡里乡亲路过，经常有人进来聊

两句。”郑永利告诉笔者，自从家里挂牌

“乡村国防教育家庭示范站”，小院比从

前热闹多了。今年暑假，村小学还组织

学生来家里的“示范站”参观学习。

“乡村国防教育家庭示范站”挂牌

“光荣之家”，是安徽省宿州军分区的一

项创新举措。宿州军分区领导介绍，去

年 2 月以来，他们尝试发挥立功受奖军

人家庭辐射作用，探索依托“功臣之家”

打造乡村国防教育新阵地。在邻里关

系密切的乡村，通过为立功受奖军人家

庭送喜报、挂站牌、帮建设，让国防教

育、征兵宣传走到群众身边、贴近群众

生活。

“ 我 们 的 设 想 是 市 、县 、镇 三 级 联

动，边挂牌、边建设，明确基本要求，鼓

励 特 色 创 新 ，打 造 乡 村 国 防 教 育 家 庭

课堂，通过群众对‘功臣之家’的认可

和 向 往 ，带 动 他 们 关 心 国 防 、爱 军 拥

军。”宿州市全民国防教育领导小组办

公 室 负 责 人 介 绍 ，他 们 结 合 功 臣 家 庭

特点，在各站点设置不同板块，提供军

事报刊、武器装备模型等。灵璧县“二

等功臣”李瑞在西藏军区某部服役，他

家 中 的“ 示 范 站 ”突 出“ 为 国 守 边 ”主

题，悬挂“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

“ 我 们 的 边 防 线 ”等 宣 传 画 。 埇 桥 区

“一等功臣”潘瑞是海军某部飞行员，

家中专门腾出房间摆放“功臣之家”牌

匾、荣誉展示柜和歼-20、辽宁舰等装

备模型。

郑永利的两个儿子今年初双双立

功受奖。县人武部在郑家设置“萧县儿

女在军营”荣誉榜，郑永利常与来访的

村民一起看喜报奖章、读国防书籍，讲

兄弟二人在部队的成长进步。

“立功官兵献身国防，功臣家庭宣

传国防。‘乡村国防教育家庭示范站’为

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在基层末端落实提

供了有效载体。”宿州军分区领导说，截

至目前，全市悬挂“乡村国防教育家庭

示范站”的“光荣之家”已有近 400 家，宣

传教育触达近万人。

安徽省宿州市依托“光荣之家”打造国防教育新阵地

“ 功 臣 之 家 ”的 新 担 当
■段艳梅 彭流萍

西藏林芝市波密县烈士陵园中，长
眠着 400 多位在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
革、建设发展等各时期牺牲的烈士。

曾有寻访英烈的记者询问陵园工作
人员，这里有修建川藏公路时牺牲的烈
士吗？工作人员回答：“这里到处都是。”

1954年，由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全
长 2412 公里的川藏公路北线建成通车。
为了在世界屋脊上开辟这条连通西藏与
内地的道路，3000 多名解放军官兵和民
工长眠在雪域高原。

军民前赴后继建成的路，对推动西
藏实现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对巩固西南边疆、促进民族团

结进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94 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作出“对口援藏、分片负责、定期轮换”
重大决策。30年来，对口援藏工作硕果
累累，西藏国内生产总值从 1995 年的
56.1 亿 元 增 长 到 2023 年 的 2392.67 亿
元。人民军队牢记性质宗旨，持续发扬

“老西藏精神”，积极支援西藏经济社会
发展。

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实施 30 周年之
际，我们随记者走进那些官兵牺牲奉献
过、如今又倾情帮扶的地方，感受人民子
弟兵赤诚的爱民情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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