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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9 月，新疆乌什县亚曼苏柯尔

克孜族乡秋意渐浓、天气转凉。一大

早，57 岁的护边员肉孜·萨迪克像往常

一样，穿着心爱的旧军装，和儿子哈力

木拉提·肉孜骑上摩托车，沐浴着晨光

前往中吉边境 3 号界碑，开始一天的护

边巡逻。

坚守边防线 38 年，巡逻路上的一

草一木、一沟一壑，早已深深印刻在肉

孜·萨迪克脑海中。一路走，他不停地

向哈力木拉提·肉孜传授护边经验。

父子俩的巡边地段位于天山南麓

别迭里山口，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

的重要通道，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边

境线长达 140 余公里。“新中国成立后，

我的爷爷因熟悉本地地形地貌，经常

配合边防战士巡边，战士们有时在他

的毡房里歇脚。”肉孜·萨迪克说，“爷

爷常说，解放军就是我们的亲人。”

1956 年，肉孜·萨迪克的父亲萨迪

克·帕孜力接过巡边接力棒，成为一名

护 边 员 。 一 次 ，一 辆 巡 逻 车 深 陷 泥

潭。萨迪克·帕孜力接到消息后立即

携带工具赶往现场，经过近 2 个小时的

挖土、垫石子、推车，帮助战士成功脱

困。边防战士为了表达谢意，将随身

携带的望远镜送给了他。

“父亲一直把这个望远镜当作宝

贝，十分珍惜。后来，他又把这个‘传

家宝’给了我，督促我尽心尽力守边。”

肉孜·萨迪克说，从小受爷爷和父亲潜

移默化的影响，1986 年 7 月，他刚满 19

岁，便追随父亲的脚步，走上巡边路。

恶劣的自然环境，让肉孜·萨迪克

的巡边路走得异常艰辛。1991 年初的

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席卷别迭

里山口。肉孜·萨迪克和队员们在巡

边途中被困野外，他们趴在雪窝里勉

强撑了一夜，眉毛和头发都结了霜，手

脚冻得僵硬，好长时间都无法动弹。

多年的巡边护边经历，让肉孜·萨

迪克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对边

境 管 段 敏 感 地 段 、通 道 便 道 了 如 指

掌。2008 年的一次雪天巡查，他在边

境线上看到一串足迹，上前一摸，发现

脚印上的雪是硬的，明显是有人刚从

这里走过，于是马上到附近检查站报

告，最终协助民警抓获 3 名企图非法越

境人员。多年来，凭借熟悉民社情的

优势，肉孜·萨迪克及时有效处置了 10

余起突发情况，为维护边境安全做出

贡献。

“现在的护边条件好了，执勤点建

起来了，政府还为我们配备了摩托车、

对讲机以及防寒的衣服和靴子。”谈起

这些年护边条件的改善，肉孜·萨迪克

如数家珍，但随着年龄增长，近几年他

的身体大不如前，时常闷闷不乐。

十分了解父亲的哈力木拉提·肉

孜在去年辞掉了县里的辅警工作，成

为这个大家庭中第四代护边员。在巡

边申请书中，他这样写道：“家是最小

国 ，国 是 千 万 家 ，守 好 边 境 就 守 住 了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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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瑞潇、樊黄爽报 道 ：

“稍息，立正，向左转，向右看齐！”仲秋

时节，八桂大地暑热不减，在广西忻城

县人武部训练场上，今年下半年预定

新兵正在开展训练。

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训练采取

小班教学，1 名老兵帮带 7 至 8 名准新

兵。这是忻城县人武部提升役前教育

训练质效的新举措。去年，该人武部

赴部队回访新兵时发现，由于役前教

育训练时间短、学习训练内容多、个体

针对性不足，个别准新兵进入军营后，

能力素质仍存在明显短板。

“要在有限时间内释放最大学习

训练效能。”该人武部军事科负责人介

绍，今年，他们从全县基干民兵中遴选

政治素质过硬、组训能力强的退役军

人担任教练员，根据预定新兵自身情

况，开办队列训练、体能提升、心理疏

导、作风养成 4 个辅导班，分级分类施

教，并将“查摆问题+针对训练+总结提

高”贯穿役前教育训练全过程，进一步

提升役前教育训练质效。

预定新兵韦富智因身体协调性较

差，队列动作做不到位。有 5 年服役经

历、长期担任民兵教练员的欧文才，灵

活运用等边三脚架、背包绳等工具，帮

助韦富智纠正立正时脚尖分开角度不

到位、转体时手臂夹不紧等问题。几

天下来，韦富智的训练成绩有了明显

提高。

随着役前教育训练火热开展，预

定新兵们纷纷写下申请书，志愿到边

关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帮带

我的老班长曾在边防服役 16 年，立过

功受过奖，我希望循着他的脚步奔赴

军营、建功边疆。”预定新兵韦文杰坚

定地说。

广西忻城县人武部分级分类开展役前教育训练

小班教学 以老带新

本报讯 记者张东盼、赵雷报道：向

招聘企业咨询岗位要求、在招聘展位前

阅读招工简章……近日，东北三省一区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暨东北三省一区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战略合作联盟签约仪

式，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当天，招聘会

现场人头攒动，共吸引 5300 余名退役军

人及军属到场求职。

此次招聘会横向联动辽宁、吉林、黑

龙江和内蒙古，纵向辐射辽宁全省 115

个市（县、区），共邀请省内外 258 家企业

参会，覆盖机械制造、信息技术、商贸物

流、公共管理、医药卫生等 39 个领域，提

供需求岗位近 7000 个。

“这场跨省招聘会为我提供了更多

就 业 机 会 和 选 择 空 间 ，就 像 一 场 及 时

雨。”葫芦岛市退役军人王大为，曾在海

军某部服役 6 年，过去在一家民营企业

从事技术工作，这次他应聘一家央企的

商务司机岗位，顺利通过初选。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这里不仅

设立“央企国企”“民营名企”和“服务园

区”等 6 个招聘专区，还同步提供就业创

业分享、政策法律宣传、职业倾向测评、

求职指导等服务。

据 了 解 ，此 次 招 聘 会 共 收 到 简 历

8100 余份，1500 余人现场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同步进行的线上招聘直播带岗活

动中，16 万余人次参与互动。

“本次活动打出成立就业创业战略

合作联盟、组织专场招聘会、优化就业促

进服务的‘组合拳’，是强化东北三省一

区沟通对接、交流互动的有益尝试。”辽

宁 省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 领 导 介 绍 ，2023

年，东北三省一区首次探索开展跨省域

交流合作，试行就业信息和人才资源共

享，创新开展退役军人“稳就业”线上招

聘活动，先后有 600 多家企业参与，提供

就业岗位 2.6 万个。

保障不断线，服务不“打烊”。据介

绍，此次现场招聘活动结束后，就业创

业促进提升行动将转至线上招聘平台，

并持续至 9 月底。下一步，该省将会同

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共同开展“百企

直播带岗”“千企线上招聘”“万人职业

助力”等活动，不断推动退役军人高质

量充分就业。

辽宁省举办东北三省一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资源共享助老兵高质量就业

99月月 22日日，，在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在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退役士工作人员为退役士

兵办理返乡报到手续兵办理返乡报到手续。。 徐智林徐智林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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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戍边故事、体验武器装备、游

览兵团旧址……今年暑假，不少外地游

客慕名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在这个边境小镇

体验一场红色之旅。“近两个月，我们已

接待研学团体 100 余个，游客万余人。”

乌拉特中旗组织部部长张双龙说。

乌拉特中旗位于祖国正北方，黄

河“几”字弯最顶端，著名的乌拉特民

歌《鸿雁》从这里传唱四方，素有“鸿雁

故乡”的美誉。位于乌拉特中旗西北

部的川井苏木，是乌拉特草原的核心

区域，近年来，凭借优越的自然风光，

吸引着八方游客。

“川井，蒙古语意为烽火台。因地

理 位 置 重 要 ，是 古 时 的 军 事 战 略 要

地。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草原儿女

传承世代守边卫国的边塞文化、屯垦

戍边的兵团文化，形成党政军警民合

力强边固防的良好局面。”乌拉特中旗

旗委书记、旗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崔

景翔介绍，2016 年 7 月，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3 部委公布

《关 于 开 展 特 色 小 镇 培 育 工 作 的 通

知》，提 出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培 育 各 具 特

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借此东风，

川井苏木经过反复研究论证，筹划打

造国防特色小镇，探索走出一条“一核

四区多点”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所谓“一核”，是以川井国防教育

实训基地为核心；“四区”，为国防教育

研学区、红色文化体验区、红色记忆商

娱配套区、公共综合服务区；“多点”，

即围绕国防特色小镇链接多个精品景

点。该旗军地通过大力推进“国防教

育+文旅”融合发展产业，进一步擦亮

思想固边、文化润边、产业兴边的北疆

国防品牌。

乘车前往川井苏木，刚刚进入国

防特色小镇，“乌拉特中旗国防教育实

训 基 地 ”13 个 红 色 大 字 便 映 入 眼 帘 。

“去年，乌拉特中旗下拨专项资金建起

这座国防特色鲜明、功能设施齐全的

国防教育实训基地。”乌拉特中旗人武

部领导介绍，他们向上级有关部门申

请 退 役 飞 机 、坦 克 、榴 弹 炮 等 武 器 装

备，并将诸多军事元素融入基础设施

建设，让游客通过投掷手榴弹、操作迫

击炮、模拟驾驶坦克等活动，增加体验

感。

不久前，重庆市铜梁区 100 名师生

走进该国防教育实训基地，在“战壕”里

冲锋陷阵，依次体验投掷手榴弹、操作

火箭筒和高射炮等。学员董旻柯是个

“军事迷”，走出“战壕”，他仍沉浸在兴

奋之中：“这些武器装备我以前只在电

视上见过，没想到今天能亲身体验，太

刺激了，更加深了我对军营的向往。”

行走在国防特色小镇街头，一股

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除了

国防文化长廊、国防广场，还有历史年

代感十足的防空洞、地堡、供销社、粮

站等建筑。道路两侧，有展示戍边故

事、英模人物等内容的宣传展板、浮雕

以及宣传标语。在一处展板前，一名

身着迷彩服的国防教育讲师正在讲述

戍边故事，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聆听。

在国防特色小镇活跃着不少国防

教育讲师，有驻军部队官兵，有复转军

人，也有民兵。他们或在国防文化长

廊、主题展厅，或在国防广场，通过生

动翔实的讲解，为游客展示小镇的红

色魅力，成为一道独特风景。“为强化

国防特色小镇的教育功能，我们遴选

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理论功底好的 200

余名人员，担任国防教育讲师，为游客

义务宣讲。”乌拉特中旗人武部领导介

绍。

“我的任务是每天背上望远镜，在

边境线上巡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

人 员 和 车 辆 ……”在“ 马 背 上 的 护 边

员”故事展厅，国防教育讲师、退役军

人谢建民为参观者讲述护边故事。“一

条狗、一部望远镜陪伴谢建民走过 28

年，风雨无阻的坚守值得我们每个人

敬佩。”看着展柜里谢建民手写的巡边

日 记 和 亲 手 绘 制 的 川 井 苏 木 守 边 地

图，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大一学生衡学

智感慨万分。

寓学于游、寓教于乐。为让红色地

标充分发挥教育效能，该旗还将长城遗

址、牧羊海兵团文化园、骑兵营旧址等 6

处红色景点串点成线，打造国防旅游线

路。“3天的研学，内容很丰富，既让我学

到国防知识，又通过观摩体验开阔了视

野，对今后的学习和生活都很有帮助，

来得很值！”西南民族大学学生刘兆雄

一路走一路看，收获满满。

“培塑家国情怀要久久为功。”崔

景翔介绍，下一步，他们将通过建设国

防教育展馆、骑兵文化体验园、兵团文

化 园 等 ，不 断 完 善 国 防 旅 游 线 路 ，为

大 众 提 供 更 加 丰 富 多 样 的 国 防 教 育

“套餐”。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军地合力拓展国防教育阵地—

特色小镇火了 国防品牌亮了
■魏漠霖 梁震英 本报记者 贺志国

关 注“ 全 民 国 防 教 育 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