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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超、特约通讯员封治斌

报道：研究部队伙食需求，拿出本地拳

头产品……9 月下旬，北部战区海军某

基地举办了一场“消费帮扶农产品推介

会”，邀请 3 省 8 市 9 家脱贫地区农产品

企业走进军营，与基地多个单位食堂炊

管人员面对面洽谈交流，以期进一步增

强部队消费帮扶力度。

笔者在推介会现场看到，江苏的盐水

鸭、山东的豆制品等来自各地的农副产品

琳琅满目。“消费帮扶的关键，是建立长期

稳定的直供关系。”该基地供运处助理员

龙腾宇介绍，近年来，为继续支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基地扎实开展消费帮扶新春

行动、“爱我家乡爱我舰”专项消费帮扶行

动等。基地供应运输部门先后多次深入

帮扶企业调研，结合官兵伙食需求遴选符

合条件的农副产品，研究商定采购清单，

畅通采购供应链路，通过将这些产品纳入

军队副食品区域集中筹措平台消费帮扶

区，让脱贫地区特色农产品摆上“网络货

架”、进入军营超市、送上官兵餐桌。

前不久，海军辛集舰从某军港起航，

执行战备巡逻任务。舰上装载的西红

柿、菠菜等一大批远海伙食食材，都来自

脱贫地区农产品企业。

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举办“消费帮扶农产品推介会”

“帮扶菜”端上军营餐桌

秋日清晨，天刚微亮，医疗车队从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出发。院区门口，

高高矗立的白求恩雕像目送着白求恩

医疗队成员们又一次踏上巡诊路。

“今天我们去革命老区河北省涞源

县义诊。”医疗队成员、医院康复医学科

副主任护师唐丽娜告诉记者。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即联勤保障

部队第 980 医院，成立于 1937 年的抗日

烽火中。1940 年 1 月，为纪念伟大的国

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医院被命名为白求

恩国际和平医院。作为全军唯一一所

整建制保留下来的八路军医院，他们坚

持 传 承 弘 扬 白 求 恩 精 神 ，始 终 践 行 为

战、为军、为民宗旨。2006 年，医院组

建白求恩医疗队，2012 年开启“重走白

求恩路”活动，为老少边穷地区巡诊义

诊、送医送药。12 年来，医疗队员钻山

沟、进乡村，足迹遍布河北、山西、河南、

新疆、内蒙古、西藏等 6 省（区）50 多个

市（县）、400 多个乡（镇），行程 20 多万

公里，惠及群众 100 多万人。

“白求恩医疗队来了！”医疗队一到

达涞源县王安镇银山口村，消息就马上

传开。村民们放下手中的活计，涌入村

里的活动广场。排队等待义诊的队伍

里，有的老人坐着轮椅、拄着拐杖，有的

家长带着两三岁的孩童。“能在家门口

看上病的机会不多，这次就想让医生给

检查检查。”一位村民说。

唐丽娜在为村民测量血压时发现，

一位大爷收缩压非常高，可一直没有就

医用药。唐丽娜找到心血管内科主任

医师赵玉英，请她为大爷详细诊断。

赵玉英立刻安排了心电图、彩超等

检查，在排除多种致病原因后，为大爷开

具了处方。“不用担心，先开药调节一

下。”赵玉英耐心安慰患者。

患 者 甄 大 爷 告 诉 记 者 ，去 年 医 疗

队 到 村 里 巡 诊 时 他 也 曾 前 来 问 诊 。

今 年 身 体 又 出 现 症 状 ，他 原 本 想 等 在

外 工 作 的 儿 子 回 乡 休 假 时 带 自 己 到

省 城 看 病 ，没 想 到 医 疗 队 再 次 来 到 了

家门口。

“ 当 年 白 求 恩 医 生 在 晋 察 冀 军 区

工 作 ，不 仅 救 治 八 路 军 伤 病 员 ，还 帮

助了很多群众。如今我们重回白求恩

医 生 战 斗 、工 作 过 的 地 方 义 诊 ，就 是

传 承 他 为 军 为 民 的 精 神 。”该 院 领 导

介 绍 ，近 年 来 ，医 院 在 持 续 开 展 巡 诊

义 诊 的 同 时 ，还 深 化 与 当 地 卫 健 委 、

残 联 和 慈 善 机 构 的 合 作 ，开 展 爱 心 救

助 活 动 ，使 许 多 困 难 家 庭 患 者 得 到 免

费救治。

“太行老区山高路险，群众居住比

较分散，定期上门巡医问诊不能完全满

足群众的就医需求，我们还要想办法加

强当地的医疗力量。”骨科主任医师步

建立告诉记者，医疗队为此建立巡诊一

次、帮带一批基层卫生机构、培养一批

医疗人才的“三个一”机制，不断提高基

层卫生机构“造血”能力。

今年 3 月，白求恩医疗队在平山县

人 民 医 院 帮 带 期 间 ，感 到 医 院 肿 瘤 科

手 术 方 式 比 较 传 统 ，便 安 排 该 院 肿 瘤

科医生赵二飞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进修。经过 4 个月学习，赵二飞的技术

水平明显提高。“这次进修很有收获，

我回去以后会把军队医院的先进诊疗

技 术 和 同 事 们 分 享 ，还 要 推 广 到 县 周

边的几所卫生院，造福更多群众。”赵

二飞说。

在 每 年 定 期 巡 诊 、技 术 帮 带 的 同

时，医院还先后与河北、山西等 130 多家

县市级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在人才

培养、专科技术、科研协作等方面开展

长期帮扶。截至目前，医院已开办各类

学习班 300 余期，培训基层医务骨干上

万人次。

左上图：白求恩医疗队在河北省涞

源县王安镇银山口村开展义诊。

张彬楠摄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展“重走白求恩路”巡诊义诊活动—

太行老区又见“白求恩”
■陈江文 张彬楠 本报记者 朱柏妍

工作动态

10 月 12 日 ，位 于 青 藏 高 原 腹 地

的青海省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新村

逸夫小学，各班级的课堂安静中透着

肃穆。

“ 今 天 是 邱 少 云 烈 士 牺 牲 72 周

年，各班老师带领大家重温了烈士事

迹。”新村逸夫小学办公室主任王钧

说，“我们学校作为邱少云烈士生前所

在部队援建的小学，邱少云烈士的事

迹是我们开展爱国教育、国防教育时

讲得最多的。”

“邱少云烈士为了不暴露目标，被

烈火包围也一动不动，严守战斗纪律，

特别令人敬佩。”在每学期都会定期开

展的“少云道德讲堂”活动中，四年级

学生李沛栋分享了自己对英模精神的

理解。

“邱少云烈士是我们的榜样，也

是我们部队的精神旗帜。”邱少云生

前所在部队陆军某旅保卫科干事项

琳说。

2017 年 ，该 旅 与 新 村 逸 夫 小 学

结对。新村逸夫小学地处少数民族

聚 居 地 ，学 校 教 育 资 源 相 对 匮 乏 。

在 该 旅 援 建 下 ，新 村 逸 夫 小 学 翻 新

了 教 学 场 地 、配 备 了 齐 全 的 教 学 设

备，还推动“邱少云精神”走进校园。

“ 学 校 的 广 播 站 叫‘ 少 云 广 播

站 ’，活 动 室 叫‘ 少 云 活 动 室 ’，都 是

部队援建的。”新村逸夫小学原校长

豆拉本告诉笔者，“我们每学期组织

学 生 开 展‘ 少 云 道 德 讲 堂 ’活 动 ，鼓

励学生进行自我品德教育。大家还

和 来 学 校 交 流 的 官 兵 学 唱《邱 少 云

之 歌》，现 在 ，这 是 大 家 每 天 课 前 必

唱的歌曲。”

“我们定期组织官兵到学校开展

‘重温少云精神、讲述少云故事’国防

教育实践活动，用烈士精神和我们驻

守高原的故事，激励学生努力学习进

步。”该旅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邱少云

班 第 53 任 班 长 蔡 永 海 说 ，他 已 多 次

到新村逸夫小学交流，是学校的“校

外辅导员”。

筑好“阵地”，托举“雏鹰”。为帮

助困难学生，该旅在学校设立了助学

金。豆拉本告诉笔者：“第一次发放

‘少云助学金’的时候，好几位家长录

制视频对官兵表示感谢，还有家长手

写 感 谢 信 ，让 我 们 务 必 交 到 官 兵 手

中。”据了解，“少云助学金”已先后资

助近百名困难学生。

去年暑期，该旅和学校联合将教

学楼二层走廊改造成开放式国防教

育长廊。长廊中央树立邱少云烈士

雕像，两侧悬挂全军挂像英模画像。

此外，学校还利用英雄主题班会、军

事体育活动等时机开展国防教育实

践活动。

该 旅 政 治 工 作 部 领 导 介 绍 ，近

年 来 该 旅 多 次 联 合 学 校 开 展 夏 令

营 活 动 。 2023 年 暑 期 ，新 村 逸 夫 小

学 师 生 走 进 该 旅 邱 少 云 纪 念 馆 参

观 ，官 兵 还 邀 请 师 生 到 邱 少 云 烈 士

生 前 所 在 连 队 ，参 观 武 器 装 备 、队

列训练等。

“我们希望这些活动为学生们打

下红色底色，当他们未来面对人生选

择时，能以英模精神激励自己，做出有

益于党和人民的选择。”该旅人力资源

科科长李宗说。

近年来，该旅在驻地对口帮扶“1

村 1 校 8 户 ”，主 动 参 与 驻 地 乡 村 振

兴 与 环 境 改 造 等 ，不 定 期 组 织 官 兵

到 村 镇 开 展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受 到 群

众广泛赞誉。

下图：陆军某旅邀请新村逸夫小

学师生来到邱少云纪念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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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西藏是一片纯净之地，这

里的天空，格外清澈。

日 喀 则 市 岗 巴 县 ，平 均 海 拔 达 到

4700 多米。在岗巴县昌龙乡乃村，家家

户户房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被清澈的

天空映衬得格外鲜艳。带领藏族乡亲

们升起一面面五星红旗的，是乃村村民

确吉。

9 月 27 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

彰大会上，确吉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

从 跟 随 母 亲 拉 吉 为 边 防 官 兵 背

水 ，到 带 领 乃 村 村 民 为 边 防 连 送 去 御

寒 物 资 ，再 到 鼓 励 女 儿 德 吉 担 任 部 队

巡边护边向导，几十年来，这位“阿妈

啦”（藏语，意为妈妈）团结带领藏族群

众，将爱倾注在边关哨所，在岗巴边防

线 上 谱 写 了 一 曲 民 族 团 结 、鱼 水 情 深

的动人歌谣。

亲人戍边在岗巴，边
境线上有个“家”

岗巴县城，坐落在喜马拉雅山麓。

1961 年，解放军进驻岗巴县，设立岗巴

边防营。

岗巴位于祖国的边境，也是确吉的

家乡。这些年，当地藏族群众与驻扎在

这里的边防营官兵结下深厚感情。

1987 年 ，确 吉 的 母 亲 拉 吉 突 发 疾

病，情况危急，是部队军医及时赶来救

治，挽救了拉吉的生命。这份感激，使

拉吉对“金珠玛米”的感情愈加深厚。

家 里 熬 了 酥 油 茶 ，她 带 着 女 儿 确 吉 一

起送到军营；藏历新年，她为官兵送去

肉 干 。 一 次 ，母 女 俩 得 知 因 冬 季 水 管

冻住，官兵用水困难，她们便发动村民

组成背水小队，为营区背来“拥军水”。

“阿妈啦和我们就像一家人。”谈起

确吉，岗巴边防营教导员蒋勇言语间充

满敬佩，“30 多年了，很多退役的老战友

至今还记得阿妈啦为我们送来肉干、护

膝时的情形。可以说，在边防连，每位

官兵都得到过阿妈啦的关爱。”

对边防营某连班长西热尼玛来说，

这份关爱是衣柜里的一件毛衣。那年

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担心官兵御寒衣

物不够，确吉织了十几件毛衣，专门送

到哨所。

对战士王聪来说，这份关爱是一副

羊毛手套。刚来岗巴的那个冬天，他的

手被冻伤。确吉看到后，心疼地将自己

的羊毛手套脱下，戴在他的手上。

昌龙，藏语意为“冷风处”，一到秋

后，风雪便不期而至。风雪来临，总会

勾起确吉的牵挂：“巡逻的战士回来没

有，有没有人受伤？”放心不下时，她就

冒雪守在路口，直到亲眼见到巡逻官兵

平安返回，她才安心。

“这个时候喝上一碗阿妈啦熬的酥

油茶，品出的都是家的味道。”王聪说。

携手同行巡边路，军
民共守幸福家

初 来 岗 巴 边 防 营 的 新 兵 ，很 多 都

对 岗 巴 的 复 杂 地 形 和 艰 苦 条 件 感 到

惊讶。

“这里几乎是我国平均海拔最高、自

然条件最差的一段边境线。”蒋勇介绍，

“这么多年来，阿妈啦和岗巴的藏族群众

一直同我们心连心，尽心尽力协助我们，

是我们守好边疆的可靠后盾。”

岗巴边防营营史中记载，一次，官

兵按计划前往生疏地域巡逻。那段路

途山势陡峭、暗冰遍布，稍有不慎就有

生命危险。得知官兵要去危险地域巡

逻，确吉自告奋勇担任向导。

“踩着我的脚印走”“注意前面有落

石”……一路上，确吉坚持走在巡逻队

伍最前面，提醒官兵避开危险地段，引

导官兵顺利到达任务点位。分别之际，

确吉说：“你们为我们守卫边疆，我们为

你 们 巡 逻 引 路 。 下 次 巡 逻 ，记 得 带 上

我！”

时光荏苒，今年 61 岁的确吉腿脚已

不像年轻时那样灵便，很难再像过去那

样和官兵共同踏上巡边路。在确吉带

动下，村里成立“雪山红色卫士”民兵巡

逻队，青壮年们轮流担任部队向导，将

军民共同巡边的传统延续下来。牧民

欧珠是村里的养羊大户，每当放牧遇到

陌生人和车辆，他都主动上前询问；村

民扎西也是巡逻队的一员，每次抵边放

牧归来，他都主动与边防官兵交流边境

线附近的情况。

藏汉一家，军民携手，铸就钢铁边

关。2016 年，岗巴边防营被授予“高原

戍边模范营”荣誉称号。

2017 年 深 秋 ，岗 巴 即 将 迎 来 暴 风

雪，一批防寒物资亟待送到各个哨点。

确吉在慰问中得知营里运力紧张后，当

即 四 处 奔 走 ，在 政 府 协 调 和 群 众 支 持

下，筹措 200 多台次车辆和 50 多匹骡马

为各边防点位抢运物资。运送完配发

物资，确吉又动员乃村藏族群众为边防

官兵赶制手套、袜子、护膝等，抢在封山

前送到官兵手中。

确吉家中的墙上，悬挂着这样一面

锦旗：“待兵如子，视连如家。”

“这些东西是年年都要送的。”确吉

说，“总有新来的战士，不能让他们冻

着。”

“家是最小国，国是
千万家”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

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

不开。”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结

束后，回到岗巴的确吉第一时间和乡亲

们分享会议精神。

“确吉阿妈啦是村委会主任，她觉

得自己有责任为群众宣讲党的民族政

策。”蒋勇说，边防营不少官兵也聆听

了确吉的宣讲，再一次感受到模范带领

下乃村群众爱国拥军的热情。

在乃村，每周一清晨都举行升国旗

仪式。利用集会时机，确吉总会讲几句

农奴解放的历史、解放军帮助藏族群众

的故事。在她看来，这些话“要常讲、不

能忘”。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确吉

的妹妹益次是一位教师，她在课上常为

学生讲述民族团结的故事。确吉的侄

子旦巴加入了民兵巡逻队，接过为巡线

官兵担任向导的接力棒。确吉的儿子

巴桑旦增则加入了义务宣讲队，传播党

的声音、宣讲团结故事，岗巴县的许多

乡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乃村青年旦增罗布从小就尊敬带

头拥军的确吉。高考那年，他选择报考

军校，并主动申请分配到条件艰苦的边

防服役。今年，他如愿回到岗巴，成为

“高原戍边模范营”的一员。前不久，旦

增罗布所在的哨所组织到最险的曲登

尼玛冰川巡逻，旦增罗布主动报名。

一路上翻越雪山，跨过断崖，经历

滚石和冰缝危险，旦增罗布和战友们成

功到边到点。

“我听阿妈啦说过，这段路比较凶

险，如果没有当地人做向导，很难到达。”

旦增罗布说，“如今走过这里，看到要守

护的家就在脚下。我相信，只要我们齐

心协力，就没有登不上的山、走不到的

边。”

图①：确吉（左三）与岗巴边防营官

兵在一起。 王 乾摄

图②：9 月 27 日，确吉被表彰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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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子弟兵的“阿妈啦”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西藏岗巴县昌龙乡乃村村民确吉

团结带领藏族群众爱国拥军记事

■赵 俊 本报记者 郭丰宽 特约记者 刘大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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