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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部山区，哈萨克族牧民逐草

而 居 。 春 夏 季 ，他 们 在 阿 尔 泰 山 间 放

牧，到了冬季则转场到气温更高的南部

冬牧场。

中 蒙 3 号 界 碑 ，就 矗 立 在 阿 尔 泰

山上。

这块界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十师北屯市一八一团六连职工胡拥军

每年上山放牧期间最关注的地方。自

从 16 岁接过父亲的马鞭开始放牧巡边，

36 年来，胡拥军几乎每年都是牧民中第

一个上山、最后一个下山的。今年，胡

拥 军 下 山 的 时 间 比 往 年 早 了 些 ——9

月，他提前下山，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个人，赴京参加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表彰大会。

胡 拥 军 是 哈 萨 克 族 ，本 名 珠 玛 别

克 。 上 学 时 ，他 取 了 汉 名“ 胡 拥 军 ”。

“胡”字取自父亲胡达拜尔干名字的第

一个字，“拥军”则是哈萨克牧民对祖

国 、对 人 民 军 队 深 厚 感 情 的 写 照 ——

“拥护解放军”。

三代人的兵团情

在 216 国 道 通 向 一 八 一 团 的 道 路

旁，一座座铜像引人注目。其中，“五人

策马风驰电掣”组雕，是为纪念 1952 年

解放军剿匪斗争而创作的。雕像中，解

放军官兵高举红旗，奋勇向前。冲在最

前方的哈萨克族青年的原型，就是胡拥

军的父亲胡达拜尔干。

胡达拜尔干的家乡是新疆阿勒泰

地区青河县，自幼家境贫寒。新中国成

立后，解放军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十

九团来到这里执行剿匪任务，熟悉地形

的胡达拜尔干主动要求担任向导，后来

入了伍。剿匪任务结束后，部分官兵就

地复员，组建一八一团。胡达拜尔干退

役 后 成 为 该 团 职 工 ，在 别 克 多 克 牧 场

“三号沟”一带放牧巡边。

胡达拜尔干一生守在边疆，为自己

是一名兵团人而自豪。“我们兵团娃娃

都知道，兵团人就是要守边戍边。”从小

看着父亲放牧巡边的胡拥军说。

1988年 6月，胡达拜尔干退休，将护

边巡逻的接力棒交给儿子胡拥军。接

过父亲的马鞭，胡拥军肩负起护边员的

职责，从此在阿尔泰山间往来了 36年。

胡拥军的弟弟穆哈买提后来考入

警校，毕业后回到一八一团，成为一名

边防武警。后来，穆哈买提转改到边境

管理大队，和父兄一起，以不同身份履

行着守边护边的职责。

胡拥军的儿子达吾然如今正在内

地读大学。达吾然告诉父亲：“读完大

学，我一定会回到新疆、回到兵团，为新

疆、为兵团工作。”胡拥军听了很高兴：

“你爷爷是兵团一代人，我是二代，你是

第三代。我们一定要一代比一代做得

更好。”

帐篷前国旗飘扬

位于阿尔泰山深处的别克多克牧

场，夏季雨水充沛，气候温润。每年夏

天，胡拥军都赶着牛羊在这里放牧巡逻。

胡 拥 军 放 牧 的 地 方 ，被 牧 民 称 为

牧场“三号沟”，因邻近中蒙 3 号界碑而

得名。这里距离一八一团部有 170 公

里，人迹罕至。对胡拥军来说，每年来

到“ 三 号 沟 ”，比 转 场 、放 牧 更 重 要 的

事，就是负责 3 号界碑和附近边境线的

看护巡逻。

每 年 上 山 ，胡 拥 军 要 带 的 东 西 很

多：锅碗瓢盆、换洗衣物、馕和面粉……

毕竟要在山上待一整个夏天。马匹负

重有限，这些物资都经过精挑细选。无

论怎么挑选，行李中永远少不了一根旗

杆和一面五星红旗。

每当进驻牧场，搭好帐篷，胡拥军

就会在帐篷前的空地上升起国旗。

山间风疾日烈，一根木制旗杆大概

只能用三五年。胡拥军现在用的旗杆

是 2022 年夏天更换的。那年用新旗杆

升 起 国 旗 后 ，他 给 五 星 红 旗 拍 了 张 照

片，并设成了自己的微信头像。“这个最

能代表我的身份，也是提醒自己在边境

要时刻牢记维护国家利益。”胡拥军说。

20 世纪 90 年代，边境线上一度有

盗猎分子活动。有一次，胡拥军巡逻时

发现一伙带着猎枪、铁夹和动物毛皮的

陌生人来到边境线附近。“我一下子就

看出他们是盗猎者。”经验丰富的胡拥

军没有惊动他们，而是热情地将几人邀

请到自己的帐篷吃饭、休息。晚上，待

盗猎者们熟睡，他骑上马跑了七八个小

时，找到边防派出所报告情况，配合边

防警察在盗猎团伙出山前将他们抓获。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88 年接替父亲

以来，胡拥军共拦阻临界牲畜 4000 余头

（只）、人员 20 余人，向边民宣讲法律法

规 200 余次，制止违法采挖药材等人员

100 余人次。

守好界碑守好家

到了这里，即使是最矫健的马也走

不动了。前方是乱石堆砌的陡坡，仅有

的裸露土地长满了湿滑的野草。马不

能走，但人还要继续向前。

52 岁的胡拥军从马背上下来，向着

巡逻的目的地中蒙 3 号界碑出发。

由于今年下山比往年更早，放心不

下的胡拥军决定再去 3 号界碑走一趟。

经过一个由一块块碎石堆起的石堆，胡

拥军告诉记者，这是几十年来，巡边的

人堆起来的。“每次巡逻走到这里，都放

几块石头。一是作为标记，表明这里是

我们的领土，二是祈愿平安。”说着，胡

拥军捡起两块石头放在石堆上，“祈愿

祖国边境平安、人畜平安。”

2022 年夏天，兵团第十师北屯市融

媒体中心的 2 名记者为了拍摄纪录片，

曾跟随胡拥军一同前往 3 号界碑。海拔

接近 3000 米，山路陡峭难行，2 名记者

比胡拥军年轻 20 多岁，却跟不上这位

“老边防”的脚步。

1 个小时后，胡拥军终于抵达了 3

号界碑。他掏出望远镜仔细观察周边

情况，看是否有人员、牲畜过界。

界碑上，字迹鲜红。“每年上山后下

山前，我都专门过来为界碑描红。”胡拥

军说，“守好界碑，就是守好家。父亲告

诉我，我们脚下的这片国土，一寸都不

能丢。”巡边路上，胡拥军有时会遇见阿

勒泰军分区某边防连官兵，他总是热情

地为官兵当向导，还邀请官兵去自己的

帐篷里休息。“我们都为祖国守边防，当

然是一家人。”胡拥军说。

北屯市融媒体中心为胡拥军拍摄

的 纪 录 片 完 成 后 ，地 方 电 视 台 经 常 播

放。每次看到这部纪录片，胡拥军的妻

子 加 纳 尔 总 是 边 看 边 哭 ，又 忍 不 住 不

看。“很多事我以前不了解，不知道他这

么苦……”加纳尔告诉记者，胡拥军很

少和家人讲放牧巡边的事，她这几年才

从其他护边员那里得知，胡拥军好几次

差点被“哈熊”吃掉。阿勒泰人所说的

“哈熊”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棕熊，站起来

和人一样高。每年夏天，胡拥军的牛羊

都要被“哈熊”吃掉几头。

比“哈熊”更可怕的是大雪。2022

年 10 月，还未来得及转场，别克多克牧

场 突 降 大 雪 ，胡 拥 军 被 困 在 山 上 半 个

月 。 由 于 山 上 没 有 信 号 ，家 人 万 分 担

心，联系了警察才把他救出。至于在巡

边路上从马上跌落受伤，对于马背上长

大的胡拥军来说，更不值一提，“马背上

生活，摔跤很正常。”

感受到通往界碑路途的凶险、守望

界碑的艰辛，记者忍不住问胡拥军：“准

备干到什么时候？”

“只要身体允许，年年都要来。不

看到界碑，总觉得少点什么。”胡拥军笑

呵呵地说，自己身体还很不错，“再过 10

年，照样能上来，一点问题没有。”

题图：胡拥军在界碑前敬礼。

王范平摄

下图：胡拥军在巡逻路上。

朱新宁摄

本版制图：扈 硕

3号界碑的守望者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

北屯市一八一团六连职工胡拥军36年巡边护边记事

■张金年 胡 强 本报记者 杨明月

10 月 18 日，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

凹后村欢声一片。村民文化活动中心

门口搭起了舞台，悦耳歌声飘扬在美丽

山乡。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

为她幸福，为她增光……”一曲《在希望

的 田 野 上》，赢 得 凹 后 村 村 民 热 情 喝

彩。台上放声歌唱的，是东部战区海军

“东海强军文化先锋艇”综合服务队队

员彭香玲。

“我们今天一大早开车赶过来。”彭

香玲告诉记者，凹后村是该部的定点帮

扶村。近几年，综合服务队走进多个帮

扶村，提供文艺演出、义诊、法律咨询等

服务。

2018 年 9 月，东部战区海军与当时

的福建省省级贫困村凹后村建立结对

帮扶关系。战区海军相关部门先后 9

次深入调研，推动帮扶方案落实落地，

帮助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

乡音叩动心弦，表演燃起斗志。服

务队队员们还准备了充满战味的《列阵

大洋》等节目，展现海军将士勇于亮剑、

创新超越的姿态。

“姐姐，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当

海军！”来观看演出的山下中心小学学

生吴诗思拉着服务队队员陶思旖的手

兴奋地说。

“听说你们要来，学生们中午专门

采来花朵编成花环，说要把最美的花献

给最可爱的人。”山下中心小学教师吴

智勇说。

演出前后，服务队理论骨干在村党

群活动中心为村民宣讲党的创新理论、

最新惠农政策；战区海军医院医师为村

民听诊、开方、送药；服务队书画创作员

龚怡帆挥毫泼墨，为村里的老人书写祝

寿词，与儿童一起绘制富有童趣的国画。

80 岁的村民占月琴收到龚怡帆书

写的寿字，看了又看，爱不释手。临行

前，她拉着龚怡帆的手舍不得放开：“去

我家喝杯茶吧！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

离不开部队的帮助，感谢你们一直惦记

着我们……”

“这场综合服务活动很暖心，也很

贴心。”村干部张浩说，“我相信，海军官

兵和我们手牵手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

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东海强军文化先锋艇”综合服务队走进帮扶乡村—

军民心连心 幸福手牵手
■代宗锋 本报记者 胡云艳

图①：服务队书画创作

员龚怡帆与凹后村儿童共

同写书法。 冯伟豪摄

图②：服务队队员与凹

后村村民携手起舞。

刘建义摄

秋日，奔流的江水从江西省九江市

穿城而过。九江长江大桥旁，火红的凌

霄花映衬着一所学校的围墙——这里

是硬骨头六连希望学校。

学校以英雄连队命名，是因为该校

是原南京军区“硬骨头六连”所在师官

兵 1998 年完成抗洪任务后所援建。虽

几经调整改革，陆军某旅“硬骨头六连”

始终关注着这所以连队命名的学校。

漫步在硬骨头六连希望学校校园，

学生们背的是迷彩书包，穿的是迷彩校

服，唱的校歌是“硬骨头六连”连歌。课

间，学生们做完广播体操，又练起了军

体拳。

每次练军体拳时，初二学生马伟总

是格外起劲。他还记得六连官兵来学

校教授军体拳时的叮咛：“打得不错，脚

落地的瞬间重心跟上的速度要是再快

点就更棒了！”牢记“解放军叔叔”指点

的要领，如今马伟身姿挺拔、动作连贯，

越来越接近他理想中军人该有的样子。

硬骨头六连希望学校德育主任文俊

胜告诉笔者，学校近年来将军体拳作为

学生常规训练操，取得强身健体、砥砺意

志的效果，不少学生的精气神和学习动

力也越来越足。

共同的记忆，共同的名字，六连和

这所学校的联系不止于捐资援建。

曾任“硬骨头六连”第44任指导员的

该旅某营教导员熊维，就是江西九江人。

“1998 年，我还在上小学。”熊维至

今记得，在九江大堤岌岌可危的时刻，一

辆辆军绿色的卡车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九

江，一道道迷彩身影手挽手跳入汹涌的

江水，化作阻挡洪流的钢铁长城……

洪水退去后，满城百姓夹道相送抗

洪官兵，熊维也是人群中的一员。从那

时起，他对绿军装产生了向往。高考填

报志愿时，熊维报考军校，毕业后分配

到“硬骨头六连”所在部队任职。

“硬骨头六连希望学校，就像是一

条纽带，将六连官兵和九江人民联系在

一起。”熊维说，“如今我接过了接力棒，

一定要将这份情谊延续下去。”

作为硬骨头六连希望学校的“校外

辅导员”和该旅援建工作的见证者、亲

历者，熊维介绍，能将共建常态保持好，

离不开该旅长期以来“三个不变”的坚

持——坚持拥政爱民的目标不变，坚持

助学兴教的观念不变，坚持共建共育的

责任不变。

2017年起，该旅多个连队向“硬骨头

六连”学习，对山区和驻地附近学校开展

助学活动。截至目前，该旅共援建5所学

校，官兵与各学校的百余名困难学生结

成帮扶对子。

9 月，该旅官兵收到硬骨头六连希

望学校六年级学生罗博恩的来信。罗

博恩在信中写道：“解放军叔叔，你们的

帮助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还有人在

默默关心着我。叔叔，我想成为像你们

一样的人。”

“我们收到的许多来自援建学校学

生的信件中，不少学生都把‘长大当解

放军’当作自己的理想。”熊维说，自己

也给他们回了信，用亲身经历鼓励他们

刻苦学习、积极锻炼，为响应祖国的召

唤做好准备。

该旅一名领导形象地将学生们的

愿景描述为援建工作的“回响”。“学生

们对知识的渴望、对军营的憧憬，让官

兵更加懂得自己苦练打赢本领，是为谁

而练、为谁而战。”

上图：陆军某旅“硬骨头六连”官兵

展读学生来信。 金 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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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陆军某旅联合驻地幼儿园开展“国防

教育进军营、共筑强国强军梦”活动，官兵带领儿童参

观旅史长廊，为他们讲解旅队先辈抗战历史。

张 毛摄

①①

②② 双拥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