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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硅化木化石，是乌鲁木齐市捐赠给

我们的。它既是一块珍贵的化石标本，也是舰

市之间友谊的见证……”

年终岁尾，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水兵广

场，刚刚分配到海军乌鲁木齐舰不久的新兵，

正聆听某部门政治教导员马志勇讲述战舰与

命名城市之间的故事。

“2024 年，乌鲁木齐舰喜事连连，接连获评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我们的‘第二故乡’也有多家单位

和个人受到表彰，全舰官兵备受鼓舞。”马志勇

说。

同一时刻，远在数千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市

文化中心北广场，城舰联合打造的巨型舰艇模

型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自模型建成以来，市民

打卡活动参与量已突破 107 万人次。

隔空“牵手”，远程互动，同一个名字将战

舰与城市联结在一起。

“乌鲁木齐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百万以

上人口内陆城市之一。”马志勇说，“我们的舰

艇以乌鲁木齐命名，既让‘海风’吹进了戈壁，

也让水兵远航时多了一分牵挂。”

了解乌鲁木齐，必定少不了了解新疆丰富

多彩的民族文化——共建之初，乌鲁木齐舰便

与乌鲁木齐市协商制定了加强民族团结互助

的 10 条具体措施。每年，乌鲁木齐舰会遴选官

兵赴乌鲁木齐市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乌鲁木齐

市则派出宣讲团为官兵介绍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

2024 年夏天，乌鲁木齐舰举办“海疆万里

行·北海之旅”夏令营，邀请对口援建的乌鲁木

齐县第一中学、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二小学少数

民族师生代表登舰观摩见学。从天山脚下来

到黄海之滨，少数民族师生体会到了祖国广

阔，与海军官兵结下珍贵友谊。

在乌鲁木齐舰上服役的少数民族战士，也是

民族团结互助举措的受益者——他们经常受邀

为官兵介绍民族文化，还发挥能歌善舞的特长，积

极参与舰上文艺演出活动，很快成长为士兵骨干。

团结凝聚战斗力。在乌鲁木齐舰市共同

努力下，乌鲁木齐舰官兵练兵备战劲头十足，3

年两赴亚丁湾，荣立集体二等功。

海军乌鲁木齐舰与新疆乌鲁木齐市共建—

天山与海疆“牵手”
■吴 頔 王泽洲

12 月下旬，在滇东某县先锋小学操场上，

一队官兵进行的刺杀操表演气势如虹。

这是先锋小学第二届文体艺术节开幕式，

驻军某部官兵受邀参加，为学生演示军事体育

项目。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学校在部队的

支持下，开展了不少国防教育活动，既邀请官

兵来到学校开展军训、上国防课，也组织不少

学生走进军营，体验军营生活。”先锋小学教导

主任杨林说。

今年 9 月，作为“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

一项内容，该旅邀请学校师生来到军营参观。

步入荣誉室，英雄飞行员的事迹引来学生赞

叹；来到训练场，战士们的擒敌拳令大家跃跃

欲试。参观间隙，适逢该旅战机出航执行任

务，起飞的轰鸣声一下子就吸引了学生们。

“ 没 想 到 能 亲 眼 见 到 战 斗 机 ，居 然 这 么

大！”第一次看到战机起飞，先锋小学学生赵博

宸激动不已，眼神中满是对翱翔蓝天的期待。

“这一年来，走进军营的学生们对战机的

好奇、对蓝天的向往，也带给我很多触动。”在

活动中为学生讲解的该旅干部张文静说，“这

些活动，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在他们心

中描摹出未来的形状。我想，这就是让学生走

进军营的意义。”

如今的先锋小学，4 层高的教学楼宽敞明

亮，校园里有军事训练场。这些，都得益于空

军航空兵某旅的援建。

“当年我们第一次来先锋小学的时候，有

的教室屋顶还漏雨。”空军航空兵某旅干部陈

峰说，“那时旅党委决定，响应国家教育帮扶的

政策，首先要改善周边学校的条件。”

从升级硬件设施做起，该旅为先锋小学修

缮校舍、购置课桌椅，还为学校配备多媒体教

学设备，建起军事训练场。

校园里的“军味”，不只体现在训练场——

开展援建以来，该旅选派骨干参与学校课外活

动设计，不仅在体育课上增加队列训练等内

容，还为学生开设军事体验课程。利用学校里

的军事训练场，该旅共拍摄制作 7 部军事体验

课教学视频，用于教学推广。

为帮助困难家庭学生，该旅设立“蓝色圆

梦”助学基金，广泛动员官兵参与捐资助学活

动，至今已资助 90 名学生。在该旅积极协调

下，军地每年召开教育帮扶军地联席会，在教

师选调、送学培训等事项上靠前对接，近 3 年为

学校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

2022 年，先锋小学挂牌“八一爱民学校”，

成为军队在全国援建的 360 所“八一爱民学校”

之一。

“老师们常说，我们的学生在机翼的庇护

下成长，也在战鹰的托举下腾飞。”校长闻小艳

说，“我希望大家好好学习，长大后既能成为建

设家乡的先锋，也争当保家卫国的先锋！”

空军航空兵某旅帮扶驻地小学—

机翼下的“先锋娃”
■夏 宇 代 英

迎着寒风，北部战区总医院援藏医疗队今

年第 4 次来到西藏阿里地区开展巡诊义诊。

“金珠玛米来了！”在阿里地区札达县团结

广场，看到“金珠玛米门巴”（藏语，意为“解放

军医生”）又来义诊，数十名藏族群众围拢过

来，为医疗队成员献上洁白的哈达，表达感激

之情。

札达县地处偏远，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

施薄弱，医疗资源短缺一直困扰着当地群众。

札达县人民医院仅设有 5 个临床科室和 3 个医

技科室。今年，北部战区总医院共组建 4 批次

医疗队赶赴札达县，开展巡诊义诊、培训医疗

技能、捐赠医疗设备。

在海拔 3700 多米的札达县人民医院，医疗

队成员、护士长李静小心翼翼地为 91 岁的藏族

老人卓玛做康复护理。

“之前每次吸氧，她都十分抗拒。”李静说。

今年 9 月，卓玛被诊断为高血压，需要经常

吸氧。但由于卓玛不懂汉语，听力不佳，护士

很难与她有效沟通。

为了解老人不愿吸氧的原因，李静请来懂

藏语的护士巴桑与卓玛交流，才明白是因为吸

氧管较长，有时会缠在身上，妨碍老人行动。

找到了缘由，李静就一句一句慢慢讲解、

翻译，耐心地整理吸氧管、做示范，调整氧流量

直到老人适应。经过耐心沟通，老人终于安静

下来，接受吸氧。

看到老人的指甲多年未剪，已经卷曲，李

静又找来指甲剪，将老人的手指甲修剪平整。

这次前往札达县人民医院，医疗队成员还

有一项任务，就是了解今年为医院配备的高压

氧舱效果如何。

“经过 7 次治疗，我已经可以在家简单活

动，不用坐轮椅了！”医院高压氧科护士长王冰

读到患者次乃拥珍发来的信息，脸上露出笑

容。

61 岁的次乃拥珍因慢性脑供血不足，经常

出现头晕、头痛症状，需要高压氧治疗，但以

前，只有几百公里以外的阿里地区医院才有高

压氧舱。今年 8 月，北部战区总医院指导札达

县人民医院开设高压氧治疗中心，次乃拥珍成

为第一批体验者。

“高压氧治疗中心开设不到半年，已经为

数百名藏族群众减轻病痛。”王冰说，“这一年

来，每次收到藏族群众康复好转的消息，对我

们都是一次鼓舞，激励我们继续更新设备、提

升技术，为更多受到疾病困扰的群众服务。”

为解决札达县群众看病就医实际困难，医

疗队还自主开发“视讯保藏”远程视频诊疗系

统，邀请医疗专家开展远程临床指导。

新年前夕，援藏医疗队结束任务，踏上返

程。一名医疗队成员在日记中写道：“一来一

回，我们的行程上万公里。作为人民军医，只

要群众需要，再远我们都会义无反顾！”

而同一时刻，在北部战区总医院，下一批

援藏医疗队已经集结完毕，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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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底，青藏高原进入农闲时节，但在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红柳

村的温室大棚内，仍是一片繁忙景象——游客

们正背着竹筐采摘新鲜蔬菜，村民们则在一旁

讲解指导。

“今年的一大变化，就是‘冬闲’变成了‘冬

忙’。”刚被提名青海省劳动模范的红柳村村支

书李国善告诉笔者，2024 年初，帮扶该村的陆

军某旅助力红柳村将大棚蔬菜种植产业升级

为农家乐，一年下来，游客多了，村民收入涨

了，村子的面貌也更美了。

部队帮扶之初，红柳村通过发展枸杞种植

产业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该旅调研分析

发现，当地由于海拔高，气候、土壤条件不佳，

新鲜蔬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便建议红柳村发

展温室大棚蔬菜种植产业。

随后，该旅为红柳村援建两套新型装配式

节能日光温室大棚，并协助引入配套种植技术

和管理经验。几年过去，红柳村已建成 26 座、

总占地面积 2000 平方米的温室大棚，大棚蔬菜

种植效益可观。村民李光荣说：“每年大棚里

的土豆一丰收，还没来得及入库，就在田间地

头被抢购一空。”

面对市场需求的扩大，该旅助力红柳村产

业升级，通过“专业合作社+供销社”的模式，加

速一二产业融合，促进集体经济从“小生产”走

向“大市场”。

村里有了合作社、加工坊，开起了农产品

直销店。直销店销售员向笔者介绍，现在店内

的农产品销路越来越广。“我们的产品都是自

产自销，价格实惠、品质可靠。正逢年底，许多

人都从这里订购年货，我们的产品插上‘翅膀’

走向了全国各地。”销售员说。

为延长产业链条，进一步带动村民增收，

今年初，在该旅的帮助下，红柳村开始布局以

休闲度假、生态观光与农家乐为一体的生态

旅游产业。在红柳村新建成的农家乐园中，

游客既可以享受采摘乐趣，还能将蔬菜现场

烹 饪 品 尝 。“ 发 展 旅 游 产 业 让 乡 亲 们 吃 上 了

‘旅游饭’，又不影响高原生态环境，这一步走

对了。”该旅领导说。

近年来，红柳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青海省“高原美丽乡村”。“当年这里

只有沙窝窝里的一排红柳树。”送走周末的最

后一批游客，李国善说，“现在，红柳已经成了

我们村的名片。我们盼着明年有更多的游客

来这里赏高原美景、体验农家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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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终，回顾一年来的双拥工作，我们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温暖记忆：全国道德模
范评选，军人榜上有名；表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拥军工作者名列其中……

2024年，人民军队传承双拥传统，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积极支持乡村振兴、促进民
族团结、对偏远欠发达地区开展医疗和教育帮扶，以实际行动书写了人民军队爱人民的
誓言。今天，让我们通过一组暖心镜头，重温这割舍不断的鱼水深情。

——编 者

图①、图③：12月，北部战区总医院援藏医疗队赴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巡诊。

孙 巍、郑洪通摄

图②：陆军某旅军营超市，官兵选购帮扶村直销农副产品。 聂川竣摄

图④：12 月 21 日，滇东某县先锋小学举办第二届文体艺术节，驻军某部官兵受邀参

加，并演示刺杀操。 黄道强摄

图⑤：新疆乌鲁木齐市国防教育主题展览上，维吾尔族群众表演民族歌舞。

党文彬摄

左图：空军某部官兵邀请滇东某县先锋小学师生来到部队参观，为学生介绍空军发

展历程、讲述空军英模故事。 黄道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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