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 责任编辑 / 宋 坤 刘廷英2025年 1月 3日 星期五 Tel：010-66720974

隆冬清晨，循着边境线前行，穿过

狭长的昆仑山凹，呼啸的冷风陡然凛冽

起来。

“穿戴装具，出发！”当清晨的第一

缕阳光升起，班长古再丽努尔·阿布拉

发出清亮的口令。迎着朝阳，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三师叶城二牧场三连“女子

民兵班”8 名民兵护边员踏上巡边路。

队尾的副班长古再丽·艾依迪尔边走边

整理随携的巡诊药品，一抹高原红在她

清秀的脸上愈发鲜艳。

古 再 丽 努 尔 和 古 再 丽 都 是“95

后”，从小在牧场长大，虽没有血缘关

系，却胜似亲姐妹。2018 年，两人从石

河子大学护理专业毕业，放弃在大城市

工作的机会，回到昆仑山，被大伙亲切

地唤作“昆仑姐妹花”。

牧场地处边境，每年夏冬两季牲畜

转场时，巡逻和生产任务叠加，常常人

手紧缺。2019 年 9 月，古再丽努尔主动

向连队党支部提出成立“女子民兵班”，

一边巡边护边，一边服务牧场建设。穿

峡谷、蹚冰河、走石滩……高寒缺氧、达

坂纵横让巡边路充满艰辛，但她们从不

抱怨。

“我们是兵团第三代，祖辈、父辈都

是护边员。”古再丽努尔说，“祖父是新

中国第一代护边员。记忆中，祖父常拿

着老照片给我们讲戍边巡逻的故事。

他总说，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

报答党和国家的恩情。”

“我祖父也是。他退休后，父亲接

替守边数十年。记忆中，父亲总是一

身迷彩，有时巡边任务重，无人照看我

们，就把我们也带上。”古再丽想起 7 岁

那年第一次和古再丽努尔走在边境线

上的情景。凛冽的寒风夹着沙尘，眼

前是漫天白雪，身侧是陡峭悬崖，两个

小姑娘的腿不住地哆嗦，眼泪在眼眶

里打转。

“父亲拉着我俩的手说，‘咱们是戍

边人，这里是我们的家，咱不怕’。”古再

丽笑着说，“我现在还记得父亲当时温

柔而坚定的眼神。”有一次跟着父亲巡

边，两人发现有陌生牧民正剪断铁丝

网，准备越界放牧。父亲迅速上前制

止，并宣讲边境法规，讲明越界的严重

后果。“当时觉得父亲又帅气又高大。”

古再丽努尔说，“那时我暗下决心，长大

也要为国守边。”

凛冽的寒风拂过她们的脸庞，留下

风霜的印记。这里的一切，大到守护区

域、地形地貌，小到国界标志、一草一

木，她们早已烂熟于心。巡边之余，两

人还苦练抵边侦察、封控搜救、擒拿格

斗等课目，并发挥“酵母”作用，将医疗

护理专业知识传授给队员，让“女子民

兵班”成为牧区医疗小分队。

“牧区医疗水平落后，看病难、药品

缺等问题突出。牧民放牧跌倒摔伤，只

用棉布简单包扎；谁家有个头疼脑热，

基本都是硬扛。小时候，我们喜欢玩过

家家，扮演医生给牧民看病，没想到长

大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护理专业，也算

为大家尽一份心。”古再丽努尔说。

深一脚浅一脚，经过数小时的跋

涉，队伍来到牧民毛拉艾孜孜·麦提斯

依提家中。姐妹俩一边拿出日常药品

赠送牧民，一边帮毛拉艾孜孜量血压，

进行常规检查。

“这对‘姐妹花’，人好心善，我们大

伙都很喜欢。”见民兵们来了，毛拉艾孜

孜满脸笑容。2021 年 5 月，毛拉艾孜孜

的儿媳突发哮喘晕倒，正在巡边的古再

丽努尔和古再丽得知消息，冒雨赶来救

治，并及时将她儿媳送往医院。

为牧民送去必要生活物资、宣讲

护理常识和文化知识、帮助牧民转场

牲畜……雪域高原的巡边路上，留下

了 这 对“ 姐 妹 花 ”的 青 春 足 迹 。 多 年

来，她们巡边 400 余次，走过近 2 万公

里山路，为牧民修水龙头、整理饲料、

安装家电、修剪羊毛，练就了“十八般

武艺”。当地牧民提起两人总是赞不

绝口。

傍晚时分，寒风依然呼啸。队员们

巡边归来，夕阳映照冰峰，金光夺目。“边

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两人领着队员

们齐声喊出心声，一扫巡边路上的疲惫。

当被问及“是否想过离开”时，古再

丽努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最初巡

边时，我高反挺严重的，当时真的想过

放弃。但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想起和

父亲一起巡边的日子，想起和牧民们共

同经历的风雨，我知道，这里就是我们

的家，我们会一直守护它。”

图①：巡边路上，“女子民兵班”民

兵护边员相互搀扶着通过山坡路段。

图②：古再丽努尔·阿布拉（右）和

古再丽·艾依迪尔。 王 振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叶城二牧场三连“昆仑姐妹花”用青春守护边关—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张 瑾 刘春雷 本报记者 贾广宇

本报讯 段醒辰、特约记者张军报

道：“滇池南岸水域有多名群众被困，请

立即前往救援！”岁末年初，云南省昆明

市晋宁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开展应急救

援训练。接到命令，应急民兵连民兵迅

速出动，分乘 7 艘冲锋舟，驶往预定水

域搜救“受困”群众。

“战场所需，训练所向，越是险难课

目越要常练实练。”该人武部领导告诉

记者，他们打破以往常规流程，构设逼

真战场环境，紧盯险难课目设置特情，

从严从难锤炼民兵分队复杂条件下的

连续作战能力。

“发现目标！”确定“落水”群众具体

位置及水势情况后，冲锋舟上的民兵精

准 投 放 救 生 圈 、救 生 衣 ，进 行 水 上 救

援。随后，操舟手不断变换队形避开水

上障碍，最终平稳靠岸。

翻看该人武部“周训练计划”，“过

境部队前方道路遭遇袭击”“无人机在

前送物资时遭受电磁干扰”“某县战创

伤救治人员匮乏需跨区支援”等各种应

急处置训练课目不一而足。

该人武部领导表示，相比过去组

织的打靶等常规训练，这种针对具体

应急情况处置的训练，对民兵实战能

力和心理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为此，

该人武部计划设难训练条件、设严训

练标准，积极探索创新训练方法，通过

多专业交叉互训、多课目协同共训的

方式，实打实强化民兵在复杂条件下

的应急处突能力。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人武部组织民兵连开展应急救援训练

从严从难提升应急应战能力

本报讯 崔嘉玮、胡栋木报道：隆

冬时节，山西省军区直属队营院门口对

面石墩上，一位久坐不走的老人引起执

勤哨兵的注意。

值班员上前询问情况，老人说道：

“小伙子，我从长治到太原看病，要下午

才能拿到报告，这腿脚不利索，在这里

歇个脚。”了解原因后，哨兵立即向大门

口接待室报告情况，随即扶着老人前往

接待室休息，并为老人倒上一杯热水。

据悉，直属队接待室除接待相关来

访人员外，还为往来群众提供便利服务，

让群众喝口水、暖暖手、歇歇脚。2024

年，家住太原市迎泽区的李先生前往医

院看病时突发晕厥，倒在营区门口，当日

值班员发现后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救治。

小小接待室成了官兵与群众密切

联系的窗口，也成为该队官兵服务群众

的一个缩影。慰问孤寡老人，开展捐资

助学活动，参与义务植树……近年来，

该直属队先后组织官兵与当地多家单

位开展双拥共建工作。

走进直属队荣誉室，墙上一面面锦

旗格外引人注目：“人民卫士，一心为

民”“危难伸援手，义举暖人心”……锦

旗的背后，是官兵为民服务的最好诠

释。2024 年 2 月，直属队组织 200 余名

官兵，成立 10 支党员突击队，前往城市

主干道和医院、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

扫雪除冰、疏通道路，为居民生产生活

提供便利条件。

“人民子弟兵就是要为人民。”该队

领导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接待室规

范化建设，增强官兵为民服务意识，提

升为民服务本领，以实际行动为人民群

众造福兴利。

山西省军区直属队为民服务办实事

接待室里暖意浓

新的一年来临之际，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实验小学学生用绘画、信件和贺卡等载体向

边防官兵致敬。

上图：学生展示自己亲手设计的作品。

右图：学生认真创作作品。 戴伟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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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下旬，安徽省长丰县水湖镇武装部组织民兵走进草莓种植

大棚，帮助农户采摘草莓。 徐 伟摄

日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国动办联合嵩山路学校举办首届国防教育主

题运动会，增强学生国防意识。 田志富摄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武部

扎实开展安全教育
本报讯 彭先华报道：2024 年 12 月

下旬，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武部组织

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帮助干部职工和文

职人员熟练掌握心肺复苏、灭火器操作

使用等动作要领。

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

走访慰问新兵家庭
本报讯 刘明奎报道：连日来，山东

省济南市钢城区人武部联合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开展走访慰问新兵家庭活动。目

前 ，全 区 已 摸 底 登 记 新 兵 困 难 家 庭 27

个，区、街道分级成立帮困小分队，为他

们解决多个难题。

“ 同 学 们 ，这 是 歼 -20，是 我 国 自

主 研 制 的 新 一 代 隐 形 战 斗 机 ……”

2024 年 12 月底，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

区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军休干部张

福 纯 手 持 歼 -20 战 机 模 型 ，为 来 这 里

参 观 各 式 装 备 模 型 的 三 涧 中 心 小 学

学生义务讲解国防知识。

今 年 69 岁 的 张 福 纯 是 小 院 的 主

人，也是这间家庭军模馆的创建者。“我

从小就喜欢制作各种模型，参军入伍

后，整天与飞机打交道，更是对装备模

型爱不释手。”张福纯告诉笔者。

1973 年，张福纯成为一名海军航

空兵。服役期间，他先后担任技师、保

卫科长、飞行大队教导员等职务。业余

时间，他参照《舰船知识》等画册，尝试

拼装各种装备模型。

2001 年，张福纯退休，在旅顺口区

三涧堡街道土城子村落户安家。从此，

制作装备模型，成了他的头等大事。在

老伴儿的支持下，张福纯购买了模型板

件、电焊机、刻刀等设备。为了将各种

舰船、飞机模型做得逼真，他四处寻找

模型专家拜师学艺。

“制作模型不但需要专业知识，还

要有耐心和毅力。”张福纯告诉笔者，

从 构 思 、绘 图 到 动 手 制 作 ，每 一 道 工

序、每一个零部件的组装，都要小心细

致。在制作大连舰模型时，他把曾在

舰上工作过的战友请到家中为他指导

细节。

除亲手制作模型外，张福纯还四处

收 集 了 许 多 国 产 先 进 舰 船 和 飞 机 模

型。渐渐地，他的收藏越来越丰富。

2006 年 8 月 ，张 福 纯 腾 出 自 家 院

子，创办占地 100 多平方米的家庭军模

馆，免费对外展示所有模型，周边中小

学生、企事业单位员工等纷纷前来参

观。张福纯充当义务讲解员，为他们讲

解装备知识和背后的故事。

“我只在电视里见过战斗机，这模

型 真 精 致 ”“ 长 大 后 ，我 也 要 当 飞 行

员”……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让张福

纯更加坚定了制作模型、宣传国防知识

的决心。如今，张福纯身兼多所学校

“校外国防教育顾问”，他时常白天去学

校为学生上课，晚上回来加班加点制作

模型，有时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2008 年，军模馆被命名为旅顺口

区国防教育基地。目前，该馆已成为

当地有名的“红色打卡地”。“我希望能

制作出更多装备模型，让参观者都能

在这里学知识、受教育。”谈及未来，张

福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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