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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班查房，然后根据患者病情开具

医嘱和处方，与患者和家属沟通、与同

事讨论病例……一大早，重庆市酉阳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龙溪村卫生

室村医袁攀，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 我 们 村 的 卫 生 室 ，是 重 庆 村 级

示 范 卫 生 室 。”袁 攀 自 豪 地 说 ，“ 经 常

有 附 近 村 镇 的 村 民 专 门 到 我 们 这 儿

来看病。”

2018 年起，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

色医学中心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结对帮

扶南腰界镇龙溪村。

1934 年，地处武陵山腹地的南腰

界燃起革命星火——这里诞生了苏维

埃红色政权。当年 10 月，红二、六军团

在南腰界胜利会师。南腰界群众与红

军将士并肩战斗，鱼水情深。

“老区群众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

贡献。振兴发展的道路上，绝不能让他

们落在后面。”该中心领导说，当时，龙

溪村卫生室只有几间板房，设备简陋。

“我们来了，就要让群众在村里能看病、

看好病。”

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不仅送来了医疗设备和药品，还协调资

金改造龙溪村卫生室。中心组建医疗

队 10 余 次 来 到 龙 溪 村 和 周 边 村 镇 巡

诊，对卫生室村医开展指导帮扶，提升

村卫生室医疗服务能力。

“这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可帮了

我们大忙。”在龙溪村卫生室，袁攀指

着远程会诊系统对笔者说。2021 年，

卫生室开通远程会诊系统，村民在卫

生 室 就 能 享 受 大 医 院 的 优 质 医 疗 资

源。“有了中心捐赠的医疗器械，我们

能更好地判断患者病情，及时对症治

疗。”袁攀说。

龙溪村 53 岁的赵大叔患类风湿关

节炎多年，关节变形，平时靠药物和理

疗缓解病情。冬季，山区天气湿冷多

变，他的病情越发严重。卫生室通过远

程会诊系统连线中心专家教授，及时调

整用药方案，并推荐赵大叔转诊到上级

医院入院治疗。病情缓解后，赵大叔感

动地说：“家门口也能看上专家号，军医

就是我们的依靠！”

如 今 ，卫 生 室 年 门 诊 量 、收 治 量

已 经 达 到 2018 年 的 13 倍 ，远 超 周 边

15 个 乡 镇 卫 生 院 ，较 好 解 决 了 附 近 4

县 8 村 3 万 余 名 村 民 的 看 病 难 问 题 ，

袁攀和同事也越来越有信心：“‘小病

不 出 村 、大 病 不 出 县 ’的 目 标 正 在 成

为现实。”

近几年，中心在南腰界及附近村镇

多次开展“红色军医老区行”活动，累计

行程上万公里。中心还与重庆市各区

县 74 家医院建立帮带关系，每年安排

区县医院医疗骨干到中心进修，培养各

层次医疗技术骨干千余人。

下图：2024 年 11 月，陆军军医大学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医疗队赴重庆市酉

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龙溪村

开展义诊活动，村民排队等候看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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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永祥、练红宁报 道 ：

“军地并肩舟破浪，龙蛇接力笔生辉。”

1 月 11 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湖樱洲

长廊张灯结彩，数十副双拥春联展示

在长廊两侧，多位书法家现场挥毫泼

墨，喜庆氛围吸引众多群众前来参观。

“这是第二次在玄武湖公园举办

双拥春联展。”南京玄武湖公园工作人

员介绍，玄武湖是南京市重要国防教

育基地和学雷锋活动实践基地。本届

春联展利用长廊上 98 对立柱和外侧

10 个展板，共展出 108 副蛇年春联、70

副双拥春联。

此次活动由军地有关单位与江苏

省楹联研究会合作举办。江苏省楹联

研究会多年坚持送春联、送讲座、送文

化进军营，受到官兵欢迎。近年来，多

位书法家为南京籍立功受奖官兵撰写

嵌名联。楹联与喜报一同送到立功受

奖官兵家中，配合营造了浓厚的尊崇

氛围。

在双拥春联展写春联送“福”字活

动现场，10 岁小学生张成王子的作品

颇受市民欢迎。张成王子的爷爷介

绍，孩子是名“军娃”，从小练习书法。

张成王子告诉笔者，这段时间，他和书

法培训班的学生一同书写了一批春联

寄给边海防部队的叔叔们，向他们致

以新年的问候和祝福。

“双拥春联将传统文化与拥军活

动相结合，借助新年春节的时机，宣传

双拥工作，强化国防观念，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一位活动组织者说。据悉，

双拥春联展将在春节后作为常设展陈

保留到 2026 年。

上图：1月 11日，2025第二届玄武

湖蛇年春联展暨双拥春联展览揭联展

示现场。 常 成摄

双拥春联装点玄武湖

极目远眺，冰川洁白晶莹，状如刀

劈斧凿。乌鲁木齐河已结冰，倒映着斑

驳山影。山河之间，是被积雪覆盖的绵

延草场。

壮 美 山 川 ，是 哈 萨 克 族 牧 民 世 代

生 活 的 家 园 ，也 是 人 民 子 弟 兵 接 力 守

护 的 大 好 河 山 。 1984 年 ，新 疆 军 区 某

基 地 某 保 障 队 的 前 身 部 队 进 驻 这 里 ，

与 牧 区 数 十 户 哈 萨 克 族 牧 民 比 邻 而

居。40 多年来，官兵与牧民生活在同

一片土地，守望相助，成为天山脚下的

“一家人”。

近年来，为更好服务驻地牧民，保

障 队 为 附 近 7 个 牧 区 及 5 户 零 散 牧 民

开 通“ 爱 心 热 线 ”，并 组 建“ 爱 心 服 务

队”，定期到牧民家中开展宣讲、巡诊、

维修等帮扶活动，“一家人”的感情愈

加亲密。

“用牧民的话讲牧民
关心的事”

“艾力，你回来啦！”

牧 区 哈 萨 克 族 青 年 艾 孜 热 提 艾

力·艾德力，在新疆农业大学读大二。

1 月 11 日，艾力放寒假刚刚回到家，保

障队“爱心服务队”成员、哈萨克族战

士 地 力 亚 尔·吐 达 洪 就 来 到 他 家 中 拜

访。

“ 上 次 来 的 时 候 ，艾 德 力·海 萨 大

叔特意向我们咨询现在参军入伍的政

策 。 叔 叔 阿 姨 让 我 等 你 放 假 回 来 ，再

好好跟你讲讲。”地力亚尔·吐达洪和

艾力说。

“这段时间，好几家牧民都向我们

咨 询 征 兵 政 策 。”地 力 亚 尔·吐 达 洪

说 ，牧 区 四 面 环 山 ，距 离 市 区 上 百 公

里 ，牧 民 90%以 上 为 哈 萨 克 族 。 上 了

年 纪 的 牧 民 中 ，很 多 人 汉 语 水 平 一

般，对相关政策了解不全面。

2019 年，该保障队在前身部队帮扶

小 分 队 的 基 础 上 ，遴 选 一 批 政 治 觉 悟

高、理论知识丰富、表达能力强的官兵，

组建“爱心服务队”。为提高宣讲质效，

他们特意吸纳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官兵

加入队伍，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宣讲。

“用牧民的话讲牧民关心的事，大家才

能听懂，愿意听。”保障队干事龙浩然

说。

为拉近和少数民族牧民的关系，服

务队还请哈萨克族战士在营区开设“哈

语小课堂”，并组织服务队成员学习少

数民族语言，力求成员走进牧民毡房都

能和牧民说上“一家话”。

这 几 年 ，服 务 队 结 合 牧 区 实 际 情

况 和 牧 民 需 求 ，围 绕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

绿色发展理念等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宣

讲活动。驻地少数民族群众多数以放

牧牛羊为生，“爱心服务队”官兵还请

来 养 殖 专 家 ，对 牧 民 进 行 科 技 养 殖 辅

导。

“ 有 段 时 间 ，我 家 牛 羊 病 死 率 偏

高。服务队同志走访得知后，不仅协调

兽医来治疗，还请专家给我讲解牲畜疾

病预防方法，帮我挽回了不少损失。”牧

民胡尔曼巴依说。

“‘兵亲戚’热心又懂技术，帮了我

们不少忙。我和哈萨克族的战士聊过，

现在政策好，我也想送儿子去部队当兵

锻炼。”艾德力大叔说。

“同在天山下，再远
都是‘邻居’”

“您把左手自然放平……”保障队

卫生员、“爱心服务队”成员陈博俯下

身，将血压计臂带套在 63 岁的牧民木拉

提·拜克力左臂上，认真观察着血压计

的显示屏，并给出专业建议：“要注意饮

食清淡，少油少盐。”

“很多牧民家里老人都有慢性病。”

陈博说，因为牧区周边暂无医疗机构，

保 障 队 抽 调 医 疗 骨 干 加 入“爱 心 服 务

队”，定期到牧区巡诊。部分定居牧民

家中水电暖设备常年缺少维护，保障队

又吸纳维修、心理等专业骨干加入，为

牧民排忧解难。

“牧民居住分散，需求多样，因此服

务队一直在拓展职能，增强服务群众的

能力。”保障队干部赵月华说，部队长期

驻扎在牧区，了解牧区情况，开展帮扶

具有先天优势。

赵月华告诉笔者，部队驻地附近有 7

个牧区及 5 户零散牧民，帮扶之初，牧民

家牲畜走失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一次，

牧民亚森家的几只羊走失，他的儿子去

寻找，直到深夜还未返家。亚森向保障

队求助，保障队官兵连夜出动，终于在一

处山坳找到迷失方向的少年。

为减少此类情况发生，保障队党委

研究后升级监控系统，并增设两架便携

式巡逻无人机，助力牧民插上“智能管

牧”的翅膀。

“修好了！”随着保障队水电工李斌

的话音，毡房内的牧民合上电源开关，

屋内瞬间灯火通明。

“这几年牧民富起来了，不少开上了

汽车、添了新家电，但牧区用电受自然环

境影响较大，电器和用电线路需要经常

维护。”李斌在这次服务活动中发现一些

常见安全隐患，并指导牧民逐个排查。

“从保障队到最远的一户牧民家，开车要

走 2 个小时，但我们开展服务活动一定

都会去到。同在天山下，再远都是‘邻

居’。”李斌说。

“凝聚成小家，才能
更好守护大家”

“赵叔叔，你们来啦！快进来坐，刚

好让我帮你们检修一下车子。”车开到

牧民亚森家的房前，一位哈萨克族青年

热情地走上前来。

拦车青年是牧民亚森的儿子哈依尔

别克——当年，15岁的哈依尔别克寻找走

失的羊时受困，所幸被保障队官兵找到。

如今，哈依尔别克学了一手汽车修

理技术，在牧区周边的汽修所任职。牧

区道路为砂石路面，对车辆轮胎磨损较

大 ，易 出 现 故 障 。 每 当 有 部 队 车 辆 经

过，哈依尔别克都十分注意车况。

“服务队常去走访，和牧民们很熟

悉。在巡逻、防控等方面，牧民时常为我们

提供信息，织密了防控网络。”赵月华说。

保障队地处深山，不时有野生动物

闯入，威胁到牧民、官兵人身安全。周边

环境秀丽，偶有自驾游或徒步登山游客

误入军事管理区。牧民零散分布在周边

的家，就如同编外“哨所”。服务队成员

告诉笔者，这几年夏季，白天在山上放

牧、晚上在背风处休息的牧民多次遇到

误入军事管理区的游客，并将他们带到

保障队接受官兵的检查与劝返；遇到野

猪、狼等野兽出现在保障队营区周边时，

他们也会提醒官兵做好防备。

开 展 服 务 活 动 归 来 ，适 逢 开 饭 时

间。陈博介绍，保障队食堂的“特色菜”就

是抓饭、烤包子、油香等少数民族美食。

“我们食堂的新疆菜绝对正宗。”保

障队炊事班成员一级上士李亚运自豪

地说，好几位服务队帮助过的牧民为了

表达谢意，特意来营区教授民族特色菜

制作方法。“前年有位炊事员退役回乡

后，开了家新疆风味餐馆，生意还挺红

火。”李亚运说。

说 一 家 话 、吃 一 家 饭 、进 一 家

门 ——这个“家”，既见证各民族间的互

助友谊，亦凝结着坚如磐石的军民团结。

“军民在这里凝聚成小家，才能更

好 共 同 守 护 祖 国 这 个 大 家 。”赵 月 华

说，“在天山脚下，我们和牧民就是一

家人。”

天山脚下天山脚下““一家人一家人””
——新疆军区某基地某保障队服务驻地少数民族牧民记事新疆军区某基地某保障队服务驻地少数民族牧民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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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1号

冰川。

图①：2025 年 1 月 11 日，新

疆军区某基地某保障队“爱心服

务队”官兵到牧民家中走访。

图②：“爱心服务队”官兵在

走访路上。

供图：郑小五、王 畅

图片设计：扈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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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影像

日前，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举行晋升警衔仪式，支队邀请晋衔警士家属来

到仪式现场，共同见证荣耀时刻。图为警士与军属分享自己在部队的成长进步。

卫振伟摄

近日，湖南省新化县军地领导前往吉庆镇小冲村，为荣立二等功的陆军某部

军士李叶辉家送上喜报与“二等功臣之家”牌匾。

刘杏梅摄

军地领导来送喜报军地领导来送喜报 军属见证荣耀时刻军属见证荣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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