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7 老 兵 天 地老 兵 天 地 ２０２５年５月２４日 星期六责任编辑/张培瑶 柴华

天朗气清，风和日丽。江苏省扬

州 市 江 都 区 南 水 北 调 源 头 公 园 里 ，

来 自 江 都 区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的 孩 子

们 ，正 在 老 师 和 几 位 志 愿 者 的 引 导

下 ，闻 花 香 、听 鸟 鸣 、拍 照 片 、赏 美

景 。 走 走 停 停 的 队 伍 里 ，不 时 传 出

欢乐的笑声。

这些志愿者，来自江都区一支爱

心车队。除了带孩子们到周边景区踏

青出游，爱心车队志愿者还经常抽出

时间，陪孩子们做游戏，给他们讲故

事，带他们看电影……

这支爱心车队的队长徐永葆，曾

是一名舟桥兵。火热的军营，淬炼出

他坚毅的品格，也让他始终不改为人

民服务的初心。

2001 年初春，随着企业改制，从

当 地 一 家 公 司 下 岗 的 徐 永 葆 ，购 置

了一辆二手车跑出租。“群众坐上你

的 车 ，你 就 得 对 他 们 的 安 全 负 责

任 。”第 一 天 跑 出 租 ，徐 永 葆 不 时 地

“ 叮 嘱 ”自 己 。 从 那 天 起 ，当 兵 养 成

的 认 真 细 心 的 习 惯 ，被 他 融 进 每 一

趟行程。

一次，徐永葆载客途经一个乡镇

居民区。驶近路口时，巷子里突然滚

出一个篮球。“可能会有孩子追出来！”

他立刻作出反应，减速停车。果然，两

个七八岁的孩子从巷子里冲出来，紧

贴着车头穿过马路。

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的工作

态度，从事出租车行业 20 多年来，徐

永 葆 安 全 行 车 270 多 万 公 里 。“ 起 步

稳、车速慢，街头巷尾仔细看；遇到事

情莫慌乱，冷静处理要果断……”他编

制的一段顺口溜，在扬州市出租车司

机群体中广为流传。

徐永葆从事出租车行业不久，单

位 组 织 起 一 支 爱 心 车 队 ，号 召 司 机

们 立 足 岗 位 ，为 乘 客 提 供 更 好 的 服

务 。 徐 永 葆 听 闻 后 主 动 报 名 加 入 。

打那时起，他自学日常救护知识，还

在 出 租 车 后 备 箱 放 了 一 个“ 百 宝

箱 ”，常 年 备 有 晕 车 药 、速 效 救 心 丸

等药品。

有一年盛夏，一位老人乘车时突

发心绞痛。徐永葆赶紧拿出药品给

老人服下，一路疾驰送医。家属赶到

医 院 时 ，老 人 已 脱 离 危 险 。 还 有 一

次，一位老人上车后剧烈咳嗽不止。

“大爷，我送您去医院瞧瞧？”徐永葆

主动提议。经医生诊断，老人只是普

通感冒，但徐永葆的热心肠，让老人

感动不已。

拿行李的帮着提，有小孩的帮着

抱，腿脚不便的帮着搀……做好日常

服务的同时，徐永葆热心助人的触角，

还延伸到工作之外。他的手机通讯录

里，保存着 20 多位老弱病残乘客的电

话号码，这些乘客也留着他的号码。

“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遇到紧急情

况，他们要是不方便打车，可以给我打

电话。”徐永葆说。

后来，爱心车队更换队长，军人出

身、对公益事业满怀热情的徐永葆成

为不二人选。接任队长后，他决心不

负车队的“爱心”名号，带领队员们把

这项事业干得更好。

如 今 在 扬 州 市 一 家 大 型 企 业 工

作的顾敏，2017 年考上大学，但因母

亲去世、父亲重病，产生弃学打工补

贴家用的念头。徐永葆和爱心车队

队员们听说后，第一时间凑齐学费送

到她的家中。“姑娘，你安心读书，学

费的事别担心，叔叔阿姨管到底。”提

起队员们当时的感人话语，顾敏仍眼

圈泛红。

一股股暖流，也流进当地许多孤

寡老人的心田。连续 10 多个重阳节，

爱心车队都组织孤寡老人游览城市风

景；逢年过节，队员们放弃群众出行需

求多、接单量大的机会，凑钱备好慰问

品，给老人们送去……

当过兵的徐永葆，对战友们一直

怀有真挚的感情。7 年前的一封意外

来信，让他和队员们走上为退役军人

寻找老战友、为烈士寻亲的路。

2018 年 5 月，浙江省诸暨市老兵

陈汉江在收音机里听到徐永葆和爱心

车队的故事，便“冒昧”地给徐永葆写

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与扬州籍老

班长徐建国失联 50 多年，期盼有生之

年得以重逢……”

原来，陈汉江多年前曾与徐建国

一起上战场，两人在炮火硝烟中结下

生死与共的战友情。年纪越大，陈汉

江愈发想念老班长。

“这个忙，必须帮！”徐永葆发动队

员们迅即展开寻找。在有关部门和社

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1 个月后，他们

找到徐建国，帮陈汉江圆了梦。

奉献爱心的延长线，就这样越拉

越长。2021 年 3 月，扬州市三江营革

命烈士纪念馆发起为 67 位烈士寻亲

活动。看到烈士名单中的黄章水烈士

是诸暨人，徐永葆马上想起老兵陈汉

江，当即托他寻找线索。在陈汉江和

当地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为

黄章水烈士找到亲人。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只有带动更

多 人 参 与 ，爱 心 同 心 圆 才 会 越 画 越

大。”徐永葆说，这些年他们为烈士寻

亲的步履不停，在多方支持下，已先后

找到 13 位烈士的亲人。

当年，徐永葆接任爱心车队队长

时，队伍只有 12 名成员，如今已壮大

到 70 多人。大家争相“比安全、比服

务、比奉献”，5 人获评“江都好人”，6

人获评“扬州最美的哥的姐”，20 多人

被当地评为优秀志愿者。

穿行在扬州城大街小巷的他们，

恰如一道流动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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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武部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共同开展“缅怀

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图为军旅词作家、抗美援朝老兵邬大为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给官兵讲战斗故事。

荣俊运摄

进入 5 月，地处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边境的卡昝河流域，终于有了暖意。消

融的雪水从高山上流下来，滋润着大地，

卡昝河两岸的牧场开始披上“绿衣”。

河 谷 深 处 ，一 面 五 星 红 旗 迎 风 飘

扬。那里，是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博州边境管理支队道浪特边境派出所卡

昝河边境警务站所在地。

卡昝，哈萨克语意为“锅底”，因四面

雪山耸峙，俯瞰就像一口锅而得名。这

里平均海拔约 3000 米，年平均气温低于

零下 10 摄氏度，每年 8 级以上的大风天

有 200 多天。当地有一句顺口溜：“六月

春天到，八月雪花飘；一年四季风，天天

穿棉袄。”

2014 年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原

武警新疆边防总队的阿思里别克第一次

走进卡昝河边境警务站。4 年后，武警

公安边防部队集体转隶，阿思里别克脱

下“橄榄绿”，穿上“藏青蓝”，依旧坚守在

这里。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巡逻里程

12 万余公里、破获各类案件 200 余起、帮

助边民解决困难 3800 余件”的阿思里别

克，荣获 2025 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我从小在牧区长
大，对边防军人有着天
然的亲近”

阿思里别克出生在博尔塔拉蒙古自

治州博乐市一个牧民家庭。每年 5 月，

他们一家人都会骑着马、赶着牛羊，到水

草充足的夏牧场放牧。

在阿思里别克的记忆里，牧场上常

年搭着一些军绿色的帐篷。父母告诉

他：“咱们放牧的地方离别的国家很近，

帐篷里住的是守卫边防的解放军。”不

过，阿思里别克平时很少看到戍边官兵

的身影。那是因为巡逻点离帐篷很远，

官兵总是早出晚归。

有一次，阿思里别克跟着父亲外出

放羊，远远看到雪山山腰上有一群缓慢

移动的身影。父亲对他说：“那就是咱们

的边防官兵。”透过望远镜望去，6 名官

兵弓着腰、迎着风，手脚并用艰难挪动

着。那一幕，让阿思里别克对边防军人

多了一份崇敬。

深秋来临，阿思里别克一家告别生

活了几个月的夏牧场，转场到另一片牧

区。山路本就难走，又赶上连日大风，他

们不得不中途停下来，在一个山窝里避

风。夜幕降临，一家人正准备睡觉，帐篷

外的马突然嘶叫起来。再一细听，还伴

有令人不安的动物嚎叫声。

是狼！他们掀开门帘向外望去，只

见一团团影子，正慢慢向牲畜圈逼近。

就在那时，远处山头上突然亮起火光，出

现影影绰绰的人群，马蹄声、呐喊声交织

在一起。

“ 是 解 放 军 来 了 ！”母 亲 高 兴 地 喊

道。面对火光和官兵的呐喊，狼群停在

原地不再上前。对峙一段时间后，它们

三三两两散去。官兵又分成小组，将狼

群驱赶得更远。

草原上恢复了平静。阿思里别克一

家点起篝火，邀请官兵一起喝奶茶，听他

们讲这段时间帮牧民转场过程中发生的

故事。

“叔叔，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们？”

临别时，阿思里别克依依不舍。带队的班

长摸摸他的头说：“我们就在这附近巡逻，

要是碰上狼群，我们还会再来……”

“我从小在牧区长大，对边防军人有

着天然的亲近。”2009 年底，21 岁的阿思

里别克如愿参军，成为原武警新疆边防

总队阿勒泰边防支队的一名战士。后

来 ，他 考 取 军 校 。 2014 年 从 军 校 毕 业

后，阿思里别克被分配到原武警新疆边

防总队博州边防支队道浪特边防派出

所。当时，派出所在卡昝河地区新设警

务站，与原有的一处民兵临时哨所合署

办公。阿思里别克被任命为站长，带领

战友们担负起 33 公里边境线、3 个通外

山口、近 150 平方公里边境地区的巡逻

踏查和治安维护任务。

“把青春献给这样
的地方，是多么光荣”

尽管阿思里别克从小在牧区长大，

还曾在阿勒泰地区服役，可初到卡昝河

时，他还是觉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阿思里别克讲起初到警务站的情

景：“警务站是排低矮平房，只有 4 间屋

子：一间办公室、一间宿舍、一间餐厅和

一间库房。那里冬天没有民兵驻守，我

们抵达的时候，连续多日的风吹雪，几乎

把整个房屋埋住了。大家足足铲了 3 天

雪，才基本清理干净。站里没有电，我们

带去的肉就埋在门口的雪堆里，没想到

第二天被野狗叼走了……”

几天后，阿思里别克和战友们踏上

巡逻路。许多路段车辆无法通行，他们

只能骑马或步行。“拿 311号界碑来说，从

警务站到界碑直线距离 21 公里，我们要

翻山头、跨冰河，骑马来回得整整一天。

有时遇到突发情况回不来，夜里就睡在

山上。”说起巡逻路上的事，阿思里别克

的话匣子关不住，“你别看我从小在马背

上长大，在山路上颠簸了没两天，屁股就

磨破了皮。当时大家还开玩笑说，等再

过一阵子，磨出茧子来就不疼了……”

面对艰苦的环境、无边的寂寞，阿思

里别克带领战友们苦中作乐的同时，偶

尔也会问自己：把大好青春交给这个地

方值不值？

其实，阿思里别克也知道，如今条件

虽然简陋，但他们驻扎的营房，已经是第

三代营房，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第一

代营房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一人多深

的“地窝子”，为了保暖、隔湿，床铺用羊

粪堆积而成；第二代营房建于 1985 年，

用石头垒成，十分低矮。

2015 年 3 月的一天，阿思里别克和

战友们巡逻返回途中，特意到那两处老

营房去看了看。身处其中，阿思里别克

思绪万千：“前辈们苦不苦？苦！为什么

还能坚持，因为前方有界碑，后方是祖

国。把青春献给这样的地方，是多么光

荣……”想到这些，他站得更直了。

“当时，我感觉胸膛里仿佛有一团

火，觉得以后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能

勇敢面对。”阿思里别克说。

2018 年底，阿思里别克脱下军装，

成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第二年，上级

在第三代营房旁建起崭新的现代化营

房，还新增了健身房、医务室。这让阿思

里别克和战友们戍边的决心更加坚定。

“守好边境线，守
好牧民的心”

卡昝河两岸是当地蒙古族、哈萨克

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夏季牧场。每年 5

月到 10 月，周边的 500 多户牧民就会转

场到这里放牧，阿思里别克和战友们也

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期。“就跟小时候

我们家放牧时，戍边官兵和民警保护我

们一样，如今我也成为保护牧民的人。”

阿思里别克说。

当地牧民放牧周期长、转场行程远，

确保他们转场安全，是卡昝河边境警务站

民警的重要工作职责之一。阿思里别克

向笔者讲起护牧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

2016 年 6 月，一户牧民家的 20 多只

羊进入齐膝深的河水中，顺着水流方向

越走越远。接到报警后，阿思里别克立

刻带人赶到现场，跳进温度不到 10 摄氏

度的河水中，把羊全部赶上了岸。

2021 年夏天，一场狂风席卷卡昝河

地区，牧民赛力克的羊圈、帐篷都被吹

毁。正当赛力克一家手足无措时，阿思

里别克及时赶到，不仅帮他们把羊一只

不落地安顿到其他牧民的羊圈里，还把

一家人接到警务站临时住下来。次日，

阿思里别克自掏腰包买了一顶结实的帐

篷送给赛力克，赛力克十分激动，哽咽得

说不出话来。

“我们遇到麻烦事，第一个想到的就

是阿思里别克，他就像我们的亲人。”牧

民海沙尔回忆，有一年初春，他从县城前

往卡昝河地区，途中遇到风吹雪，汽车陷

入雪中趴了窝。无奈之下，他给阿思里

别克打电话。电话一打就通，但四周白

茫茫一片，他说不清具体位置。

没想到，阿思里别克还是凭着对地

形的熟悉，找到海沙尔所在位置。“他在

电话里说被困在一段山路上，附近有几

个弯，我一听心里就有数了。”阿思里别

克说。

2022 年，阿思里别克的职务调整为

道浪特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负责边境管

控工作。卡昝河区域地处当地边境管控

的最前沿，阿思里别克依然常常在警务

站忙碌着。

那天，阿思里别克带着接任警务站

站长的刘航到牧民家走访。路上，他对

刘航说：“在卡昝河，我们要守好边境线，

守好牧民的心。”

图①：阿思里别克（右）到牧民家走

访时，与牧民热情拥抱。

图②：阿思里别克获颁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留影。

图③：阿思里别克（右一）在第一代

营房内给学生讲戍边故事。

图④：阿思里别克（前）带领民警巡

逻。 受访者供图

制图：扈 硕

卡昝河，我把青春献给你
—访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民警阿思里别克

■赵 健

人物·老兵出镜

近日，第 82 集团军某连迎来一群特

殊的客人——34 名曾在该连前身部队

服役的老兵。他们受邀参加连队组织的

“薪火相传忆初心、奋斗强军续荣光”主

题活动，与官兵面对面交流。

在装备展示区，看到某型突击车和

新式枪械，老兵们难掩兴奋。征得同意

后，年过七旬的老兵朱大国端起一挺机

枪。了解机枪的基本构造后，他卧倒在

地，体会瞄准、击发的动作要领。

“连队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我们打

心眼里高兴。”朱大国曾任该连连长，他

对官兵们说，“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更要

立足岗位苦干实干，把技能练精，把本领

练硬，把连队建强。”

走进连队荣誉室，在志愿军特等功

臣赵先有烈士的铜像前，老兵们停下脚

步 。 赵 先 有 是 电 影《英 雄 儿 女》中“ 王

成”的原型之一。一场高地争夺战中，

时任连队副指导员的赵先有带领战友

顽强战斗，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的口号。

“军人就是要有拼劲，为了胜利敢于

豁出去”“血性胆气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要靠每一天的努力、每一次任务的

历练，去提升血性‘浓度’”……老兵们深

情的话语，激励着在场的每一位官兵。

在荣誉室展示的一张张老照片中，

老兵们寻找着熟悉的面孔。一位老兵

指着一张照片，对身边的年轻官兵说：

“你们看，这个是我，这个是在抗美援朝

战 争 中 荣 立 一 等 功 的 战 斗 英 雄 关 景

春。这张照片，是他当年回老连队时，

与我们的合影。”

荣誉室的一面墙上，几乎挂满了锦

旗。看到一面集体二等功锦旗，该连老

指导员贾过晓深情回忆往事：“42 年前，

连队到戈壁滩执行任务，大家战风沙、斗

酷暑，在实弹训练中打出‘满堂彩’，赢回

了这面锦旗……”

该连历史上曾荣立集体一等功 1次、

集体二等功 17次。老兵田现华指着墙上

最右侧的一块空白处，对连队指导员吕

琳说：“这里的位置还空着，下一面锦旗

的故事，由你们书写。”

参观结束，老兵们与连队官兵展开

进一步交流。从战斗故事讲到战斗精

神，从工作训练讲到日常生活，现场气氛

非常活跃。连队官兵纷纷表示，要用实

际行动为连队建设增光添彩。

老兵们告别前，连队特意组织了一

场小比武。在老兵们的见证下，中士董

平和下士黄天龙，在单杠卷身上比拼中，

成绩均超过 200 个。

左图：老兵们参观连队荣誉室。

徐 超摄

第 82 集团军某连 34 名老兵回营参观并寄语官兵——

“下一面锦旗的故事，由你们书写”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小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