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防国防 66 2023年 9月 17日 星期日

■金台点兵R

■国防视线R

图图①①：：巡逻小分队在描红界碑巡逻小分队在描红界碑。。

图图②②：：连队战士与他们帮扶的迈丹连队战士与他们帮扶的迈丹

小学学生在一起小学学生在一起。。

图图③③：：连队官兵走进边关牧区宣传连队官兵走进边关牧区宣传

政策法规政策法规。。

图图④④：：校外辅导员彭国棋正在教孩校外辅导员彭国棋正在教孩

子们唱歌子们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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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迈丹边防连—

一片丹心映边关
本报记者 杨明方

在祖国西部边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

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距离边境线直

线距离仅 10余公里的玛依丹村是一个远近闻

名的抵边村。61 年前，随着迈丹边防连的官

兵来到这里驻防，人们习惯上把这里称作迈

丹村。在这里，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携手并肩，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村里有座“感恩碑”

一路穿越戈壁，翻山越岭，来到迈丹村。

主干道旁，一幢幢富民安居房整齐有序。村

子中央，有一座圆形基座的高大石碑，石碑正

反两面是两行红色大字：“永远感恩共产党”

“世代铭记解放军”。碑顶是一个红色的五角

星，在蓝天白云下分外耀眼。

村支书倪高翔介绍，这是村民自发设立

的“感恩碑”。“感恩碑”下的圆形底座，象征着

柯尔克孜族的毡房，长方形的碑体象征着解

放军的边防哨所，寓意着“一处毡房就是一个

哨所，一位村民就是一个哨兵”。

今年 80 多岁的连队原副政治指导员沙

力曼·阿布都热依木介绍，1962 年，迈丹边防

连官兵刚来驻防时，这里还是一片戈壁滩，周

围是光秃秃的连绵群山。牧民居无定所，都

是住在破旧漏风的毡房中，一天能吃上一顿

饱饭都是奢望。

为了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官兵刚刚安营扎

寨，就开始在盐碱地上种树。有了树，才能让

荒凉的戈壁滩成为绿洲。刚开始，一年栽种近

千棵树苗只能存活几棵，但一代代连队官兵接

力在戈壁滩上挖沟修渠，植树造林。新兵下连

队都要去种树，认领树苗，呵护小树成长；老兵

退伍也要种树，向自己的“责任树”道别……

如今，曾经的几棵树变成了成片的树林，官兵

累 计 为 驻 地 新 建 草 场 1000 余 亩 、植 树 6 万

余棵。

环境变好了，原先搬离的村民也陆续回

迁。当年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聚居点，如今已

发展成 1700 多人的村庄。10 年前，当地村民

以这片树林为中心建起迈丹新村，村民们亲

切地把这片树林称作“戍边爱民林”。

连队门前的“五星杨”见证了迈丹的变

化。这棵杨树枝繁叶茂，高三四十米，两三个

人才能合抱。更为奇特的是，它的每一根枝

条，掰开横断面都是一个规则的深褐色五角

星，官兵们亲切地称其为“五星杨”。

在迈丹村主干道一侧，是村里的“连心大

巴扎”。在这里，烤包子店、百货超市、快餐

店、台球厅等商铺一家挨着一家。数十年来，

在边防连官兵的帮扶下，迈丹村先后建起地

毯厂、刺绣厂，打通网络销售平台拓展销路，

解决了不少村民家门口就业问题。连队主动

帮助村民新建及改造棚圈，聘请专家开展授

种养殖技术培训，村容村貌不断改善，实现脱

贫摘帽。

2021 年，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援助 30 万

元，当地部队投入 15万元，在迈丹边防连斜对

面建起“惠民驿站”，为过往牧民提供应急医

疗、饮水休息、通信联络、避难应急、电子商

务、政策宣讲、草料应急等惠民服务。老乡们

平常网购的快递也放在这里，有什么问题都

可以来这里求助。边防连副政治指导员卡马

力丁·买买江说，“把驿站建在部队门口，就是

为了方便我们更好地服务当地群众”。

心心念念“谭军医”

富裕起来的迈丹村柯尔克孜族群众感恩

共产党，感谢边防连，很多村民心心念念，希

望再见到当年无私帮助过他们的“谭军医”。

今年 76 岁的买买提玉山·吾斯曼老人是

这里最早的一批护边员，年轻时当过民兵连

长。他说，50 年前，他曾因肠胃疾病疼得死

去活来，边防连的“谭军医”及时赶到，用连队

的发电机发电为他做了手术。

另一位名叫买买提江·木沙的乡亲说，大

约 30 年前，他 3 岁的儿子高烧昏迷不醒，当时

以为没救了，都已经要给孩子准备后事了。

边防连“谭军医”和干部战士得知此事，想尽

办法，从鬼门关救回了孩子的命。现在，孩子

长大成人，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谭军医”的故事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俗话说，“铁打的营盘

流水的兵”，难道有一位在迈丹边防连工作

了 30 多年的军医？经过深入挖掘，我们发

现，迈丹村柯尔克孜族群众心心念念的“谭

军医”，其实并非同一人：上世纪 60 年代那

位军医姓“田”，名叫田应学，现居住在陕西

西 安 ；上 世 纪 90 年 代 那 位 军 医 姓“ 唐 ”，名

叫 唐 良 军 ，现 居 住 在 四 川 成 都 。 柯 尔 克 孜

族 群 众 说 普 通 话 带 有 口 音 ，听 起 来 好 像 都

姓“谭”。

乡亲们忘不了当年帮过自己的军医。前

不久，买买提江·木沙带着儿子专程前往四川

成都，见到了当年的救命恩人唐良军。得知买

买提江·木沙要过来，唐良军早早在机场等

候。虽然已经过去了 30多年，但他们还是一下

就认出彼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30 多年了，买买提江·木沙还记得我，

这么远来看我，我觉得很惊喜。”唐良军说，

“以前逢年过节，老乡们都要到连队来看我

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结下深厚的情谊。”

“谭军医”的故事在帕米尔高原上广为流

传。迈丹村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源远

流长，历久弥新。迈丹边防连政治指导员马

庚赟说，迈丹村村民时时心系边防、人人投身

边防，护边员人人自领责任区协助官兵巡逻，

各个点位有许多牧民自刻的“中国石”。

“国门小学”播种希望

从迈丹边防连驻地向西 2 公里，“国门小

学”迈丹小学静静伫立在这里。

步入校园，操场四周，陈列军事装备模型

的国防长廊，展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英模、

卫国戍边英雄群体、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等的

英模墙，映入眼帘。浓厚的红色教育氛围是

这所学校最大的特色。

曾经，迈丹小学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固定

场所。一位老师、一块简易黑板，就是这所学

校的全部。1980 年，当地官兵帮助当地师生

建起了第一间固定教室；1987 年，连队又帮

助修建了第一间砖房教室。如今，迈丹小学

不仅有崭新的教学楼、功能齐全的食堂、存书

颇多的图书室、温馨舒适的学生公寓，还让前

来就学的迈丹村的孩子们在这里免费吃住，

所住的宿舍也通了暖气。

“学校缺什么，我们就尽力帮什么。”迈丹

边防连所在团政委谢建乐介绍，从 2013 年开

始，他们协调专项资金，对迈丹小学进行整体

翻新改造，又陆续帮助迈丹小学建成学生宿

舍、食堂等基础设施，最多时可供 100 个孩子

住校生活、满足 210 余名师生用餐。迈丹边

防连还组织大学生官兵成立迈丹小学校外辅

导员小分队，先后选派 720 余人次，定期给孩

子们辅导功课。

“同学们，我们国家有 56个民族，我们要团

结友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边防连

炊事班班长高彬正在给迈丹小学三年级的孩

子们上国防教育课。高彬讲得用心，孩子们听

得认真。“我们非常喜欢解放军叔叔给我们讲

课。我要好好学习，将来也要参军入伍，报效

国家。”正在听课的学生阿尔达别克·玉山说。

迈丹小学党支部书记玉先艾力·买买提

依布拉义说，连队官兵们在学校不仅给孩子

们开展国防教育，还会给孩子们教国家通用

语言、体育、数学，为这里的孩子们种下希望

的火种，让他们受益一生。每当官兵们来这

里上课，孩子们都兴奋地簇拥着解放军叔叔，

孩子们的作文、图画、小报中，处处都是他们

心中的“解放军叔叔”。

（吴浩楠参与采写）

在新疆漫长的边境线在新疆漫长的边境线

上上，，驻扎着多支边防部队驻扎着多支边防部队，，

他们驻守一方他们驻守一方、、稳定一方稳定一方、、

造福一方造福一方，，用实际行动诠释用实际行动诠释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的重要意义识的重要意义。。新疆克孜新疆克孜

勒苏军分区迈丹边防连就勒苏军分区迈丹边防连就

是其中一支是其中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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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许多家长专

程带着孩子来到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见学，了解

军事文化、武器装备、军队历

史等相关知识。这种生动直

观的国防教育形式，在孩子们

的心中播撒下关心支持国防

建设的种子。

9 月 16 日是我国第二十

三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国无

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全民国

防教育是建设巩固国防和强

大人民军队的基础性工程，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

民国防教育工作，作出一系

列重要决策部署，推动新时

代全民国防教育领导体制机

制改革，设立烈士纪念日、国

家公祭日，建立党和国家功

勋荣誉表彰制度，筹划举行

一系列重大庆祝纪念活动，

极大提振了党心军心民心，

全民国防意识不断增强。

加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

育 ，需 要 社 会 各 界 广 泛 参

与 。 我 们 的 国 防 是 全 民 国

防，只有让更多人参与其中，

让大家读懂军人的牺牲与奉

献，才能真正让国防观念深

入内心。四川省革命伤残军

人休养院的老同志们六十多

年如一日，积极参与爱国主

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活动，义

务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近万

场，受众达 300 余万人次，在

言传身教中凝聚起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共识。各

界要继续协同配合，让关心

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

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

共识。

加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

育 ，需 要 发 挥 军 队 优 势 作

用。人民军队拥有开展全民

国防教育的“富矿”，无论是历久弥新的红色传统，还是新

时代强军兴军的伟大成就，都为开展国防教育活动提供

了鲜活案例。近年来，全军有 700 多个军营开放单位面

向社会开放，展示武器装备、火热军营生活、军人血性胆

气，深受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少年欢迎。下一步，军队相关

单位应继续按照规定组织开展系列军营开放活动，吸引

更多群众在参观体验、交流互动中接受教育熏陶。

加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需要不断创新方式方

法。只有增强教育的时代感和感染力，同时发挥好数字

技术对全民国防教育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才能不断

扩大覆盖面、占领新阵地。今年“八一”前夕，短视频《一

位抗美援朝老兵的战火记忆》感动了万千网友。“战场上

面对生死，您怕过吗？”“没有怕的，所有战士都没有怕

的。”老兵的回答，令人动容。这种生动鲜活的教育形式，

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广大网友对军人的崇敬、对祖国的

热爱。

踔厉奋发强国防，勇毅前行向复兴。通过扎实开展

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一定能凝聚起全社会更加广

泛的国防共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以实际行动关心、支

持、参与国防建设，在履行国防义务中不断画出个人、家

庭、国家的同心圆，汇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

加
强
新
时
代
全
民
国
防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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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中旬，收拾好行囊，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

学校毕业学员刘伟松自信满满，奔赴机务保障一线。“不

断挑战自我、培养战斗血性，向机务尖兵迈进，这是我在

军校学习两年最大的收获。”刘伟松说。

近年来，该校结合学员思想现状和未来岗位需要，

大 力 开 展 战 斗 精 神 培 育 工 作 ，通 过 现 地 见 学 、课 堂 学

习、实践历练等多向发力，持续激发学员战斗热情，越

来越多的毕业学员满怀自信走上保障岗位，守护战鹰

高飞远航。

充 分 运 用 红 色 资 源 铸 魂 育 人 ，是 该 校 的 一 贯 传

统 。 30 多 年 来 ，每 年 暑 期 ，该 校 都 会 组 织 学 员 赴 大 别

山 麓 ，采 取 基 地 化 驻 训 模 式 ，精 选 鄂 豫 皖 苏 区 首 府 革

命博物馆等 10 余个传统教育点进行现地教学，通过参

观革命历史遗迹、瞻仰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聆听

革 命 故 事 、重 走 红 军 路 等 ，真 切 感 受 革 命 先 辈 们 的 牺

牲奉献精神。

校外重走红军路，校内处处学历史。该校注重深

挖 校 史 传 统 富 矿 ，制 作 校 史 纪 录 片 ，升 级 改 造 校 史 长

廊、机务史长廊、战斗精神广场等教育场所，让优良传

统 故 事 处 处 可 见 、随 时 可 学 。 校 史 长 廊 内 ，学 员 韩 志

豪被先辈们的一枚枚军功章所震撼，他说：“以前总觉

得 战 场 离 机 务 兵 很 远 ，它 们 让 我 明 白 ，必 须 随 时 为 冲

锋做准备！”

本版邮箱：rmrbgf@126.com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学校——

培塑血性充盈的机务尖兵
徐腾跃 杨 帆

清 晨 ，朝 阳 未 出 ，一 队 年 轻 的 巡 线 官 兵

穿行在大山深处。山里下了一场雨，湿滑泥

泞的小路记录着官兵们跋涉巡线的脚印，他

们每年要徒步巡线 6 个多月，累计行军上万

公里。

在远离大洋的断崖绝壁处，驻扎着一支海

军部队。作为全军重要通信部队，海军参谋部

某保障大队通信部队官兵常年以电波为伴，保

障一条条电波传送至驰骋远海大洋的舰艇，在

逐梦强军征程上书写着自己守山望海的军旅

生涯。

“只要迈好每一步，再长的路也能用脚板

丈量完……”一级上士廖启发跟记者分享起多

年巡线的感悟。

雨后的山林，笼罩在薄薄的雾气当中。在

巡线官兵眼中，这样的天气必须小心再小心。

夏季常遇极端天气，为防止暴雨的侵袭，官兵

们需要在信号塔周围挖渠引流。山地地形复

杂，一些信号塔搭设在山沟里或斜坡上，“山林

里 什 么 都 可 能 发 生 ，每 一 次 巡 线 都 是 在‘ 拓

荒’。”廖启发说，有时一段路几天前刚刚走过，

几天后就被杂草和滚石吞没。

在营区的一块大石头上，刻着这样一句

话：小山沟连着大海洋，小报码连着大战略，小

岗位连着大使命。“漫天的星辰就是我们的‘大

海’，巡线路就是我们的‘航迹’。”在大山里已

经坚守 16 年的老兵廖延柯说。

无线技师陈海林还记得 17年前第一次上山

的场景，车越往山里开，陈海林的心越凉。

业务枯燥单调，各类数字代码、装备难题

填 满 生 活 的 缝 隙 ，陈 海 林 觉 得 有 些“喘 不 过

气”：“这里山连着山，当时真不知道我这水兵

当得有啥意思！”

“意义可大哩！”陈海林与舰艇上的同年战

友交流，战友告诉他，“舰艇行驶在海上，最需

要的就是收到信号，为我们指明方向。”这句话

让陈海林记忆至今，他感到自己身上有了一份

责任，守山望海成为新的人生坐标。

接下来几个月，陈海林扎进机房学习军事

理论、钻研通信技能，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首

批担负值勤任务的新兵，如今成长为勇当先锋

的海军“百名好水兵”。

该部队政治委员介绍，从乱石遍地、荒草满

坡的偏远山沟，到如今铁塔林立、银线曼舞的家

园，“一代代官兵艰苦创业的历程是一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我们要不忘初心、接力奋进”。

营区机房外墙，刻印着航母、潜艇、战舰的

浮雕，墙面上醒目的大字写着：机房即是战场，

开机即是作战。

近年来，面对海军战略转型提质跨越、远

海兵力行动日趋常态化带来的新挑战，官兵们

全时在战、全员轮战，实现连续长时间值班无

停机，圆满完成了上百项重大保障任务。

（陈晓雷参与采写）

扎根深山的水兵们
本报记者 李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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