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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师一八五团文联名誉主席、
书画协会顾问。他所创作的西部
少数民族题材画有着鲜明的地域
特色，体现了他对真实生活与绘
画技法的独特感悟。其作品笔墨
娴熟，取法自然，通过营造意
境，描绘出人物的神韵，具有很
强的生活艺术美感。

王鸿庆，甘肃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兰州商学院客座教授，甘
肃省科技界书画协会副会长，甘
肃省诗词学会青年委员会顾问。
其作品多次入展全国及省市书画
展，并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民族文化宫等机构收藏。

（崔文魁）

新疆疏勒县是全国闻名的兵城，有着军爱
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军民在这片土地上共
同谱写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
辉煌篇章。

拥军优属情意深

疏勒县巴仁乡尤喀克克其其村与当地部队
已有长达 47年的双拥关系。部队官兵帮助村里
完成了改良土地、挖渠引水、改水修路、造林
防沙等多项基础工程建设，使尤喀克克其其村
从原来的贫困村、落后村变为远近闻名的富裕
村、文明村、平安村。

尤喀克克其其村与部队官兵亲密无间的关
系，是疏勒县各级党组织重视拥军优属的一个缩
影。多年来，疏勒县机关为部队、军区教导大队

维修700米排水管道；县公安局主动为部队随军家属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对军人子女在入学入托等方面制定优惠措施；县政府积极鼓励随军家属自
谋职业、自主创业，从办证、贷款、税费等方面给予扶持。

4年来，疏勒县共安置21名随军家属就业，解决214名随军子女入
学入托，安置 1名部队转业干部；共为驻勒部队划拨军事用地 210亩，
划拨用地征迁补偿1100多万元。

路灯照亮村民心

最近几天傍晚，在巴仁乡尤喀克克其其村与部队共建的双拥广场
上，健身、打篮球的村民多了起来。

今年年初，部队某团团长奚伟在与十六村双拥共建座谈会上了解
到，双拥广场上路灯部分线路老化，给村民出行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
带来不便。因此，他将安装路灯列入了今年双拥共建的重要内容，筹
集资金8万多元，安装了1.5公里长的路灯。

村民约尔古丽·酥皮说：“以前别说是开展文体活动，晚上连出行
都不方便。路灯安装不仅是照亮了路，更‘照亮’了村民的心”。

4年来，驻勒部队共出动4000余人次、车辆500多台次，在315国
道线两侧回填土方、植树造林1000多亩、6万多棵；投入260万元，出
动施工机械车辆 500 多台次，帮助共建对子修建富民安居房、牲畜棚
圈，铺设村级道路、桥梁，夯实基层建设基础；帮扶贫困学生 600 余
人，捐赠衣服、课本等物品累计价值达50万元。

军民共建谱新篇

“双拥工作无小事，部队工作无小事。”这是疏勒县历届党政领导
班子形成的共识。近年来，疏勒县始终把双拥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加强部队建设的大事来抓。县委书记董建多
次深入到部队进行调研，征求驻勒部队对县委、县政府双拥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促使双拥工作组织领导坚强有力，拥政爱民成果显著。

多年以来，疏勒县还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动双拥
工作整体水平提高。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期间，疏勒县
广泛组织开展“缅怀革命英烈、传承英雄精神”大型祭扫活动；每
年5月-6月，县政府分批组织学校师生到南疆军区军史馆、部队营
区参观；每年春节、“八一”等节庆日，县各级单位会组织村民到

驻军部队过军事日，感受军营生活等，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关系。
疏勒县委书记董建表示：“在上级党政军的领导下，疏勒县将以更

大的热情、更加丰富的形式、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军民融合式发展
再上新台阶。在这片热土上，力争把双拥之花浇灌得更加绚丽多姿，
更加璀璨夺目。”

开展“服务基层年”
爱兵惠警办实事

据新疆边防总队政治部主任温
乐晨介绍，该总队将每年 7月 25日确
定为全疆“爱兵日”。选在这一天的原
因是因为“725”的谐音为“请爱我”。
这是该总队在“服务基层年”的大框
架下，积极打造的爱兵惠警新品牌，

目的就是要让全总队官兵都感受到
组织的深切关爱和战友的亲情传递。
这既是推进爱兵惠警工作的务实之
举，也是激发队伍活力的长远之策。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新疆边防总队
还表彰了爱兵惠警的感人事例，向困
难官兵代表发放了爱心基金。该总队
建立的另一个爱兵惠警品牌“兵妈
妈”爱心工作室在当天被正式授牌。

新疆公安边防部队驻守在祖国
西北边陲，地理位置偏远，条件艰苦。
长期以来，广大官兵面对“全区是战
区、全时是战时、全警在战位”的反恐
常态，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经受
住了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打赢了一
场又一场维稳硬仗，用青春、热血乃
至生命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

新疆公安边防工作的每一点成
绩和进步，都凝聚着全体官兵的心
血和汗水，凝聚着官兵亲属的无私
奉献和大力支持。2015 年初，总队
党委郑重承诺，把 2015 年确定为

“服务基层年”，从总队层面承诺倾
力为全区部队办好 20 件实事，全力
推动爱兵惠警举措在基层落地生
根。

爱兵无微不至
举措落地生根

为全面落实爱兵惠警举措，提升
官兵幸福指数，激发队伍活力，边防
总队相继制定出台了《关爱激励南疆
官兵十条措施》，成立了“边防卫士之
家”南疆服务中心，为困难官兵设立
了“爱心基金”，除此之外还开展了

“五爱”警营文化主题年活动，开通了
“爱兵惠警网络直通车”，打造了“兵
妈妈”爱心工作室……他们推出了一
系列的爱兵惠警举措，为提升部队凝
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提供了有力支
撑。

据悉，自去年以来，边防总队自
筹2600余万元经费，用于为基层更换

锅炉、建设温室大棚等 95 个项目。
同时，先后新建和争取公寓房、经
适房、统建房 1200 余套，立项解决
了基层取暖、吸氧、看病等上百个
难题，惠及了近万名官兵。总队官
兵的队伍活力、官兵动力、工作创
造力进一步被激发激活。

“心中有兵，心中有爱；警中有
妈，警中有家”。这是该总队“兵妈
妈组合”成立之初的宣言。今年7月
初，这个总队成立“兵妈妈爱心公
益基金”，每年定期向爱心公益基金
注入一定数额资金，并争取地方经
费支持，让更多需要帮助的困难家
庭、困难官兵得到关心和爱护。

举办文体活动
丰富精神生活

在总队党委鲜明导向和示范引
领下，各支队级党委也立足实际，把
从优待警工作置于公安边防工作和
队伍建设的重要位置，千方百计为官
兵送温暖、解难题，消除他们的后顾
之忧。在部队警营文化建设方面，“白
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的单调画面
已一去不复返。为解决驻高原部队官
兵生存艰苦、官兵精神文化生活单调
等问题，边防总队筹资建立了“高原
氧吧”、“绿色生态苑”、“阳光暖棚”、

“边检之家”等场所，实现了官兵氧气
足、眼有绿、活动有场所的愿望，有
效缓解了官兵执勤战备压力。

近年来，总队先后投入 1000 多
万元资金实施“育才工程”，投资建
设图书阅览室 265 个、电脑学习室
192 个、文体活动室 235 个，为基层
单位配发一批彩电、照相机、摄像
机、图书等，让官兵的精神生活真
正地丰富起来。

不 仅 如 此 ， 总 队 还 积 极 开 展
“健康基层行”活动，组建伊犁、塔
城、阿勒泰等 7 个片区医疗服务队，
每季度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巡回医
疗和健康体检，为广大官兵送去无
微不至的服务。

如今，现代化的农场、鱼塘，
绿树成荫的营区、设施齐全的文体
活动中心，都是官兵工作之余休闲
锻炼的好去处。各级自发成立健身
队、篮球队、羽毛球队等文体活动
队，组建音乐室、舞蹈室、文学创
作室等兴趣爱好室。

新疆边防总队坚持以爱兵惠警举
措落地生根来提升官兵幸福指数，全
方位为基层官兵办实事。总队官兵们
高兴地说：“部队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
庭，我们唯有努力工作，认真履职，
才能回报组织对我们的关心和厚爱。”

戍边卫士
王宝君 孙国富

军民的路灯
王宝君 陈在桥

7月上旬，新疆昌吉州边防委员会和昌吉州文联组织了《情系边关》大型

采风活动。采风人员用镜头和心灵记录了昌吉州东北部与蒙古国交界的226公

里边境线上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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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兵举措落地生根 提升官兵幸福指数

“7·25”：新疆边防“爱兵日”
陈 莉 李康强

7月25日，在第88个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新疆边防
总队隆重举行了全疆“爱兵日”启动仪式。此行动旨在号
召全区部队把“基层第一、前方第一、士兵第一”的指导
思想落实到每一名官兵身上，让驻守在天山南北的边防官
兵打心眼里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

王鸿庆：笔墨娴熟气韵生

守边人作为一座活着的界碑看守着祖国的
边疆。 孙国富摄

“兵妈妈组合”成员、87岁的维吾尔族老奶奶孜维达木·斯马义乐为边
防战士过生日。 范昕羽摄

““兵妈妈组合兵妈妈组合””成员成员、、8787岁的维吾尔族老奶奶孜维达木岁的维吾尔族老奶奶孜维达木··斯马义乐为边斯马义乐为边
防战士过生日防战士过生日。。 范昕羽范昕羽摄摄

“爱兵日”启动仪式上，连队给困难官兵发放爱心基金。 范昕羽摄““爱兵日爱兵日””启动仪式上启动仪式上，，连队给困难官兵发放爱心基金连队给困难官兵发放爱心基金。。 范昕羽范昕羽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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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勒县文工团疏勒县文工团到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到部队进行慰问演出。。

父亲 王鸿庆作

北塔山：中蒙界山的宝地

北塔山是中国与蒙古国的界山，北邻阿尔泰
山，东南与哈浦提克山相接，西、南连接准噶
尔盆地，呈西北至东南走向，长约 80 公里，宽
25 至 50 公里，面积 2400 平方公里。海拔 3287 米
的主峰阿同敖包雄踞于它的中部。北塔山不单
是一座山，还是一条藏金蕴宝的山脉，一片肥
美的高山牧场。在北塔山牧场南部不远的戈壁
上，许多采矿机械正在作业，地面堆放着大量
的“卡拉麦里金”和“卡拉麦里红”。这是两种
优质瑰丽的天然石材，它的矿源就埋藏在 1 米多
深的地下。

据悉，北塔山和卡拉麦里是中国西北边陲一
块资源富集的宝地，它的东北部是蒙古国的科布
多省。

今天，雨水把北塔山滋润得绿草如茵，原来
的碉堡山上矗立起一座象征和平与幸福的宝塔。
夕阳下，北塔山的边境线是那样安静祥和，边境
线的两边都盛开着灿烂的山花。

阿黄：忠诚的戍边“卫士”

阿黄是一条狗的名字。
在三个泉边防连驻地西面的一座山上，我们

看到了一个废弃的哨所和一座狗的坟墓。
1983 年夏天，一位战士探亲后，从家乡带回

来一只小黄狗。从此，连队战士们有了一个可爱
的小伙伴“阿黄”。战士们出去巡逻都带着它，吃
饭的时候把碗里好几天才能吃到一次的几块肉分
出一块给它吃。没几年时间，阿黄就长成了一条
剽悍的大狗。它嗅觉灵敏，跑起来像一阵风一
样，还能经常捕获一些野兔、黄羊带回来，给大
家改善伙食，每一个战士都把阿黄当成了自己的
亲密战友。

1996 年夏天，13 岁的阿黄已经苍老乏力。有
一天早晨，战士们带着它上哨所执勤，阿黄走在
队伍的后面。过了好长时间，大家都没看到阿

黄。战士们原路返回去寻找阿黄，发现它趴在山
坡上，面向哨所一动不动，永远闭上了眼睛。

战友们将阿黄埋葬在哨所旁的山岗上，为它
立了一块墓碑。三个泉边防连的全体战士们列队
为它送别，并向它致以战友最崇高的敬礼。

在三个泉边防连蹲点的边防团副团长王国强
说，阿黄死了之后，所有边防连队的战士们对动
物都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有些受伤的鹅喉羚、
金雕、白鹭等野生动物在战士们的精心护理下重
返大自然。三个泉边防连的官兵们还在驻地饲养
了许多鸡鸭猪羊。他们的行动影响着周围的牧
民。现在，三个泉边防连防区114公里边境线已成

为野生动物的乐园。

守边人：我的身后是祖国

边关是国家的门户。对守边人来说，守边是
一种寂寞，但更是一种责任，一种奉献。

昌吉公安边防支队库甫边防派出所官兵驻守
的北塔山牧场海拔 1530 米，辖区面积 3417 平方
公里，边境线长达 80 多公里，人口 97%是哈萨
克牧民，分散居住在山区。官兵们每天都奔波
在辖区，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北塔山的每一寸土
地。

在库甫边防派出所，所长崔玉淘在和女儿通
电话。女儿在电话里说：“爸爸，你打个出租车回
来吧！”崔玉淘在电话里对女儿说：“好，爸爸马
上回去。”女儿说：“爸爸，你老是说回来，就是
不回来。爸爸你骗人！”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爸
爸崔玉淘在500公里外的边境线上，回去一趟谈何
容易。

在三个泉边防连餐厅的墙上，有一张全连官
兵集中过生日人员信息表。他们过生日的标准
是：生日蛋糕、生日快乐歌、饮料、寿星面条、
与父母的一通电话。这是边防官兵一年中最奢侈
的一次待遇。

为了祖国的安宁，许多人把一生都奉献在边
关。1959 年出生的北塔山牧场人武部副部长石
军成在北塔山工作了 30 多年，他的父亲、一位
老军垦战士就埋在北塔山。老护边员庄乾明、
哈萨克族护边员达吾提汗、努尔木汗、艾斯买
提……这些陌生的名字背后，是用自己的一生守
护边关的人，他们如今都长眠于祖国西北的边
防线上。

每每有人问库甫边防派出所副所长努拉哈
曼：“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许多地方没有手机信
号和网络。作为一个‘80 后’的年轻人，你在这
里感到寂寞吗？”

这位年轻的哈萨克族军人微笑着说：“我的身
后是祖国，我的身边是亲人，我为祖国和人民站
岗守边，寂寞也是一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