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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很大，从一个地州到另一个地
州，需要花很长时间。对很多本地人来
说，如果要走出新疆到祖国内地，则更
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

“最想去天安门”

出生于 1997 年的吾特克尔，现在在乌鲁木齐
市高级中学读高三，学理科。他成绩不错，上次
期末考，他考了年级第六。

吾特克尔的家乡，在南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轮台县。在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笔下，曾经有
过“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
地石乱走”的名句。“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
黄入天”的句子，也可以读得出这里当时茫茫戈
壁、飞沙走石的恶劣自然环境。

巴州面积 48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市级
行政单位。新疆实在是太大了，大到吾特克尔还
没有去过除了巴州和乌鲁木齐之外的地方。

谈及梦想，吾特克尔说想去复旦学生物医
学，毕业之后想当一个医生。“在新疆，每年都有
很多人学医，但新疆太大啦，还是觉得医生不
够。我妈妈就是医生，她总是对我说，学成之后
要回到家乡来服务。”

“想去内地看看吗？”本报记者问。

“想啊。他们都说口里 （内地） 特别美，很多
地方值得去。最想去北京啊，天安门。从小就想
去，可是到现在也只在课本上和电视上见过。”吾
特克尔说。

维族孩子的音乐梦

艾利库特今年 13 岁，刚升上初一，一双大眼
睛清澈无比。在库尔勒市六中见到他的时候，他
正在用萨克斯吹奏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
首世界名曲他刚练了3个月，还不算特别熟练。

尽管只有13岁，艾利库特却已经学了4年萨克
斯。正值暑假，他每天会花两个小时练习萨克斯，周
一到周三，还会去参加业余的培训班。他告诉本报
记者，自己的手机里存了很多音乐，每天上下学的
路上，他都会听著名的萨克斯专辑《回家》。

虽然学的是西洋乐，但和许多维吾尔族孩子一
样，他对本民族流传下来的经典音乐《十二木卡姆》
也充满喜爱。提起古典瑰宝，艾利库特很自豪：“我
家里人都很喜欢十二木卡姆，光我家就有六把演奏
的琴呢，家人都喜欢弹唱。”

和内地孩子类似，他每周也会收看 《中国好
声音》 等节目，对“导师”周杰伦、那英的歌耳
熟能详。至于最喜欢的，当然是在选秀中脱颖而
出的新疆歌手帕尔哈提了。

尽管年纪还小，但艾利库特却有一个瑰丽无
比的音乐梦想。他这样对本报记者勾勒道：“要先
好好学习，读完高中、大学。在上大学之前，还要像
帕尔哈提一样，把吉他学好。之后最好去留学，去国
外的时候，就可以尽情地学习音乐，要读一个跟乐
器相关的专业。”

艾利库特家境不错，今年“六一”儿童节，
他刚跟随父母去了乌鲁木齐旅行。之前，他还跟
父母到过北京。“一大早天还没亮就爬起来，跑到天
安门去看升旗，广场上人特别多，气氛特别好。”他
还计划着，如果能去内地上大学，一定要把祖国的
广阔山川走遍，“看看各地不一样的风景”。

助学计划展宏志

吾特克尔的班上有 50 来人，是一个“双语
班”。新疆的高考政策规定，在高考科目中，除了

“语文”一项是用维吾尔语考试之外，其余的科目
都以汉语形式进行。

当地的负责人告诉我们，现在新疆基本已经
普及了双语教育。1949 年，乌鲁木齐市仅有维哈
族小学 2 所、中学 2 所，在校生加起来只有 636
人；到现在，全市已经实现了 100%的双语教学覆
盖，初中以前入学率和完成率都达到 100%，95%
的孩子都上了高中。

吾特克尔所在的班，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宏
志班”。这是国家西部开发的一项助学工程，其学
生从全疆选拔，由国家资助。资助的对象，都是
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学生。2012 年，吾特克尔
所在的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开始创办第一届宏志
班，现在全校已有5个这样的班级。吾特克尔班上
的同学，大多来自阿克苏、和田、喀什等贫困地
区，大家为着共同的梦想走到一起。

除了“宏志班”，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还有
“珍珠”计划——经过审核，符合“品学兼优、成
绩优秀、家庭贫困”条件的学生，在读书期间将
免学费、免住宿费，并且每学年享受 2500元的生
活补助。这项助学计划由浙江新华爱心基金会发
起，学生考入一本大学后，仍然可以享受资助。
现在，在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共有100名学生得
到了资助。

除了给这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免除生活上的后
顾之忧之外，学校每周六还为这些孩子组织了更
多的活动：上午是以学科知识拓展为主的专题讲
座，下午则是国学、心理、美术、书法、音乐、
舞蹈等特色课程。“珍珠班”的学生王莉飞表示，
这样的课程，让像她这样此前因为贫穷“没见过世
面”的孩子“看到了一个多彩的世界”，点燃了人生
希望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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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吾家不都拉，短小的身
材，瘦弱的身板，让人怎么也想
不到，他竟是武警兵团指挥部七
支队特勤中队数一数二的“拼命
三郎”。

吾家不都拉从小热爱自由搏
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的
搏击比赛中拿到了总分第二的佳
绩；入伍 5年，他是武警兵团指
挥部七支队无人不知的“训练尖
兵”、两次荣立三等功、3次被支
队评为训练标兵，并荣获优秀士
兵、优秀带兵班长、维稳先进个
人各一次，在各类军事比武中，
30次获得10公里越野单项第一，
20次获得300米障碍单项第一。

左撇子逼出打靶经

出生在新疆的吾家不都拉从小就有着
当兵的梦想，他怀着自己的“强军梦”踏
进警营，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处突维稳的武
警战士。

当年，新兵连的生活刚刚开始，吾家不都
拉便轻松获得训练“冠军”，无论是器械还是3
公里越野，吾家不都拉的成绩始终没人超越，
让他成了新兵连无人不晓的“红人”，各种“殊
誉”向他袭来。

一次，新兵连组织射击比赛，吾家不
都拉连续两局打了“零”环，他找到大队
长严兴君请求再来一轮比赛。比赛中，吾
家不都拉严格按照射击要领操作，但这次
射击非但没有命中，他的嘴唇还被飞起的
弹壳打得鲜血淋漓。这次失败让吾家不都
拉冷静下来，一心铆在训练场练射击，在
反复训练中寻找失败的原因。通过一段时
间的训练和琢磨，终于找到了脱靶的原
因：嘴唇被弹壳打破是因为左手射击的缘
故，射击不上靶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

找到了问题所在，吾家不都拉在接下
来的训练中便专门制作了防止弹壳打嘴的
面罩，并寻找最佳的射击姿势。在一次次

的尝试中，吾家不都拉终于打破了射击为
“零”的记录。在接下来的一次比赛中，吾
家不都拉打出了99环的好成绩，终于站在
了射击冠军的领奖台上。此后，他的“左
撇子打靶秘诀”在部队推广，使很多“左
撇子”兵在射击科目上取得了好成绩。

不服输活跃练兵场

新兵连终期考核，吾家不都拉以军事
考核第一名的成绩在新兵中脱颖而出。

为了“保护”吾家不都拉的训练热
情，支队领导特意将他分到训练成绩显著
的特勤中队。新兵下连后的“岗前培训”
让吾家不都拉感到“无聊”。不甘“寂寞”
的他，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起床，在营区
坚持长跑训练和器械练习；每天中午利用休
息时间，偷偷跑到训练场，练习战术和擒敌
动作；每晚在寝室做一些加强体能的基础性
训练。他还主动找到中队干部，要求为自己
开“小灶”，提高训练强度，加大训练量。

在中队训练场上，经常会见到这样一个
景象：一群官兵围着吾家不都拉，或集体操
练，或单独比划。两个月来，在吾家不都拉的
带动下，中队官兵的训练积极性高涨，训练氛
围浓厚。在指挥部组织的比武竞赛中，中队整
体军事训练水平较以往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训练场上的吾家不都拉经常提醒自己

一句话：“作为一名军人，一定要赢。”就
是凭着这股子拼劲，吾家不都拉成功转型
为一名全面过硬的特战尖兵。

关键时刻勇敢出击

2014 年 7 月 18 日，乌鲁木齐市某驻勤
点发生突发案件，支队接到当地群众报警
后立即派出特勤中队官兵前往。吾家不都
拉带领全班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面对
手持爆炸装置的歹徒，吾家不都拉镇定自
若，有条不紊地部署着抓捕方案：“你从后
楼破窗而入，行动要利索；你和我准备正
面强攻，其他人要注意掩护……”10分钟
后，一起暴恐案件被成功处置。

事后，很多人找吾家不都拉请他讲述
刚刚结束的战斗经历，吾家不都拉却在防
弹车上和战友一起分析和总结在这次任务
中存在的不足和失误。

近几年，吾家不都拉记下了近10万字
的训练笔记和心得体会，编写了 15 份教
案，总结了10余种战法，归纳出快人小组
应用战术等训练方法。

这就是吾家不都拉，一个脑子里永远
装着敌情、任务中永远冲在最前面、训练
中永远不服输的特战尖兵。他说：“只有这
样，才能在关键的时刻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

维族小伙的精武传奇
王宝君 赵 武 牛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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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孩子
想去祖国各地看看

本报记者 申孟哲 文/图

日前，以新疆公安
边防总队阿克苏边防支
队优秀群众护边员胡达
拜地·依明为原型拍摄的
数字电影《我的旗》，在
新疆人民剧场举行首映
仪式，向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

现年 77 岁的维吾尔
族老人胡达拜地·依明是
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
吐木秀克镇栏杆村的普
通村民，也是新疆公安
边防总队阿克苏边防支
队吐木秀克边防派出所
的 一 名 护 边 员 。 1991
年，胡达拜地·依明萌发
了在自己家中升国旗的
念头，但因家中贫困，
没有国旗杆和国旗。为
帮助胡达拜地·依明能在
家中升起国旗，吐木秀
克边防派出所官兵在其
家中竖起了一根 11 米高
的木头旗杆，升起了第
一面五星红旗。

从此以后，胡达拜
地·依明每天都在家中升
国旗。1999 年，在吐木秀克边防
派出所的推荐下，61 岁的胡达拜
地·依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3
年，胡达拜地·依明成为吐木秀克
镇一名党员升旗手，吐木秀克边防
派出所官兵自此每年为他配送两面
新国旗。此外，吐木秀克边防派出
所官兵还帮助胡达拜地·依明在他
家里修建了标准的国旗台，购买了
国旗杆，每周边防官兵都到他家升
国旗。24 年来，无论寒冬酷暑，
胡达拜地·依明从未间断过在家升
国旗，先后用了8根木头旗杆和56
面国旗。2006 年，他获得阿克苏
地区“十个一”亮点工程的“十佳
个人”荣誉称号；2010 年，荣获
阿 克 苏 地 区 “ 民 族 团 结 先 进 个
人”；2011 年 4 月，荣获阿克苏地
区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在

此期间，阿克苏边防支
队先后投入 20 余万元，
帮其翻修了 4 间房屋，
还在他家中修建了存放
国旗的国旗室，帮其购
买了影像设备，创建了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党员教育示范基地”。
2012年 6月，胡达拜地·
依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
产党员荣誉称号；2013
至 2014 年，胡达拜地·
依明连续两年被阿克苏
边防支队评为优秀群众
护边员；今年 6 月，胡达
拜地·依明荣获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双拥模范个人。

据了解，《我的旗》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阿克苏地委
行署、温宿县委县政府
和新疆大森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联合投资 700 余
万元拍摄，新疆公安边
防总队阿克苏边防支队
协助拍摄。影片的上映
受到广泛关注，传播了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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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旗》首映式现场。 马士宝摄

阿克苏边防支队官兵在胡达拜
地·依明家举行升国旗仪式。

马士宝摄

阿克苏边防支队官兵在胡达拜
地·依明家举行升国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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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一批又一批广东优秀儿女远
离亲人和故土，奔赴西北边疆，投身戍边援
疆事业，他们为保卫新疆、开发新疆和建设
新疆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甚至生命。

步入设立在乌鲁木齐市华凌贸易城六楼
的“粤新百年民族情”纪念馆，我们看到征
集来的实物陈列柜中，当年进疆支援建设的
广东籍人员的胸牌、袖标、军官证、书籍、
信件、图片、手稿、照片等史料实物整齐地
摆放在玻璃橱柜内，墙上还制作了一些展
板。记录和见证近百年来各界粤籍人士奔赴
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感人事迹。

在展出民国初年的文物照片和 《沉默的
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 一书让我们认识

了民国初年戍边爱国官员、边疆史学家、杰
出的边塞诗人邓缵先，他是广东近百年间的
第一代援疆人员，为新疆作出了特殊贡献，
他撰写的 《叶城县志》 在 1962 年中印边境之
争中成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重要依据。

上世纪 50 年代初，新疆刚解放，百业待
兴，干部奇缺，中央发出支援新疆建设的号
召，并于 1953 至 1954 年在广东招募 400 多名
女知识青年入疆。随后，有大批的青年通过

参军、从部队复员转业、兵团招干进疆，还
有一批随陶峙岳部队起义后铸剑为犁的广东
籍官兵以及一批已应征入伍即将奔赴朝鲜战
场的岭南学院大学生，被王震将军“截留”
入疆。

1956 至 1957 年，为响应祖国“开发大西
北”的号召，8000 多名南粤儿女，辞别年迈
的父母、吻别新婚的妻子、放下怀中的婴
儿、舍弃优厚的物质生活，佩戴着“赴新疆
工作队”胸牌，奔赴新疆。他们中有许多人
是归国华侨，巨贾富商家的少爷、千金，他
们割舍富裕家庭，抛弃优裕的生活，来到西
部边疆，有人还捐出父母寄来的巨款和金银
首饰，献给新疆建设。

没 有 鲜 花 ， 也 没 有 欢 迎 的 人
群，一颗颗年轻火热的心，融入寒
冷、贫瘠却充满生机土地上的创业
中。在那峥嵘岁月里，他们 8000 多
名赴疆队员经历了新疆严酷的自然
条件和生活不习惯的考验，和新疆
各族人民一道，屯垦戍边，在和平
解放新疆、剿匪斗争、中印边界自
卫反击战、公检法稳疆斗争、国防
公路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涌现出
一大批精英人物。

看一幅幅图片，如同穿越广东
援疆的百年时空；读一行行文字，
宛若经历前辈援疆的百年沧桑。展
室通过文字、实物、历史照片等多
种表现形式，让人们深切感受到广

东前辈为了新疆这块热土，献了青春献子孙
的高尚情怀。当年的“小广东”如今已是耄
耋老人，更年长者已驾鹤仙去，而纪念馆的
资料珍藏定格了他们在新疆拼搏奉献的事
迹，让后人感受到了爱国、敬业、奉献精神
的力量。

如今，“粤新百年民族情”纪念馆，已升
格为新疆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新
疆广东人的文化沙龙、精神家园。

粤 新 百 年 民 族 情
王 文 张永梅

粤 新 百 年 民 族 情
王 文 张永梅

当年的“小广东”如今已成为耄耋老人。
张永梅摄

库尔勒市六中的孩子表演乐器库尔勒市六中的孩子表演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