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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南疆军区举行了第二届十
佳“好军嫂、贤内助”颁奖晚会，10
名佩戴着大红花的好军嫂受到表彰。

伴着 《我爱边关我爱你》 音乐响
起，纪艳等 10 名军嫂迈着轻盈的步伐
走向舞台中央。身后的大屏幕上播放
着她们勇挑家庭重担、支持丈夫戍边
的视频短片，一段段感人的故事充满
力量，一幕幕温情的画面震撼人心。

南疆军区为弘扬时代精神和传统
美德，激发广大军嫂爱亲人、爱家
庭、爱军队、爱国家的光荣感和责任
感，从去年开始坚持每年开展评选表
彰十佳“好军嫂、贤内助”活动。

现场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画面：
一位身材瘦弱的女子独自一人带着老
人不远千里寻医问药，悉心照顾老人
饮食起居。

她是某分队四级军士长郑水华的
妻子周丽君。婚后，她把身患肝硬化、
胆结石等疾病的公公接到城里照料，为
公公治病欠债高达10万多元，但她从未
有过报怨。去年 4 月，公公再次接受肝
脏、胆管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抢救 20
天。当时恰逢丈夫参加重大演训，她一
个人陪护病床，替夫尽孝感人至深。

“寻医路上，风雨兼程无数回；病床
跟前，不分昼夜好几载。虽是儿媳，胜
似儿女，你用敬老奉亲的大义破解了忠
孝两全的难题，你以不离不弃的惠德书
写了孝感动天的传奇！”这是组委会献
给周丽君的颁奖辞。

“小吃店、鲜花店，说干就干；亏了
本、赔了钱，另辟商场。从想干事到干
成事，你靠的就是自强！”这是组委会对

某师四级军士长
许海文的妻子方
安 全 的 颁 奖 词 。
南疆军区驻地经
济落后，许多军嫂
随军后得靠自己
打拼，方安全就是
这么一名靠自己
打拼的军嫂。这
个只有初中文化
的重庆妹子，2012
年儿子入托后，曾
开 过 饭 馆 、鲜 花
店，但都失败了。
如今她凭着不服
输 、肯 吃 苦 的 劲
头，经营的服装生
意终于站稳了脚跟，还带动10多名军嫂
自主创业，为当地困难群众累计捐款 4
万多元。她被大家称为自强不息的“女
汉子”。

“前方打胜仗，后方是靠山。”阿
里军分区某边防营营长祈发宝的妻子
纪艳，结婚9年夫妻分居两地，大事小
事一肩扛。2014年3月，已经一年多没
回家的丈夫返乡途中接到特殊任务，
她二话没说鼓励丈夫返回阿里高原。
正是因为有了她的关心支持，丈夫扎
根阿里高原 18 载，先后荣膺全国“五
四”青年奖章、“喀喇昆仑卫士”。不
少朋友曾劝她：“阿里条件那么苦，让
你老公转业吧，回来做点啥不能把日
子过下去。”纪艳说：“戍边守防哪个
不辛苦，父母妻儿谁人不牵挂，但边
防总得有人守啊。我骄傲，我是戍边

军人的妻！”
“白衣天使”彭肖杰、“领头雁”

游莉、“爱军拥军”冯桌怡、“情系边
防”樊娟……一个个军嫂的故事，就
是一曲曲动人的歌谣，铸起了基石般
的精神力量。

“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
一半！军嫂们不为人知的一面，是一
种人间的正气歌，是一种能激发军人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财富！”军
区后勤部直工处干部徐俊动情地说。
一个半小时的颁奖晚会，现场响起 30
余次掌声，不少人被感动落泪。南疆
军区政治部主任张立敏说：“我们每年
组织表彰‘好军嫂、贤内助’活动，
目的是通过讲军嫂故事积极传递正能
量，以此激励更多的军嫂支持丈夫戍
边守防，争做强军兴军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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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图书馆新馆不仅能‘看书’，还可以
‘听书’呢，太开心了。”正在使用多功能电子助视
器的视力残障读者李大为欣喜地说。

3 月 12 日，石河子市图书馆新馆的盲人阅览
区，一个盲人读者正坐在盲人 PC 电脑前，头戴耳
麦，听得津津有味。

市残联在新馆开馆之前，为图书馆捐赠了价值16
万的盲人阅读设备和刊物。其中包括有声阅读机、盲
文点显器（含读屏软件）、多功能电子助视器等。

据市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吕依珊介绍，为更好地
为视障人群服务，石河子市图书馆新馆将盲人阅读
区设在了一楼，还设置了专门供残障人士进出的无

障碍通道。馆内外出入口全部实现无障碍化，同时
优化完善馆内盲人阅览设施设备。吕依珊说：“在盲
人阅览区，视障人士可使用专用的指纹登录机进行
快速访问。在盲用读屏软件环境的支持下，视障人
士可以阅读网络上大量的文化资源。”

据了解，盲人读者只要把书或者报纸摊开，放在
多功能电子助视器下，所有的文字都会变大，像是放
在放大镜下一样。经过扫描后，有声阅读机还可以
按照从左往右、自上至下的阅读顺序读出文字。

“由于我眼睛看不见，以前图书馆对我来说根本就
是多余的。现在读书可以用耳朵听了，所以最近我经
常来图书馆‘听书’。”一位盲人高兴地说。

盲人也能“看书”了
王宝君 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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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会 精 神 进 天 山
王宝君 龙治强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都不讲，只说一
说咱全国两会精神给您听。农村惠民政策
好，国家补助真不少……身边的变化看得
见、摸得着。政府给咱盖新房、发补贴，孩
子上学免费，咱农牧民群众都有了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舒心
……”3月13日，伴随着一声声清脆的快板，
边防警官吐尔洪·托乎提以风趣幽默的开场词
吸引了边境辖区阿依丁村别跌里牧业大队的
农牧民群众。

“第一次在家门口听这样的宣讲，真的很
生动，也很好懂。边防官兵走了那么远的山
路，将全国两会精神编成顺口溜、快板书，热
心地为我们讲解、宣传党的好政策……”农牧
民艾合买提江·买买提激动地说。

别迭里牧业大队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

县西南 78 公里处的天山南脉，海拔 4264 米，
沿途高山连绵、荆棘密布、冰河纵横，常年飞
雪弥漫。这里地广人稀，辖区内的维吾尔族、
柯尔克孜族牧民居住分散，许多村庄坐落在天
山山脉深处。由于交通不便，居住在这里的牧
民基本不出远门，生产生活物品全是集中采
购，靠马匹运送。

“最远的牧户离派出所有100多公里，有的
牧户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冬窝子 （维语：冬季
牧场） 放牧点。这里的群众更应该了解全国两
会精神。”吐尔洪·托乎提说。

全国两会召开后，为及时把党和政府的声
音带到高山上的沟沟坎坎，新疆公安边防总队
阿克苏边防支队成立了全国两会精神宣传小分
队，他们驮着卫星电视接收器、发电机及一些
维语版的报刊踏上了前往边境山区的行程。为

了让群众“坐得住、听得进、用得上”，民警
们联系边境牧区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实际，
精心搜集、梳理、宣讲全国两会精神，并编成
了顺口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玉素甫·胡夏力是国家惠民政策的受益
人。2010年，他在当地边防派出所的帮助下贷
款5万元，购进20只种羊发展养殖业，如今他
已经成了村里的养殖大户。由于平时忙于放
牧，加之文化水平有限，玉素甫·胡夏力对国
家惠农政策一知半解，理解起来也是囫囵吞
枣。“听了边防官兵对两会精神的宣讲，我们
更清楚了国家的农业政策，也能够明明白白地
奔向更好的生活。跟党走的信心更足了！”农
牧民玉素甫·胡夏力说。

“是啊！你看，医疗、教育、住房、就业……
咱老百姓关心的事儿党中央和国家都替咱上着
心了。一想到这些心里就暖洋洋的。”农牧民
库尔班大叔与周围的人就感兴趣的民生话题交
流了起来。

当听到两会提出新的改革政策时，大家都
很兴奋。围着暖暖的火炉，追问宣讲队员还有
什么样的好政策。淳朴善良的乡亲们用自己切
身的体会，你一言我一语争相说着家里、村里
的发展变化，言语间流露出对党和国家惠农政
策的无限感激。虽然室外寒风刺骨，但毡房里
笑声不断、暖意融融。

据了解，全国两会召开以来，新疆公安
边防总队阿克苏边防支队结合基层实际和群
众的不同需求，成立了 10 个宣讲小分队，深
入 34 个村队 （社区），采取座谈会、宣传单
等形式，重点讲解全国两会有关民生和农村
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政策，第一时间
将全国两会精神送进大山深处，送到百姓心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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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国两会召开以来，在库车县玉奇吾斯塘乡达吾孜亚村的春耕现
场，自治区教育厅住该村的第三批“访惠聚”工作组干部利用劳动间隙向
村民宣讲全国两会精神，对农民关心的医疗、教育、就业等内容更是进行
了详细解读。这种既不占用农时，又能拉近与村民距离的宣讲方式受到了
当地群众的欢迎。

“直白通俗的语言、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这样的方式我们听得懂，也愿
意听。”该村村民伊沙克·热合曼说。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政府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这些
内容和每个普通老百姓都有关系。作为村干部，我们应该学好用好党的各
项惠民政策，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达吾孜亚村党支部副书记依明·
阿布拉说。

每年的全国两会都会透露出更多更强的民生信号，无不体现出党和政
府关注民生，为百姓谋利益，让百姓得实惠的信心和决心。村民纳斯尔·吐
木尔表示，透过工作组在田间地头给大家传达的两会精神，村民们都相信
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自治区教育厅工作组在田间地头宣讲全国两会会议精神。 周 旋摄

初春的新疆大地乍暖还寒，但逼人的寒意挡不住各族
群众心中的热情。两会期间，笔者走近位于新疆西北部的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边境牧区各族牧民，聆听他们有关两
会的故事。

“听”两会时代

“以前每年开完两会，我们和政府干部都要带着报纸到
牧区去，给大伙读报纸、讲政策……这是那时候的照片。”
3月4日，在该州温泉县扎勒木特边防派出所档案室，所长
马新博展示着收藏的照片资料。

两张照片上标注的时间分别是2005年和2008年。第一
张画面里，十几名牧民围坐在草地上，两名民警和一名政
府干部手拿报纸，正向大伙讲解着什么。第二张画面里，
一座毡房里，几名牧民和两名民警围着一台收音机聚精会
神地聆听着。这两张照片是边境牧民关注两会的缩影。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边境牧区生活着大量哈萨克、蒙
古等民族的牧民。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牧区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都没有通电，也没有通讯信号，牧民们要靠

“听”民警和政府干部读报才能了解两会上党和国家的大政
方针。

牧区分布分散，民警们来往奔波，宣传两会往往要持
续到 3月底，牧民们听到的已经是“旧闻”了。后来，当
地政府和边防派出所向牧民发放收音机，并在牧区建立简
易通信基站，大伙终于“听”上了 “新闻”。牧民们就这
样听着两会，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看直播时代

“以前在山里放羊，没有电、没有通讯信号，从没想过
能像现在这样看上电视。”3月 5日，在扎勒木特乡浩图尔
哈牧民定居点，哈萨克族牧民木合塔尔正和家人一起收看电视上的两会直播。

据扎勒木特边防派出所民警、浩图尔哈管区民警巴克江介绍，已经58岁的木合
塔尔是“听”两会时代的典型代表。他原来在温泉县境内的卡昝河谷放牧，常年过
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看电视是一种奢望。2009年前后，当地政府大力推行安居
富民工程，由政府和湖北对口援疆机构出资，为牧民集中新建抗震安居房，并配套
建成了用水、用电等基础设施。边防派出所所属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边防支队则
依托信息化建设工程，建成了覆盖整个边境牧区的通讯设施。

随后，无数个像木合塔尔一样的牧民结束了游牧生活，陆续住进了有长明电、
有稳定通讯信号的新房，牧区逐步走进了两会“直播”时代。

看“门道”时代

定居后，牧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年一度的两会也越来越关注民生问题。
边防派出所及时抽调精通双语的民警担任翻译，重点向牧民讲解两会关于民生的新
政策。

近两年，牧民不断从两会出台的政策中获得实惠。2014年，他们从两会了解到
国家关于孩子上学的相关政策，通过及时沟通，牧区的孩子得以进入小营盘镇和博
乐市的中小学校就读。2015年，他们从两会获得医疗改革的信息，在管区民警的帮
助下积极争取支持，在牧区建起卫生院，终于实现了在家门口看病的愿望。

牧民们不断“升格”的两会经历，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了党的政策深入人
心，国家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今，接地气的两会不但吸引着大都市里各
个阶层的眼球，也越来越多地为基层的民众所关注。从首都人民大会堂传出的声
音，通过电波的传递，温暖着遥远边疆各族人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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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间 地 头 讲 两 会
王 平 周 旋

3 月，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暖风拂面，春意盎
然。为做好春季防火工
作，武警伊犁州森林支队
走上街头开展森林防火宣
传活动。

他们组成宣传车队，
走遍伊宁市区各主要街
道，以板报、标语、广播
等形式宣传绿化和森林防
火知识，还在伊宁市人民
公园摆设森林防火和绿化
知识咨询点，向过往各族
群众发放防火和绿化宣传
单 2000 余份，使更多人
认识到防火安全和绿化的
重要性。 孙中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