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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习主席视察过的部队
在祖国边陲重镇喀什，驻守着一个

远近闻名的连队——新疆军区某部民
族六连，连队由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
族、汉族等 6个民族官兵组成。一茬茬
连队官兵亲如一家，成为在边疆播撒民
族团结的“火种”。

建连 74年来，连队官兵坚守边疆大
漠，在抢险救灾、国防施工、高原戍边、
反恐处突等一系列重大任务考验前，用
忠诚交出了合格答卷。

2014年 4月 27日，是一个载入民族
六连史册的日子。

这一天，早春的南疆乍暖还寒。连
队官兵弹奏起民族乐器，跳起欢快的舞
蹈，用最隆重的方式迎接习主席来连队
视察。

时隔近 4年，当记者来到民族六连
采访时，官兵谈起当年的情景，激动和
幸福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四级军士长买尼苏尔永远不会忘
记，那一天，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在
习主席面前跳起了“麦西来甫”（维吾尔
族传统舞蹈）。
“习主席夸我舞跳得好。”回忆起这

难忘的一幕，买尼苏尔眼神中透着自
豪。今年开训，聆听了习主席向全军发
布的训令，买尼苏尔心中的练兵热情更
加高涨，代表连队官兵庄严宣誓：“以最
饱满的热情，投身练兵备战热潮，勇当
强军先锋！”

言出必行。在一次训练中，买尼苏
尔的左膝盖不慎受伤，医生诊断，至少
两个月后才能正常行走、参加训练。

看到战友们训练得热火朝天，买尼
苏尔怎么也坐不住。第二天集合时，他
忍着疼痛站到了队列中：“不能跑，我还
能走，我还能讲！”

买尼苏尔坚强的身影，成了连队
练兵场上独特的风景：他认真纠正官
兵训练动作，小憩时与战友们分享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老班长
带伤忙碌的身影，全连官兵看在眼里、
暖在心里。

新兵吐尔贡江是买尼苏尔的同
乡。看到买尼苏尔夜间捂着左膝辗转
反侧，吐尔贡江在心里暗下决心：一
定要向班长学习，做新时代的优秀
“兵巴郎”！

买尼苏尔的事迹，只是民族六连官
兵牢记习主席嘱托、积极投身练兵备战
的一个缩影。指导员沙拉木告诉记者，
习主席叮嘱全连官兵要发扬优良传统，
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积极宣
传党的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守好祖国
边疆。习主席的殷殷嘱托，为连队官兵
练兵备战注入了不竭动力。
“坚决听党话、永远跟党走，是我们

连的光荣传统。”沙拉木带领记者来到
连队荣誉室，一面“卫国英雄连”锦旗格
外引人注目。沙拉木介绍说，1990年，
连队受命执行平暴任务。全连官兵践
行“听党话跟党走，坚信念永不变”的铮
铮誓言，旗帜鲜明地同暴乱分子作斗
争。因执行平暴任务战绩突出，连队被
中央军委授予“卫国英雄连”荣誉称
号。如今，新战士一下连，连队就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将“传家宝”牢牢根
植新兵灵魂。
“赓续优良传统，续写前辈荣光，需

要我们全连官兵牢记领袖嘱托，积极投
身练兵备战，不断提升能打仗、打胜仗的
能力！”说着，沙拉木将记者带到窗前，窗
外热火朝天的练兵场景呈现在眼前。
“杀！杀！杀！”伴随着震耳的口号

声，连队刚下连的新战士正在进行擒拿
格斗训练。战士们捉对“厮杀”，时而侧
倒在地，时而“鲤鱼打挺”，出招有力，口
号震天，火热的练兵场面让人热血沸
腾。

现场组训的连长王梦东介绍说，今
年开训以来，连队第一时间对新大纲进
行解读学习，并开展“大纲解读比比看”
活动，对照新标准新要求找不足查短板；
广泛开展学先辈英雄事迹、做先辈精神
传人活动，激发官兵亮剑新时代的决心
和豪情。

他们将梳理出来的问题拉单列项，
从连队主官到普通一兵，人人对照问题
确立整改目标。根据官兵建议，他们还
升级完善连队战备库室，对武器装备存

放进行模块化设计，缩短请领时间，提
高应急反应速度。下士马鹏感慨地说：
“训练更严了，要求更高了，但大家练兵
更积极，打赢底气也更足了！”
“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作为新

时代的战士，要练精手中武器，随时听
从党的召唤”……在连队俱乐部，记者
看到，新战士们把对先辈们说的“悄悄
话”贴在“心愿墙”上。
“心愿墙”吐露心声，也见证着民族

六连官兵永远忠诚于党，续写“卫国英
雄连”荣光的决心和信心。

（本报乌鲁木齐2月14日电）

下图：民族六连开展战车突击演练。
袁 艺摄

2014年 4月 27日，习主席视察新疆军区某部民族六连，叮嘱官兵要发扬优
良传统，积极宣传党的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守好祖国边疆。4年来，连队官兵牢
记领袖嘱托，矢志做党的忠诚卫士——

新时代，续写“卫国英雄连”荣光
■本报记者 李 蕾 通讯员 冯 毅 袁 艺

“乘车的旅客，都感受过他们的热情与温馨；
每一趟列车，都留下了他们助人的故事……”近
日，乘客程先生给帮助过他的武警广东总队
官兵送来锦旗，并向记者讲起官兵热心助他
乘车的故事。

2月 1日晚，着急赶车的程先生从汕尾出
发时，不小心摔倒扭伤了脚踝。正在执勤的
武警汕尾支队干部刘兴雨看到后，将其背上
车，送到车站，并帮助他顺利登上列车。

春运展开以来，武警广东总队官兵在全
省 30多个主要铁路站点担负执勤任务。官兵
们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执勤理念，亲民爱
民、便民助民，守护着旅客的回家路。

连续 11年担负春运执勤任务的武警广州
支队战士万凯，所在的广州南站是全国最繁
忙的高铁站之一，今年春运期间日均停靠动
车800列、旅客发送量近60万。

针对今年春运学生客流、旅游客流、务
工客流交织汇融，加之雨雪冰冻恶劣天气造
成列车大面积晚点停运的实际，执勤官兵及
时调整执勤部署，细化情况处置预案，专门
编制《春运执勤手册》《服务旅客 30法》进行
规范指引，组织专勤专训，确保人人熟悉进
站流程、熟知交通路线、熟知站内设施、熟
知情况处置。

今天下午，记者跟随执勤的武警广东总
队机动支队官兵来到广州火车站。开往桂林
的 K952次列车，距发车时间还有 8分钟，旅
客陈女士带着小孩，吃力地移动着沉重的行
囊，急得满头大汗。官兵见状，走上前去帮
她抱起小孩，提起行李，护送这对母子平安
上车。列车缓缓启动了，陈女士和孩子冲着
官兵不停挥手。
“请大家自觉排队、遵守站内秩序！”在

广州火车站验票口，战士毛磊不停地提醒旅
客，并不时回答旅客的询问。毛磊告诉记
者：“看到旅客们带着笑脸安心上车、平安回
家，再苦再累也感到值得！”

记者了解到，春运期间，执勤一线官兵
人均每天要执勤 10小时以上，在维护站内秩
序的同时，还要引导旅客有序进站、候车、
出站，遇到群众问询、负重携幼等情况，积极提供帮助。他们俨然成为进出站
口“引导员”、交通换乘“讲解员”、帮难解困“服务员”。
“时代在变，春运执勤的方式也在变！”该总队参谋长殷学鸿介绍说，参加

春运执勤的官兵既要灵活处置情况，又要热情服务旅客。总队官兵数十年如一
日，用忠诚和奉献谱写了一曲为民服务的赞歌。

（本报广州2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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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飞浪卷，碧波万顷。春节前夕，
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穿过巽他海峡，
驶入辽阔的东印度洋。还来不及欣赏
这如画的美景，编队官兵就接到紧急任
务——一艘装载“违禁货物”的不明国
籍“商船”正航经编队附近海域，编队衡
阳舰奉命前出，对其实施登临检查。

接到命令后，衡阳舰舰载直升机立
即升空，直扑可疑目标。随后，衡阳舰也
朝目标海域高速机动。不多时，在舰机
协同配合下，可疑“商船”被迅速锁定。
“叮……”衡阳舰战斗警报骤然拉响，

舰员按部署迅速就位。空中，直升机持续
盘旋，螺旋桨的轰鸣声在海天间清晰可
辨；海面，衡阳舰慢慢接近，并通过电台向
可疑“商船”喊话，令其停车配合检查。

正当大家以为可疑“商船”将停车
配合时，导航雷达兵突然报告：“可疑目
标正在转向加速！”
“两进三，右舵十五！继续向目标

‘商船’喊话，令其立即停车配合检查。”
舰长周智峰果断下令，衡阳舰随即大角
度转向，加速靠近目标。
“砰！砰！”衡阳舰接连发出 2枚信

号弹，实施警示拦阻射击。可疑“商船”
在水面和空中的围追堵截下终于放弃

“抵抗”，减速停车，等待登临组登舰。
登临、控制、搜检，一气呵成，可疑

“商船”在衡阳舰指挥下沿给定航向缓
缓航行，临检拿捕行动顺利结束。
“演练中，官兵展现出了较好的协

同配合意识和临机处置能力，编队在陌
生海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得到
有效检验。”演练结束后，编队预备指挥
所指挥员汪晓勇如是说。

（本报东印度洋2月14日电）

深蓝大洋响起“战斗警报”
■本报特约记者 周启青 记者 马 飞 通讯员 刘畅平

“小梁子，这段时间太忙，顾不上过
来看你，没怨我们吧？过年了，来看看
你，给你送点你喜欢吃的东西。”今天上
午，西藏军区边防某团五连连长陈显刚
带领连队部分官兵，来到墨脱县烈士陵
园梁昆炜烈士墓前，一边摆上苹果、葡
萄、糖果，一边深情地说。

梁昆炜是 2015 年 9月从四川老家
入伍到西藏边防的，曾 10多次在素有
“生死巡逻路”之称的墨脱边防出色完
成战备执勤任务。去年 9 月，因工作
需要推迟退伍的他，在巡逻返回途中
遭遇泥石流飞石袭击不幸遇难，年仅
19岁。
“炜哥，多想再听听你爽朗的笑

声……”下士柴永发和梁昆炜是一起
入伍的同年兵，前年冬天，梁昆炜参加
完一次扑灭森林大火的行动后，白皙的
脸庞和迷彩服完全被尘土和炭黑的划

痕覆盖。柴永发逗他：“别人是高大帅，
你是高大黑！”梁昆炜嘿嘿一笑：“你懂
啥？这叫军人黑。”
“梁子，家里的事不用牵挂，我休

假会代你看望父母”“阿炜，你不在了，
班里少了很多欢笑声”……文书姜春
雨、班长孙林，同班战士曹主杰、张斌
州、梁伟等人依次上前，每人和梁昆炜
说几句心里话。

墨脱烈士陵园里，静静地躺着 29
位把青春留在雪域高原的边防军人。
据西藏军区领导介绍，自 1950年以来，
已有 1万多名官兵将自己的青春融入
雪山冰河。临近春节，西藏军区很多部
队组织官兵到驻地烈士陵园，祭拜把生
命留在高原边疆的战友。
“敬礼！”陈连长下达命令，所有官

兵举起右手，向着墓碑庄严敬礼。
（本报拉萨2月14日电）

“过年了，来看看你”
■李开开 本报记者 郭丰宽 中国军网记者 李 晨

今天一大早，驻守在西南边陲的战略
支援部队某部政委谢明利就忙碌起来：6
箱少儿图书、鲜红的福字和中国结……他
要去看望部队帮扶的贺歪小学的孩子们。

经过 1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颠簸，
汽车驶入位于云南省勐海县布郎山乡
曼果贺歪寨，绕过一个茶园，宽敞明亮
的贺歪小学就出现在面前。
“来了，来了！”早早在学校门口排

队等候的小学生们欢呼起来。人群中，
有一个名叫那戈的小姑娘更是高兴得
跳了起来。3个月前，就是在这群解放
军叔叔的帮扶下，已 13岁的她从寨子
的茶园里，来到学校一年级的教室里。
“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过年！”一下

车，谢明利就紧紧握住一年级班主任罗
忠新的手。贺歪小学所属的布郎山乡
中心学校副校长徐寿强介绍，贺歪小学

现有教师 3人，全校共有学生 43人，均
为拉祜族。这里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困
难，交通不便，尤其拉祜族是靠狩猎为
生，很多孩子辍学。

得知这一情况后，部队很快与这所
小学结成帮扶对子。在一次走访中，官兵
们了解到，很多学生买不起被褥，铺的是
草垫。回部队后，官兵们自发捐款捐物，
购买了一批新棉被棉褥送往寨子里。

翻阅近 3年该部对贺歪小学的帮
扶计划，记者看到：配备 2台计算机，安
装无线路由器；给学校食堂安装一个水
罐；配置投影仪和音响，建立多媒体教
室……

谢明利说，看着孩子们天真烂漫的
笑脸和自己亲手为孩子们整修一新的校
舍，官兵们打心眼里感到幸福和快乐。

（本报昆明2月14日电）

拉祜村寨的欢快笑声
■本报记者 邹维荣 通讯员 徐 昊

今天清晨，成都火车北站站前广场
人头攒动。军嫂张春燕带着 5岁的女儿
去西藏探亲，一来到车站，就被眼前黑
压压的人群吓了一跳。自己带了不少
行李，女儿又在不停地哭闹，张春燕一
时有些手足无措。

广场中央，一台迷彩大巴车上“军人
军属中转服务站”的横幅引起张春燕的注
意，她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走上前，向一名
身着迷彩服的执勤人员求助：“同志，我是
军嫂，能不能麻烦你帮忙送我进站。”
“当然可以。孩子正在哭，你先上

大巴车安抚一下孩子。”穿迷彩服的是
成都市民兵综合应急救援大队的民兵
蔡鑫，一听是军属求助，立即热情地接
过张春燕手中的几大包行李。

登上大巴车，一股暖流迎面而来。车
厢经过简单的改装，座位更加宽敞，配上了
饮水机，俨然成了一个临时休息室。

蔡鑫把一个提前备好的玩具递给小
女孩，并为张春燕倒上一杯热茶，安慰
说：“嫂子，你的车还有一会儿才发车，你
带着孩子就在这休息，我们跟工作人员
联系一下，一会儿直接送你到站台上。”

记者了解到，张春燕是这个军人军
属中转服务站今天接待的第一名旅客。

服务站自 2月 1日开设以来，已接待了
400多名军人军属。成都市民兵综合应
急救援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张修俊向记者
介绍，他们派出 80名民兵，在旅客集中
的火车北站和东站分别开设“军人军属
中转服务站”，向过往军人军属提供休
息、引路、送站、简单医疗救治等服务。

夜色渐浓，站前广场热闹依旧。张修
俊说：“为奉献者奉献，这个春节有意义。”

（本报成都2月14日电）

温馨中转服务 温暖军人军属
■本报记者 张 放 特约记者 孙绍建

“爸爸，你看，这是我这学期获得的
三好学生奖状……”在郑州联勤保障中
心第 477 医院远程医学中心的显示屏
前，7岁的翁琦原向爸爸翁维展示他刚
刚获得的奖状。

紧接着，刚刚牙牙学语的小女儿翁
梓馨在妈妈的引导下，对着视频里的爸
爸逐字逐字地说“新年好”。视频另一
头，翁维激动得双手竖起了大拇指……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即将到来之
际，中国第八批赴南苏丹维和医疗分队，
通过远程系统与国内家属进行新春连线。
“小雨，想爸爸没有啊？爸爸有礼

物要送给你。”说话间，维和医疗分队政
委赵吉辉拿起一幅泥画，在视频前向女
儿赵亦雨展示介绍，“这是一幅孟加拉

泥画，是孟加拉维和步兵营营长拉赫曼
送给爸爸的狗年春节礼物。”
“你放心！泊铮现在特别乖，跟别

人在一块儿总会说‘我爸爸是大英雄，
在维和战场救治了很多人’，可骄傲
了！”隔着屏幕，维和医疗分队副队长陈
勇的爱人陈祥丽激动地说，儿子说要以
爸爸为榜样，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妈妈，你写的信我收到了，妈妈很

棒，我为你自豪！”很快，话筒传递到维

和医疗分队手术室护士李燕的儿子卜
泳淇手里。前不久，李燕写了一封家
信，通过邮箱发给儿子，信中介绍了到
达任务区后的工作、生活情况，同时也
勉励即将迎来高考的儿子定下目标、一
起努力。

转眼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万里
之外的南苏丹即将天亮，维和医疗分队
又将迎来新一天的工作。

（本报武汉2月14日电）

跨越万里的亲情“团聚”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通讯员 丁 博 刘 怡

“接上级通报，某雷达站遭‘敌’空
袭，命我部紧急出发执行卫勤保障任
务……”医疗队队长张亮下达任务后，
30 名医疗队员分成背囊模块和车载
模块两支队伍，迅速登车向预定地域
进发。

春节前夕，第 254 医院急救康复
中心组织快速反应医疗队进行紧急拉
动演练。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机动，车
队来到郊区某训练场。
“搜救组即刻展开搜救任务，车载

模块迅速搭建卫生营地，做好救治伤
员准备。”张亮一跳下车就紧急召集人
员部署任务。“嗡嗡嗡……”一架无人
机腾空而起，朝着左前方一片废墟飞
去，5名搜救员乘坐救护车，朝着无人
机引导的方向疾驰而去。在烟雾滚
滚、断壁残垣的“空袭现场”，搜救员在
无人机的指引下很快发现两名“伤
员”，现场进行简单包扎后，快速抬上
担架后送。

与此同时，卫生营地搭建也在紧张
展开。在队员们的配合下，一套帐篷被
快速搭建起来。记者走进去看到，这套
帐篷呈井字形分布，由两顶大帐篷加两
顶连廊帐篷组成，内部用隔帘分出急救
区、手术区、复苏区等独立空间，简直就
是一个浓缩版的“野战医院”。

随着一声紧急刹车，救护车停在
帐篷外，搜救队员跳下车，用担架将两
名“伤员”火速送入帐篷一角的检伤
室，早已等候在此的抢救小组成员对
他们进行紧急检查。“伤员肝破裂出
血，左下肢骨折，紧急进行剖腹探查
术。”医生刘丹拿起平板电脑，点击界
面上的“医治伤员”图标，在弹出的“病
情备注”一栏中，果断地用语音下达医
嘱，制定治疗方案。

处置完情况后，刘丹边演示边向记
者介绍，着眼战时救治需要，急救康复
中心自主设计研发了快速反应集成化
信息平台，可以实现从搜救到紧急救
治、手术后送、指挥调度、后勤保障等环
节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气温已经降
到零摄氏度左右，队员们脸手冻得通
红，但个个干劲不减……

（本报天津2月14日电）

科研创新成果
助力战场救治

■邵 华 张维立 本报
记者 郭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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