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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转文军转文””之后之后

■本版责任编辑 王京育 鲁文帝

自述人：邵悦
2018年 11月从北部战区陆军某海

防旅转改文职到湖北省襄阳军分区老
河口市人武部。

我经常在梦中回到霸王山下，深沉
的大海、热血的军营、熟悉的战友，一切
仿佛都在昨日。

去年冬天，我正在新兵营培训新
兵，接到连队下发的是否转改文职人
员意愿调查表。说实在的，组织还是
比较看重我的：上半年受领预提指挥
士官集训工作，下半年担负新训工作，
营里边也准备推荐我到机关宣传科。
但自己在排长岗位上 3年时间了，连里
还有不少有资历、有本事的老排长，我
自觉上升空间有限，转改文职或许是
个新机遇。

但转改文职到人武部上班的第一
天，陌生的环境、生疏的岗位，让我突生
迷茫：仗着年轻转身，想闯出另一片天
地，但我真的可以吗？心中五味杂陈，

那天夜里更是破天荒地失眠了。
初次接触国防动员工作，感觉一切

无从下手。不同于作战部队按部就班
的训练生活，这里的一切似乎充满“变
数”。刚到岗正赶上单位潜力数据调
查、年终工作考核等各项任务几乎同时
展开。与此同时，下乡镇走访基层武装
部、筹备议军会、慰问贫困群众等工作
也相继展开，虽说是年终岁尾，自己却
颇有焦头烂额的感觉，情绪一度很低
落，甚至萌生退回原单位的想法。

此时窗外小雨沥沥，听着雨声，我
的心平静下来。为什么焦虑急躁？就
因为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心里没底才会
如此？可步入大学之时、初到连队之
时，不都是人生第一次吗？我也没这样
忐忑过，说白了都是斗志减弱、自信心
不强所造成的。

回想起这段时间的工作，一幕幕影
像闪过：到军属家送立功喜报，大爷大
妈接过喜报后因激动而颤抖的双手；到
贫困户家慰问，老乡眼中透着脱贫的决

心和对我们的信任；到基层武装部调
研，帮他们解决困扰建设发展难题，武
装部长露出欣喜的笑容……

仔细思索基层武装工作，发现这里
的舞台不算大，但意义非凡，并大有可
为，而且人武部也积极为我搭建成长成
才平台，比如部领导得知我在大学是学
新闻的，便与上级单位联系，推荐我到
解放军报社学习。3个月的学习让我受
益匪浅，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回到单位
后，部里又给我压担子，除了新闻报道，
保密工作、征兵工作我也参与其中，每
天都忙忙碌碌的，但感觉很充实，浑身
有使不完的劲。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不管是身着
“橄榄绿”还是“孔雀蓝”，只要心怀强军
梦想，无论在哪里，都是我们建功立业
的好地方。

心怀强军梦，建功新岗位

离新学期开学没几天了，记者来
到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的西卜沙村，
走访这里的一所乡村小学——“黄南
军分区希望小学”。阳光映照着金色
河谷，草原松林叠染黄绿，一路上孩子
们欢快地和记者打着招呼。问他们为
什么这么高兴，孩子们说：要上学了，
到希望小学读书！

远远就见到守候在校门口的西卜
沙村村主任夏吾多杰和校长娘本加。
见到记者，他们立刻打开了话匣子：

“西卜沙，藏语意为秋天，一到秋季便

风景如画。但村子位于一个山谷隘
口，过去交通不便，又没有自办学校，
村里很多孩子都上不了学。”说到这
里，夏吾多杰叹了一口气回忆道，再苦
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在村
里老人的带头下，当年全村人齐上阵，
用木板、泥巴建了几间房子，这便是西
卜沙的第一所学校，夏吾多杰就是在
这个简陋的学校里完成了小学学业。

2002年的冬天，虽然寒风刺骨，
但这个村子却迎来了暖心事。黄南
军分区原司令员谷其友带工作组下乡
调研，路过西卜沙村小学时，眼前的情
景让这位上过战场的铁汉子流泪了：
破烂不堪的土房子四面通风，高原的
寒风吹得孩子们手中的课本哗哗作
响，一张张稚嫩的小脸蛋冻得又红又
紫……很快，军分区党委筹措来资金，
立项为西卜沙村修建新小学。一年
后，“黄南军分区希望小学”落成，从此
成了西卜沙村最热闹的地方。每天早
上，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去上学，放学
后，孩子们又一起回家，整个小山村充
满欢歌笑语。

在学校任教时间最长的老师吉毛
才让告诉记者，新学校落成的第一个
儿童节，军分区官兵与学校一起组织
升旗仪式。那天一大早，父老乡亲就
像过节一样穿上崭新的藏袍赶来，当
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
起，一双双稚嫩和苍老的眼睛都湿润
了。那一刻，希望小学不仅仅只是一
所学校，它承载着西卜沙村 87户人家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自新学校建成后，西卜沙村的学
龄儿童教育覆盖率达到 100%，截至目
前，已有 21名从“黄南军分区希望小
学”中走出的藏族学生考上了大学。

“家乡养育了我，希望小学培育了

我。”跟随采访担任翻译工作的夏吾多
毛说。她是希望小学的第一批毕业
生，也是这个村最早走出的大学生之
一。大学毕业后，她在州里当老师，一
直坚持利用假期为村里的孩子辅导功
课。“那时，我最喜欢爬上教学楼楼顶，
和伙伴们一起眺望美丽的家乡，憧憬
美好的未来。”提起儿时的母校，夏吾
多毛满是甜蜜的回忆。

达措吉也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那年，她考上大学的消息传遍了西卜
沙村，但她自己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父亲干活时摔成重伤，家里负债累累，
拿什么供自己上学？听到这个消息
后，时任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海春
赶到达措吉家中，将学费塞到她父亲
手里，还四处奔波为达措吉申请了助
学金，并负担了达措吉大学期间的全
部生活费。现在，达措吉是循化县藏
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军分区官兵和西
卜沙村孩子之间，这样的故事数不胜
数。这所学校，见证了 16年如一日的
军民鱼水深情。

“这么多年了，军分区官兵换了一
茬又一茬，但对小学的帮扶却从未断
过线。”娘本加告诉记者，16年里，每逢
新生入学，军分区官兵便会送来学习
用品、送来新校服。课桌旧了，军分区
的车就会拉一批新的过来。不仅如
此，官兵自发结对帮助贫困生完成学
业，对于学生们来说，解放军叔叔就跟
亲人一样。

“我们虽然只是个村学校，但硬件
条件非常好，在附近的村里很出名。”夏
吾多杰说，前不久，到任时间不长的军
分区领导来到村里，与村干部和校领导
一起规划希望小学下一步的发展，用不
了多久，运动场、现代化电教室和校园
澡堂等一批新项目将投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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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军分区官兵给学生送来新学期用的学习用品和校服。 李国章摄

本报讯 梁永、记者孙绍建报道：“我
宣誓，弘扬红军精神，铸牢我军军魂……”
近日，四川省军区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组织官兵和职工来到
红军飞夺泸定桥遗址，重温英雄事迹，
探寻革命前辈攻坚制胜的精神密码。

官兵走进泸定县，只见道路两旁绿
树成荫，精致的楼房错落有致，军旗军
徽和22勇士画像雕塑处处可见。

“泸定变了，变得漂亮了！”官兵一
边观看，一边感慨。如今的泸定县城告
别了陈旧杂乱，大渡河两岸，建起一排
排古色古香的木结构房子，有茶馆和饭
店。桥头茶馆的老板刘鲜武笑逐颜开
地说：“2013年，我就到这里开店了，这
里气候好、治安好，来的游客也越来越
多，每天的收入都不错。”

官兵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
在讲解员的解说中，一张张照片、一件件
文物、一幅幅画作，为官兵呈现了当年红

军浴血奋战的悲壮情景。22名勇士浮
雕，每一个浮雕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
故事，大家仔细阅读先烈生平，表达缅怀
和崇敬之情。政治工作局干事付光明说：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牢记
历史，不忘先烈。听党话、跟党走，这不仅
是一种朴素的感情，更是一种信念。”

在泸定桥畔，省军区组织开展向革
命先烈敬献花篮、主题签名活动，官兵
们谈使命话责任，面向高耸的红军飞夺
泸定桥纪念碑，默然肃立，纷纷举起右
手，庄严宣誓：“永远听党指挥，与党同
心跟党走！”走在铁索桥上，大学生士兵
吴松激动地说：“重走铁索桥，心灵再一
次得到洗礼，更加坚定了我投身强军实
践的信念。”

四川省军区组织官兵探访红军飞夺泸定桥遗址

重温前辈英雄事迹 探寻制胜精神密码

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186团
团部——“吉木乃”小镇以北11公里，一
栋身披迷彩的 3层砖混建筑，孤单地矗
立在沙漠中，那就是位于中哈边境线上
的北沙窝民兵哨所。

北沙窝哨所地处阿勒泰地区吉木乃
县，曾是一个季节性民兵哨所，每逢夏秋
两季，186团武装部就会派民兵巡逻小
分队来此执勤。2012年，付永强、刘桂
芝夫妇将家当从团部搬到这个偏远哨
所，这里便成了北疆一个常驻哨所。每

天，夫妻二人要在沙漠腹地执勤巡逻10
余公里，守护着中哈边境63号界碑至66
号界碑的边防线。

付永强和刘桂芝相识于河南老家，
为了支援边疆建设，2004年，他们从开
封来到 186团，承包经营土地。在这里
的 8年，付永强渐渐明白了什么是“兵
团”，什么是屯垦戍边。

2012年，186团武装部选拔北沙窝
哨所哨长，付永强瞒着家人报了名，并
顺利通过武装部考察，当上哨长。“守边

防我没意见，而且大力支持，但我生气
的是他自作主张，家都要搬到哨所了才
告诉我。”刘桂芝对记者说，第一次去哨
所，看到荒漠中孤零零的房子，她和女
儿都惊呆了。后来刘桂芝还是跟丈夫
一起上了哨位，将女儿托付给亲戚，为
了方便看女儿，他们还拿出全部积蓄买
了一辆轻卡车。

北沙窝哨所刚建起时，周围是一座
座沙丘。闲暇时，夫妻俩常常趴在窗台
上默默看着路的尽头，偶有车影掠过，都
觉得很新鲜。

夏季风沙大，他们早晨起来第一件
事就是清理窗户和门外厚厚的沙子。冬
季更是难熬，风大雪大，巡逻回来，人和
马都挂满了白霜。环境这么恶劣，不觉
得辛苦吗？“老一辈军垦人、边防官兵的
生活条件比这里艰苦多了，我们没资格
叫苦喊累的。”付永强说，团里领导非常
重视哨所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打了两
口机井，供浇地和人畜饮用，还组织大批

劳力移植多年生的大杨树，哨所还配备
了电视和小阅览室。

在付永强的影响下，儿子付万里中
专毕业后主动申请加入兵团民兵队伍，
如今在距离哨所220公里的北屯市执勤。

来到 186团的 15年，老一辈军垦人
不畏艰险守边疆的奉献精神，无时无刻
不影响着付永强和刘桂芝。“巡逻时雪钻
鞋袜、跌倒摔跤是常事。我们互相鼓励
安慰，把边守好，也要把北沙窝这个小家
的日子过好。”刘桂芝笑着说。

哨所上面有座瞭望塔，夫妻俩每周
一都会在塔上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付
永强说：“有人认为戍边就是苦和累，但
我却喜欢这个工作带来的光荣感、幸福
感。只要祖国需要，我们会继续在这里
站岗放哨。”

左图：付永强和刘桂芝正在巡逻，他
们说，只要祖国需要，就会继续在这里站
岗放哨。 吴启刚摄

中哈 边界上的“夫妻哨”
——走进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北沙窝民兵哨所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宁 黄宗兴

8月中旬,辽宁省黑山县人武部
牵头组织驻军部队官兵及本单位干
部职工、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到新落
成的黑山县太空科普馆参观，感悟航
天精神，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主题教育效果。在太空科普
馆各展区，大家参观航天模型，观看
太空舱 4D电影，亲身体验“神十”升
空虚拟场景。讲解员详细讲述了曾
执行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黑山

籍航天员张晓光的个人事迹。“我们
近距离感受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
天精神，真正了解了中国载人航天事
业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参观人
员坦言，要在今后的工作学习和训练
中，勇于攻坚克难、敢于开拓创新。
图为大家在黑山籍航天员张晓光蜡
像前参观。

李 琳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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