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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我们休假有了专车接
送，真心为支队机关点个赞！”

前不久，武警兵团总队执勤六支
队二中队下士李康，乘坐支队机关派
出的接送专车抵达驻地机场，高高兴
兴与 23名战友一起踏上了休假返乡
的旅途。

按照支队相关规定，每批士官休
假离队前，都要前往支队机关驻地报
到，开展集中教育、物资清点等活动。

由于支队所属单位大都驻守在沙
漠边缘，驻地偏远分散，最远的中队距
支队机关有 230 余公里，休假人员自
行前往，不但增加了路费开支，而且存
在安全隐患。
“战士们每年返乡探亲一趟不容

易，带着大包小包，旅途奔波确实不方
便。”年初蹲连住班时，支队领导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动起了脑筋。

官兵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随后，这件事在支队党委会上引
发热烈讨论，党委“一班人”商议决定：

从细微处为基层办实事，解决一线官
兵返乡探亲难题。

筹备工作随之展开：按照各单
位情况，合理规划行车路线；每隔一
段时间，派专车将休假人员“一条
龙”接到机关营区；组织活动后，再
区分时间段、分批次，将他们送往机
场和车站。

与此同时，一些基层单位来支队
参加培训的官兵，也享受到了专车接
送的便捷服务。支队还出台规定，对
于官兵家属来队探亲所产生的路费，
符合条件的，核实后一律给予报销。
“服务基层不能只喊在嘴上，写在

材料里，为一线执勤官兵解难帮困永
远在路上。”支队政治工作处领导说，
下一步，他们将采取措施，积极协调解
决官兵子女入学、转诊就医等难题，把
更多暖心事办好办实，让一线官兵安
心戍边。

下图：休假官兵满怀欣喜登上接

送专车。 冯国强摄

“我为支队点个赞！”
■安永会 杨利程

位于祖国东海深处的西洋岛，素

有“蛇岛”之称。

虽是“弹丸”之地，岛上却生活着

10余种蛇类。其中，又以剧毒的金环

蛇、银环蛇和眼镜蛇居多。

驻守小岛的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

旅三连官兵，在执勤、训练、巡逻之余，

常在哨位旁、炮库内、操场上，甚至被

窝里，与各种各样的蛇“邂逅”。

久而久之，官兵们练就了几招“防

蛇绝技”，演绎出许多有趣的故事。

“真是见鬼了！”这天一大早，营区

菜地里，炊事员刘杰怏怏地抱怨起来。

咋回事？原来，连队饲养的老母

鸡“阿黄”，接连几天没见下蛋了，作为

饲养员，刘杰心里有点纳闷。

士官长杨建龙仔细勘察“现场”

后，指着地面上的“蛛丝马迹”说：“没

错，这是蛇干的。它们已经多次在炊

事班‘作案’了。”

连队新战士李爽，入伍前曾被蛇

咬过。一天傍晚站哨执勤，他隐约听

见草丛里传来“窸窣”声响，走近一看，

不觉惊出一身冷汗——眼前赫然出现

一条1米多长的眼镜蛇，正在吞食一

只半大的老鼠。

见此情景，李爽拔腿要跑。同岗

的班长叶争光一把拽住他：“遇蛇莫

慌，更不能跑，蛇看似凶残，但一般情

况下，它们不会主动攻击人。”

“10多年前，岛上鼠患成灾，岛

上的群众还专门引进了一批蛇，因

为蛇鼠相克，方能生态平衡。”听着

班长的讲解，李爽对蛇有了新认识，

在以后的巡逻执勤中，很快克服了

恐惧心理。

据守岛官兵们讲，有一年夏季，

岛上唯一的淡水库边癞蛤蟆成灾，

水质受到严重影响，让连队官兵一

筹莫展，后来正是蛇帮了忙。一条

条蜿蜒游动的蛇伺机而动，身扑口

吞、灵巧捕猎，烦人的癞蛤蟆很快就

没了踪迹。

不过，驻守小岛还是要处处提防

被毒蛇咬伤。平时战备训练除了武器

装备，官兵检查最多的就是野战服的

裤腿有没有扎紧，防止毒蛇钻入。为

了与蛇和谐相处，大家也是绞尽脑汁，

研究出许多“防蛇宝典”。

最有效的当属“树上吊坠子”。蛇

最怕雄黄，官兵把雄黄包在布条里，用废

旧的饮料瓶罩住，用绳子吊在营区周边

的树桩上。雨淋不湿，风大也刮不跑。

日复一日，大家在连队周边筑起

一道道“防蛇墙”，一排排“树坠子”也

成了小岛上的特殊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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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药填装准备！预备，放！”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远处海面上

的移动标靶瞬间被击中。近日，东部战
区陆军某海防旅一场实兵实弹海上攻防

演练，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所属某应急
保障营区打响。

此次演练，从部队开进到展开实操
训练，由原先的两天缩短到半天。同样
的人员，同样的装备，为何组训效率明显
提升？

现场负责指挥的海防营营长苏星
亮，为记者拉直了问号：“训练成绩提升
的奥秘，就在于脚下这条连接炮阵地洞
库的坑道。”

这个演练场，位于某岛山上，早先是
某要塞区为扼守海上要冲依山开凿的炮
阵地。后来，部队撤防整编，整体移交该
中心房管局管理。

去年初，一直没找到合适训练场地
的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得知有这么
一处训练场地后，立即向无锡联勤保障
中心递交了在该营区驻训演练的申请。

该中心房管局迅即行动，专门抽组
人员，主动靠前服务保障。

部队进驻后，难题接踵而至。营房
老旧、用水用电不便等保障难题突显。

更让人挠头的是，海防营每天要来
回拉动 6门火炮往返主坑道。由于坑顶
常年渗水，致使泥沙路面泥泞不堪，拉动
一台火炮进出坑道需多人合力完成，挤
占了大量宝贵的训练时间。
“不能让一条路成为妨碍部队驻训

演练的‘拦路虎’！”中心房管局党委利用
部队驻训回撤间隙，制定坑道维修方案，
在坑道内浇筑了宽宽的水泥硬化通道、
砌筑排水沟、浇筑炮位。

经过半个月紧张施工，修葺后的坑
道内道路平整，照明条件好，海防营官兵
展开训练，只需三五个人就能轻松推动
火炮快速进出坑道。

该营某连连长骆家辉告诉记者，如
今，有了这条通道，确保了官兵们把更
多时间精力，用到实战训练这个“刀
刃”上。

左图：海防营展开火炮训练。

杨 利摄

火炮机动有了“高速道”
■薛 军 杨 利 本报特约记者 高 洁

初夏墨脱，山巅的云雾似洁白的哈
达，环绕在葱郁的林海间，山脚静静流淌
的雅鲁藏布江，仿佛在喃喃低语。

坐落于峡谷深处的背崩乡，安宁而
静谧。乡里唯一一所学校——背崩乡希
望小学的操场上，孩子们在嬉戏玩耍，不
时传来阵阵欢笑声。

五年级一班教室内，西藏林芝军分
区“墨脱戍边模范营”三级军士长周国
仁，正为34名门巴孩子上课。

校长白玛说，周老师在这里义务支
教，已有18个年头了。

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孩子，大都走出
了深山。据统计，学校先后有 1832人考
入初中，23人考入内地西藏中学，200人
考上大学。

周国仁爱这片大山中的门巴孩子
们，门巴孩子们更爱他们的“玛米更拉”
（门巴语：兵老师）。

1、为孩子打开一扇窗

1999 年 9月的一天，周国仁在营门
口站哨。

换完岗，他忽然看见每天背着书包
去上学的索朗次仁，正牵着一匹骡马、背
着猪草，无精打采地往家里走去。

以往路过营门口，小索朗都会热情
地对哨兵说：“解放军叔叔好。”可那天，
小家伙儿心不在焉，闷闷不乐……
“锅达（门巴语：孩子），今天放学咋

这么早？”周国仁好奇地问。
“老师走了，不要我们了……”小索

朗低头说。
周国仁听罢愣住了。望着小索朗远

去的背影，他心里不是滋味。
后来，他专门到学校了解情况。

背崩乡地处大山，交通不便，艰苦恶劣
的环境让老师们望而生畏，不少人选
择“离开”。

学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小索朗所在
班级因为没有老师，不得已停课了。

一连几个晚上，周国仁躺在床上想
起小索朗那挂满泪珠的脸庞，便翻来覆
去睡不着。他的内心，萌生出一个想法：
用自己所学，为孩子们打开渴求知识的
一扇窗。

于是，周国仁找到教导员尚天云，把
“利用业余时间去学校给孩子讲课”的想
法，一股脑儿倒了出来。
“营里正准备派人去学校当辅导

员，不过教书育人是大事，你能行吗？”
望着当时年仅 19 岁的周国仁，尚天云
有些迟疑。
“教导员，我高中毕业在老家当过老

师，没问题！”周国仁信心满满。
由于家庭经济负担过重，周国仁高

中毕业后，不得已放弃继续追求自己的
“大学梦”。“想读书，没书读”的滋味，他
有切身感受。

教导员尚天云决定让周国仁试一试，
同时对他“约法三章”：对学生要尽心尽责，
不准收取学生家长任何东西，教学只能利

用课余时间，不能耽误训练、执勤任务。

2、墨脱响起朗朗书声

经过军地双方协商，周国仁成了背
崩乡希望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主要教
语文。尽管训练任务很重，但在连队支
持下，他合理分配时间，从来没有耽误学
生一节课。

上课第一天，周国仁蒙了。
讲台上，任凭他讲得如何生动，孩子

们只是呆呆地望着他。
“是讲得太难，还是孩子们不喜欢？”

周国仁心里犯了嘀咕。
此时，坐在后排听课的副校长丹增走

上讲台说：“同学们，新老师不会讲门巴语，
要认真跟老师学习汉语。”

丹增先用汉语讲了一遍，又用门巴
语讲了一遍。周国仁瞬间明白了，这些
门巴孩子听不懂汉语。而语言障碍，也
是学校留不住老师的原因之一。

要教好孩子，首先要打破语言障
碍。由于门巴语没有文字，仅靠口口相
传，周国仁便拜懂汉语的达瓦老师为师。

为了学好门巴语，他用汉语拼音代
替门巴语进行“音译”，耗费近 3个月时
间边学边记，记录了 10万余字的翻译笔
记，渐渐疏通了他和孩子们之间交流的
语言障碍。

当时，墨脱尚未通公路，大雪封山期
长达七八个月。

学校没有合适的双语教材，周国仁就
自己摸索编写；开山了，他用自己的积蓄，
委托亲戚朋友从县城采购书籍；没有粉

笔，他把木材烧成炭，在白木板上书写。
对一些因病休学的孩子，无论多么

偏僻的山村，周国仁坚持每周家访一次，
给孩子们“开小灶”。
“只有插上知识的翅膀，生活在大山

里的门巴人，才能真正走出贫困。”周国
仁深谙这个道理。

他说，如果说经历是人生最大的财
富，我和孩子们一起走过的日日夜夜，就是
我最大的财富。我希望自己的付出，能让
门巴孩子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3、“编余老师”的最大心愿

这几年，墨脱的路通了，背崩乡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崩乡希望小学也
发生了巨变——

孩子们穿上了崭新的校服，教室整
修一新，还配备了投影仪、滑动黑板；教
学也从当初的语文、数学，拓展到涵盖美
术、音乐、体育等多门课程。

两年前，乡里还给学校买来几头奶
牛，让孩子们每天能喝上新鲜牛奶。

如今，优厚的政策支持，日趋成熟的
软硬件设备，吸引了不少内地老师前来
这里支教，老师从“缺编”变成了“超
编”。周国仁也从当初的“代课老师”变
成了“编余老师”。

虽然“编余”了，但他心里高兴，也没
有闲着。

在周国仁建议下，学校开设了国防
教育课，由他定期讲授边防知识；每隔一
段时间组织一次军营体验活动，让学生
们与边防战士一起学习、读书。

“点亮孩子们的心灯，照亮他们的人
生路，看着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有了出
息，我就觉得值得！”周国仁说。

今年是三级军士长周国仁服役的最
后一年。聊起将来的打算，这位戍守墨
脱边防20年的老兵，一时语塞……

18年，周国仁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
光献给了墨脱。学校里的老师换了一茬
茬，而他始终在这里坚守。

周国仁永远忘不了，那难忘的一幕。
2003 年 7月，他所带的毕业班学生

全部考上了初中，其中有 7名学生考入
内地西藏中学，这是墨脱县第一次有学
生考入内地西藏中学。

通知下发的那天，背崩乡群众敲锣
打鼓，热闹得像过年一样……

乡亲们涌上来，给他献上一条条洁
白的哈达。

阳光出来了，山间的云雾散去。周
国仁深情地说：“我最终会离开这里，心
中虽有太多的不舍，但更多的是满足和
幸福。这满足和幸福，有一多半是门巴
孩子们给的。”

作为“编余老师”，他最大的心愿就
是：门巴族乡亲们能够伴着新时代的脚
步，生活得更加幸福！

图片说明：图①：周国仁的门巴学
生；图②：看到“兵老师”来家访，因病休
学的扎西，脸上有了笑容；图③：离开扎
西家，周国仁独自站在山头，悄悄抹去眼

泪；图④：双休日，周国仁到学校陪住校
学生做游戏；图⑤：讲起学校的变化，周
国仁喜笑颜开；图⑥：课堂上，周国仁耐
心为学生答疑。 王添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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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巴孩子的“玛米更拉”
■王添昊 李 驰 江 涛

林海茫茫，云雾升腾，在朗朗读书声中，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这是边陲小镇，一个普通的早晨。

伴随着悦耳的上课铃声，一位边防军人走进教室，走

上讲台。这样的场景，在西藏墨脱县背崩乡希望小学，已经

上演了18年。

18年，这位边防军人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献给雪域边疆，

献给门巴孩子们。一本书，一支笔，一个梦想，一段艰苦而充实

的坚守岁月。

人生几何，时光匆匆。门巴孩子心中的“玛米更拉”（门

巴语：兵老师），虽然平凡，却令人敬佩……

一次偶然机会，在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人》节目中，我看

到这样一个值得致以敬意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墨脱

边防军人周国仁。从此，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看到这篇稿件后，我辗转寻找，与周国仁通了电话。他说，

自己最大的幸福就是，18年坚守边防，巡逻边境，18年与门巴

孩子们相伴；最大的遗憾是，与妻儿相隔千里，“对不起”成了他

对妻子说过最多的话。

今天，随着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18年前门巴孩子

们的贫苦状况，已成为历史，富民强边的接力棒已从“周国

仁”传递到新一代官兵手中。不少驻守边防一线的部队，都

会定期选派文化素质高、思想品德好的官兵到驻地学校担

任辅导员，给边关少数民族孩子们送去知识，送去温暖。

再过几天，就要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了，我们把周国

仁的故事讲给读者，同时也向那些关心帮助祖国花朵健康成

长的边关战友致敬！向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祝福！

(陈小菁)

▲

“哨位君”说

边关传真

镜头里的边关

“六一”特别策划

张学士绘

⑥⑥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