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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任团长接力走进这

扇门，认下一家维吾尔族

“亲戚”

52年前的一天，在自家院子的破篱
笆下，饥饿的孩子们为争抢一小块干硬
的馕饼哭了，阿拉努尔怎么也哄不住，也
跟着掉眼泪。

就在这时，来给乡亲们送生产资料
的新疆军区某炮兵团战士刘明申，敲开
了她家的门。谁也不曾想到，这一次不
经意间的踏访，也为阿拉努尔一家打开
了一扇希望之门、幸福之门。

看到阿拉努尔家中的贫困情景，刘
明申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主动挑起了照
顾阿拉努尔一家的担子。

从此，春天帮下种、秋天帮收割，病
了送药、寒来送衣……村里乡亲们羡慕
地说，阿拉努尔认了一位跟亲兄弟一样
的解放军兄弟。

为帮助阿拉努尔一家解决温饱问
题，刘明申找来 7名战友，利用业余时间
一起在阿拉努尔家的自留地里试验育苗
新技术。这一年，阿拉努尔家种的粮食
第一次够吃了。

春去春又来，刘明申从一名战士成
长为炮兵团团长，始终尽力帮助阿拉努
尔一家。

在他离任后，该团继任的 7任团长
接力走进这扇门“结对子”，认下这门维
吾尔族“亲戚”。

为了增加阿拉努尔一家的收入，第3任
“结对”团长王凤林把目光投向了科技致富，
帮助他们利用地膜覆盖种棉技术，使棉花产
量比过去增加了3倍。第4任“结对”团长魏
江力带领官兵修建了干渠，解决了农田灌溉
的困难，使小麦亩产量大幅增加。第5任
“结对”团长王登良出资为阿拉努尔家修建
蔬菜大棚，还请来技术人员传授大棚种植技
术，当年阿拉努尔家就增收1万元。

2009年 5月，阿拉努尔家所在的巷道
被划为县工业园区建设用地，房子面临拆
迁。第6任“结对”团长蒲继生得知后，立即
带领官兵帮她家盖起了5间安置平房，解了
燃眉之急。此外，官兵们还给她家修起了
养鸡场，添置了家具，安装了闭路电视。

2011 年，第 7任“结对”团长奚伟给
阿拉努尔家送来了一批火鸡，聘请技术
人员教授养殖技巧，使她家的养殖规模
扩大，收入大增。

帮扶的接力棒如今传到了现任团长
苏志发的手中。他上任伊始就走进阿拉
努尔的家，了解她们生活所需，并协调军
医定期上门提供医疗服务。

方法各有不同，感情同样深厚。8任
团长，有的调到其他部队工作，有的转业
或是退休回到了地方，但无论相隔多久
多远，他们都一直惦记着阿拉努尔一家。

每每想起这些团长“兄弟”们，阿拉
努尔就取下相框，指着那些难忘的瞬间，
一遍遍地给儿孙们讲：解放军的恩情，永
远不能忘！每年自家果园里的杏子、苹
果、葡萄熟了，她都要把第一筐送到部
队，让炮兵团的官兵们尝尝鲜。

好日子，是军民携手

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十六村，曾因穷闻名。“能摘掉穷帽

子，炮兵团官兵是功臣。”村党支部书记
努尔艾力说。

刘明申团长帮扶阿拉努尔一家的故
事，受到驻地军民的广泛赞许。在他的
带动下，炮兵团党委自 1982 年起，与十
六村党支部结成帮扶对子，帮扶共建从
一家辐射到全村。

这里处在沙漠边缘，沙尘暴一起，天
昏地暗。为了改善环境，炮兵团官兵同村
民一起战天斗地，改造村容村貌，完成改
良土地、造林防沙等多项基础工程建设。

1996年，炮兵团官兵经过3年多的努
力，修筑了一条2公里长的灌溉主干渠，辐
射延伸几十条支渠，总长达15公里，使村
里的土地灌溉面积从不足 200亩增加到

4000亩。年年吃返销粮的十六村群众，第
一次披红挂彩向国家交售了余粮。乡亲
们把这条水渠亲切地称为“连心渠”。
“地吃水”得到了改善，“人吃水”的问

题也亟须解决。十六村过去没有水井，乡
亲们生产生活都靠自蓄的涝坝水，因为卫
生条件差，常常引发各种疾病。1998年，
炮兵团筹集资金8万多元，出动400多名官
兵，经过3个月奋战，为十六村建起全套无
塔压力罐设备、供水总控制室，开挖6000
多米的供水管道，把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
“要想富，先修路”。1993年，炮兵团

出动官兵为十六村铺设了一条宽6米、长
15公里的柏油路。5年后，又帮助村里建
成一条通往县城的柏油路。村民晴天一

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出行历史一去不返，
大伙儿把这条路取名为“爱民路”。

路通了，村民发家致富的脚步走得
并没能像预计之中那样快——因为贫困，
十六村的文化教育长期滞后，村民们“文
盲”率高，而且几乎无法使用汉语交流。

炮兵团党委与十六村党支部协商，
创办“扫盲夜校”，派出 38名既懂汉语又
懂维语的官兵，分别组织了 7个扫盲班，
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村民学习。几年下
来，全村 40岁以下的村民全部脱盲，许
多以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乡亲，如
今也能读书看报了。

通过学文化、学科技，乡亲们摸到了
脱贫的新门道，钱袋子也慢慢鼓了起来。

2002年，村民居马巴拉提买了一台
碾米机，开门做生意。机器损坏了，他因
看不懂说明书，陷入困境。炮兵团领导
得到消息后，专门安排修理所两名技术
骨干前去排忧解难。为防止再出故障，
修理所还定期派人去他家进行技术指
导，并辅导科技知识。经过半年多的努
力，居马巴拉提成了操作碾米机的熟手，
生意也逐渐好了起来。

阿不都是村里的特困户，炮兵团官兵
为他提供了养牛育肥的信息和技术服务，
并筹款帮他买种牛、修牛圈、拉饲料，牵线
搭桥、畅通销路，使他成为远近闻名的养
牛专业户。阿不都感激地说：“好日子，是
军民携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携手逐梦半个世纪，

那些感人的故事还在继续

8任团长，52年的“接力”，村民们真切
地感受到了解放军真情帮扶给他们带来
的好处、实处，也在感动中传递着正能量。

51岁的牙生，在穷日子里长大。炮
兵团官兵帮助他通过养鸡发家致富，现
在年纯收入已达 10万余元，成为当地有
名的养殖大户。得知村民买热沙的大儿
子买买提因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牙生
连续 4年资助买买提上学。他说：“解放
军连续多年资助村里的孩子上学，我现
在富了，也得尽自己力量帮帮孩子们。”

为了拔掉文化“穷根”，炮兵团官兵
在十六村建起了全乡第一所幼儿园，启
蒙教育率达到了 100%。他们还逐家逐
户说服动员，进行“一校十班百生”群众
性助学活动，让每个适龄孩子走进校园
受教育。
“在炮兵团有一个传统，团党委常委

各帮一户、连以上干部各帮一个贫困
生。在十六村，村党支部委员定点帮扶
贫困户，村民之间互相帮扶蔚然成风。”
该团领导说。

逐梦半个世纪，军民携手致富一路
前行，那些感人的故事还在继续……

近几年，炮兵团官兵帮助十六村建
立了“农家书屋”，定期增添新图书；建起
了“农民网吧”，让村民及时了解党的新
政策，掌握致富信息；组织放映队每月为
村里放映一部爱国主义电影；协助开展
“五好家庭”“文明村民”“十星级文明户”
争创活动；帮助村里建起了地毯厂、服饰
厂、乐器厂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2012年，炮兵团协调县乡建起了占
地两万多平方米的“双拥文化广场”和
“文化活动中心”，并组成各类文化活动
小组，共同开展活动，共同丰富村民精神
文化生活。劳作一天后来到“双拥文化
广场”休息娱乐，是村民们最幸福的时
候。在“双拥文化广场”举行军民联欢，
成了全村的文化盛事。

2019 年 3月，炮兵团官兵协助村民
修建了 1200平方米的集贸市场，帮助村
民发展餐饮、百货、日用、农副产品等，村
办和个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52年的持续帮建，结出累累硕果。十
六村被表彰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炮兵团先后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全国“拥政爱民先进集体”。

子弟兵对人民一往情深，群众对部
队真心拥戴。每逢“八一”建军节等节
日，乡亲们纷纷到部队慰问；老兵退伍返
乡时，村民自发前来送行……

在新时代，鱼水情深赓续新篇。“我
们一定会携手炮兵团官兵，带领村民奔
向小康，确保全体村民永不返贫。”村支
书努尔艾力说。
（本版图片由新疆军区某炮兵团供图）

8任团长接力帮扶一个民族村
—新疆军区某炮兵团官兵与驻地维吾尔族群众的扶贫情缘

■王雪振 潘 昭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2010年4月，即将卸任的团长蒲继生（右）与新任团长奚伟（左）在十六村阿拉努尔大娘家交接帮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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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

问题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

“脱贫攻坚是我心里最牵挂的一件

大事。”这些年来，习主席对脱贫工作记

挂在心，倾注了很多精力，多次主持召

开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

系列战略部署。新疆军区官兵积极响

应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指

示，认真履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职

能，积极为驻地贫困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送温暖，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投身脱

贫攻坚战，与各族人民群众共画脱贫致

富的“同心圆”。

新疆地域广袤、地理位置特殊，历

史上发展欠账较多。解决好贫困问

题，帮助各族群众“一个都不能少”脱

贫致富奔小康，既是庄严承诺，又是光

荣使命。新疆军区各级站在“为党分

忧、为党尽责、为党践诺”的高度，按照

“集中援建与结对帮扶相结合，持续输

血与激发造血相统一”的思路，因地制

宜、因情施策、因势而为，从一点一滴

抓起，夯基垒石，久久为功，建久安之

势、成长治之业。

脱贫攻坚关键要“帮到点上、扶到

根上”。在精准扶贫思路指导下，军区

部队官兵挨家摸排、逐户分析，通过军

地共同研究，根据家庭特长和个人意

向，把贫困群众所需、所盼、所长理清

楚，因人而异，一户一策，既注重给予产

业和资金技术支持，更注重激发群众脱

贫勇气和信心。结合军区部队戍边守

防任务，把精准扶贫、共建扶贫、边境扶

贫和民兵服务队扶贫有机结合起来，真

心真情办好民生实事，编织一张兜住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走活了脱贫

攻坚的大棋局，一大批贫困村、贫困户

脱贫摘帽。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驻地

各族群众尝到了发家致富的甜头，有了

美好生活的盼头，在脱贫发展中增强获

得感、自觉感党恩，军爱民、民拥军的鱼

水关系更加巩固。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

在，新疆军区部队扶贫工作到了收官阶

段，在巩固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必须继

续绷紧弦、加把劲，充分认识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的重要性艰巨性紧迫性，进一

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扎实有效抓好

脱贫攻坚任务落实。越是胜利在望，越

要防止松劲懈怠、精力转移。驻疆部队

广大官兵必将发扬“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精神，不见效不放手，确保帮扶的贫

困对象全部实现脱贫，与全国人民一道

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为夺取脱贫攻坚战

全面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军民携手共画“同心圆”
■艾乃提·吾买尔

2020年 1月 24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批准疏勒

县等12个县（市）退出贫困县

序列。

在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日子，疏勒县巴仁乡十六村的

维吾尔族大娘阿拉努尔拨通了

新疆军区某炮兵团团长苏志发

的电话，分享这一喜讯。

在一个泛黄的小本子上，

阿拉努尔记着这个炮兵团 8

任团长的联系方式。刘明

申、任亚新、王凤林、魏江力、

王登良、蒲继生、奚伟、苏志

发，每一个名字都是老人温

暖的记忆：“我记得下他们的

电话，却记不完他们为我这

个家，为我们这个村子做的

好事……”

十六村地处沙漠边缘，常

年风沙肆虐，土地沙化严重。

20世纪80年代，全村400多户

人家、2000余名维吾尔族乡亲

还过着“住的土坯房、走路尘

土扬、喝的涝坝水、四季缺口

粮”的穷困生活。如今的十六

村旧貌换新颜，2018年就整村

退出贫困村，还被评为“全国

文明示范村镇”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文明示范村镇”。

日子越过越红火的阿拉

努尔大娘常念叨：“解放军的

恩情，就像藤上的葡萄，看得

见、数不清。”富裕起来的村

民把写着“发展依靠共产党、

致富感谢解放军”的牌匾挂

在村委会大门口。而 8任团

长带领官兵接续帮扶维吾尔

族乡亲的故事，在当地早已

传为佳话。

一切，都源于52年前的那

一次相识……

2014年7月，炮兵团官兵给十六村村民讲解电器修理

技术。

2009年5月，炮兵团官兵走进十六村幼儿园，开展助学

活动。

1998年4月，经过炮兵团官兵奋战施工，十六村村民终

于喝上了自来水。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2011年11月，炮兵团官兵到希望小学为学生们军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