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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帕米尔高原的一处界碑旁，立
着一块椭圆形石头。虽历经风雨侵蚀，
但石头上的少数民族文字与八一军徽仍
清晰可见：守边爱边最光荣，望我子孙守
边爱国一辈子（汉语意）……

这些文字，出自已故的塔吉克族
民兵护边员阿布力克木。为报答党的
恩情，这位老人生前立下家训：我所有
子孙后代一定要爱国守边，跟着共产
党走！

一句红色家训，数代坚守至今。去
年 9 月，老人的曾孙阿甫孜也报名参
军，来到陆军第 77集团军某旅服役，成
为家族第 4代军人。

记者初见阿甫孜，是在该旅新兵训
练表彰大会上。当时，这名浓眉大眼的
少数民族战士，手捧“优秀新兵”荣誉证
书，向台下战友庄严敬礼。
“我的曾祖父是穷苦出身，靠给巴依

老爷（旧封建主）放牧为生，常常吃不饱、
穿不暖。”性格开朗的阿甫孜对家族故事
如数家珍，“新疆解放后，穷苦牧民翻身做
主人，我曾祖父也从此有了一片草场。”

由于家里的草场紧邻边境线，阿布
力克木被部队官兵邀请担任民兵护边
员。满腔爱国热情的他二话没说，当即
欣然应允。

就这样，阿布力克木成为一名“不
穿军装的边防兵”，和部队官兵一起爬
冰卧雪，开始了“三峰骆驼一口锅、三根
木柴搭地窝、储冰融雪当水喝”的巡逻
守边生活。

一次巡逻，阿布力克木和官兵被大
雪困住多日。返回后他才发现，自家帐
篷、畜棚等被连日的积雪压塌。

巡逻官兵见状，主动提出给一些补
偿，却被阿布力克木一口回绝：“要是
没有共产党，我今天还睡在巴依老爷家
的牛棚里。我只想报答党的恩情。”

不图名、不图利，阿布力克木义务守

防护边，一干就是几十年。
在阿布力克木的熏陶下，他的两个

儿子艾则孜汗、卡德尔相继参军报国。
1962 年，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卡

德尔随部队奔赴前线。一次执行任务，
他在腿部负伤的情况下顽强战斗、勇猛
反击，只身一人击毙数名敌人，荣立个
人一等功。消息传来，阿布力克木激动
得彻夜未眠。

时光流逝。1972年，当阿布力克木
步履蹒跚最后一次走下边境线时，他对

官兵承诺：“我走不动了，就让我的子孙
替我！”

一诺千金重。阿布力克木的长孙龙
吉克来到某边防部队，接过祖父守防护
边的接力棒。

阿甫孜告诉记者：“为了让后代牢记
曾祖父的承诺，爷爷卡德尔和大伯龙吉
克一起在石头上刻下家训。”
“数十年间，我们家族有多人穿上军

装，并且都在边防部队服役。”说着，阿甫
孜骄傲地从手机里翻出几张照片，“这是

大伯龙吉克的二等功奖章，这是叔叔阿
里甫的三等功奖章……”

在红色家训感召下，阿甫孜的堂兄
阿布都贾米和夏吾古尼相继考入军校，
大学毕业的阿甫孜也如愿穿上军装。

到部队前，阿甫孜特意来到“家训
石”前，立下“一定要当个好兵”的誓言。
入伍后，他刻苦训练、工作认真，多次受
到连队干部表扬。谈起阿甫孜的表现，
连长雷尚武直竖大拇指：“思想红、作风
硬、训练拼，是一块当精兵的料！”

塔吉克族民兵护边员阿布力克木立下爱国守边家训—

一家四代守边防 一心向党世代传
■本报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贾文鑫 王 鹏

又到一年清明时，英烈往事尚在耳。无

数后来人怀着崇敬和仰慕的心情，前往陵园

缅怀英烈，拜谒一座座精神与灵魂的圣地。

“英雄者，国之干。”山因脊而雄，屋因梁

而固，英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从战争年代

的张思德、董存瑞，到和平时期的李向群、杨

业功，再到新时代的林俊德、张超，无数英烈

舍小我成大我，功勋彪炳史册，精神永垂不

朽。正是千千万万先烈的流血牺牲，夯实了

新时代强军伟业的坚固基座，擦亮了中华民

族的精神底色。他们所代表的英烈精神，蕴

含着我党我军克敌制胜的红色密码，是我党

我军特有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崇高品格

的集中体现。

每思祖国金汤固，便忆英雄铁甲寒。追

忆革命先烈，不仅仅是对某个人的缅怀，更

重要的是重温历史，感悟一种永不磨灭的精

神，汲取一种自强不息的力量。这股精神力

量，是“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忠

诚不渝，是“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的敢

打必胜，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

仑”的无畏豁达，是“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

神不可灭”的坚贞不屈。只有把英烈精神融

入官兵血脉之中、灵魂深处，以先烈为镜，方

能洗涤思想、净化灵魂、提升境界。

躯壳纵填沟壑去，精神犹在海天张。每

一次对历史的纪念，都是为了全新的出发。

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前进路上，我

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要跨越，还有许

多“娄山关”“腊子口”要征服。无论是练兵

备战还是深化改革，无论是干事创业还是攻

坚克难，都需要我们慎终追远，学习先烈的

坚定革命意志和顽强战斗精神，砥砺新时代

革命军人的精神利刃，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

下去。

周恩来同志曾说：“想到那些死难的烈

士，我们没有权利不努力工作，没有权利不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清明的意义，既在于

缅怀先烈，更在于继承先烈遗志、续写未竟

事业。我们应把对革命先烈的追思，转化为奋发进取的动力，聚焦备战打仗，锤

炼过硬本领，狠抓工作落实，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以优异

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作者单位：32167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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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阿布力克木（左）和儿子
卡德尔。

图②：卡德尔（左）与兄妹。
图③：龙吉克近照。
图④：阿里甫军装照。
图⑤：“家训石”。
图⑥：阿布都贾米（右）和

夏吾古尼。

图⑦：阿甫孜手捧“优秀新兵”
荣誉证书。 （阿甫孜、王旭供图）

初春滇东，惠风和煦。南部战区陆
军某基地报告厅内，多名军地优秀党员
代表与官兵齐聚一堂，参加党史学习教
育交流活动。
“我的家乡遵义是一片红色热土，党

曾领导中央红军在这里浴血奋战，许多

将士献出宝贵生命……”“排雷英雄战
士”杜富国率先登台，深情讲述自己的党
史学习教育体会。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无数党

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集中体现了党的
先进性。”该基地领导介绍，为创新党史

学习教育方式，他们积极整合军地教育
资源，开展“学党史、学英模，做新时代
奋斗者”主题党课交流活动，邀请杜富
国等英模典型进军营、到班排、上战位，
与官兵面对面交流。军地先进典型结
合自身成长经历，讲党史、话初心、谈感
悟，进一步打牢官兵爱党、信党、跟党走
的思想根基。

某连宿舍内，杜富国与官兵围坐
在一起。“我就读的小学，曾是烈士子

女保育院。每年清明，学校都会组织
我 们 去 红 军 山 扫 墓 ， 聆 听 长 征 故
事，缅怀革命先烈。”杜富国回忆
道，“红军不怕流血牺牲、敢于攻坚
克难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迎难而
上、奋勇拼搏。”

某连训练场上，“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邓冬与官兵席地而坐，交流互
动。“作为一名党员和退役军人，无论
在部队练兵备战一线，还是在地方脱
贫攻坚战场，都要发扬顽强战斗作风，
敢打硬仗、能打胜仗。”邓冬的发言，让
现场官兵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学
习革命前辈、学习先进典型，发扬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练就硬
功，争当尖兵。

据悉，该基地将深化此次活动成
效，开展“岗位学典型”活动，引导官兵
自觉奋斗强军，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陆军某基地引导官兵学习党史奋斗强军—

典型人物走进课堂战位
■本报记者 段江山 通讯员 肖驰宇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本报讯 张继元、王宗奇报道：
近日，海军研究院某所组织的科研项
目评审会上，青年科研骨干楚玉川申
报的某项目获得通过。他的结对导
师、该所高级工程师李忠平对课题下
一步进展提出具体指导意见。据悉，
参加此次评审的一批贴近战场、面向
部队的课题，全部由 40岁以下青年科
研骨干担纲主研，所内资深专家担任
课题导师。

“一次性孵化数十项科研课题，得
益于我们为青年骨干量身打造的培养
模式。”该所领导介绍，近年来，所党委
借鉴高校研究生培养机制，制订《优秀
青年骨干“1+1导师制”组织实施办法》，
推动资深专家与青年骨干“结对子”。
去年底，该所 20名资深专家接过导师证
书，许多优秀青年科研骨干有了心仪的
导师。

为使“1+1导师制”发挥人才培养倍

增器作用，该所多次征求官兵意见建
议，建立完善导师遴选、平台搭建、经费
保障等配套机制；明确青年科研骨干每
3年为一个成长周期，年年评估、适时调
整、滚动发展。
“1+1导师制”加速青年骨干成长成

才，一批年轻科研人员脱颖而出。“导师
言传身教，既教授知识技能，又引导思想
品行，我们受益匪浅。”青年科研骨干万
宇婷说。

海军研究院某所推行“1+1导师制”培养青年骨干

导师带教加速成长成才

初春时节，空军

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空军第986医院百名

军医组建志愿服务

队，为驻地群众开展

义诊服务。图为空军

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教授韩英为群众提供

健康指导。

李 扬摄

本报讯 王立敏、特约通讯员段宴
兵报道：“起飞！”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两架歼击轰炸机依次起飞，在空中与预
警机组网建链后，飞赴预定空域……阳
春三月，渤海湾畔战机轰鸣，海军航空兵
某旅组织的一场预警机引导下对海突击
训练正在进行。
“与以往同机型交替掩护不同，这

次预警机加入，如同为战机加装了‘千
里眼’，不仅可以更精准地感知战场态

势变化，还能最大限度缩短指挥信息
流转周期。”该旅领导介绍，他们依托
空情系统，组织小编组、小体系对舰攻
击训练，指挥引导歼击轰炸机编队随
时调整突击队形和攻击方向，实现“指
哪打哪”。
“发现‘敌’舰……”预警机搜索发现

目标后，立即将相关信息共享给歼击轰
炸机。歼击轰炸机前舱飞行员彭春林根
据指令，驾机成功规避“敌”舰空导弹拦

截。进入攻击航路后，后舱飞行员王子
文根据实时接收的信息，一边快速设置
攻击参数，一边牢牢锁定目标。一切准
备就绪，他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对“敌”实
施连续模拟打击。

今年以来，该旅先后组织预警机引
导下突防突击训练数百架次，在一次次
协同配合中，检验论证战法训法，优化调
整作战方案，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和部队
作战能力得到提升。

精准引导提升突击训练质效

本报讯 綦欢、记者牛辉报道：3月
下旬，科尔沁草原风沙四起，第 78集团
军某旅直升机编队飞行训练如期进行。
数架战鹰依令完成低空侦察、空中突防
等课目训练，部队遂行任务能力得到有
效锤炼。这是该旅开展精细化装备保障
带来的可喜成果之一。
“恶劣天候条件下，武器装备性能会

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只有不断提升装备保
障水平，才能确保训练质效。”该旅领导介

绍，他们经过探索实践，形成一套闭合回路
式保障方法。飞行训练前，他们按照看、
摸、闻、听“四步法”，对每架战机进行全面
细致检查，并依规细化“分区划块、循环维
护”保障流程；训练过程中，各机组在完成
既定训练课目基础上，收集汇总战机飞行
数据并上报保障部门；训练结束后，装备
保障人员根据机组上报数据，对战机进
行“过筛子”式检查保养，确保每架战机
以良好状态迎接新一轮训练任务。

据了解，今年开训以来，该旅严抓装
备保障质量，组织飞行员与保障人员“见
面会”40余次，采纳落实飞行保障意见
建议百余条。

精细保障助力装备战风斗沙第78集团军

某 旅

海 军

航空兵某旅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⑤

早春时节，东部战区海军

航空兵某师组织侦察预警、指挥

引导等科目训练。

本报特约记者 李恒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