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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谢 您 ，我 终 于 入 党 啦 ！”前 不

久 ，玉 麦 乡 玉 麦 村 群 众 拉 巴 多 吉 被 党

组 织 吸 收 为 中 共 预 备 党 员 后 ，激 动 地

向 军 地“ 联 合 党 小 组 ”组 长 、入 党 培 养

联 系 人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连长付

瑶打电话报喜。

拉巴多吉前些年搬迁来玉麦，党和

政府的扶贫政策让他们一家住上新房、

过上好日子，他打心底里感谢党和政府，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由于性格内向，不

善与人沟通，每年村里发展预备党员，作

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拉巴多吉总过不了群

众的民主测评关。这让他对村党支部一

度产生了误解。

付瑶得知情况后，建议将拉巴多吉

纳入到他所在的军地“联合党小组”，自

己做他的培养联系人。接下来的一年，

每次“联合党小组”开会，付瑶都积极引

导拉巴多吉发言，每次部队组织军地活

动，也邀请他帮忙配合。经过一次次活

动，不善言辞的拉巴多吉逐渐敞开心扉，

赢得了更多群众的认可。

玉麦乡成立时间较短，党组织建设

基础相对薄弱。军地互聘党建顾问，选

配骨干党员和大学生党员，建强军地“联

合党支部”“联合党小组”，共同打牢军民

的信仰信念根基。在“联合党支部”指导

带动下，玉麦乡各级党组织生活更加规

范。军地携手推进玉麦乡党员之家、党

建办公室和支部会议室等党建场所的规

范运行，一批像拉巴多吉一样的入党积

极分子直接受益。

在“军地共学课堂”活动中，“七一勋

章”获得者卓嘎、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

革命军人标兵杨祥国等一批扎根边关的

英模人物相继走上讲台，讲述亲身经历

和身边变化。一场场接地气的宣讲，让

边防官兵和驻地群众共同感受如今幸福

生活的来之不易，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

党走的信念。

引导帮助藏族群众入党引导帮助藏族群众入党

敞开温暖的怀抱

玉麦乡隶属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
县，由玉麦村、纽林塘村两个行政村组
成。近年来，玉麦乡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命名为第六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示范区（单位），乡人民政府被表彰为全国
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革命老
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
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西藏军区
某边防团与玉麦乡开展“五共五固”结对
共建活动：共学党的理论固信仰信念，共
建基层组织固一线堡垒，共促民生改善
固脱贫成果，共树文明新风固民族团结，
共守神圣国土固边境安宁，以显著成效
引发各方关注。

见证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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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在 3500米以上的玉麦乡，曾经

仅居住着一家 3 口人，是著名的“三人

乡”。如今，全乡居民达 200多人。已建

成小康乡的玉麦 2022 年人均年收入近

4.4万元，人均居住面积达 40平方米。

“ 家 是 玉 麦 ，国 是 中 国 。”2017 年

10 月，习主席给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

妹回信后，这句话已经成为玉麦乡的名

片。今年春节过后，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官

兵与玉麦乡群众联合巡边时，精心清洗擦

拭描绘在山石上的国旗图案。他们用歌

曲《国家》表达心声：“一玉口中国，一瓦顶

成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一玉口中国”
■张顺祥 毛俊龙 孙 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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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兵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宗

旨所系、本色所在。

当年，我军进军西藏前，毛泽东同志

代表党中央作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的指示。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同志也提出

“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靠 政 策“ 吃 饭 ”永 不 过 时 。 今 天 ，

驻西藏部队参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需 要 继 续 做 好 这 方 面

的工作。

学 懂 弄 通 党 的 政 策 ，就 要 学 好 用

好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 今 年 ，是 全 面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的 开 局 之 年 ，是 实 施

“ 十 四 五 ”规 划 承 上 启 下 的 关 键 一

年 。 驻 守 雪 域 高 原 的 部 队 官 兵 更 应

该 带 头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自 觉 做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的 坚 定 信 仰 者 、积 极 传 播

者 、忠 实 实 践 者 ，与 各 民 族 群 众 一 起

把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真 正 转 化 为 坚 定 理

想 、锤 炼 党 性 和 指 导 实 践 、推 动 工 作

的强大力量。

无 论 什 么 时 候 ，都 要 在 大 局 下 行

动 。 和 平 解 放 前 ，西 藏 没 有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直 接 组 织 ，西 藏 人 民 是 通 过 解 放

军 认 识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他 们 深 情 地 称

解 放 军 是“ 毛 主 席 派 来 的 人 ”。 今 天 ，

我 们 更 要 在 党 和 国 家 工 作 大 局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全 局 下 行 动 ，全 面 贯 彻

中 央 第 七 次 西 藏 工 作 座 谈 会 精 神 ，把

维 护 祖 国 统 一 、加 强 民 族 团 结 作 为

西 藏 工 作 的 着 眼 点 和 着 力 点 ，把 改 善

民 生 、凝 聚 人 心 作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部 队 越 能 打 仗 ，人 民 群 众 越 放

心 。 驻 军 部 队 应 把 抓 好 练 兵 备 战 工

作 与 支 援 民 族 地 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统

一 起 来 ，成 果 相 互 转 换 ，经 验 彼 此 借

鉴 。 当 年 ，我 军 先 头 部 队 一 面 进 军 一

面 修 路 ，一 面 进 军 一 面 生 产 。 这 也 启

示 我 们 ，全 面 加 强 练 兵 备 战 工 作 与 支

援 地 方 发 展 是 统 一 的 。 掌 握 胜 战 本

领 ，就 是 为 推 进 西 藏 长 治 久 安 和 高 质

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富民兴边不忘宗旨本色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政委 泽仁杨培

军地时评
“牦牛肉干携带方便，营养美味！”前

段时间，该团侦察连上等兵吴艳江在经

历了一次 5 天 4 夜的巡逻后，对牦牛肉干

一路补充能量赞不绝口。近年来，该团

推出“藏家食品进军营”爱民助民举措，

既扩大了驻地特色产品销路，也为官兵

战备执勤提供了助力。

玉 麦 大 雪 封 山 期 长 ，蔬 菜 供 应 困

难。该团和玉麦乡政府共同打造了 4 个

1000 平方米的温室大棚，由官兵传授种

植技术，4 名玉麦乡群众应聘上岗担任

温室管理员。仅此一项，全乡人均年增

收 5000 余 元 。 随 着 5G 信 号 基 站 的 建

成，家家户户连上了网络，电波跨越雪海

云天。在官兵帮助下，玉麦乡群众纷纷

加入微商行列，鸡血藤、竹器编织等民族

特色手工艺品走出玉麦，销往全国。

2019 年，总里程 50 公里的曲玉柏油

公路改建工程全面完工，解除了玉麦乡

每年大雪封山的困扰；国家电网将 10 千

伏的输电线路接入玉麦乡，玉麦群众用

上了安全稳定的常明电。在山南军分区

大力支持下，该团帮助扎西罗布、洛桑罗

布、米玛多吉等 5 户群众建起家庭旅馆。

某边防连指导员巴珠带领官兵，从

房 间 卫 生 清 洁 到 餐 饮 保 障 ，再 到 民 族

特 色文化活动，对乡亲们进行“培训”。

一级上士何春衡每周到对口帮扶的次仁

家，帮着打扫家庭旅馆卫生，并整理客

房。在连队负责水电工作的他，还帮群

众解决水电方面的难题。

玉麦乡党委书记胡学民介绍，以官

兵对口帮扶的 5 个家庭旅馆为样板，带

动全乡提高了家庭旅馆的经营能力。“仅

家庭旅馆业务，每天就能增加 300 多元

收入。”村民扎西罗布说。

乡村振兴成果惠及部队官兵乡村振兴成果惠及部队官兵

藏家食品进军营

“好像有人偷猎！”一天，某边防营

值班室接到放牧群众的电话，立即上报

团值班室并协调驻地政府及时派出联

合巡逻队，成功截获并驱离偷猎者，既

保护了当地野生动物安全，也消除了失

泄密隐患。

该团结合边境实际，聘请放牧群众

担任情况报告员。如今的玉麦乡，人人

是哨兵，户户是哨所。牧民外出放牧总

会看看边境标识物是否有变动，把最新

情况及时报告给连队。“现在我们团戍守

的漫长边防线上，处处是‘千里眼’‘顺风

耳’。”该团领导深有感触地说。

我的家乡我守护，军民合力筑“长

城 ”。 该 团 与 玉 麦 乡 政 府 积 极 探 索 建

立 健 全 联 合 巡 边 机 制 ，许 多 野 外 经 验

丰 富 、地 形 社 情 熟 悉 的 党 员 干 部 、民

警、群众踊跃加入巡边护边队伍，支持

管边控边工作。“我们既能为国防建设

出 一 分 力 ，还 能 感 受 到 解 放 军 就 在 我

们 身 后 ，放 牧 时 心 里 更 踏 实 了 。”义 务

巡边员们说。

一次次联合行动，让“军民一家亲”

“汉藏一家人”的氛围越来越浓：军地联

合打击违规砍伐树木行为，每年共植一

次“同心树”；每月联合整治一次村庄卫

生，清理河道垃圾和生活垃圾，共同维护

当地环境；联合举办藏式运动会，在藏族

群众指导下，官兵加入“打牛角”等藏族

传统运动比赛，军民同跳锅庄舞。

今年春节前夕，藏族群众到部队营

区一起看晚会，吃“团圆饭”。伴随藏历

新年临近，边防团官兵也准备带上青稞、

酥油，到藏族群众家走访。

“你是山间盛开的格桑花，我们是神

圣国土的守护者。你为我们带来了和平

解放，我们用生命守卫这片热土……”这

歌声，表达了军民共同的心声。

守护者与建设者携手同行守护者与建设者携手同行

“同心树”下一家亲

多年来，一茬又一茬官兵持续接力，

帮助山里娃健康成长。

2019 年 11 月，玉麦乡小学建成投入

使用。建校之初，学校缺少音、体、美等课

程的教师，该团选拔有特长的官兵担任校

外辅导员，教学生们打军体拳、打篮球、下

棋、画画、唱歌。团里还挑选大学生骨干，

与玉麦小学学生结成“一对一”助学对子，

为学生们量身定制学习计划。

在子弟兵爱民助学行动中，军营成

了 山 里 娃 的“ 第 二 所 学 校 ”和“ 第 二 个

家”。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军营图书室、

互联网网吧都会向小学生开放，他们可

以在校外辅导员带领下一起阅读、学习，

畅游网络开阔视野。

学生旦增片多的父亲白玛说，目睹

这些年家乡的变化，他总会想起自己小

时候上学，要翻越海拔 5000 米的日拉雪

山，来回一趟就是一天。如今，在党和政

府关怀下，女儿的学校不仅离家近，还有

大学生教师和大学生士兵辅导员。

在部队官兵悉心帮带下，玉麦乡的

青少年成绩更优异、视野更开阔、生活更

多彩，爱国拥军的种子在他们的内心生

根发芽。从玉麦乡走出的大学生尼玛扎

西，读大二时报名参军，成为玉麦乡参军

入伍“第一人”。在等待入伍通知书的那

段时间，该团特意安排一级上士吴选帮

尼玛扎西提前熟悉部队生活，带他练习

队列，学习掌握军事技能。

后来，在另一边防部队服役的尼玛

扎西，成了所在连队第一个参加巡逻的

新兵。入伍第 2 年，他被评为“四有”优

秀士兵，还当上了副班长。每逢新兵下

连，连队总要安排他讲述玉麦军民爱国

戍边的故事。如今，“玉麦故事”正激励

着更多年轻人为守护祖国的边防线奉

献青春。

爱民助学让山里娃健康成长爱民助学让山里娃健康成长

参军入伍“第一人”

去年夏天，玉麦乡一群孩子在河边玩

耍，其中一个孩子不慎失足落水，同行的

小伙伴立即向“解放军叔叔”求助。经部

队官兵及时施救，落水的孩子成功获救。

今年春节前夕，由驻军部队主导、

玉麦乡党政军警民共同参与的玉麦春

节联欢晚会，在部队营区演出。在玉麦

乡，无论是春节、藏历新年还是其他重

大节日，干部群众总会与亲人解放军一

起载歌载舞、共度佳节。

近年来，经军地共同努力建设，玉

麦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驻军官

兵把玉麦当成自己的家乡来建，帮乡亲

们种出了第一批蔬菜，开起了家庭旅

馆，还协助乡卫生院组织卫生健康教

育，开展厕所革命。

当年解放军进藏和平解放西藏，西

藏人民正是通过“金珠玛米”认识了共

产党。今天，部队官兵依然是各族群众

最信任、最可靠的人。“有困难就找解放

军！”身处雪域边陲的玉麦乡干部群众

对此深信不疑。

有困难就找解放军
■西藏自治区隆子县玉麦乡党委书记 胡学民

2016 年 5 月，连队官兵跟着乡干部

前往玉麦乡挨家挨户“认亲戚”，与 4 户

孤寡老人建立帮扶关系。除了我每月

巡诊为老人们检查身体、送医送药外，

战友们每隔一段时间还帮乡亲们理发、

整理家务、整修电路。

乡亲们打心底里把我们当成了亲

人 。 当 时 ，团 队 需 要 对 周 边 环 境 、地

形 进 行 全 面 侦 巡 和 标 定 。 乡 亲 们 世

代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放 牧 ，个 顶 个 都 是

“活地图”。面对茫茫大山，正当我们急

需向导时，9 户老玉麦人每户各出 1 名

青壮年，轮流为我们当向导。军民齐

心 协 力 ，历 时 1 个 多 月 ，行 程 上 千 公

里 ，翻 越 数 十 座 大 山 ，标 定 了 数 百 个

点位。

“牧场草儿根连根，玉麦军民心连

心。”有玉麦乡亲们的支持帮助，请祖国

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会守护好祖国疆

域上的一草一木！

牧民们都是“活地图”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军医 王天骄

阅读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