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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段雪冰 郭紫阳

　　“武警哥哥，给你吃。”5月22日黄昏，武警青

海总队果洛支队玛多中队士官朱高坡正在制作

临时取暖的小烟囱，身后传来黄河乡寄宿制学校

学生玛杰的声音。

  朱高坡抬起头，看到玛杰正端着一碗热气腾

腾的牛肉粉丝汤站在他面前。

　　自5月22日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发生7.4级地

震以来，武警果洛支队186名官兵奋战在抗震救

灾一线。玛多县海拔4200多米，高寒缺氧，加上连

日降雪，给救援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在震中玛多县的黄河乡寄宿制学校，四周围

墙被震塌，校舍墙体裂开大缝。就在师生们一筹

莫展时，救援官兵第一时间赶到。

　　“一二三，起！”在学校师生的期盼下，20顶帐

篷搭建完成，整齐排列在学校操场上。

　　“快！把火炉和煤搬运过来，保证每顶帐篷里

都有一台火炉，先给孩子们取暖。”机动一中队中

队长孙兴华一边喊一边快速跑向运送物资的卡

车，带领战士们卸车、搬运、组装。

　　很快，24台火炉、3吨取暖用煤全部搬运到位，

救援部队还准备了20多套桌椅、200余条被褥。中途

休息时，学校师生为救援官兵拿来毛巾擦汗。

　　“有你们在身边，我们安心。”师生的话让武

警官兵备受鼓舞。

　　入夜后，每10名学生为一组，每组在各自负责

老师的陪同照顾下住进了温暖的帐篷，救援官兵

则依然坚守在帐篷外。玛多中队中队长郝永飞还

为师生们送来酒精棉纱及骨折夹板，以备不时

之需。

　　另一处受灾点花石峡镇所属的扎地村、斗纳

村和加果村通信中断，还有许多游牧民自己搭建

房屋居住在村外。为确保不遗漏任何一名群众，5

月22日晚，玛多县中队指导员李都决定带领应急

排28名官兵，对这片区域再次进行排查。

　　“救人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再难也要上。”

地震灾害发生后，救援官兵已经19个小时没合眼

了。他们打着手电筒，在风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

踏上驰援路。

　　在玛多县政府广场，玛多中队蹲点的军委训

练管理部上校干事张战卫，正带领由藏族官兵组

成的心理疏导小组在每个帐篷里巡诊。

　　“房子左右晃得特别厉害，墙壁都裂开了，在

屋子里都能看见屋外的路，太害怕了。”一名藏族

老人描绘地震发生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

  藏族战士华旦当智拉起老人的手，递上一杯

热奶茶，耐心地安抚宽慰。

　　“不少父老乡亲还没从惊吓中走出来，担心

再次发生地震，我们要抓紧做好心理疏导工作。”

华旦当智说。

　　与此同时，卫生队医师高志正带着医疗箱，

为受灾群众测量体温、检查身体。在高原地区，即

使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容易引发肺水肿，威胁生命

健康。

  “我们不能让刚刚躲过地震灾害的群众又受

到疾病困扰。”高志说。

　　5月23日早7点，天刚蒙蒙亮，救援官兵已经煮

好鸡蛋、热好牛奶，给帐篷里的受灾群众送过去。

　　据统计，截至目前，救援官兵共完成灾情勘察

8平方公里，平整清理安置点2处，清理路面800余

米，搭建救灾帐篷565顶，协助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

万余人，排查危房60余间，搜救被困群众1人，搬运

救灾物资30余吨，清理倒塌危墙废墟700余米。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张  歆

　　在赵捷眼里，初夏时节的南泥湾是最美的

季节。

　　赵捷是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执勤一中队

列兵，去年冬天新训刚结束，他被分配到南泥湾。

　　这是赵捷第一次来到这里。冬天的南泥湾一

片萧瑟，看着中队周围连绵的群山荒芜人烟，他

感到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刚到中队那天，赵捷恰好看到四级警士长白

亚龙正在地里收胡萝卜，这让赵捷非常不解。包

括第一次到农田，看着老兵们将长着杂草的土地

翻成一块块书籍大小的泥块，他无比困惑：都什

么年代了还要种地？

　　日子每天在训练、执勤、吃饭、睡觉中度过，赵

捷不敢想象，以后的时间都会与这片土地为伴。

　　在南泥湾，心事是藏不住的，细心的指导员

李亚凯总能从细微处看到士兵的心思。

　　李亚凯带着赵捷来到离中队不远的老营区，

围墙上印着的“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让

赵捷印象深刻。

　　在老营区潮湿阴暗的窑洞里，整齐摆放着几

张破旧的桌子，水珠滴滴答答从房顶落下，在地

面上砸出一个个深浅不一的小坑。

　　“20多年前，我们的前辈就在这里工作、生

活、训练。”李亚凯告诉赵捷。

　　从老营区回来，赵捷有了细微变化，脸上也

渐渐有了笑容。

　　一个寒冷的清晨，刚下哨的赵捷看到中士李

春尧正在浓雾中独自训练。他心想，李春尧是中队

响当当的训练标兵，为何还要这么早起床训练？

　　班长告诉赵捷，李春尧的梦想是当特种兵。

刚到南泥湾时，面对每天的训练、执勤和耕种，李

春尧也曾迷茫和彷徨。后来，他逐渐在南泥湾扎

下根。

　　听了李春尧的故事，赵捷决定去农田里尝试

一下耕种的滋味。

　　第一次使用锄头的感觉刻骨铭心。他把锄头

举过头顶，用尽全力向地上狠狠砸去。当锄头的

铁刃陷入泥土时，他的手和胳膊瞬间触电般酸

爽，心跳也加快了几分。

　　太阳落山时，他的手已经被晒得通红，黄豆

大小的血泡布满手掌。虽然晚饭时拿筷子都吃

力，可他脸上却露着笑容。

　　有时候，赵捷还会和来往的老乡闲聊几句，

老乡们用陕北话告诉他：那年驻地突发山林大

火，中队兵娃子去救火勇敢得很，衣服被烧烂了

都不撤退。还有个叫宋彪的中队长，从北京领回

了“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那奖章美得很。

　　听老乡们夸赞中队，赵捷十分得意。虽然他

刚下队，但是也学着老兵的样子，骄傲地给老乡

们讲起中队这几年的成绩：今年再次荣获“基层

建设标兵中队”、团支部还被共青团中央表彰为

“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的确，这是一个功勋卓著的中队。驻守在革

命圣地延安，建队73年来，圆满完成剿匪肃特、镇

压反革命、执勤处突、抢险救援等重大任务。虽然

驻地偏远、环境艰苦，可一代代官兵却甘于寂寞、

奉献青春。

　　赵捷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片红土

地。走上训练场，400米障碍、器械、擒敌术……那

些以往让他畏惧的东西，变得亲切起来。

　　每周，中队长杨路都会带官兵沿着蜿蜒曲折

的山路跑步，美其名曰跑山。第一次跑山赵捷差

点晕厥，山路似乎没有尽头，而且老兵们总是挑

最陡峭的山路跑。每当力竭时，总会有一双大手

拉他一把，拍拍他的肩膀说“加油”。

　　两个月下来，赵捷已经不需要老兵拉他了，

他在努力向队伍的最前方冲刺。

　　那次跑山结束，班长告诉赵捷，杨路把执勤

目标周围所有的山都跑完了，哪个山头有几棵大

树、哪条河有多深，中队长全知道。

　　赵捷有些好奇，记住那些有啥用？直到有次

方案演练，扮演逃犯的赵捷才跑出10分钟，就被

杨路带领的战斗小组抓获。赵捷这才理解中队长

的用意，再看看自己，几个月时间才跑了两座山。

　　春末夏初，赵捷拿到了金灿灿的“训练标兵”

证书。看着3个月前自己刚下队时的照片，有种恍

如隔世的感觉。

　　在这个永不懈怠的中队，赵捷和战友们始终

保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近年来，中队先后被

中宣部评为“第五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4

次荣立集体二等功、7次荣立集体三等功、1人被

表彰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160余人受到

三等功以上奖励。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卜东洋 刘灿伟

　　“今天就讲讲我的家庭三代从军

的故事……我现在身着橄榄绿，能够

踏着长辈的足迹，为祖国奉献热血青

春，感到无比自豪……”

　　站在讲台上演讲的叫崔浩天，是

武警黑龙江总队齐齐哈尔支队刚入

伍的新兵。这个演讲是支队开展的

“党史军史故事会”系列活动。

　　经过两个多月新训历练，崔浩天

瘦了一圈，举手投足间透着“兵味儿”。

　　崔浩天的太爷爷经历过抗日战

争。彼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老人带

着长子加入抗日支前队伍。在一次反

扫荡斗争后，老人痛失长子，他决定

把次子崔志元和三子崔志魁送进抗

日队伍，四子崔志深给崔家留后。

　　大哥惨死在日寇刺刀下让崔志

元备受打击。在临沂大战和台儿庄战

役中，崔志元不畏牺牲、屡立战功。抗

战胜利后，他随部队编入中国人民解

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崔志元不幸被

炮弹炸断双腿，结束戎马生涯，后被

原山东军区评为战斗模范。

　　崔志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参

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他屡屡给敌人

以重创，战功无数。崔志魁个人的战

斗事迹也被载入山东省德州市平原

县县志。

　　“相比曾祖父的爱国热忱和伯祖

父们的英勇无畏，祖父崔志深总觉得

自己既平凡又渺小。”崔浩天说。

　　崔志深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进入国家机关。尽

管工作稳定、生活无忧，但从军报国始终是他的愿望，父

亲那句“没有国就没有家”时刻鞭策着他。

　　1979年，刚成立的武警黄金部队急缺专业人才，得

到消息的崔志深立即向组织递交了从军志愿书。

　　当时，很多人对他的选择都很费解，觉得他放弃稳

定工作跑去荒山野岭寻矿是出风头，单位领导甚至也劝

他“再好好想一想”。可崔志深毅然背起行囊，走进军营。

　　由于专业技术拔尖，崔志深被选调进武警黄金部队

技术学校担任教员，一干就是几十年。进入院校后，崔志

深经常带着学生闯戈壁、走河滩、进深山，进行了大量的

实践探索，为国家、部队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1999年，崔志深的儿子崔庆旺高中刚毕业，就被他

送进消防部队。“崔家的男儿就是要当兵、当好兵。”父亲

的嘱托崔庆旺牢记在心，长辈们为国奉献的故事，更是

对他的激励和鞭策。

　　到部队后，崔庆旺训练刻苦、任劳任怨，连续两年被

评为优秀士兵。提干后由于工作突出，两次荣立三等功。

2002年，崔浩天出生。

　　崔庆旺在部队工作忙碌，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十分有

限。“父亲对我的管教十分严苛，几乎没陪我一起玩过，

有时候感觉自己不是他亲生的。”讲到这里，崔浩天露出

些许苦涩。

　　只要父亲在家，总是给崔浩天讲长辈们牺牲奉献的

故事，就连睡前讲的都是黄继光、邱少云。

　　尽管崔浩天对爷爷、父亲很是崇敬，但对参军入伍

却有着抵触情绪，他认为和平年代当兵没有意思、缺乏

激情。高考后，崔浩天没有填报任何一所军校，而是进入

地方大学学习。

　　虽然崔浩天没有当兵的想法，但是总觉得自己很难

与部队彻底割舍，一旦看到和军队有关的新闻，总是忍

不住看两眼。

　　“看到消防战士因公牺牲，看到抗洪战士奋不顾身，

看到受阅部队走过天安门，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我心

里有些动摇，也许我应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不只是

个看客。”去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崔浩天停课

在家。看到军队医疗队转战多地的新闻后，他备受感动

和震撼，也萌生了参军入伍的想法。

　　“即使太平盛世，也要有人保家卫国，我想成为他们

中的一员。”在日记本里写下这句话后，崔浩天把志愿入

伍的想法告诉了父母。

　　“抗疫英雄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和平年代的牺牲奉

献更勇敢、更可贵，我明白了长辈的坚守和父辈的嘱托，

这是奉献的接力，也是家风的延续。就这样，我报名当了

兵。”崔浩天讲述着他的从军路，台下战友报以热烈

掌声。

　　在新兵中队“家书墙”上，崔浩天写了一封跨越时空

的信：“曾祖父、伯祖父，当一名好兵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你们做到了，我还在路上。家里的红色基因给了我无穷

的动力，我一定会战胜任何困难，反复锤炼，成为一名优

秀的军人。敬礼！”

“有你们在身边我们安心”
武警青海总队果洛支队驰援玛多县抗震救灾侧记

□ 本报通讯员 马亮志 马艺训 文/图

　　5月21日21时48分，云南省大理州漾濞县发生

6.4级地震。灾情发生后，武警云南总队大理支队

136名官兵连夜赶赴灾区实施救援。

　　目前，武警救援官兵已经赶赴受灾较为严重

的花椒园村和大地埂子村展开救援工作，帮助灾

区群众搬运物资、清理道路、搭建帐篷、维护秩序

和防止次生灾害。

  截至5月24日，武警官兵共排查危房68间，

协助疏散群众89户13 0余人，搬运救援物资75

吨，搭建救灾帐篷160顶，清理土石42立方米，加

固帐篷110顶，帮助受灾群众转移物资17吨，拆

除危房6间，采用深埋法对危房内掩埋的牲畜尸

体进行处理，开设医疗点和心理咨询点3个，对3

个任务区受灾群众安置点卫生环境消杀累计

6500余平方米。

　　5月25日，灾后重建工作有序推进，学校也计

划于近日开学。为妥善做好震区保障工作，武警大

理支队官兵全力投入震区救援保障工作，并于25

日奔赴漾濞县平坡镇石坪完小帮助搭建教学、住

宿帐篷，对学校进行安全检查和卫生消杀，全面保

障学生复学复读。

  官兵们共搭建帐篷13顶，大概可容纳120名学

生；板房10间，每间可容纳50名学生。

　　接下来，武警大理支队官兵还将为漾濞县一

中初中部搬运和搭建板房，确保学校师生正常

上课。

南泥湾红军传人

  图为武警延安支队执勤一中队官兵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党鹏鑫 摄

红色印记

法律服务进军营

　　近日，96716部队协调驻地司法机关，聘请法律专家

进军营开展普法宣传，为驻训官兵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服

务。图为专家一对一解答法律问题。

本报通讯员 汪俊 褚福祥 摄　　

云南漾濞县灾后重建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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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武警大理支队官兵在清理废墟。

  图为官兵在帐篷里安抚受灾群众。  宗君伟 摄

  图为官兵

在夜间巡逻。

   张国睿

  马敏 摄

  图为官兵为群众搭建临时帐篷。                                        宗君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