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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故事 5

距退休仅剩101天 张恕倒在扫黑除恶一线
文/新华社记者 刘懿德 熊 丰

“能在特殊的年份上大学，真
是幸运！”在一处由两座蓝白相间
色调的蒙古包、几辆旧式勒勒车和
一个奶茶炉等构成的草原景点，身
着浅黄色针织衫的阿斯如骑马疾
驰而至，今年刚考上大学的她兴奋
地说。

阿斯如，今年19岁，是景区马
队的骑手，也是一名正在追逐音乐
梦的准大学生。“我喜欢骑马，特别
是这匹小白马，跑起来又稳又顺。”
她扎着发带，骑马时一条马尾辫随
风飘舞，飒爽干练得像个小伙子，
由此获得了“苏哥”的称号。

而阿斯如口里的特殊年份，指
的是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70年大庆时如愿考上大学，想想
都让人激动，”她说，“现在真是草
原青年赶上的最好时候，学音乐也
好，学计算机也好，国家强盛，我们
才能有最多的发展机会。”

阿斯如生在牧人之家，小时
候，兄妹俩看到电视上唱歌，捡根
木棍就当话筒，越唱越着迷。去年，
哥哥从内蒙古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毕业后成为一名歌手，今年她也如
愿以偿，被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
乐理论专业录取。

近几年，眼瞅着父母年龄大
了，阿斯如想尽量减轻父母的负
担。今年7月初，她通过熟人介绍，
从300多公里外的家乡阿鲁科尔沁
旗来到乌拉盖草原勤工俭学。“我
想趁着假期挣点学费，这么大了，
不能总向父母伸手。”

初到景区，阿斯如为游客们唱
歌，不久，又变成骑马、歌手一肩
挑。“草一眼看不到头，人骑上马就
想唱歌，真畅快，好想把父母和家
里的羊一起带过来。”说着说着，阿
斯如爽朗地笑了。

“苏哥，再给我们唱首歌吧。”
几位游客骑马走来，她迎上去接过
缰绳，大方地用蒙古语唱起来，悠
扬的旋律，很快聚拢起一圈人，大
家或站或坐，静静地听着，不时地
为她鼓掌喝彩。

“马头琴，钢琴，我都会，都是
自学的。”阿斯如自豪地说，自己从
中学起就学着写词谱曲，至今已经
创作了18首歌，有两首还通过哥哥
转让给了蒙古国的歌手。“歌名暂

时保密，等唱片出来后，我再唱给
大家听。”她有些不好意思，用手捋
了捋头发，向游客们表达歉意。

8月24日学校开学，说起即将
开始的大学生活，阿斯如充满了期
待，“妈妈会送我一起去，去逛逛首
府呼和浩特，看一看大学的样子。”

“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音乐
梦！”阿斯如说，未来她想做不一样
的音乐，为长调等传统音乐注入节
奏感等现代音乐元素，让音乐更具
时代感。

“大草原是歌的海洋，我们年
轻人要继承好传统文化艺术，也要
发展好，赋予它们新的魅力。”说
完，阿斯如踏上马镫一跃而上，又
朝山坡上的游客疾驰而去。

亲身走进绿色导弹军营，蒙古族女孩包高娃一脸兴奋，不时用
蒙古语向官兵问好。

“一直想到火箭军部队看看，当面感谢一下资助帮助我的解放
军叔叔，今天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小心愿’！”8日，在火箭军某导弹
旅，这名23岁的内蒙古大学毕业生笑着说。

谈起她的这个“小心愿”，还得从3年前说起。出生在草原普通牧
民家庭的包高娃，2016年获得了大学生涯的第一个重要奖励———

“火箭军助学金”。
火箭军政治工作部群工联络局副局长郑谊德介绍，为了增进民

族团结进步，支持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从2003年开始，火箭军机
关先后在新疆大学、青海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内蒙古大学5所
高校实施“东风送暖”工程，设立“火箭军助学金”，持续开展资助少
数民族大学生活动。如今，已有24个少数民族的3300余名大学生获
得这项资助。

“获得这个特殊的资助，让包高娃有了更大的学习生活动力。”内蒙
古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科长韩海涛介绍，2017年，品学兼优的包高
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不久，她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评为内
蒙古自治区优秀大学毕业生。

对导弹部队的情结，让包高娃对这支肩负特殊使命的部队有了
更多的关注，也成为“东风快递哥”的忠实粉丝，梦想有一天能走进
这支神秘部队。

终于，几天前她踏上了这个圆梦之旅。火箭军不仅仅用助学金的形
式帮助西部大学生，还从2011年起，每年组织部分受资助的学生代表开
展夏令营活动，带领他们体验导弹军营生活。

在这次夏令营活动中，包高娃和西部5所高校、来自18个少数民
族的数十名师生，与火箭军官兵一起，到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寻找初
心，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地感受数字经济发展，来到教育基地
系统接受国防教育。

“这些官兵大多和我们同龄，但是为了保家卫国，付出了许多汗水。”
在刚刚被中央军委荣记集体二等功的某导弹旅，包高娃走进连队班排，体
验完导弹号手的日常学习训练，被深深地感动，“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

“我一定继续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成才。”已经被保送攻读硕士
研究生的包高娃说，“我要当好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的‘火种’，与各民
族同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努力把咱们国家建设好。”

张恕，扎兰屯市公安
局民警，从警36年。在17年
的刑警生涯中，他参与破
案3000多起，用热血铸就
金色盾牌，守护一方平安。
他连续数月奔波在扫黑除
恶一线，在外地摸排线索
期间突发疾病牺牲，距退
休仅剩101天……

没问题，我去！

今年以来，张恕一直
奔波在扫黑除恶路上。从2
月底到4月下旬，他一直在
北京出差。回家不久，接到任
务奔赴距扎兰屯市60公里的
阿荣旗。“虽然距离不远，他
也没时间回家，一去又是20
多天。”妻子张青回忆。

5月24日，张恕回到家
中。“他满脸疲惫，还不忘
钻进厨房为我做了拿手
菜。”张青泪噎无声。

回家仅一周，张恕又
接到赴呼和浩特市执行扫
黑除恶线索摸排工作的任
务。“警力紧张，张恕工作
经验丰富，征求他意见时，
他还是那句‘没问题，我
去’。”扎兰屯市公安局政
治部主任郭晓东说。

6月2日晚，张恕登上
开往呼和浩特市的火车。
经过27个小时的漫长行
程，抵达呼和浩特。4日一
早，张恕准时出现在现场，
对接工作、研究方案……

“傍晚时分，他打电话
说‘我太累了，想回去休息
一会儿’。”张青回想，“我
劝他，累了就打出租车回
去。他却说想多了解周边
的环境和上下班路线，于
是选择骑自行车回去。”

这竟成了夫妻最后的
道别。当日，张恕突发心肌
梗塞，生命定格在6月4日

20时01分。
这一天，距离他退休

只有101天。

让我来！

张恕从警36年，其中
有17年是刑警生涯，参与
破案3000多起，无一错案。

1985年12月，就在张
恕刚刚结婚的第二天，扎
兰屯市库堤河乡发生一起
抢劫案，张恕二话没说就
参加了侦破工作。当时正
是冬夜，小雪初停，张恕与
同事循着足迹追踪，翻山
越岭几十里，一直追踪到
犯罪嫌疑人家里。犯罪嫌
疑人抢来的钱来不及分就
被抓，非常惊讶：“这么快
就追到家里了……”

1992年，扎兰屯市车
站铁道东一带频繁发生盗
窃案，张恕受命调查。整整

1个月，他骑着自行车日夜
核实案情，最终，这个特大
系列盗窃案得以告破。

多年的刑警生涯，张
恕练就了一双“火眼金
睛”，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
担当。张恕的同事们说，每
当面对危险和困难，他总
是第一个冲上前，把同事
挡在身后。追捕持枪杀人的
逃犯，他不畏牺牲冲锋在
前；赴外地押解杀人犯返回
时，他主动把杀人犯与自己
铐在一起……每次遇到急
难险重任务，“让我来！”是
张恕最常说的一句话。

站好最后一班岗！

2000年4月，张恕离开
刑警大队，来到向阳派出
所担任教导员，开始了历
时11年的派出所生涯。辖
区居民只要遇到困难，张

恕都尽力帮忙。
2004年，辖区有个孩

子因偷自行车被处罚。张
恕常去他家做家访，鼓励
他改过自新，不要放弃人
生追求。久而久之，孩子被
张恕打动，表示一定好好
学习。张恕赶忙为他找齐
学习资料，并力所能及地
提供帮助。后来，这个孩子
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

张恕时刻把群众的安
危冷暖挂在心上，连续13
年除夕，都选择坚守岗位。

“我们以前很不理解
他，为啥别人家的孩子总
有父亲陪伴，而他却说走
就走。”张恕的双胞胎女儿
张冬林、张冰林说。“但每
次看到他带着歉意的笑
脸，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后
来我们长大了，也慢慢知
道父亲做的事是多么的有

意义。”
“尽管工作忙，父亲一

直在用他最大的努力，为
我们营造幸福。”张冰林回
忆，有一年深冬之夜，姐妹
俩补课后一路溜着冰回家，

“走着走着，不知道哪里来
的车，一直开着大灯照着我
们，直到我们进了家属院才
离开。回家后，妈妈说那是
爸爸在巡逻，不能陪伴，只
能照亮我们回家的路。”

张恕牺牲前几天，已
经感觉胸部不适，本已计
划去医院检查，但前往呼
和浩特摸排扫黑除恶线索
的任务不期而至。一如既
往，张恕欣然接受。

“还有几个月就要退
休了，我要站好最后一班
岗！”他对家人说。

“最值得欣赏的风景，
是自己奋斗的足迹。”张恕
曾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写道。

包高娃的小心愿
文/新华社记者 李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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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如：70年大庆上大学，想想都让人激动！
文·摄影/新华社记者 于长洪 任会斌 刘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