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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1.民生服务大厅办事

人员反映，自治区政务信

息资源整合共享和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工作有待加

强。

自治区大数据发展管
理局推动并深度参与“提
高在线政务服务水平集中
办公”活动，分批次对接自
治区本级32个相关部门，
全面推进我区政务服务事
项网上办理“应上尽上”。
目前，在共享平台上共审
核发布自治区各盟市、各
厅局政务信息目录32个，
审核各厅局挂接信息资源

40个。积极开展政务服务
事项移动端应用及电子证
照建设，对自治区本级自
建垂直系统和“互联网+监
管”数据进行对接，保障国
家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9月份正式上线运行，全
面提升我区网上政务服务
规范化、便利化水平。
（自治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2.武川县贫困户宋先

生反映，2017年从某银行

贷款3万元，金融扶贫政策

规定的贴息资金没有发

放。

武川县组织对2017年

贷款户进行了金融扶贫和
小额信贷排查摸底，对符
合条件但未及时贴息的及
时贴息，对不符合条件不
予贴息的给予政策解释。
宋先生因更换银行卡未得
到及时贴息，经过沟通联
系，目前其1283.25元利息
已发放到位。

（呼和浩特市扶贫办）

3.包头钢铁集团白云

铁矿职工反映，工作信息

化、智能化水平低，矿山工

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

包头钢铁集团通过打
造国家级无人驾驶露天铁

矿示范样板工程，推进5G
条件下的智慧矿山建设项
目，努力提升生产效率，改
善矿山工作环境，降低劳
动强度。目前，1711#和
1501#无人驾驶车辆已在
白云铁矿东矿采场完成固
定路段测试及车辆行驶路
线优先级测试，下一步逐
步推广覆盖集团所有采矿

区域。 （包头钢铁集团）

4.一些贫困旗县提出，

要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脱

贫攻坚力度，提高小额扶

贫贷款覆盖率。

自治区农信社瞄准重
点贫困旗县，指导贫困旗
县法人机构与政府部门加
强合作，签订扶贫小额信
贷合作协议，加大信贷投

放力度。全面提高扶贫小
额信贷覆盖率，全面推进
贫困户信用档案建设工
作，实现贫困户建档立卡
率100%、评级授信率100%
的工作目标，做到有贷款
意愿、有发展潜力、有一定
风险抵御能力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应贷尽贷”。

（自治区农信社）

在四川省广安市邻水
县邻水中学校园内，革命英
烈许建业的半身雕像格外
引人注目。每年，邻水中学
新生入学教育、学生入团入
党宣誓仪式都在此举行，这
位令学生敬仰的校友投身
革命工作、献出年轻生命的
事迹被后人广为传颂。

许建业，原名许明德，
1920年出生于邻水县一个
普通农民家庭，1935年考
入邻水县立中学。1937年
全民族抗战爆发，他积极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许建业加入

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
邻水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组
织委员、书记。1938年底，
他被调到重庆，以天府煤
矿白庙子绞车站管理员的
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工
人运动。在这段日子里，许
建业把微薄的工资大部分
用于救济贫苦工人，很快
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友
情。他教工人识字、学算
术、唱歌，并逐步开展革命
思想启蒙，宣传抗日救国
真理，进而培养工人骨干，
发展党组织。他多次机智
果敢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

斗争，反抗资本家残酷压
榨、克扣虐待工人。

皖南事变后，许建业
到重庆大溪河小学任教
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
考进重庆和成银行任会
计，在中共川东特委工运
委员的领导下做海员工人
的工作。1943年夏，在中共
巴县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
下，先后以朝天门粮食仓
库和沙湾仓库会计身份为
掩护，从事工人运动。

1945年，根据组织安
排，许建业到贵州遵义了
解情况，开展工作。不久奉

命返回重庆，在渝工轮渡公
司任会计，继续从事工人运
动。1947年5月，负责中共重
庆市委工运工作。1947年10
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
会成立，任重庆市委委员，
分管工人运动。

1948年4月，因叛徒出
卖，许建业在重庆磁器街一
茶馆接头时被捕，先后被关
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
经受了敌人种种酷刑和劝
降，始终坚强不屈。7月21

日，他被押赴重庆浮图关刑
场，在刑车上，许建业身戴
刑具，昂首挺胸，沿途不停
地高唱《国际歌》，高呼“打
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
产党万岁!”等口号，慷慨就
义，年仅28岁。

许建业牺牲后，狱友
为吊唁他写下这样的诗
篇：“噩耗传来入禁宫，悲
伤切齿众人同。文山大节
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

义气如虹。临危慷慨高歌
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曾任邻水县史志办主
任的丁禹强参与了许建业
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
告诉记者：“许建业把一生
奉献给了祖国，他是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
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是邻水人民的优秀儿女。
他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
不断激励着后人。”

（据新华社报道）

在阿拉善右旗的中蒙
边境上，有一位74岁的老
党员，25岁时她便来到距离
边境线只有11公里远的大
漠戈壁处，开始了守边巡线
的生活，一守就是49年。她
就是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布
拉格苏木牧民尼玛老人。

49年来不论是黄沙漫
天、干燥酷暑，还是乌云密
布、冰雪交加，巡逻边境线
成为尼玛每天雷打不动的
事儿，由此她被当地农牧民
赞誉为边境线的“活界碑”。

要找到尼玛老人这座
“活界碑”可不是一件容易
事：从旗政府所在地巴丹吉
林镇驱车出发，需行驶400
多公里，再穿越沙漠戈壁
200多公里才能找到她家。

沿着边境线巡逻，尼玛
忆起49年巡边生涯总有许
多感慨。她第一次巡边是
1971年，那年她被派到恩格

日乌苏嘎查担任中蒙边境
线护边员。25岁的她没有丝
毫犹豫，背着3岁的儿子哈
达布和，来到黄沙漫天的边
境戈壁，白天边放骆驼边观
察，晚上5点开始找高点的
山站岗、巡逻，守卫边境。

戈壁深处天地阔远，
边境线缺少天然屏障，发
生偷越境的概率相对较
大，除了哨点的边防军队，
护边员就成了真正意义上

“流动哨所里的兵”。
生活在戈壁，除了面临

生活上的困难，还要面对恶
劣的自然环境。一次，母子俩
巡边时突遭沙尘暴，整个天
空瞬间陷入黑暗中，飞沙走
石将母子俩分割在黑漆漆的
沙暴中，孩子的哭声和母亲
的叫声在狂怒的风中显得那
么微弱……3个多小时过去
了，风停止了咆哮，尼玛才看
到了趴在沙子上瑟瑟发抖的

儿子。像这样的巡边遭遇，尼
玛不知经历了多少次。

春来秋往，寂寞单调、
艰苦异常的生活，让当年
一同来守边的2户选择了
逐渐离开。尼玛同样面临
着选择，家要看，国要守，
日子却不平静。望着即将
需要上学的孩子，面对丈
夫多次央求，想着没有酱
醋、缺盐少水的日子，尼玛
的心在纠结。“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我有义务、有责任守
护祖国的边疆，我要兑现我
当初的承诺，这是我的信
仰！”站在长长的边境线上，
尼玛坚定地选择留下来，用
一生坚守这片土地。

孩子到了学龄，但懂
事的他不愿离开额吉，选
择留在母亲身边，和母亲
一起放牧、巡逻，一起分挑
重担。这一耽误，就是一
生。直到现在，哈达布和大

字不识，一点简单的汉语，
还是跟哨所的军人学的。

“母亲是为守边留下
的，这么多年来母亲为守
边吃了不少苦，作为儿子
应该陪伴在她左右。”哈
达布和说。在儿子的眼中，
额吉就像这每一粒沙，任
凭狂风蹂躏，本色不改。

“爱人走了、民兵也撤
了，离我们最近的亲戚在200
公里以外，最近的邻居也相
距90多公里。‘8号点’剩了我
们母子俩，我是‘连长’，儿子
是‘小兵’，我俩白天放牧守
边，晚上听收音机、给儿子讲
故事、猜谜语，守边日子就这
样一天天过来了！”回望过

去，尼玛老人尽管说得很平
静，可平静话语中蕴含着老
人始终不忘初心，再苦再难
坚守为国戍边的信念。

大漠无声，黄沙无语。
如今尼玛已年逾古稀，儿子
哈达布和、儿媳敖登格日勒
深知母亲内心的初心和使
命，他们接过了母亲薪火相
传的守边“接力棒”。“母亲的
腿脚不便了，现在主要是我
和妻子巡逻守边，我们要紧
握‘接力棒’，传承好母亲用
一生守护边境线的初心和使
命，陪着老人继续守护好这
片边境热土。”哈达布和说。

49年来，尼玛母子义
务巡边18万多公里，劝返

和制止临界人员近千人
次，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

“尼玛”是藏语意为
“太阳”，“哈达布和”蒙古
语意为“坚实的岩石”。母
子俩的名字印照了他们的
一生：用自己的光，铸成坚
如磐石的信念。

“作为一名党员，党和
政府信任我，让我来这里守
护边境，我一定要守好。现在
我年龄大了，腿脚不便了，但
只要我能动，就要和儿子履
行好这份职责，在这里坚守
一生！”尼玛老人的话语体现
了她对祖国浓浓的爱。今年6
月，她被自治区党委授予“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

尼玛：被农牧民赞誉为边境线的“活界碑”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许建业：从容就义气如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