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尔克孜族牧民布茹

玛汗·毛勒朵今年77岁。她

生命中绝大部分时光，在祖

国最西端的边境线上度过。

50余载，只为守护国家

边境。每日跋山涉水、夜宿

雪岭、攀爬峭壁……路途

上，唯有孤独、危险、寒冷相

伴。她走过 20 多万公里山

路，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

山石上亲手刻下10多万块

“中国石”。

极致的忠诚热爱、坚定

执着，感动中国。

“我做了应该做的事”

布茹玛汗·毛勒朵是新

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乌恰县吉根乡冬古拉玛

通外山口的一名护边员。这

里海拔4290米，是帕米尔高

原中国通往吉尔吉斯斯坦

的一处边防隘口。

1961年，19岁的布茹玛

汗跟随丈夫在冬古拉玛安

家。她发现，这里虽有边界

线，但没有界碑。那时的她，

便立下手刻界碑的心愿。

布茹玛汗记得，当她第

一次将“中国”两个字刻在

石头上时，欣喜地将那块石

头抱在怀中。50多年过去，

她在边境线上的10多万块

大大小小石头上刻下“中

国”两个字。

布茹玛汗的父亲是孤

儿，自小和5个兄妹为巴依

（富户）家放牧谋生。新中国

成立后，全家开始过上好日

子。对于来之不易的新生

活，布茹玛汗的父亲十分珍

惜，弥留之际叮嘱子女：“这

里是解放军吃着草根才得

到解放的，你们要守好边

境，像待家人一样待解放

军。”

那时，很少有女性放牧

巡边，但布茹玛汗每日早出

晚归，将越境的牛羊赶回

来，查看陌生人有无进出边

境。冬古拉玛山口离布茹玛

汗的家有60公里山路，她照

顾不了家庭；一路上，悬崖、

乱石滩、沟壑密布，她的腿

脚经常被尖利的岩石划出

道道血口，很多次受困于暴

风雪中……护边生涯里，布

茹玛汗遭遇过无数危险。

她对于边境线的守护

执着得近乎“偏执”，乡邻笑

她痴傻，丈夫也和她闹过矛

盾。

然而，她无怨无悔。“父

亲说过，边境线安稳国家才

能安稳，人们才能有幸福生

活，我做了应该做的事，度

过了有意义的一生。”布茹

玛汗说。

“他们就像我的孩子”

“拥军爱军”是布茹玛

汗常年坚持的另一件事。她

记不清救治过多少冻伤、摔

伤、被困暴风雪的“兵娃”，

给他们妈妈般的爱与呵护。

1999年，浙江籍战士罗

齐辉巡逻时被困暴风雪，双

腿严重冻伤。得知情况后，

布茹玛汗迅速将他抬进毡

房，把小战士的双脚揣在自

己怀里暖着，让儿子麦尔干

宰杀山羊接热血救治。经过1

个多小时急救，战士的脚开

始恢复知觉。

2004 年，边防战士胡

红利带领7名战士出发，原

计划巡逻 8 天后到达冬古

拉玛山口。天气突变，他们

被困半山腰。暴雨之夜，布

茹玛汗和儿子背着干粮摸

着石头一点点向前挪，赶了

10 几个小时山路，将救命

干粮送到战士们手中……

布茹玛汗有一个习惯：

只要有空就织毛衣、毛裤、

毛袜子，用的是自己手工捻

的羊毛和骆驼毛，给“兵娃”

们准备过冬衣物；战士们的

鞋袜、衣服湿了，她就守在

火堆边一件件烤干；衣服破

了，她一件件补好……

布茹玛汗家生活并不

宽裕，可是，只要边防战士

巡逻经过她家，或来做客，

她和丈夫、孩子都会把毡房

让给战士们住，自己搬到放

杂物的小毡房里。每年建军

节，她都会在家里准备酥油

卷饼、奶茶、宰杀牛羊，请边

防战士到家里庆祝节日。

“他们就像我的孩子。”

布茹玛汗满是怜爱。

“对得起自己、对得起

国家就是最大的好”

对于布茹玛汗而言，热

爱祖国是一种信仰。这已经

成为家风并得以传承。

布茹玛汗有3个儿子、

两个女儿，都是护边员。她

对子女说：“我过去吃的苦

像山那么多。你们现在也要

守护好祖国的边境线。”

布茹玛汗的儿子买尔

干从12岁就跟着妈妈巡边

护边。如今，40岁出头的他

已是当地护边员小组组

长。回想过去，他红了眼

眶：“小时候埋怨妈妈为什

么总不回家，为什么不能

像其他人的妈妈一样给我

们做热饭热汤，只知道她

在边境线上巡边，还常常

受伤。成为像她一样的护

边员后，才明白了边境线

的意义，开始钦佩妈妈，为

她骄傲。”

如今，布茹玛汗的故事

传扬在天山南北，成为新疆

各族护边员的榜样。

今年国庆前夕，布茹玛

汗荣获“人民楷模”国家荣誉

称号。当她蹒跚走向领奖台

时，远在近万里外的国境线，

布茹玛汗家人围坐在电视机

前，喜极而泣。

“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

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

家就是最大的好。”布茹玛

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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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生的守护
——记“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布茹玛汗·毛勒朵

文/新华社记者 阿依努尔 宿传义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骆驼”任弼时：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

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

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

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

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

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

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

员，是我们的模范。”这是

叶剑英元帅对任弼时同志

的评价。

任 弼 时 ，原 名 任 培

国，湖南汨罗人，1904 年

生，1920 年加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1922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5 年 7 月

任团中央总书记，1927 年

5 月 在 中 共 五 大 上 当 选

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

后，任弼时于 1927 年 8 月

7 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

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

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

中 央 临 时 政 治 局 委 员 。

1928 年在中共六大上继

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

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 年 11 月 ，任 弼

时与贺龙等率红二、六军

团长征。1936 年 7 月，任

弼时担任红二方面军的

政治委员。12 月，任中华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

席团成员。长征中，任弼

时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

国焘的分裂行为做斗争，

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

会师。

全国抗战爆发后，红

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

战前线，任弼时担任中央

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38

年 3 月，代表中共中央赴

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

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

的工作和任务。回到延安

后，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

起草工作。1943 年 3 月与

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

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

处。1945 年在中共七届一

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1946 年后，他和毛泽

东、周恩来一起转战南北，

参与中央重大决策。在西

柏坡简陋的农村指挥所

里，任弼时协助毛泽东等

指挥了三大战役。1949 年

春天，任弼时参加了在西

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

会。

春 蚕 到 死 丝 方 尽 。

1950 年 10 月，应朝鲜党和

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作

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战略决策。在此期间，中共

中央连日开会，尽管医生

规定任弼时睡眠时间应退

席，但对事业和工作恪守

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

该走九十九步”准则的任

弼时，长期抱病工作。他常

常坚持到深夜。病逝前的

一星期，他还和基层干部

在办公室座谈，调查农村

党员的思想情况。

1950 年 10 月 25 日凌

晨，任弼时突发脑出血，27

日中午在北京逝世，终年

46 岁。为了中国人民的革

命事业，他真正做到了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

（据新华社报道）

1.包头市东河区群众

提出，希望进一步简化医

疗保险报销程序，方便群

众报销。

包头市东河区持续加

大医疗保险服务改革力

度，从“优流程、减要件、缩

时限、亮岗位、明责任”入

手，对目前经办的 17 项业

务逐条梳理，细化责任，推

出了社保卡信息采集、慢

性病日常申报等 7 项“最

多跑一次”业务及居民医

疗保险报销、职工生育保

险报销等 5 项限时办结业

务，累计精简要件 27 件，

精简率达 35%，提升了医

疗保障服务水平。（包头市

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

2.扎赉特旗部分乡镇

学生家长反映，因对助学

贷款办理流程不太了解，

出现“多跑腿”的情况。

扎赉特旗教育局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采取多渠道

提前公布办理流程和申请

所需材料目录、简化办事

程序、延长办公时间、实行

提前预约服务等措施，实

现办理助学贷款“最多跑

一次”。截至目前，已办理

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 2791 件，日均办件量达

到 103 件。（兴安盟委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