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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火

镜界

□齐学贵

“回望 2016，父女团聚，重获亲情，我不再是没爹没妈的
野丫头；展望 2017，父亲不再流浪，自己不再孤独，我将走在
幸福生活的大道上。寻亲之恩，今生不忘！”2017 年元旦的
早晨，呼伦贝尔市边防支队呼伦边防派出所民警的手机上都
接到了一条微信。短短几句话，勾起了一个月前大家为流浪
汉杨建设寻亲的回忆。

“有人在边境线铁丝网附近来来回回地走，好像在找出
入口，你们快来看看吧。”2016 年 11 月 30 日下午，呼伦边防
派出所民警接到牧民从“蒙古包哨所”打来的电话，“他没戴
帽子，穿的是军大衣⋯⋯其他的，离得远看不清。”

很快，民警根据报警蒙古包哨所的位置，判断出方位，精
确划定范围，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牧民报警所说的那名男
子。

当天，气温骤降，乌云蔽日，眼看着就要袭来一场暴风
雪。民警找到那人时，他蓬头垢面，不仅没戴棉帽、手套，就
连仅有的军大衣、棉鞋也是破旧不堪，正低着头，缩着脖子，
原地直跺脚，还不时用手捂着耳朵，显然已被冻得不轻。民
警判断，这是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民警赶紧把他拉进车里，不但给他换上了厚实的棉大
衣，还帮他揉了揉耳朵、搓了搓双手，让原本浑身发抖、牙齿
打颤的流浪汉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回到派出所，民警给他喝了新熬的姜汤，还给他下了一
大碗面条。然而，接下来如何安置他，却让民警犯了难。经
过简单询问，民警发现，该男子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理解与表
达能力严重缺失，无法与人进行正常沟通。除了身上有一张
页面发黄、残缺掉角、字迹模糊的《户口登记簿》内页之外，再
也找不到其他任何可以证明身份或联系家人的信息。

民警们用放大镜反复仔细地辨认纸张上的字迹，终于基
本确认了该男子的身份。他的名字叫杨建设，现年 51 岁，户
籍地为河南省武阳县。这让民警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是一番紧张的联系查找。4 天后，在河南省武
阳县公安局的支持配合下，呼伦边防派出所民警与杨建设的
女儿杨紫薇取得了联系。又过了 3 天，这对离散长达 21 年
的父女终于在派出所内见了面，杨紫薇喜极而泣，连连对民
警们说：“谢谢！谢谢你们！”

据杨紫薇介绍，她刚满 2 岁时，母亲车祸身亡，车主肇事
逃逸，案件一直悬而未破。父亲杨建设经受不住打击，导致
精神失常，离家出走了。杨紫薇自幼跟随亲戚生活，多年来
一直在寻找父亲，始终没有下落。

民警们建议，让杨紫薇带着父亲在旅店里暂歇 3 天再
走。为的是留出时间，让父女二人重拾亲情、消除彼此之间
的陌生感，特别是让杨建设从心底信赖并认下女儿杨紫薇。

12 月 10 日，呼伦边防派出所的民警们专程送站，将已经
重新相认的这对父女送上了回家的火车。

离散 21年后
的团聚

“这下我能过个好年了！”
□邬文娜

“我心里真高兴，今后会努力把街路打
扫得更干净，来回报大家！”日前，在环卫清
扫岗位上已连续工作了 6 年的环卫工人李
涛，收到相关部门送来的慰问金及慰问品
时由衷地表示。

春节前，巴彦淖尔市市政环境发展公
司及永粮餐饮公司相关人员走访慰问了
15 名特困环卫工人，为每名环卫工人发放
了 300 元现金、100 元超市购物卡及总价
值 4000 多元的米、面、油。

在临河区大兰庙桥北一处平房，窄小的
院落里堆满了各种杂物与废品，不足40平米
的2间出租屋内居住着环卫工人李涛和他50
多岁的母亲，还有12岁的儿子。妻子已于几
年前与他离异，全家3口人全靠李涛1人微薄
的收入维持生活。李涛的母亲体弱多病，儿
子正在读小学，他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看
到前来慰问的人士，李涛激动地不知该说什
么好，只是一个劲儿地咧嘴笑着，赶紧将收到
的慰问金交给母亲。他开心地表示，自己最
大的愿望就是能一直供儿子读书。

今年 59 岁的环卫工人张金秀，孤身一
人居住在 1 间 10 多平米的出租凉房里。
为了省钱，她连煤炭都舍不得买，黑乎乎的
房子阴冷得如同冰窖一般。收到慰问金及
慰问品后，张金秀高兴地说：“有钱，有吃
喝，还有购物卡，这下我能过个好年了！”

手工作坊教残疾人
一技之长

□王鹏飞 曹华

在准格尔旗友谊街道和泰社区，有一家
老百姓手工作坊，免费为社区里的残疾人进
行手工编织培训，让他们学会一技之长。残
疾人编织好的手工艺品，社区还通过义卖等
形式进行销售，帮助他们赚些生活费用。

步入老百姓手工作坊，首先映入眼帘
的就是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五颜六色、形
态各异。自从该手工作坊成立以来，光顾
的不仅仅是残疾人，社区里的很多妇女和
老人也都参与进来。大家一边聊天，一边
进行手工编织，其乐融融。

一位居民表示，自己学习手工编织，主
要是出于兴趣爱好，而且，来到这里还可以
与其他居民交流，非常开心。一位残疾人
也高兴地说：“通过免费培训，我学会了一
技之长，有了一定的收入。社区成立手工
作坊，真是一件惠民的好事。”

据了解，该手工作坊已经培训社区居
民上百人次，出售手工艺品几百件，同时还
多次开展义卖、手工艺作品比赛等活动。

安全礼包送祝福
□石斌

“这个安全礼包最实用了，我们一家人
都要好好学学！”1 月 23 日，家住阿拉善右
旗阿拉腾敖包镇巴音塔拉嘎查的道力木加
老人，对前来家中“拜早年”的阿右旗公安
局交警大队孟根中队民警高兴地说。

当天一大早，孟根交警中队的小伙子
们就出发了，驱车 200 多公里下嘎查、入牧
户，将一个个“安全礼包”送到当地牧民手
中。礼包中含有蒙汉双语防火防盗防诈骗
知识和春运交通安全知识，还有一些相关
法律法规材料。民警还在与牧民群众的交
谈中，引导他们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切忌酒
后驾车，不乘坐无牌、报废车辆。同时告知
牧民群众，在戈壁雪天行车的注意事项。

1月16日以来，阿右旗公安局交警大队
开展了“拜早年送春节安全礼包亲民行动”，
民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与牧民群众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知识传递到偏远牧
区的每一户牧民家中。截至目前，该活动已
入户300余家，1000余牧民受益。

徒步执法巡查队上岗
□宋向华

近日，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形象岗中队正式上岗执勤，
成为首府首支城管徒步执法巡查队。

该执法队由 17 名退伍军人组成，主要
负责治理整顿辖区内的市容市貌、环境卫
生、户外广告、静态车辆管理、车窗抛物
等。在巡查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巡查队
会当场责令违规方整改。

为了努力打造百姓满意的“流动执法
窗口”，该中队采取统一着装、徒步巡查的
方式，与市民零距离沟通、交流。据了解，
徒步执法巡查队日后将形成长效机制，推
广至辖区内的各个主干道。

坚持不懈地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把核心价值观建设融入民族团
结进步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教育激励各族干部群众，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大力弘
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这是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对守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出
的总体要求。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展旦召嘎查，被誉为“道德模范嘎查”。这里民风淳朴，家家敬老爱
亲、人人诚实守信，在精神文化成为软实力、竞争力的今天，“道德模范嘎查”打造出了自己的金字招牌。

亮丽风景线·点赞

身边事

鱼水情深

□李富 马文基

喀喇沁旗王爷府镇黑山沟村村民薛金玉是一名普通的
农村妇女，但她用内心的真诚和善良书写着感人的人生篇
章。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她却用无私无悔的付
出，描绘出动人的生活画卷。

1987 年，薛金玉嫁到了黑山沟村。当时，婆家人口很
多，不仅有爷公公、奶婆婆、公公、婆婆，还有弟弟妹妹们，一
大家子人的生活起居一下子全都压到了她的肩上。

面对繁重的家务，薛金玉始终任劳任怨，跑前忙后，从没
抱怨过。老人生了病，她总是主动求医问药，及时把药端到
老人跟前，嘘寒问暖。

2006 年，薛金玉的公公患淋巴癌住进了医院，为了让公
公得到最好的治疗，她和家人一起四处求医问药。正规的大
医院去了，传说中的治病偏方也要认真问一问，甚至试一试，
唯恐错过一丝治病的机会。公公患病期间，为了增加公公的
身体抵抗力，薛金玉不嫌麻烦，总是细心地为他炖大骨头、炖
鱼，让老人补身体。然而，病情几经反复，公公还是在患病 1
年多以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终之际，公公对薛金玉说：

“你真是不错，我知足了。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的爷爷
奶奶。我把他俩交给你了⋯⋯”那一刻，薛金玉泪如雨下。

公公病故 1 个月后，薛金玉的奶婆婆又因骨折住进了
医院。她在医院一陪就是 10 多天。出院后，薛金玉又是
熬汤、又是送药。在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下，3 个月后，奶婆
婆就能拄拐下地走路了。2010 年，爷公公因膝关节骨折
卧床不起，又是薛金玉精心照顾，使爷公公 2 个月后就能
生活自理。

天有不测风云。爷公公腿伤痊愈不久，又突发脑溢血住
进了医院。那时，老人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薛金玉就每天
守在床边，为老人擦屎擦尿，更换尿不湿。出院后，老人长期
卧床不起，薛金玉天天坚持为爷爷清洗导尿管。在这期间，
奶婆婆又不小心把腿摔伤了⋯⋯薛金玉既要照顾爷爷奶奶，
还要管理一家人的生活，但她没被生活击倒，每天仍旧起早
贪黑、不知疲倦地操劳，把全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么多年来，薛金玉一直用自己的勤劳、善良和乐观支
撑着这个家。她毫无怨言侍奉老人的故事，不仅受到了乡亲
邻里的交口称赞，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2011 年，薛金
玉被评为自治区级“敬老孝星”；2015 年，薛金玉荣获“赤峰
好人”荣誉称号。

孝顺儿媳薛金玉

□文/图 张继云 常旭平

日前，驻守在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公安边
防总队阿尔山边检站官兵，在零下 30℃的极
寒天气中，开展了为期 1 周的实战岗位练兵
活动。官兵们在冰天雪地中进行了体能训
练、野外长途行军、擒敌战术训练、枪械警械
战术训练、雪地竞技等户外训练项目，提高
他们在极寒天气下的实战能力，锤炼了意志
品志。

极寒天气练精兵

气温极低，户外泼水成冰。

训练结束了

，大家合影留念

。

极寒天气下，官
兵的帽子、面罩很快
就布满了冰霜。

□王枝莲

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展旦召嘎查，
是远近闻名的“道德模范嘎查”。这里民
风淳朴，家家父慈子孝、户户夫妻相敬、
人人诚实守信，因而“盛产”道德模范。
在精神文化成为软实力、竞争力的今天，
展旦召嘎查打造出了自己的金字招牌，
也向外界递出了“道德模范嘎查”这张金
色名片。

刘巴彦尔，这是一个与“一诺千金”
“诚实守信”紧紧相连的名字。这名朴实
憨厚的蒙古族牧民，因 1 个承诺，10 年替
父还债 40 多万元，获得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

白巴特尔，28 年不离不弃精心守护
恶病缠身的爱妻，从家里的一切家务，到
种地养殖谋生计，他全部一肩挑起；从欠
下巨额医药费到还清外债盖起新房，岁
月见证了他的自强不息⋯⋯他是第二届
达拉特旗道德模范、“鄂尔多斯好人”、第
五届鄂尔多斯市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
者，很多网友称他为“中国好男人”。

10 年前的一场意外，使付秀花的丈
夫成为了植物人。当时刚刚而立的付秀
花，一夜间变得“顶天立地”，不仅精心服
侍丈夫并将他唤醒，还哺育了 2 个年幼的
孩子健康成长。本应是幸福的黄金 10
年，却不得不历尽苦难辛酸。可付秀花
说，如今虽然丈夫仍瘫痪在床，却已经能
够领会她的点滴爱意，自己的所有付出，
都已得到了回应⋯⋯付秀花的事迹在乡

亲邻里间有口皆碑，她的坚韧刚毅和宽
厚仁爱，为勤劳善良的中国普通劳动妇
女加了分。

这些人，都是展旦召嘎查这一方沃
土养育的儿女。

寒冬时节，聆听展旦召嘎查农牧民
讲述这里许许多多“道德模范”的故事，
让人如沐春风。

李军是一位返乡创业的游子。有人
问他返乡的原因，他回答说，主要是为了
守候行动不便的母亲。李军母亲年轻的
时候，身强力壮，和村里的男人们一样干
重体力活。有一次开河打坝，河水涌出，
人们奋力抢险。眼看水势凶猛，情急之
下，李军母亲干脆跳进决口，以自己坚实
的身躯拦住河水，男人们才得以将豁口
渐渐合拢。一方乡亲的平安算是保住
了，可她一个女人自此被钻心刺骨的开
河水冰出了一身毛病，以至于到了晚年，
必须靠双拐才能挪动行走。

这个在外吃苦能干的女人，在家也
是孝敬公婆的好儿媳。一次公公在田间
劳作时突然发病，人事不省，在场的人都
束手无策。她背起公公就往村里跑，赶
了几里路都没歇息，直跑得她浑身汗湿、
两腿酸软⋯⋯母亲的一举一动在几个年
幼的儿女心中播下了种子，后来定格为
做人的标准和规范。他们长大成人后，
不仅能像母亲一样孝敬老人，弟兄姐妹
间的帮助关爱也感动邻里，被乡亲们传
为佳话。

李军的弟弟夫妻离异，留下幼小的
孩子归父亲抚养，可他一个男人怎么能

料理好这一切？四姐毅然承担起这个重
任，把孩子养得活泼快乐，姑妈堪比亲
妈。弟弟后来再次成家，李军的媳妇一
手张罗，不仅花 20 多万元在城里给小叔
子买了楼房，还从里到外收拾得齐备妥
当⋯⋯

耳濡目染之下，他们的孩子同样个
个彬彬有礼，尊老爱幼。“父母是孩子最
好的老师，家长的言传身教，胜过空洞的
说教。”如今事业小有成就的李军，精明
干练中不失厚道儒雅，他对良好家风的
代代传承感受至深。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在展旦召
嘎查压根儿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无论春
夏秋冬，农机具、化肥，有时候村民在田
野里一放就是半月 10 天，根本不用担心
有人拿走。曾经来这里施工的铁路、公
路工程施工队感叹：“走过多少地方，很
少见到有像展旦召人这么厚道的乡亲。
我们放在野外工地的工具器械，根本不
用看管，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丢失过，这
在许多地方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展旦召嘎查有着广袤的草原、绵延
的 大 漠 ，境 内 有 响 沙 湾、库 布 其、银 肯
塔拉、窝阔台等几家旅游景区景点，近
年来旅游产业发展得风生水起。“要把
我们‘道德模范嘎查’打造成一道传统
美 德 的 人 文 景 观 ，让 这 块 金 字 招 牌 吸
引 游 客 ，让 人 们 在 休 闲 旅 游 中 精 神 也
受 到 熏 陶 、得 到 教 益 ，同 时 传 播 正 能
量 ，弘 扬 真 善 美 ！”嘎 查 主 任 贾 长 成 的
独到创意，为这里的创新引领、绿色转
型提供出全新的思路。

“道德模范嘎查”
成了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