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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哈乐穆吉养老院喜气洋洋。有的在家里包饺子，还有的老人们结伴在超市购买新
鲜果蔬。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养老院里的新春佳节

大年初一一大早，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阿拉腾图古日格嘎查牧民张双喜
便钻进牛圈里，为自家60多头西门塔尔牛添加饲草。他说，眼下正是接牛犊的
关键时期，牛群的吃喝问题比过年还重要。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摄

勤劳的牧人

顾客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大青山林下经济核心区内的鲜花港挑选鲜花。随着春节的到来，呼和浩特市
鲜花商店生意红火，不少市民购买鲜花扮靓居室，增添吉祥和喜庆的气氛。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买鲜花迎新春

兴安盟科右中旗退休老干部赵金海在自家书写蒙语春联。天地风霜尽，
神州新气象，赵金海老人挥毫泼墨，将一幅幅散发着清新墨香的爱国主题对
联献给邻里亲属，送上新春祝福，表达了爱国情怀。 本报记者 包荭 摄

挥笔书写爱国情怀

□本报记者 赵弘

去年3月2日，为了挖掘一位戍边殉职
的英雄连长杜宏的事迹，本报融媒体采访组
深入到大兴安岭林海雪原、中俄边界的无人
区进行采访。今年1月28日大年初一，记者
通过微信与这个英雄的团队——伊木河边
防连一起度过了新年的第一天。

伊木河是什么地方，这个小小哨所
位于共和国版图“鸡冠子”顶端、中俄界
河——额尔古纳河的一侧，方圆三百多公
里渺无人烟，是我国最北方的边境哨所，
冬季最低温度达到零下 57℃。北国风
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听起来多么壮
阔，多么美丽啊！但局外人却很难想象，
在零下 50 多度的气温下执勤是什么感
受。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现任伊木河
边防连的连长李东风说：“一个小时夜岗
站下来，仿佛骨髓都要冻结了。”

就在这个一年四季有三季结冰的哨
所，内蒙古军区伊木河边防连原连长杜宏
从刚刚成年的 18 岁，坚守到 2015 年 12 月
30日午后，他在执勤途中，因山陡路滑，31
岁的生命定格于哨所处的悬崖下。整整13
年，他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

今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升国旗仪式结
束后，全连官兵来到杜宏牺牲的哨所下，
为老连长敬军礼、唱连歌，絮叨絮叨连队
一年来的变化。“连队里有手机信号了，往
年打个电话给家拜年都得找信号，今年可
以视频给家人拜年了”“年前连队给每位
官兵家属寄了一封家书，除了三名战士的
老家偏远没有收到，其他都收到了”“平时
连队里每天早上 4 个菜，中午晚上 6 个菜，
过年了大年三十晚上上了 12 个菜呢，老
连长啊，给你也留了一份”⋯⋯

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在连长李东
风一声号令下，战士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巡
逻，十几分钟后，官兵们消失在冰封千里的
额尔古纳河河畔。伊木河边防连管段 100
多公里，是内蒙古唯一一个管段超过百公里
的连队，全线巡逻下来需要两天时间。

微信采访结束后，记者的心里久久不
能平静：在奇寒的边陲，在杜宏们用脚步
丈量过的冻土带，一茬又一茬默默无闻、
朴实无华的边防军人，用他们寂寞的青
春，执著的守望，告诉我们许多许多⋯⋯

巡逻在
额尔古纳河畔

□本报记者 阿妮尔

大年初一，楠迪一家三口和父母早早
起来喝完早茶，拎上礼品去大爷家拜年。

大爷家门一开，“赛音希呢勒布！”（过
年好！）两家人互相拜年、问候。

楠迪一家进门落座，看到茶几上摆满
了奶食品、点心、花生、瓜子、糖。不一会
儿，楠迪的堂姐端来奶茶一一盛上，并招
呼着大伙儿。堂姐盛完奶茶抓起一把糖，
对满屋乱跑的孩子们喊着要分糖。听到
有糖吃，小孩们迅速跑过来，接过糖之后
又嬉闹着跑开，家里热闹无比。

平日里，楠迪的父母帮衬着给她带孩
子，有几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楠迪的大
爷大娘也是同样的情况，在呼市和女儿一
起生活，照看两个外孙子。两家老人见
面，自然是聊起了孙辈们的日常，还回忆
起了过去在老家过年的场景，历历在目。

楠迪的堂姐在北京读民族医学蒙医
学专业博士，好久没见面，姐妹俩亲热地
拉起了家常。“家里因为有父母照看孩子，
我才能安心学习。”堂姐的言语间透露着
对年近 80 岁父母的愧疚。

聊到学习，堂姐说：“近年来，自治区不断
扶持蒙医药事业，并在深化医改中出台了一
系列鼓励使用蒙医药的政策。有这样的好机
会，我更加有信心做好我的临床研究了。”堂
姐热爱她的工作，虽然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读博继续深造。

“自治区法院员额制改革在推进。我
们旗法院已经完成了法官入额摸底调查、
自愿报名、业绩公示等一系列工作。我希
望改革惠及我们每个人。”在法院工作的
堂哥走过来和楠迪她们聊起了工作，对入
额改革很是期待。一旁，孩子们追逐着，
嬉闹着，笑声从未间断过。

大年初一，家里三代人在欢聚，三代
人有着各自不同的话题，氛围轻松快乐、
欢声笑语不断⋯⋯

三代人的
春节大团圆

春节到，金鸡舞，追随喜庆的场面和惬意的笑声，本报记者深入城市和乡村的大街小巷，体味浓浓的年
味儿，倾听百姓的心声，今日本报特推出《新春走基层·拜年》专刊。编者按：

□本报记者 赵曦

1月28日，大年初一。早晨7点钟，乌兰
察布市察右中旗科布尔镇的张忠元、贺巧枝
夫妇已经把各种礼盒从百货批发部里搬出
来，有序地摆在店门口，等候顾客光临。

“做买卖一要勤快，二要诚信。”贺巧
枝一边收拾货品一边说，“这些年，靠着这
两条，我们家致了富。”

的确，这 15 年来，他们起早贪黑，精
心经营批发部，从刚起步时的资金周转拮
据，一步步扩展到 2 个批发部，商品高中
低档，样样俱全。“但这其中的辛苦也不是
一句话能说完的。”贺巧枝说。

为了积攒第一桶金，张忠元干过矿
工、瓦工、裁缝等多个工种。贺巧枝也在
销售、裁缝、洗衣等各个行业里做过。

夫妇俩靠着 1 万块钱本钱开起了百
货批发部。他们保证货品质量，让利于顾
客，诚信经营，童叟无欺。“镇子里的人口
不算多，几乎天天见面，让一点儿利润，大
家都高兴，还增加了回头客。”贺巧枝一边
说，一边招呼顾客。7 点 30 分，已经有准
备去拜年的顾客来买货。

顾客笑着说：“这里的东西货真价实，
我们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去年，我们 1 年赚了 20 多万，今年
计 划 着 装 修 一 下 楼 房 ，再 买 一 辆 越 野
车。”张忠元说。

“装修楼房先放一放吧，今年我们一
步到位，买一辆好车，进货也方便啊！”贺
巧枝说，“今年好好再干一年，明年好好装
修一下房子，咱也亮堂亮堂。咱们不怕吃
苦，日子总会越过越红火。”

夫妇俩为明年的计划商量着，两口子
的笑声回荡在批发部里⋯⋯

日子总会
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苏永生

1 月 28 日是大年初一，一大早，呼和
浩特市夕阳红老年公寓负责人李桂兰就
早早起来，张罗着为公寓的老人们拜年。

夕阳红老年公寓是李桂兰自己创办
的民营养老机构，共居住着呼和浩特市和
周边地区的 270 多名老人。春节这几天，
除 30 多名老人被子女接回家过年外，剩
下的 240 名老人全部在公寓过节。

在夏英、安秀玲两位老人居住的宿
舍，李桂兰一边给老人们拜年，一边递上
瓜子和糖果。看到夏英没有穿外套，李桂
兰又帮她穿上了公寓专门定制的红色唐
装。红红的唐装、暖暖的祝福，宿舍里瞬
间溢满了温馨。

今年 67 岁的安秀玲在公寓已经住了
7 年。她对记者说：“在公寓，我吃得好、
住得好、还能跟老人们做伴，李桂兰院长
和工作人员也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住在
这里我非常舒心。”同舍的夏英也表达了
同样的看法。“我因为腿脚不好，以前在家
里时，一天到晚没事干只能从窗户往外瞅
一瞅。来到公寓后，我们可以一起聊天、
唱歌、演节目。到这两年了我不仅没感冒
过，吃得香、睡得香，体重还增加了，这里
就好像是我的娘家。”听到夏英说到唱歌，
安秀玲顿时不觉技痒，顺口唱起了《回娘
家》。一曲唱罢，李桂兰和夏英也加入进
来，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
声在宿舍回荡。

从夏英和安秀玲的宿舍出来，李桂兰
又看望了公寓 99 岁的老大娘张二毛和 97
岁的老人庞金祥。听到护工李换莲说庞
金祥老人腰背疼痛后，李桂兰当场给老人
的腰部做了按摩。“张二毛是我们公寓年
龄最大的老人。庞金祥是一位孤寡老人，
今年过年前，公寓给他购买了里里外外全
新的衣服，让老人欢欢喜喜的过个年。”李
桂兰说。

“现在，我们公寓虽然有 300 多张病
床，但是还有许多老人想入住的人住不进
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党和国家
出台了鼓励发展养老产业的政策，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也给了我们公寓很多支
持。去年，我们公寓投资 900 多万元新建
了一栋公寓楼，估计今年 3 月就可以投入
使用了。到那时，我们公寓不仅床位数能
达到 400 张，而且像门诊、理疗等辅助设
施也可以配齐，老人们居住的条件就更好
了。”李桂兰说。

给老年公寓的
老人拜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