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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水情深

□孙文

早春的一天，兴安盟消
防支队政治处邱主任一行，
带着米面粮油来到科右中
旗代钦塔拉苏木八家子屯
包宝石家，专程慰问和看望
包宝石的儿子包消防。他
们的到来，使这个家庭充满
了欢声笑语。读小学一年
级的包消防身穿整洁的蒙
古袍，高兴地连声向消防兵
叔叔道谢。

兴安盟消防支队和包
宝石一家的缘分要追溯到
2010 年 12 月，当时，30 年
罕见的暴风雪席卷兴安大
地。12月 22 日，包宝石妻
子包水花离预产期还有七
八天时间，晚上 9 点左右，
她却突感不适，出现临产症
状。手忙脚乱的包宝石赶
紧喊来3个亲朋好友，帮着
他把妻子抬上车，急速向
30 公里外的旗医院开去。
由于积雪太厚，加上天又
黑，车辆只能行驶一会儿停
一会儿。当行驶到七八公
里时，车被积雪紧紧困住，
陷在途中。这时，时间已经
到了晚上 11 点 40 左右。
包水花在车内痛苦呻吟，包
宝石却一筹莫展。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消防官兵及时赶到。他们
一边安慰包宝石一家，一边
展开营救。此时，气温降到
零下 30 多度，还刮着八九
级大风，路面上几十公分厚
的积雪，消防车连转个弯儿
都很困难。消防官兵只能
清除积雪，想把轿车拖出
来。他们弓着身子，清理车
底下和轮胎附近的积雪。
雪早已结成了冰，空间狭
小，铁锹等工具根本用不
上。官兵们就爬进车身底
下，用双手去抠、去搬。为
了不让轮胎打滑，大家脱下
自己的大衣，垫在下面，再
用单薄的身体贴住冰冷的
车身，奋力向前推。此时，
风卷着大雪越刮越凶，移动
的雪丘眼见要吞噬汽车。

“就是抬，也要把车抬出
来！”指挥员向参战官兵下
了死命令。经过半小时奋
战，官兵们硬是用血肉之躯
把车扛出雪坑，并用调来的
抢险救援车上的牵引装置
把车辆拖到安全路段。

包水花被送到医院后
不到半个小时，就剖腹产下
一个 6 斤多重的男孩儿。
医生非常感慨：“再晚来一
会儿，大人和孩子都会有生
命危险了。”为了永远记住
消防官兵的救命之恩，包宝
石一家给孩子起名叫“包消
防”，让孩子从小在心灵深
处就懂得感恩，让他铭记是
消防兵叔叔救了他们母子
俩，也救了这个家。

包宝石家是屯里的低
保户。包水花患有多种疾
病，年逾花甲的老父亲也患
病多年，卧床不起。尽管包
宝石耕种了 70 余亩旱田，
可 家 里 生 活 一 直 都 很 困
难。邱主任一行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当即决定部队和
包消防家结成对子，竭尽所
能帮扶，一直到包消防读完
大学。包宝石听后，激动不
已，儿子包消防也立刻恭恭
敬敬地向救命恩人鞠躬敬
礼，感谢他们的恩情。

他的名字叫
消防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内蒙古是祖国“北大门”、首都“护城河”，有八千多里边防线，加强
军民团结和军地联防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在阿拉善盟北部的大漠深处，有一位编外民警“巴营长”，他虽不穿军装，却用满腔的赤诚，34年如
一日，义务守卫着祖国的边防线。

亮丽风景线·点赞

□文/图 蒙天宇

不久前，霍林郭勒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
到市人民医院，为自愿捐献遗体的祁才老人办
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

今年79岁高龄的祁才是霍林郭勒市电厂
的一名退休老干部，曾先后患过2次癌症。在
患病期间，老人就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并
得到了儿女们的支持。老人说：“我曾经两次
从死亡边缘走了回来，特别感谢现在先进的医
学水平，让我这把老骨头多活了10多年，同时
也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我想将
遗体捐献出去，为今后医学研究做些贡献，为
活着的人做些贡献。”

然而，由于身体不好，祁才老人经常住院，
不了解遗体捐献的具体流程及事项，这可急坏
了他。霍林郭勒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为老人提供上门登记服务。在办
理登记前，工作人员向祁才及家人详细讲解了
遗体、器官捐献的具体流程，本着遵从个人意
愿和家人支持同意的原则，为其办理了遗体、
器官捐献登记手续。老人在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自愿书上郑重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表示，祁才老人是目
前霍林河地区捐献遗体志愿者中年龄最大
的。“祁老能这样做，他的家人能支持，这真的
是一种大爱，我们非常佩服。也希望老人能早
日康复！”

蛋鸡状元
带着乡亲们致富
□暴国忠

在宁城县汐子镇兴隆街村，有一名家喻户
晓的蛋鸡养殖状元，他就是52岁的党员致富
带头人李景军。

2013年，全国养鸡业受疫病影响价格大
幅下跌，李景军敏锐察觉到鸡价、蛋价在跌至
谷底后必将大幅上涨。2014年，他大胆投资
100万元，在村后的山前坡下租赁废弃砖厂10
亩，建设鸡舍、育雏间、饲料间计2000平方米，
购买鸡雏1万只，开始养殖蛋鸡海兰褐。

在养殖的过程中，李景军非常注重科学技
术的投入，高薪聘请养鸡技术人才，认真钻研
专业知识。凭着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以及丰
富的养殖经验和精明的头脑，李景军的蛋鸡养
殖业越做越大，鸡蛋远销到沈阳、北京等地，这
给他带来了可观的回报，近年来累计赢利达
60多万元。

李景军科学养鸡，在镇里树立了榜样。他
致富不忘乡亲，时刻把“一家富不算富，大家富
才真富”挂在心里。许多养鸡户纷纷向他学习
取经，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防疫治病技
术传授给他们。有些困难户有心养鸡，却没钱
买鸡苗和饲料，李景军得知后都慷慨相助。在
他的带动下，全村已有15户农户开始养殖蛋
鸡，现存栏蛋鸡 10万只，户均增收 10万元。
目前，汐子镇全镇已有100余户农户通过科学
养鸡，走上了勤劳致富路。

常来敬老院看看
□郑志强

每个月，奈曼旗新镇敬老院都会定期迎来
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为老人们送来鲜肉、蔬
菜、鸡蛋和面粉等食材，还为敬老院添置了绞肉
机、和面机，竭尽所能为老人们送来方便和温
暖。这些人就是奈曼旗新镇志愿服务分会的成
员们，他们以实际行动弘扬志愿者的服务精神。

该志愿服务分会成立于2015年10月，组
织者是新镇交警中队中队长刘华光。目前，志
愿服务分会会员已发展到44人，涵盖政府工
作人员、个体户，还包括交警中队的12名民警
和辅警。1年多来，会员们每个月都以不同的
形式去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们，从没有间断
过。提到志愿者们，敬老院里年近七旬的张大
爷高兴地打开了话匣子：“这些志愿者真是太
好了，每个月都来看望我们，里里外外地忙
活。前两天还来给我们包饺子吃，我感觉自己
太幸福了！”

“组建志愿服务分会，就是想为社会做点
贡献，为公益活动出把力。每次看到老人们发
自内心的微笑，比给我们任何奖励都值得。只
要他们需要，我们就会坚持下去。”刘华光说。

郑重的签名

身边事

□文/图 张亚雄

阿拉善盟地处内蒙古最西部，
这里大漠戈壁无边无际。位于阿
拉善北部的阿左旗银根苏木，人烟
稀少，是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
之一。不久前，笔者来到这里，银
根边防派出所教导员岱青介绍了
一位蒙古族老人——巴音毕力格，
民兵点和草原 110报警点的负责
人，34年如一日义务守护边防线。
还没见到人，心中已经对这位老人
充满敬佩。

巴音毕力格的家在距离中蒙
边界约19公里处，与边防派出所相
距80公里。匆匆忙忙吃过早饭，我
们便上路了。大约2个小时，我们
来到巴音毕力格老人的家。61岁
的巴音毕力格大老远就迎了出来，
一看见是岱青教导员，他满是笑
容。

岱青问巴音毕力格：“最近这
边有什么情况？你身体还好吧？”

巴音毕力格点点头，让我们坐下。
老人汉语说得不太好，但是为了照
顾笔者，一直用汉语和我们交谈。
他告诉我们，他家是民兵点，也是
草原110的报警点，嘎查（村）里的
牧民有什么事情，都会找到这里。

“我们住在边境地区，情况比较复
杂。作为边境地区的牧民，配合边
防派出所搞好联防，是我们的责
任。”巴音毕力格说。

巴音毕力格1956年出生在这
片戈壁大漠，从懂事起就靠放牧为
生，在牧民心中，他一直是“赛汗扎
鲁（好小伙）”。19岁那年，时任银
根边防派出所的教导员看中了这
个憨厚能干的小伙子，为了帮他谋
生，教导员请他做了派出所的羊
倌，从此，他与绿军装结下了不解
之缘。

1982年，派出所教导员当“红
娘”，促成他与边境一线民兵点的
巴吉嘎老人的女儿喜结良缘。第
二年，巴音毕力格成为巴吉嘎的接
班人，担负起民兵点和草原110报

警点的工作，成了边防派出所的一
位“编外民警”，这一干就是34年。

巴音毕力格世代生活在边关，
对辖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虽不穿
军装，却与共和国的边防军人一
样，用满腔的赤诚，守卫着祖国的
边防线。巴音毕力格热爱自己的
草原110哨所，热爱边关，每周，不
管风吹雨打，他都要不定期地沿着
边境线巡逻一遍。巴音毕力格把
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守边护边的
工作中，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守护平
安、排忧解难。

在银根边防派出所驻地，人们
都喜欢把巴音毕力格称为“巴营
长”，说起这个头衔，来头还真不小。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巴音毕力
格就穿着边防官兵送给他的军装，
骑着骆驼和官兵们一起在大漠戈
壁上执勤巡逻。1992年，巴音毕力
格买了一辆摩托车，放牧之余，他
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扎上老式军
用腰带和一个驳壳枪套在边防公
路上“兜风”巡逻。有一年，6月的

一个傍晚，他依惯例上了山头，用
望远镜眺望远方，忽然发现，在离
他家约3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悄
悄移动的“黑点”，根据经验，他判
断这个“黑点”有问题。通知家人
后，他迅速驾驶摩托车迂回接近

“黑点”，并瞅准时机选择了一块熟
悉的抓捕区。“黑点”着急要跑，他
迅速骑摩托车横堵住去路，朝枪盒
猛地一拍，厉声喝道：“干什么的，
我是民兵营营长，不许动！”巴音毕
力格做出一副掏枪待拔的样子，

“黑点”惊呆了，一动也不敢动。就
在这时，邻居家2个牧民小伙子及
时赶到，成功将“黑点”扭送到了边
防派出所。经查，那是一名在逃嫌
犯，准备越界逃跑。事后，边防官
兵问起抓捕细节，巴音毕力格手一
指枪盒，笑道：“我给自己封了一个
大官——民兵营营长！”从此，“巴
营长”这个称呼就在当地不胫而
走。

“巴营长”先后帮助边防派出所
抓住了好几个犯罪嫌疑人，遣送回
10多名流浪者。如今，他生命中已
经割舍不下这份沉甸甸的警民情。

戈壁边境，白天大漠骄阳暴
晒，夜间则寒风刺骨，巴音毕力格
仍然每天坚持和官兵们一起巡
逻。边境铁丝网被冲断了，为了保
证边境安全，官兵准备在附近搭建
帐篷驻守。老人主动请战，自带干
粮和水，搭起帐篷，和官兵们一住
就是六七天，直到铁丝网修好。

巴音毕力格觉得，自己与边防
官兵的心是相通的。他有一句常
挂在嘴边的话：“为百姓、为部队多
做些事，我才觉得心里舒坦、生活
充实！”

几十年来，边防官兵下乡执
勤巡逻，歇脚、住宿都在巴音毕力
格家里。每逢“八一”建军节、春
节等节日，官兵们聚餐热闹的时
候，巴音毕力格也从来没有缺席
过，老人还会为大家奉献上一曲
蒙古长调……这难忘的一幕幕，已
经成了银根边防派出所官兵内心
深处最精彩的记忆。

“巴营长”34年守边防

镜界

剪纸爱好者相互交流经验。近年来，在五原县新公
中镇永联村村民高秀莲的带动下，村里 6名妇女开始学
习剪纸，创作出不少适应新时代的作品，其中还包括一
系列党建创意剪纸，为“两学一做”增辉，既传承了传统
艺术，又传播了党建文化。 任秀峰 摄

剪纸增辉

民警在鄂尔多斯市社会福利院表演舞蹈。为传承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气，鄂尔多斯市
公安局组织党员民警走进福利院，为 30余名孤寡老人带去了
舞蹈、歌曲等文艺节目，受到老人们的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歌舞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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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才老人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上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