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闫琛琛

4 月 29 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在空军某基地举行
了 32 个军民融合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集中开工的 32
个项目中，在空军某基地实施 18 项，在东风航天城实
施 14 项，项目涵盖垃圾污水处理、供水供热工程、市
政道路改扩建、老旧小区改造等新建、改扩建项目，所
有项目计划 2021 年完成建设，今年计划投资 4.88 亿
元。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空军某基地
和东风航天城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提升官兵军属工作
条件、生活水平。

额济纳旗集中开工的军民融合项目仅是阿拉善
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一个侧影。

地处祖国西北边疆的阿拉善盟与蒙古国交界，这
里是我区的西大门，国家向北开放的桥头堡和前沿阵
地，是祖国北方安全稳定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
也是我区一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少，驻军规格最高、军

（兵）种较为齐全、军人数量较多、边防线较长的盟
市。其中额济纳旗总面积为 11.46 万平方公里，边境
线长达 507 公里，境内驻扎有我国重要的科研试验训
练基地和举世瞩目的东风航天城等重要国防力量，国
防地位非常重要。

这里更是一片有着“民拥军、军爱民”的光荣双拥
传统和凝聚爱国情结的热土。多年来，该盟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的双拥传统，一直在城镇嘎查、军营哨
所、航天基地不断延续，一代代军民共同谱写了守望
相助，军民团结，鱼水深情的双拥颂歌。特别是近年
来，该盟以习近平总书记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为根
本遵循，认真履行“守土戍边、服务国防”的历史使命，
牢牢把握“双拥共建”主线，不断创新双拥工作，提出
依托阿拉善驻军多、兵种全的优势，大力发展军民融
合空天技术产业，着力打造国家重要的军民融合空天
基地；在抓好双拥各项政策法规落实的同时，积极开
展“双拥在基层”等系列活动，推进军民融合式深度发
展，不断提升双拥工作层次与水平，形成了军地互融
共赢发展态势，不断谱写出双拥工作新篇章。

倾情国防和子弟兵 解难题办实事情洒戈壁草
原

在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布拉格苏木的中蒙边境上，
有一位 74 岁的牧民老党员尼玛老人。她 25 岁时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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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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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成为她每天雷打不动的事儿，由此她被当地农牧民
赞誉为边境线“活界碑”。

半个世纪的巡边守边，尼玛义务巡边 18 万多公
里，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近千人次，未发生 1 起涉外
事件。如今年逾古稀的尼玛老人，仍坚持着她巡边守
边的使命。老人说：“只要我能动，就要履行好这份职
责，在这里坚守一生！”

倾情服务国防建设，阿拉善有着光荣的历史。为
支持国防建设，1958 年 5 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在
额济纳旗宝日乌拉一带建设我国第一座导弹卫星试
验基地。额济纳旗 300 多户 1400 多名牧民开始了长
达 8 年、辗转千里的迁徙，毅然把世代居住、水草丰美
的 6 万多平方公里牧场奉献给了国防事业，将 2 个苏
木及全旗 38%的牧户、53%的牲畜向北搬迁至现驻地
达来呼布镇，留下了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三易旗府”
佳话。

从搬迁转移那一刻起，这里的“双拥”故事就延续
至今。近年来，阿拉善盟坚定不移拥护支持国防和军
队改革，该盟盟委、行署和各族人民把军营当家园，视
军人为亲人，动真情，办实事，积极解决驻军部队军事

训练和工作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有力地促进了部队
现代化建设。

从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入手。近几年来，
阿拉善盟委、行署与阿拉善军分区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出台了支持部队建设、推动军民融合、开展拥
军共建、解决家属就业等政策规定近 20 个，使双拥创
建工作越来越规范化制度化。现如今，联席会议、联
合检查、岗位责任、总结表彰等已形成制度，书记走边
关、党政军事日、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已成为军地双方
常态化工作。

为支持驻军国防建设，2012 年以来，该盟先后投
入近千万元，用于改善应急指挥体系、边防设施建设、
民兵武器仓库、民兵训练基地和国防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将未通油路的 3 个边防连纳入地方等级公路网建
设规划，在修建临哈、京新高速公路时为各部队预留
战备通行出口，在国门一侧 15 公里处设立隔离带，为
重点地区执勤检迹提供便利；近年来，额济纳旗在地
方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坚持把服务国防工作摆在
优先位置，先后安排 7000 万元投入东风航天城和空
军某基地，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完成了东风航天城居
延路市政道路建设、1 万亩基地绿化、192 套廉租房和
60 座温棚的援建，完成建国营至三座狐狸山 98 公里
公路升级改造、十四号营区改线段公路建设以及校舍
维修、体育场馆、“天网”工程等建设项目；阿拉善左旗
为某驻军部队让出了 87 平方公里的丰美草场；阿拉善
右旗解决了 95861 部队驻训生活用水难题⋯⋯这些
动真情，办实事的举措有效帮助基地改善了工作生活
条件，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现代化建设，夯实了军民融
合发展的基础。

针对驻盟部队常年驻守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
环境恶劣的沙漠戈壁地区，部队建设和日常生活存在
困难的实际情况，从 2011 年开始，该盟累计为驻军部
队投入 1.36 亿元，用于驻军部队官兵的生活补助、办
公经费及部队基础设施、训练设备、生活设施和应急
装备购置等，有效改善了部队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
活条件。目前，该盟所有边防连队全部实现了通信
号、通常明电。

与此同时，近年来该盟从切实解决军人后顾之忧
为落脚点，认真落实拥军优抚安置政策，多次召开会
议研究解决退役转业军人安置和部队改革问题。近 5
年来，全盟共接收军转干部 355 人、城乡退役士兵 527
名，其中 96 名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均已
得到妥善安置；为 431 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发放就业
补助金 2820.08 万元，免费培训 269 名退役士兵，做到
了对退役官兵接收安置优先考虑、优先研究、优先解
决，转业干部接收安置率、退休和自主择业干部接收
率、符 合 政 府 安 排 工 作 条 件 退 役 士 兵 安 置 率 均 达
100%。

如今，在广袤的阿拉善大地，社区拥军、行业拥
军、军事夏令营、军营开放日等群众性军民共建活动
蓬勃开展，“热爱人民军队、关心军人军属”已蔚然成
风，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军民融
合发展态势。

驻军视百姓为父母 件件感人故事在大漠流传
走进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通古勒格淖尔地区

的一片沙地，放眼望去，近 17 万亩茂密成片的梭梭、花
棒、柠条等沙生植物在茫茫沙海中铺向远方，生机盎
然的景象与远处的漫漫黄沙形成鲜明对比。熟悉这
片绿洲的阿拉善当地农牧民都知道，这是由内蒙古军
区原司令员黄高成，阿拉善军分区原司令员李旦生、
张新华、李德海 4 位老兵带领军民接力治沙 18 载种下
的，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国防绿”。如今，18 年来
的绿色在延伸，在腾格里沙漠东缘形成的绿色长廊，
已成为该盟军政军民团结一家亲的一抹靓丽见证。

其实，像这样把驻地当
故乡、把驻地百姓当亲人的
拥政爱民光荣传统多年来
一直在阿拉善续写着。多年来，驻盟
部队官兵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
人，积极开展医疗支援、捐资助学、扶
贫帮困、生态建设、抢险救灾、维稳处突等工作，
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边疆安
宁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件件拥政爱民献真情
的故事铭刻在大漠，广为流传。

1980 年，额济纳旗赛汉桃来苏木孟格图嘎查刚
成立时，嘎查没有办公场所，搬迁的牧民没有居所。
驻扎在附近的国防科工委某基地铁路十一连和边防
三团五营的官兵知晓后，运来了建房材料，并发动官
兵大干了近一个月，为该嘎查建起了 39 间房屋，不仅
解决了牧民的住所，还为嘎查建起了办公室。现退休
在家的原孟格图嘎查党支部书记南斯勒玛回忆起当
年的情景时，仍满含感激之情，她说：“如果没有部队
的帮助，依靠嘎查牧民 3 个月也很难建起。”

“不能让一只羊死去、一户牧民受损！”2006 年 3
月 10 日，时任国防科工委某基地党委书记刘克任得
知额济纳旗东风镇宝日乌拉嘎查 3 户牧民被困在水
中的消息后，立即带领有关方面的领导及部分官兵赶
赴现场进行救助。刘政委的一声军令，使得 3 户牧民
走出了困境。

由于额济纳旗地处偏远，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
当地农牧民患大病就会转院到部队医院治疗，部队也
会派遣专家到当地进行义务巡诊、医疗援助和业务指
导，极大地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曾任额济纳旗
卫生局局长的乌尼尔说：“只要额济纳旗转院到部队
医院就医的患者，基地方面一路开通绿色通道，除免
除一切手续外，还减免 30%的医疗费。多年来，513
医院为额济纳旗群众体检数万人次，从死亡线上救活
的也有数百人。”

513 医院不仅仅在医疗上给予大力支持，在物质
上也给予极大帮助。2004 年，额济纳旗中蒙医院刚
从旗医院分离出来，医疗器材、设备等很紧缺。513
医院得知情况后，立即给解决了 20 套病床和价值 10
多万元的“12 孔”手术灯一台，大大改善了该院的医
疗设备。

近几年来，在开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的过
程中，驻地部队官兵更是积极投身阿拉善经济社会建
设。针对阿拉善盟所属各旗距盟府所在地较远，交
通不便的实际情况，在空军某训练基地大力支持下，
该盟建设成了 3 个通勤机场，使该盟各旗实现了融
入盟府“1 小时经济圈”，乘坐航班 8 小时内可以到达
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的便捷出行；在打赢脱贫攻坚
战中，阿拉善军分区积极参与支持地方脱贫攻坚战，
大力开展“四个一”（建一片生态林，帮一个贫困村，
援建一所希望学校，团以上干部结对资助一个贫困
学生）活动，通过地方“一事一议”奖补项目，为贫困
嘎查打井 1 眼，接续对口资助 19 个贫困户，并全部达
到脱贫标准⋯⋯

大漠无声，岁月铭记。几十年来，正是这种互帮
互助、共同发展的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使军队
现代化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打造出了
多个全国、全区双拥模范城（县）靓丽名片。据了解，
截至目前，额济纳旗连续 5 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旗称
号，阿拉善左旗连续 7 次、阿拉善右旗
连续 6 次、额济纳旗连续 8 次荣获全区
双拥模范旗称号；如今，随着军民融合
发展的持续深入推进，一曲水
乳交融、血浓于水的新时代凯
歌正在阿拉善大地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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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博荣徐博荣 摄摄

驻阿拉善边防官兵在边境乘
骆驼执勤。 徐博荣 摄

部队官兵积极投入抢险救灾中部队官兵积极投入抢险救灾中。。

军民联欢军民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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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高成黄高成（（左二左二）、）、李旦生李旦生（（左三左三）、）、张新华张新华（（右右
一一）、）、李德海李德海（（左一左一））44 位老兵在沙漠中规划植树造位老兵在沙漠中规划植树造
林林。。 闫琛琛闫琛琛 摄摄

阿拉善边防官兵开展为驻地牧民阿拉善边防官兵开展为驻地牧民
群众送医送药活动群众送医送药活动。。 徐博荣徐博荣 摄摄

乌兰牧骑进部队演出乌兰牧骑进部队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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