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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作为十八军的后代，我宣誓：弘扬
父辈光荣传统，永远做‘老西藏精神’传
人……”铿锵有力的誓词，在西藏昌都
烈士陵园响起。近日，为纪念西藏昌都
解放70周年，昌都市邀请46名十八军将
士子女代表重走父辈进藏路，感悟西藏
发展建设成就。

一

重走进藏路，79岁的谭戎生老人是
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1950年，十八军将士放弃川南安
家，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后，他们
继续扎根边疆，将青春乃至生命都奉
献给了雪域高原的建设事业。”79岁的
谭戎生老人坐在沙发上，从衣裳里掏
出父亲谭冠三（时任十八军政治委员）
的照片端详良久，“我时常在想，究竟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的父辈不断
克服生理上的高寒缺氧和心理上的思
乡之情，心甘情愿为祖国做奉献。”带
着相同的疑问，十八军将士子女代表
踏上了寻根之旅。

昌都市江达县岗托村是此行第一
站。岗托村，西藏解放第一村，西藏地
区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地方，1950年
十八军进入西藏解放昌都时，主攻部队
在岗托村渡过金沙江。

“今天的岗托村已经成为全国生态
文化村。在军地各级的共同努力下，
金沙江十八军渡口等红色遗址得到有
效保护，成为干部群众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的重要场所。”岗托村党支部书记
日朗说。

途经岗托村时，村民们听说十八军
的后人回来了，不约而同放下手里的农
活，赶来寒暄。虽从未谋面，但亲热得
就像是久别重逢的家人。78岁的村民
普巴老人也在家人的搀扶下迎了过来，
普巴见证过十八军渡江时的情景：“在
我们岗托村村民眼中，解放军永远是最
亲切的面孔。”

二

一行人到达市区后，昌都市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晚会。精彩的节
目生动重现了十八军将士进军西藏时
艰苦卓绝的场景。

时任十八军 52师副政委阴法唐的
女儿阴建白一边观看演出，一边拿出
手机和远在北京的父母分享晚会现场
画面。视频里，老人边笑边流泪，阴建
白跟着红了眼眶：“父母都是十八军老
战士，虽然离开西藏多年，但心里一直
挂念着。听说我要回来，叮嘱我一定
要替他们好好看看那些曾经战斗过的
地方。”

距离军分区营院6公里处是昌都烈
士陵园，园内安葬着1180名烈士。走到
父亲墓前，时任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的
女儿王昌为从口袋里掏出手帕，蹲下身
子细心擦拭墓碑，她说：“父亲生前要求
将他的骨灰带回西藏，2014年他的遗愿
终于实现了。这次进藏，看到藏族兄弟

姐妹都过上了好日子，我想父亲那代人
的夙愿完成了。”

在军分区营院里，王昌为见到了女
兵吴博。前不久，吴博参加昌都市军地
故事会，讲述的故事主人公正是王其梅
将军。那天，王昌为给吴博讲述了许多
父亲不为人知的故事，吴博边听边流
泪，她说：“再一次重温历史，让我对十
八军将士又多了几分敬意，他们就是我
仰望的英雄。”

三

离开市区，车队驶向八宿县。途经
怒江大桥时，汽车不约而同鸣笛。从车
窗眺望，怒江大桥旁，一座高高的混凝
土石墩兀自矗立在江边。

众人下车，面向桥墩方向三鞠躬，
而后点燃数根香烟，投向桥墩下的峡
谷。

“20世纪 50年代修筑怒江大桥时，
负责修建桥墩的十八军工兵5团一名小
战士因连续作业极度疲劳，不慎跌入一
截10多米高、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战
友们想尽办法也没能将他救起，血肉之
躯永久凝固在了桥墩里。”随行的军分
区工作人员告诉笔者。

1950年初，11万筑路大军挺进西
藏。彼时，整个西藏没有一条公路，十
八军担负起修筑进藏公路的重任，怒江
大桥则是川藏公路的咽喉之地。为了
修建川藏公路，十八军官兵付出巨大的
牺牲。2018年，汹涌的怒江上第三代新

桥顺利通车，当年的初代怒江大桥也于
20世纪末拆除，但凝固着牺牲战士血肉
的桥墩被保留了下来。

四

车队一路西行，来到了日东哨所。
1951年，十八军进驻察隅县，彼时

没有固定营房，官兵只能在开山期驻
守 日 东 ，雪 季 来 临 便 撤 回 ；1960年 5
月，我军在日东设置永驻哨点；1963
年，哨所官兵在藏族群众的帮助下建
起了包括宿舍、库房、电台工作室等设
施在内的国防前哨；2005年，哨所通了
公路；2009年，哨所有了钢筋混凝土结
构的保暖房；2012年，哨所实现语音通
信全时段开通……哨所发生的翻天覆
地变化，时任十八军卫生部政治指导
员宋继琢之子、西藏军区原副政委宋
景原感受颇深：“多年前，运输物资的

‘骡马运输队’从团部到哨所，102公里
的路程往返要走上半个月，如今只需 7
小时。”

日东哨所附近有一座大山，坡度达
65度，海拔落差 1200多米，被官兵视为
天然的“磨刀石”。一茬茬哨所官兵坚
持每天上下一趟，一年又一年，用双脚
生生踩出了一条路。

哨所官兵的主要职责就是巡逻和
执勤。从哨所去往最远的巡逻点要翻
越两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山，来回一
趟得走 7天。个中的艰辛不消多说，但
大家从不抱怨，“我骄傲，祖国的边关有
我守护。”哨所战士董玉著说话时目光
坚定。

“革命先驱说，解放中国人民，有
我！我们的父辈说，解放西藏人民，有
我！现在的我们应该站出来说什么？”
哨所外，宋景原的一番话让大家群情
激昂。

人群中，十八军子弟代表、年轻的
边防战士一个个站了出来齐声回答，洪
亮的声音直冲云霄：“守初心，担使命，
有我！有我！”

重走父辈进藏路
■李 伟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何 勇

本报讯 辛纯、记者樊晨报道：淋
浴房安装了可折叠座椅，卫生间有了助
老扶手；原先油盐酱醋散放在窗台上，
现在有了一体化橱柜，发了霉的墙面也
贴上了新瓷砖……这些天，上海市虹口
区欧阳路街道的抗美援朝老兵俞阿明
开心极了，他说：“感谢政府提供的厨卫
改造服务，现在无论是做饭还是洗浴都
更加安全、便利了。”

自 2018年以来，虹口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区双拥办和上海市拥军优属
基金会虹口区工作委员会携手，面向
全区44户重点优抚对象困难家庭实施
适老化厨卫改造项目，改善他们的生
活质量，让他们安居更宜居。

2018年，虹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调研走访中了解到，部分高龄优抚对
象因收入低、家庭成员患病等原因，没

有能力对现有居住环境进行升级改造，
厨房和卫生间普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研究后决
定，联合区双拥办和上海市拥军优属
基金会虹口区工作委员会推出适老化
厨卫改造项目，在经费可控、对高龄优
抚对象生活影响最小、解决最迫切需
求的前提下，听取各方意见后确定装
修方案，最大程度改善优抚对象的居
住环境。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在与地方装
修公司签订总体合同的基础上，项目参
与各方共同把好 4道关口：一是经费
关，厨卫改造每户经费控制在 3.5万元
左右；二是时间关，工期控制在一个月
以内；三是一户一案关，针对每户厨卫
结构布局、面积大小、朝向及住户的个

性化需求，制订一户一案；四是档案资
料关，为每个家庭建立一份完整的档案
资料，包括合同书、一户一案方案、改造
前后厨卫效果对比图、志愿者填写的每
日施工现场巡查记录等。

现年90岁的周政生是虹口区四川
北路街道的一名烈士家属，居住房屋建
于 20世纪 30年代，上次装修还是在 20
多年前，部分设施已破旧不堪。了解情
况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立即
与装修公司沟通，决定拆除浴缸改建淋
浴房，并为其添置新的厨具洁具。

“各户厨卫改造工程不大，但实
施起来难度不小。为把好事办好办
到位，我们多次同相关单位和个人进
行对接，确保施工过程配合紧密、衔
接有序。”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

居委会提前与待改造房屋的周边住
户沟通，以减少邻里纠纷；指派专人
在施工期间将年长优抚对象送到托
老所，待施工结束后接回；物业公司
及时清运建筑垃圾，保持小区卫生清
洁；组织志愿者每天两次上门巡查，
监督施工质量和进度等，确保改造项
目安全有序推进。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周年，年初，虹口区 5户生
活条件困难的抗美援朝老兵家庭也被
纳入改造计划。受疫情影响，改造项
目从9月开工至今，已陆续完工进入验
收阶段。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
员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做好适老
化厨卫改造项目推广工作，以惠及更
多优抚对象，帮助他们过上高质量的
晚年生活。

上海市虹口区多方合力提升高龄优抚对象生活质量

适老化改造让优抚对象安居更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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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抽调医疗专家深入太行山腹地，为
武警某部官兵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孙博雪摄

11月 22日一大早，新疆喀什一家
挂有“拥军志愿门店”牌匾的花店老板
黄银花就已经忙活起来，挑选新鲜花
朵、精心包装礼盒、反复核对客户信息，
生怕出点差错。“这是一位现役军人订
的花束，妻子刚生了个大胖小子，他要
给妻子一个惊喜。在这件事儿上，我可
不能掉链子。”黄银花笑着说。

黄银花的花店经营3年有余，生意
一直不错。前不久，经过报名、审核等
程序，她的花店成为喀什市拥军门店的
一员。“现役军人订花享受 8折优惠”

“服务周到细致”让她的花店迅速在军
人军属群体间积攒起人气。“能为军人
军属服务，我很光荣。”黄银花说。

在喀什，像这样的拥军门店一共有
50家。几个月前，喀什市双拥办在当
地商户中发起拥军门店试点倡议，受到
商户积极响应，仅 3天时间，报名的商
户就有100多家。

市场调研、民意测评、筛选名单……

经过军地双重考评，最终确定了 50家
诚信守法经营、社会美誉度高的商铺为
拥军门店，签订合作协议后授牌。据
悉，拥军门店涵盖餐饮服务、酒店住宿、
汽车修理等10多个行业，现役军人、军
属和退役军人持证消费，可享受 3至 9
折不等的优惠。其中，由退役军人经营
的商铺有13家。

为规范经营，喀什市双拥办为拥
军门店悬挂统一制作的“喀什市拥军
志愿门店”标识牌，在醒目位置张贴

“优待优惠承诺”，并做好服务统计工
作；招募退役军人担任拥军门店监督
员，监督挂牌门店拥军承诺落实情况；
定期开展监督考核和“优秀拥军门店”
考评活动，推进喀什市社会化拥军工
作迈入新台阶。

据喀什市双拥办主任朱虹介绍，下
一步他们将继续扩大拥军门店规模，进
一步完善拥军门店的各项规章制度，让
军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心关爱。

“为军人军属服务，光荣”
■张官星 葛晓海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11月13日，四川省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师生前往西藏军区某部参加军营
开放日活动。图为学生在战士指导下体验步枪射击瞄准。 陈小宇摄

本报讯 谢良、记者龙礼彬报道：
“陶部长，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前几天举
行共同课目考核，我被评为‘训练标兵’
啦。”11月 26日，江西省泰和县马市镇
武装部部长陶晓云收到了陆军某部新
兵罗霄森发来的报喜短信。

罗霄森是今年刚入伍新兵，部队驻
地在偏远山区，工作生活条件相对艰苦，
高强度的训练、严格的管理，一度让罗霄
森产生厌训情绪。

得知该情况，陶晓云立即向上级领
导简要汇报情况后订了一张火车票，第
二天下午就赶到罗霄森的部队。“新兵一
旦出现思想问题，我们就要及时干预并
解决。”陶晓云告诉记者。

到达新兵营的第一个晚上，陶晓云
与小罗促膝谈心，谈自己的服役经历、
谈部队的建设发展、谈人生理想与拼搏
奋斗的关系。家乡人面对面推心置腹
的交谈，让罗霄森的思想有了大转变。
陶晓云启程返乡时，罗霄森向他许诺：
一定在部队好好干，给家乡争光。

自 10月上旬以来，泰和县 24个基
层武装部部长几乎每周都能收到新兵
发来的思想汇报信息。县人武部部长
巫世明介绍，为让新兵安心服役，各镇
专武干部自觉充当编外“指导员”，并建
立起“专武干部-新兵家长-新兵连干
部”工作链条，配合部队搞好思想政治
工作，同时要求每个基层武装部长做好

“四个一”，即：召开一次新兵家长通联
会、组建一个新兵家长微信群、给新兵
寄发一封亲笔信、每周至少与新兵通一
次电话，及时掌握新兵在部队的现实表
现，了解他们的现实需求。

征兵工作虽然已告一段落，但为了

持续浓厚当地的崇军尚武氛围，县人武
部通过当地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平台，
对在部队表现突出的泰和籍新兵进行
广泛宣传报道，并将其先进事迹整理成
册，由县征兵办公室统一寄往新兵所在
部队，进一步增强泰和籍新兵建功军营
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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