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的塔克拉玛干大漠烈日似火，沙
漠绿洲库尔勒市哈拉玉宫乡阿拉多尕村
万顷梨园遮阴蔽日散发着扑鼻清香。7
月 17 日，记者走进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民
族干部学院设在这里的语言实习基地，
在农家炕上，葡萄架下，采撷汉族学员们
与维吾尔族父母兄弟间发生的动人故
事，感悟军民共建和谐家园的鱼水深情。

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
心里

村民艾孜孜·艾拜依家新建的两层
砖瓦房窗明几净，通铺上的毯子色彩斑
斓。他说：“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多亏
了去年来家里实习的‘兵巴郎’（巴郎，维
吾尔语：男孩子）常远方。”

2014 年 9 月，实习学员常远方来到
艾孜孜·艾拜依家，看着他家里仅有的两
间小土房动起了脑筋，“阿塔（维吾尔语：
父亲），现在国家政策好，惠民富民实惠
多，咱家盖几间房子应该问题不大，要是
建 80 平方米以上的抗震房，国家还给补
助呢。咱家这房子年久失修，能享受优
惠政策啊。”

知道还有这样的好政策，艾孜孜·艾
拜依心里乐开了花。说干就干，邀几个
亲戚来帮忙，小常等实习学员当小工，很
快，一栋充满维吾尔族风格的新房子就
建成了。安上了太阳能，通上了天然气，
彻底告别了烟熏火燎的土灶台。

“这么漂亮的大房子，我总共才花了
4万多元，政府补助给我3万元啊。”艾孜
孜·艾拜依美滋滋地说，“我家已经有 13
个‘兵巴郎’了，多亏他们给我讲了国家
的那么多好政策，让我知道了现在种棉
花有补贴，买农机有补贴，给梨树浇水也
有补贴⋯⋯好政策多得 10 个手指头都
数不过来呢！”

库尔勒香梨驰名中外。阿拉多尕村
村长克依木·买买提说，他向实习学员详
细了解小额贷款和农村土地流转政策

后，将周边 1100 多亩梨园进行整合，牵
头成立香梨生产合作社，实现了香梨规
模化种植、科学化管理和产业化经营。
合作社开办后，全村人均年收入增长了
1.8倍。

学院政委袁汉军说，语言实习基地
建立伊始，学院党委明确提出，要发挥军
校学员通晓“双语”、政治上可靠、理论功
底扎实的优势，积极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和民族政策，把党的助民惠民政策用好
用足，增强维吾尔族群众爱国爱疆的情
感认同。

学院院长桑军说，党的十八大闭幕
当天，他就收到了一封有 75 名学员签名
的电子邮件，请求回到曾经实习的“家
乡”，宣讲十八大精神和惠农新政策。学
员们将“五位一体”、“两个翻番”等 100
多个理论观点，梳理翻译成浅显易懂的
维吾尔语家常话，结合乡亲们生活中发
生的新变化，让大家听得懂、看得见。

一段视频记录了学员小分队进村入
户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动人情景：

“参加国家正在推行的农村合作医
疗，以后农民看病也可以报销医药费
了。同时，咱们的村镇卫生院条件也会
逐步改善，看病难的问题很快就能解
决。生病有地方看，看病国家给报销，这
就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病有所医！”学员
翟建锋的讲解赢得了现场群众的掌声。

哈拉玉宫村 102 岁高龄的买买提·
阿吉老人坐在新建的房子里，对着镜头
感慨地说：“我经历了 3 个时代，巴依（维
吾尔语：地主）让我们当牛又做马，旧军
阀向我们收粮又要钱，如今的共产党不
收钱不收粮，还给我养老盖新房，现在才
是最好的时代。”老人说到激动处，兴奋
地打起了手鼓。

“兵巴郎”做的好事，
就像树上的香梨数不清

站在果实累累的香梨树下，果农吐

尔逊笑得合不拢嘴。“今年的香梨已经全
部预定出去了！”说起他这个“香梨科技
产业园”，吐尔逊对“兵巴郎”王晖赞不绝
口。

12年前，曾是农业专业大学生的王
晖，实习来到吐尔逊家。看到家里满园
梨树因为没有科学嫁接，产量和品质较
低，就动员吐尔逊挑几棵树做嫁接试
验。吐尔逊半信半疑地把房前屋后的 3
棵梨树剪了枝干。然而，到了开花结果
的季节，3棵梨树没挂上1个果子。

“当时我很生气，不相信巴郎子的
技术。没想到，第二年梨子的产量是原
来的几倍，果子又多又大又甜。”

尝到甜头的吐尔逊，不仅嫁接了自
家 300 多棵梨树，还把从“兵巴郎”那
里学来的嫁接技术，在全村的万亩梨园
里进行推广。

从“兵巴郎”那里尝到科技甜头
的，还有村民哈斯木。那一年，这位敢
想敢干的农民看到大漠边缘城市里蔬菜
供给有市场，就开始尝试大棚种植。然
而，由于不懂科学种植和市场营销，血
本无归。

学员王西涛入伍前在家乡就是大棚
种植能手，2010 年实习期间，他主动
向哈斯木传授了大棚滴灌技术和反季节
蔬菜种植方法，帮助建起了 2 个新式蔬
菜大棚。同时，还利用“双语”优势，
帮助哈斯木打开销售市场。当年，哈斯
木就扭亏为赢，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
如今，他已是全村的“科技示范户”。

站在他的蔬菜大棚外，这位维吾尔
族汉子一个劲地说，“我们的‘兵巴
郎’做的好事嘛，就像果园里的香梨数
都数不清，看着嘛心里暖洋洋的，闻着
嘛鼻子里甜滋滋的！”

学院维吾尔语教员艾尔肯说，为促
进“家人”致富，每批实习学员入住后
都会自发开展“四送四比”活动：送图
书，比谁的图书更实用；送技术，比谁
的技术更先进；送信息，比谁的信息更

灵通；送思路，比谁的思路更奏效。
近几年，学员们引入“互联网+”、

电子商务等新理念，指导乡亲们搭建网
络平台，拓宽销售渠道。

阿拉多尕村干部艾山江说，“自从
‘兵巴郎’到我们这里实习，各村的学
习氛围就浓了起来。孩子们想上学了，
家长们想培训了，很多风气都悄悄地发
生了变化，感觉到生活越来越充实、越
来越文明。”这些年来，语言实习基地6
个乡村先后有 4000 多名群众参加了 60
多期各类技术培训，100 多户人家率先
走上致富路。

在纳曼·玉努斯大叔家，记者碰到
了刚刚从海拔 4300 米高原练兵场回到
阿拉多尕村的学员夏超，他是专程来向
维吾尔族父母告别的。他已接到毕业分
配命令，即将奔赴遥远的北疆边陲。慈
祥的纳曼·玉努斯拉着夏超的手，千叮
咛万嘱咐，“好好干，早些把立功喜报
寄回家，有空时，要记得常回家看看。
戈壁绿洲是我们共同的家。”

幸福，高挂在维吾尔族老人长长
的胡须上；甜蜜，温润在维吾尔族老
乡的心窝里。语言实习基地用输血与
造血同步的共建方式，增添了这块土
地的创造活力。如今，语言实习基地 6
个乡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 1.8 万元。哈
拉玉宫乡阿拉多尕村、上道杆村被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表彰为“新农村建设
示范村”，引领着沙漠绿洲致富奔小康
的热潮。

“兵巴郎”的民族团结情怀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民族干部学院库尔勒实习基地纪实

本报记者 李争平

7 月 12 日，山东济南市公交总公司
K52 路车正常地行驶着，女司机董丹一
脸平静，车内秩序井然。可是，惊险突
如其来，宁静被打破了——

17时18分，公交车沿解放路由东向
西行驶至济南中心医院公交站点时，上
来一位 30 岁左右的男子，只见寒光一
闪，匕首已抵在董丹腰间，他恶狠狠地
说：“往前开，一直往前开！”并用满眼
的凶光扫视着乘客，大声喊道：“你们坐
在座位上都不要动。”他把匕首往董丹身
上又顶了顶，“谁动，我就先捅了这司
机！”

这是一把接近30厘米的长刀，刃部
足有20厘米。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面对明晃晃
的匕首，董丹并没有过于紧张，试图通
过言语来缓和气氛。

“ 我 去 泉 城 广 场 ， 别 停 车 ， 向 前
开！”持刀男子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地。这
条线路从济南市中心蜿蜒向南，途经市
区多处旅游景点和人员密集处，乘客较
多，是市区内的一条主要线路。如果将
犯罪嫌疑人带到那里，后果可能不堪设
想。被劫持的公交车沿着解放路继续前
行，只是已不再按站停车。嫌疑人要求

除了红绿灯，不许停车。
“你别激动。”董丹说道。此时，一

名身着短裤的中年男性上前查看，被犯
罪嫌疑人用刀逼至车厢后部。个别乘客
惊恐地躲向车厢后部，车内出现了骚
动。董丹怕乘客的情绪激怒歹徒，便拿
起车载报话器稳定乘客情绪，话没说
完，歹徒便举着匕首冲着董丹乱吼。

沉着冷静的董丹按下车上的一键报
警后，又向持刀男子提出：“先让乘客下
车，再去泉城广场好吧？”“别停，继续
朝前开！”男子挥着刀子怒气冲冲地拒绝
了。董丹再次与持刀男子商量，在反复
劝说下，该男子答应让乘客在解放桥南
公交站点前方路口下车。董丹抓住有利
时机，靠边停车后，让乘客从后门下
车。多数乘客下车后，只有一名男乘客
坚持留在车上，协助驾驶员董丹一起与
持刀男子周旋。

正是这些下车的乘客将车内信息及
时通报给后边来的另一辆 K52 路车，使
司机张宇得以迅速追赶救援。

“最初挺身而出的中年男乘客以有事
为由留在了车上。他完全可以下车，但
他主动选择了危险，正是他的这种行为
给了我足够的底气。”董丹对记者说。

为拖延时间，董丹故意避开公交车
专用道，选择走普通行车道，在拥挤的
车流中放慢速度，赢得宝贵的救援时
间。车辆继续向前开,一路上董丹都怠速
前行。她说:“泺源大街有公交车道,但
是我没走，而是走车流比较大的机动车
道，歹徒问我怎么开这么慢,我就对他
说，你拿着刀子我紧张，开不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持刀男子情绪愈
加不稳定。车上男乘客发现这一机会，
上前抓住嫌疑人持刀的手臂，试图将刀
夺过来，但没有成功。

此时，董丹恰好将车门打开，从后
面赶上来的张宇以交谈的方式分散男子
的注意力，并试图要求该男子让董丹下
车，自己当人质，遭到拒绝。

趁歹徒注意力被转移之际，董丹快
速拔下灭火器保险销，一手拿起喷射软
管，将干粉直接喷向持刀男子头部。歹
徒躲闪后，又迅速反扑过来，董丹又将
干粉直接冲着男子面部喷射。公交车厢
内顿时白烟弥漫，持刀男子被困在了车
内。及时赶来的民警立即上车将持刀男
子控制住。

此时，时针已指向 17 时 38 分，一
场突然而至的公交车劫持危机被化解。

在整个过程中，车上乘客毫发无损，董
丹在搏斗过程中手背被轻微划伤。

董丹做完笔录到医院检查后，回到
家已是次日零时 30 分。看到熟睡的孩
子，这位勇敢的妈妈流下了眼泪。回想
当时那20分钟，真是生死较量，稍有不
慎，后果不堪设想。“见到我的孩子才感
觉后怕,能平安到家真好。”董丹说，“经
历过才知道，平时公司对驾驶员的安全
训练是多么重要,让我们从心理上从容应
对突发事件。”

“紧急关头，董丹稳住歹徒情绪，保
护了乘客利益，非常巧妙地处理了突发
事件。”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薛兴海说。

7月13日下午，协助董丹一起智斗犯
罪嫌疑人的中年男乘客被找到，他是济南
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的民警李风军。当
时着便装的李风军正和妻子一同坐车。
疏散时，他让妻子先下，自己留下来与犯
罪嫌疑人周旋。“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穿警
服，我也得冲上去。”李风军说。

这两天，董丹机智勇敢与劫匪周
旋，使车上乘客安然无恙一事，在微博
上引起热议。这位在同事眼中“内向老
实”的女司机赢得了整座城市的尊重。

7月，骄阳似火。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四院十七所一个并不大的办公室

里，一群年轻人或埋头疾书或出声询问，在他们中间坐着
一位老人，面带笑容为大家答疑解惑，这位老人就是现任
十七所型号副总师仲伟生。70 岁高龄的他仍然每天来
所里“上班”，指导年轻人，为航天事业发挥余热。

20 年前，我国某型号导弹试验发射迫在眉睫，这时
出了个事故：发射前的检验过程中，本该绝缘的某装置的
控制信号线被发现接到机壳上去了，在某种情况下会使
该信号不受控，导致导弹飞行失稳。

如果将导弹拆了重新处理，试验队员心理压力会很
大，而且弹已立起来，拆起来会很复杂；如果不拆，又有风
险，在连续失败两次的情况下，已不允许再有意外发生。

项目负责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四院十七所仲伟生
连夜紧急分析测试后，决定照常发射，并第一个签下“保
试书”。事后，试验圆满成功，证明了他“弹体经导线引线
和壳相接，有一定阻值，不会使得线路完全短路从而影响
到飞行试验”的论断，更使在试验中签承诺书这一举措日
后慢慢成为航天试验的惯例。

那一年仲伟生53岁。这位解放前出生的农村娃儿，
已经成长为中国航天重大型号的领军人。认定了这辈子
要干好航天的他，展现出背负重大责任敢于担当的勇气。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十七所刚成立，缺人、缺资金、
缺技术，但这些都没有阻挡仲伟生要来的决心，“虽然所
有的工作都是新的，所有的问题都需要自己解决，但是，
要想为国家造出急需武器就应该去研究所，一个新的研
究所更能够发挥自身的潜力与价值。”

于是，仲老跟着团队参加了十七所参与研制的第一
个型号导弹——中国第一枚固体导弹的潜艇水下发射试
验。潜艇的空间有限，人进去的时候要弯着腰，甚至要爬
着才进得去。里面温度高，不通风，环境十分恶劣，进去
的人衣服都湿透了，却没有一个人抱怨。

然而，试验这天，一级发动机点火后，喷火的“蛟龙”
裹着水柱刚刚跃出海面，便失去控制，迅即偏离方向，超
出安全控制，横空爆炸。为试射这枚导弹，中国此前已向
世界各国发出公告：对某公海地区封海两个星期，这其实
等于向世界宣布，中国要进行潜艇导弹试验发射。

当晚，试验队全体队员们滴水未进，一夜无眠。找到
了第一枚导弹失败的原因，于是决定改变策略继续进行
试验。1982 年 10 月，中国潜艇水下发射战略导弹首次
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在仲伟生心目中，做航天、干航天最重要的是要勇于
承认错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识不到错误。

十年前，某型号导弹在飞行试验中，级间分离出现异
常，导弹失稳自毁。大家都不知道故障到底出在哪，因为
测试时一切正常。

试验后，大部分人员返回，仲伟生却依旧待在靶场看
遥测数据，分析故障所在，随后回来做试验验证，发现由
于设计问题，在级间分离过程中，某分系统受到干扰，导
致发动机失稳。仲伟生第一时间指出了错误所在，说明
了设计上的问题，接着又投入到了下一轮的研制试验中。

“我为自己从事军工行业感到幸运，虽然中间起起伏
伏，历经波折，但心里很踏实。”仲伟生平静地说道。

1994 年，仲伟生辞去了十七所副所长一职，和几位
老同志专心搞技术。他先后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中国航天基金奖、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型号研制一
等功等多个重大奖项，带过的团队中走出了好几位重点
型号总师、副总师、项目总师。

仲伟生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增添了
浓墨的一笔，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航天
事业。“只要我还活着，那么我仍然会和大家一起奋斗！”
这是一位航天老同志对祖国、对人民不变的誓言。

文/王子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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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为圆航天梦

——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四院

十七所型号副总师仲伟生

山东济南市公交总公司女司机董丹：

智 斗 歹 徒 保 乘 客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赵东云

从1998年起，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民

族干部学院创新实施“嵌入式”教学模

式，在新疆库尔勒市维吾尔族群众聚居

的6个乡村设立语言实习基地，每年组织

维吾尔语翻译专业汉族学员入住维吾尔

族群众家庭，在实习期间跟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同学习，快速提高语言翻译技

能和实际运用能力。

17年来，学院历届党委和实习学

员坚持一手抓语言实习潜心培育人

才，一手抓思想传播倾心凝聚群众，

把实习基地建成党在边疆地区的宣传

思想阵地，并发挥自身优势助民惠

民，帮助群众摆脱贫困。

题 记

图① 学员在实习期间为
维吾尔族老人体检。吴国东摄

图② 毕业学员夏超（中）
专程“回家”向维吾尔族亲人告
别。 李争平摄

图③ 7 月 17 日，学院
捐助的哈拉玉宫乡中心学
校“ 红 柳 ”足 球 队 正 式 成
立。 李争平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91岁仍坚持坐诊的医生

7月22日，吴合在查看病历。
在陕西省友谊医院免疫过敏科，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8点，91岁的吴合大夫都会准时接待病人，从问诊、检查，
到判断病情、开处方，吴合一点都不含糊，每天坚持坐诊
4 小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坚持
每天给人看病，吴合的回答是：“治病救人就是我的生
活。”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