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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岁的哈萨克族姑娘加娜尔·哈特然
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说着一口流利
的普通话。她是新疆阿勒泰喀拉希力克
乡中心双语幼儿园的园长，管理着 3 个
村级幼儿园分园。记者见到她时，加娜
尔正在比铁吾铁热克村山村双语幼儿园
走访。这个幼儿园设在一所山区小学
内，只有一间狭小的房间，没有暖气，
全靠煤炉取暖。十几个五六岁的孩子挤
在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用汉语唱着
儿歌。“我是阿雅斯别克，今年 6 岁了，
我会说哈萨克语，也会说汉语，都是老
师教的！”其中一位男孩很自豪地说。

加娜尔是土生土长的喀拉希力克乡
人，她告诉记者，比铁吾铁热克村是以哈
萨克族人为主的农牧业结合山村，居住着
哈萨克族、塔塔尔族等 4 个民族，总人口
984 人。“这里学前适龄儿童有 107 人，但
我们目前只有 2 个班、4 名志愿者老师和
44名幼儿。”加娜尔说，这些志愿者教师每

月仅有 1000 元补贴，从今年 11 月起，博
世慈善中心资助新疆阿勒泰地区实施“双
语幼儿园计划”项目后，每人每月的补贴
提高到 1500元。

加娜尔的家在距离幼儿园 80 公里外
的山脚下，丈夫在家养牛羊，她每天天不
亮就出门，搭乘开往市里的“面的”去上
班。虽然辛苦，但加娜尔很快乐，“我喜欢
自己的职业，喜欢这些孩子。从小，我就
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幼师”。

1997年，加娜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新
疆幼儿师范学校。2000 年毕业后，她怀
着梦想和希望回到家乡。那时，阿勒泰市
仅有两三所幼儿园，加娜尔回忆说：“我最
初是当小学老师，到 2006 年，阿勒泰市教
育局在各个乡镇创办了小学学前班，我作
为学前班的唯一一名老师，教着 73 名少
数民族幼儿。”

2010 年，加娜尔成为喀拉希力克乡
首所中心双语幼儿园的园长。2011 年 9

月，她又办起 3 个村级分园。现在，总园
和分园共有 220 名幼儿，其中 95%是哈萨
克族幼儿。“这几年，家长们都看到了上幼
儿园的好处，每年新生入园时，院子里都
站满了家长。”加娜尔说。

加娜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却无暇
照顾女儿，“女儿上小学后，由丈夫负责
接送，我就住进幼儿园。夏天一星期回
一次家，冬天两三个星期才能回一次
家”。现在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了，加娜尔
从来没参加过她的一次班会和班里活
动。2013 年 11 月，加娜尔女儿的班主任

在电话里对她抱怨：“你是什么样的妈
妈？班会一次都没来参加过。”加娜尔哽
咽地说：“我很伤心，我是一名合格的老
师，却是一名不合格的妈妈。”每每得知
女儿在班上的优秀表现，她都很高兴，
却又很内疚，“但每当我看到山村孩子们
的汉语水平一天比一天好，就感到自己
的付出是值得的”。

加娜尔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多次获得
市级嘉奖。“幼师的到来给山区的孩子带
来了欢乐和希望。我愿意永远在这里，和
孩子们一起快乐生活。”加娜尔说。

真 情 洒 满 山 村真 情 洒 满 山 村
——记新疆阿勒泰喀拉希力克乡中心双语幼儿园园长加娜尔记新疆阿勒泰喀拉希力克乡中心双语幼儿园园长加娜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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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嘭嘭嘭”，在安徽蚌埠市华盛街一间不起眼的门

店里，鞋匠刘为银正在埋头敲鞋钉。

1993 年，27 岁的刘为银跟随父亲从安徽灵璧来到

蚌埠打拼，在华盛街一带以摆地摊修鞋为生。23 年的

磨炼使“刘皮匠”在这一带有了名气，周边商场的许多

皮鞋售后服务代理也找上门来。

24 岁的儿子主动提出要学这门手艺，让刘皮匠很

自豪：“近期还打算设计制作‘刘皮匠’微信平台。有了

儿子加入，这门手艺算是传了四代啦！”

图为刘为银认真工作。 袁 勐摄

都市鞋匠刘为银

典藏四壁，书香弥漫，这
是解放军第二炮兵某通信团团
长周传刚的办公室，每本书里
都留下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
爱学习的他既能围绕军事战略
侃侃而谈，又能在信息化战场
上英勇冲锋，既能攻克难题，
又能在实战中探索创新⋯⋯

“随着军事变革的不断深
入，时代呼唤知识型军人。”
周传刚告诉记者，他从军 20
载，攻读了工学博士，当了军
事学博士后，从基层战士成长
为通信团团长，获得过“全军
爱军精武标兵”等多项荣誉。
他说，“强军路上，知识也是
战斗力，勤于学习才能赢得未
来战争制胜权”。

1999 年，周传刚从军校
毕业后主动申请到艰苦的西北
高原工作。他告诫自己：“身
在戈壁，思想不能滞后；信息
闭塞，知识不能落伍。”半年
时间里，他把连队图书室的书
看了个遍，还经常与大学的老
师和同学联系，了解掌握前沿
知识。

一次，作为信息化参谋的
周传刚参加对抗演练时，在战
场管控几个环节卡了壳。带着
对失败的反思，周传刚报考了
北京科技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
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力争提
高 自 身 水 平 。 他 白 天 忙 工
作，夜里忙学习，结合本职
工作研究的课题 《部队作战信息化能力评估研究与
实践》 在实践中成效明显。博士毕业当年，周传刚
再攀高峰，进入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军事指挥学博
士后工作站工作。

新颁发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通信战备工作规
定》 成为全新“战场法则”，参与这部法规性文件制
定的就有周传刚，他也是编写组里唯一的基层团长。

前几年，部队建设加速发展，阵地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却“一个型号一个样”，难以形成整体作战能
力。官兵无奈地打比方说：“线有千万条，就是不结

‘网’。”官兵的话，像刺一样扎在周传刚的心窝。
此后几个月，周传刚经常在办公室里挑灯夜战，

画出多型导弹阵地通信综合服务职能“拓展图”，编
写出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设计规范》，对照打仗要求
一条条梳理、规范，逐渐统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内
容、规模和指标，“方言”变成“普通话”，部队战斗
力大幅提升。

信息时代，通信保障“天天在打仗”。周传刚针
对抢险救灾等紧急行动中出现的问题，规范了 14 种
通信组织指挥关系、6 类基本保障行动模块，明确了
10 类一专多能通信单兵和 26 类通信装备编配，一份

《非战争军事行动通信能力建设》 在业内引起强烈反
响，成为部队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指南”。

近几年，周传刚又开始尝试将这些成果向作战行
动延伸，率先在全军开展无线密码通信实传实用，探索
通信保障新模式，实现了单电路语音指挥、窄信道数据
指挥、大容量网上指挥、常态化联合指挥“四级跳”。

去年 8 月，我国战略导弹部队某作战实验室里刀
光剑影，全军首届联合作战指挥员培训进入“红蓝”
对抗演练阶段。来自三军精锐部队的优秀指挥员各展
所长，对垒拼杀。担任“蓝军”参谋长的周传刚频频
出手、招招“致命”，以个人最高分赢得满堂彩。

人民军队为人民，周传刚牢记这一点。那年夏
天，洪灾肆虐，长江告急，周传刚和战友们“扎猛
子、堵管涌”；抢修光缆、破解“千年虫”等，次次
当主力⋯⋯

多年来，他先后 20 多次执行重大军事任务，参
与保障 100 多次导弹发射演练任务，探索 10 多种通
信保障新模式，2次荣立二等功。

信息化战场上勇创新

—
—记解放军第二炮兵某通信团团长周传刚

本报记者

姜天骄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指导员崔光日是
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交警。1 年前，在
公安部、经济日报社等部委共同开展的

“中国好交警 中国好司机”活动中，《经
济日报》记者在他执勤的汪清第一小学前
采访过他。魁梧的身材，脸上的“交警
黑”，是他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细细观察，
发现他与别人不同的是，手中一直拎着矿
泉水瓶，戴着墨镜，脖子用纱布包裹着。1
年后的 12 月 20 日，记者在延边机场与崔
光日偶遇，他准备乘坐飞机到北京，接受
中宣部对他的嘉奖。

崔光日注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不要病歪歪 只要精气神

去年 11 月 3 日，公安部第五届“我最
喜爱的人民警察”评选颁奖典礼上，崔光
日的颁奖词是这样的：身患尿毒症仍拖着
肿胀双腿坚守在交通执勤一线。崔光日
是尿毒症晚期病人，体内水分不能正常排
出，不能多喝水。可他指挥交通时体力消
耗很大，又需要不断补充水分。崔光日只
能手不离水瓶，不时抿一口，滋润一下干
瘪的嘴唇。戴墨镜是由于尿毒症造成他
视力下降，眼睛怕光。他做血液透析时在
胳膊上做的瘘，由于指挥交通时胳膊太劳
累而发生了堵塞，医生不得已只能在他的
脖子后面做了一个临时插管，因此他脖子
上老是包着纱布。

最了解崔光日的汪清县公安局政委
夏德佳说，崔光日从警 26 年来战功卓
著，曾荣立个人一等功 1 次、三等功 1
次，获得“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全
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等荣誉称
号。崔光日在缉私、缉毒、交警等岗位
工作过，为打击走私犯罪，他带领战友
进驻深山埋伏堵截，爬冰卧雪，为国家
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做民警时，他
徒手保护群众，制服持刀歹徒。

重病在身，需要静养，可崔光日最放
心不下的是工作。“我清楚，尿毒症很难治
愈，但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工作的时候我最快乐。”不仅

如此，崔光日还要“漂漂亮亮”地工作，“上
岗就要有点精气神，不能病歪歪的，那还
像个什么警察”？

崔光日每周需要做 3 次血液透析，一
次需要 4 个小时，透析出的体液最多达 6
公斤，但他仍坚守在工作一线。执勤时间
长了脚肿得生疼，他就偷偷进车里换上大
号拖鞋放松一下。他说，“只要有一口气，
就要工作在岗位上”。

他向记者解释不离开一线的原因，
“我是城区中队长，22 个交警中只有我们
两人有执法权，我不到岗影响很大。大队
曾经考虑到我身体不好，让我专职干督
察，但我一闲下来就全身难受。再说，除
了工作，我没有别的爱好，这些年就这么
过来的，不去执勤干啥呀？跟同事们值值
勤，时间过得快，心情也愉快”。

谁的面子也不给

在同事和亲戚眼中，崔光日坚持原
则，从不利用职权谋私利；在司机和百
姓眼中，崔光日严格执法的同时，也为
他们送去温暖和关爱。崔光日说：“我手

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在我这里绝无
特权。对违章者罚款只是手段，教育才
是目的。”

崔光日讲了他最难忘的一次执法经
历。有一年除夕，人们忙于采购年货，交
通拥挤，有的司机为节省时间，抄近路在
转盘道逆行，十分危险。崔光日一连拦住
3 辆违章车辆，其中一辆是某局长的车，
局长向他求情被拒绝；一辆是某大企业老
总的车，司机恭恭敬敬递上名片，可这名
片在崔光日这儿不好使；还有一辆是出租
车，司机说家里买年货的钱都没有，请求
免予罚款，崔光日照样开了 200 元的罚
单。中午休息时，他给那个家庭困难的出
租车司机打电话，让他到交警队来。司机
有点奇怪，都罚完了怎么还去交警队？崔
光日送给司机价值 300 元钱的年货，并告
诉他，“违章就必须接受处罚，你家里困难
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去
过年吧”。

汪清县的出租车司机说，刚开始觉
得崔光日不讲情面、不好相处，但时间
长 了 ， 发 现 老 崔 执 法 时 充 满 人 情 味 。
2013 年 4 月，崔光日在执勤时发现一辆
无牌夏利车逆向行驶，立即上前将车拦
停，对车主进行盘查。经调查，得知车
主刘小平患有精神疾病，且没有亲人照
顾。崔光日暂扣下刘小平的车，防止出
现安全事故。然后，经过多方查找，找
到了原车主，耐心做其工作，讲明利害
关系，说服原车主将车收回，并把车款
退给刘小平。他又协调了大兴沟镇政
府，补偿了原车主的损失。这样做既让
双方满意，又消除了安全隐患。

10 年来，崔光日路面执法上万起，没
有发生过一起群众上访投诉问题。崔光
日说：“执法中有时会使群众产生误会，但
只要尽到心，群众最终会理解你。”

他人眼中的崔光日

崔光日的妻子没有工作，家里的所有
花销全靠他一个人。他是个老病号，10
年前就患上糖尿病，打针吃药是一大笔开
销。为改善家庭生活，妻子无奈之下去韩
国打工，将女儿留给崔光日照顾。崔光日
是个工作狂，经常早出晚归。但他工作再
忙，每天都会早早起床，为女儿准备好早

餐，再迅速赶去上早岗，夜晚拖着疲惫的
身体回到家里做家务。他是个称职的父
亲，白天疲惫地工作一天，晚上还要陪孩
子学习，常常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深沉
的父爱感染和激励着女儿，前年，女儿以
优异成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在纪检委领导眼中，崔光日廉洁奉
公。夏德佳说，崔光日在多个警种担任基
层所（队）长期间，没有发生过一起上访投
诉事件，没为个人谋取过任何私利。崔光
日说，如果坚持秉公办事，就不可能想歪
门邪道。

他是同事眼中的“拼命三郎”。他曾
在茫茫林海里，连续追踪 24 小时，将逃犯
缉拿归案；他曾连续值班 200天没回过一
次家，因劳累过度 3次晕倒在工作岗位。

他是群众眼中的“英雄”。无论何时
何地，只要群众的安全受到威胁，他就会
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即使身受重伤，血染
衣襟，仍毫不畏惧。

他是有责任感的人。汪清县公安局
民警李永一说，为治病，崔光日向最好的
朋友借了一万元。他说，头一次欠别人这
么多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心里
老惦记这个事儿。

他是医生眼中的“铁人”。2012 年 8
月，他被诊断患有尿毒症，只能靠血液透
析维持生命，目前已透析 230 余次，但他
仍拖着肿胀的双腿执勤奔走，用顽强的毅
力踏出一条平安之路。

他是妻子眼中的“工作狂”。妻子沈
英爱说：“多年来，他在单位的时间远远超
过在家里的时间。老崔眼里只有工作，工
作上的事对他来说永远都是大事。”

崔光日就是这样的人，他用对事业
的无比忠诚践行着入警时的铮铮誓言，
用顽强的韧劲绽放出生命的光彩，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内涵与
真谛。

“ 工 作 的 时 候 最 快 乐 ”
——记吉林省汪清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指导员崔光日

本报记者 李己平

崔光日之所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不平凡的成绩，是因为他做到了人所不

及。忠诚、敬业、担当、责任、奉献，构成

了崔光日对职业的全部追求。

他的这些意识和行为与父辈的传承

有关，他的父亲是一名优秀的人民警

察，英年早逝，在崔光日的心中是榜

样、是楷模。他记忆中最难忘的是26年

前穿上警服时，发誓以父亲为榜样，对

得起这身警服。他生长在吉林省延边州

汪清县，这里地处长白山腹地，人们在

恶劣的气候下顽强生活，养成了吃苦耐

劳的性格，大山也孕育了他宽阔的胸

怀。崔光日具有率直、韧性、执著的特

性。干刑警，他缉毒、打击走私，冰天

雪地擒嫌犯，立下累累战功；当民警，

他不计名利为民谋福祉，不懈奋斗，思

想不断升华。

对职业的选择有主动有被动，但只

要选择了，就要用生命守护。忠诚是一

种义务，更是一种热爱。崔光日深知，

忠诚是从自我做起，从工作的细节做

起，从点点滴滴做起，并把这种理念融

入到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去，主

动追求卓越。

选择了，就用生命守护

图①图①、、图②图② 崔光日在汪清第一小学执勤崔光日在汪清第一小学执勤。。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己平李己平摄摄 图③图③ 崔光日在检查过往车辆崔光日在检查过往车辆。。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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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娜尔和孩子们在一起

。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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