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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铁路局南昌客运段动车二队西高五组，有一

位被旅客交口称赞的高铁列车长。她叫周帆，工作 20 年

来，始终将“旅客满意”当作工作的最高标准，让爱和温暖

充盈于列车上、植根在每名旅客的心里。

她曾荣获全国铁路火车头奖章、全国铁路客运服务

明星等荣誉，将对旅客的爱意倾注于日常点滴工作之中。

图为周帆周到热情的服务赢得顾客称赞。鲍赣生摄

旅客喜爱的高铁列车长

“既然群众选上咱，就绝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要千方
百计为村民办实事。”“90 后”小伙儿毛永说话掷地有声，
有一股敢啃“硬骨头”的闯劲。

2014 年底，年仅 25 岁的毛永成为山东省淄博市博
山区石马镇桥西村村主任。当时，不少村民暗地质疑：这
么一个“愣头青”，能干好村主任？毛永上任不到两年，桥
西村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初质疑他的村民都竖起了
大拇指。原因很简单，他上任后，啃掉了 3 块“硬骨头”，
让村庄旧貌换新颜。

通水

“这自来水就像是淌‘香油’一样，滴滴答答，半天接
不满一桶水。即便这样，还要隔天送一次水，每次只供应
4 小时，邻居们经常为了抢水伤了和气。”64 岁的村民吕
宜昌提起从前的吃水难，就眉头紧皱。

桥西村有 814 户、2200 名村民，村里底子薄，村集体
“囊中羞涩”。这里的自来水管是 30 年前修建的，如今早
已锈迹斑驳、水压很小，近半数村民吃不上水，群众怨声
很大。由于缺乏资金，前几届领导都对此难题望而却步。

“能用上自来水是老百姓最基本的要求，这件事干不
成，我主动辞职。”毛永上任伊始，就给自己立下了“军令
状”，四处“化缘”，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他先用半年时间，
带领群众在村北山坡上开凿出一个容量 500立方米的蓄
水池；随后，又在水务部门的协助下，对全村自来水工程
重新规划、设计、核算。今年 5 月份，总投资 120 万元的
博山区石马镇桥西村自来水改造工程全面竣工。

如今，村民在自家院子里拧开水龙头，洁净的自来
水喷涌而出。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个“小干部”还

“真靠谱”！

修路

“桥西桥西，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只可往北走，
不能向南去。”这是过去桥西村道路的写照。桥西村的路
是泥窝路，向南与五阳湖之间有一段 500多米长的“断头
路”，这成了桥西村村民祖袓辈辈出行的交通死角。“要想
富，先修路。不给村民修好路，绝不是称职好干部。”毛永
带领村里干部实地测量、预算，几乎每天都搭在工程上，
天不亮就上工地。很快，投资 70 万元的桥西新路建成，
从村内直通五阳湖，彻底铲除了桥西村祖祖辈辈向南出
行不便的交通障碍。

“打通大动脉，毛细血管也要通。”毛永又提出了“户
户通”工程，彻底改造村内的大小街道。历时 4 个多月，
总投资 300 多万元、硬化村内街道 5 万平方米的“户户
通”工程于 10 月底顺利竣工。现在，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大街小巷整齐洁净。有村民开玩笑说，“路好走了，穿新
鞋上路也不心疼了”。

一碗水端平

“村里难题绕不过一个‘公’字，要整顿村风，解决一
些历史遗留问题，就要一碗水端平，做到公平、公正，老百
姓心里自然有杆秤。”毛永说。过去，村里去世人口不撤
地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毛永上任后就从自家入手，清理
出 8 口人约 1400 平方米的土地。老百姓看在眼里，心服
口服，纷纷自觉行动起来。不到一个月，桥西村的痼疾顺
利解决。

桥西村有耕地 1270 亩，为将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毛
永一上任就积极推动土地流转。针对对外租赁承包等系
列合同不规范问题，他和村“两委”协商，制定了《桥西村
土地流转制度(草案)》，重新对 14 家驻村企业租赁的土地
及厂房逐一丈量、审核，共查出额外占用土地、山林面积
4.3 万多平方米，收回租赁资金 20 多万元，有力保护了集
体资产，维护了村民的利益。

随着益君农业合作社、舜耕农业合作社、佰润四季葡
萄庄园、四季风开发有限公司在桥西村陆续建成投产，桥
西村总共租赁土地 300余亩，村级收入越来越多，当地部
分村民也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五阳湖生态湿地公园和生态农
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村民可以以闲置房屋入股，由村
里统一装修改造成具有博山民俗特色的农家四合院，吸
引城里的游客来体验农家生活。这样一来，村民能领到
分红，口袋会越来越鼓，日子会越过越红火。”说起桥西村
的明天，毛永信心满满，神采飞扬。

“愣头青”啃“硬骨头”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苏 兵

这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部队：南昌
起义打响我党武装革命第一枪；强渡乌
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长征路上勇
当“开路先锋”；首战平型关，打赢抗战首
个歼灭战；新时期，他们是全军首支轻型
机械化步兵团，参加了全军首次涉外军事
演习，参加了首次中俄联合军事演习⋯⋯

一路走来，陆军第 54 集团军叶挺独
立团一代代官兵历经考验，打出了响当当
的铁军威名。在陆军转型的重要关口，他
们以强烈的荣誉意识、高度的担当，自觉
传好接力棒，当好领跑者，续写着无愧于
党和人民、无愧于铁军先辈、无愧于光辉
历史的崭新篇章。

用党的旗帜铸就官兵忠诚

今年 1 月 7 日，“奇袭腊子口连”的
“拥护改革强军，铸就绝对忠诚”教育课，
在团史馆开讲了。大学生士兵刘召抛出了
一个心中埋藏已久的问题：“我们常说对
党绝对忠诚，怎样才算是‘绝对’呢？”

课堂上，指导员李克飞没有正面回
答，而是把全连官兵带到老团长叶挺雕像
前，讲起一段故事：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国
民党关押。铁窗生活，没有把叶挺击垮；威
逼利诱，没有让他屈服。迫于全国人民的
压力，叶挺最终被释放。就在释放前一天
晚上，特务头目问叶挺：“叶将军出狱，打
算首先办哪些紧要的事？”

“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申请加入中
国共产党。”出狱后，叶挺向党中央发出了
申请入党的电文⋯⋯

指导员讲得传神，官兵听得入心。刘
召的内心燃起“熊熊圣火”，“老团长就是

绝对忠诚的榜样，我们要当好新时代的红
色传人。”课后不久，刘召就郑重地向党支
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爱党真切、信党深切，追随党的步履
就铿锵有力。1998 年长江抗洪抢险，该团
党员干部背沙袋、堵管涌，用行动誓与大
堤共存亡。2008 年千里驰援汶川灾区，他
们哪里有危险就冲向哪里，被灾区人民誉
为“党派来的守护神”。2015 年，他们领命
抽组精干力量加入我军首支维和步兵营，
飞赴南苏丹执行国际维和任务。官兵们无
畏无惧，圆满完成任务。

“面对生死考验，只要一声号令，官兵
都能令出行随。”团政治处主任王利飞介
绍说，该团先后经历 26 次调整转隶，很多
单位撤降并改，不少官兵提前转业复员，
但从不讲价钱、提条件。今年 3 月，全团赫
赫有名的“修理教头”王军生因长期担负
高强度维修保障任务，腰椎严重劳损，自
感身体已不适应现在的岗位，主动选择脱
下了军装。

用精度训练实现奋斗目标

2016 年 7 月贺兰山下，中部战区陆
军首次“中部铁拳—坦克·铁骑”比武竞赛
拉开战幕。对于叶挺独立团来说，这是一
场完全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艰难比拼：其
他对手装备的都是我军新型步战车，几乎
所有核心技术指标都遥遥领先。

该团参赛官兵却信心满满登上战车，
左闪右晃甩出漂亮 S 型，过崖涉水连突惊
险障碍，空地连射打出满堂喝彩⋯⋯他们
一次次“弯道超车”，包揽了步战车组所有
项目的金牌！

“只要训练有精度，就不怕战斗力没
硬度！”团长耿长江欣慰地说，多年来，他
们扭住训练基础不放松，先后组织军事地
形学、轻武器射击等 8 个专业骨干集训，
经常组织尖子比武，开展“岗位大练兵、技
能大比武、素质大排名”活动，以严实要求
持续打牢部队胜战之基。

“在新型陆军拔节生长之时，陆战形
态加速演变之际，除了打基础，更要看未
来，弄清仗究竟应该怎么打！”耿长江说，
近年来，他们从军事理论研究创新破题入
手，坚持每年一期作战理论攻关雷打不
动，追踪学习前沿军事理论，研究创新训
法战法，至今已是第 16 个年头；定期邀请
兵种专家到部队开讲授课，从理论层面为
官兵打开“联合”视野。

用使命责任催生战斗激情

73 年前，为掩护党政机关和人民群
众安全转移，刘老庄 82 勇士与 3000 余名
日伪军在江苏淮阴刘老庄村激战一昼夜，
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
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小锹砍⋯⋯
直到全部壮烈牺牲，被朱德总司令誉为

“革命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忠勇无畏、血战到底”的刘老庄精

神，在一代代叶挺独立团传人的血液里流
淌，激励着他们创造出一次次“不可能”。
2015 年 5 月，上级以该团为主组建“刘老
庄连”英模部队方队，参加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大阅兵。在阅兵训练中，战士樊宾斌右
脚脚趾全部被鞋磨破，伤口很快化脓，和
袜子紧粘在一起，撕都撕不下来，但依然

坚持训练。
与他一样坚持的还有团里其他 20 名

战友：训练一开始，他们就像钉子一样铆
在方队。在阅兵村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
官兵始终盯着三军仪仗队比正步、比排
面、比士气，平均每人踢坏 4 双作战靴，瘦
了 10 多斤，以一流的素质、一流的标准、
一流的作风光荣接受了全国人民检阅。

用历史荣誉照亮前进道路

叶挺独立团初创时期，就以纪律严明
著称，被老百姓盛赞为“仁义之师”。1928
年 3 月，我党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后，首次在该团进行试点，形成了听党指
挥、令行禁止、秋毫无犯的铁一般的纪律，
一直传承至今。

2014 年 3 月 5 日，正在南苏丹执行维
和任务的该团几名战士，在尼亚拉市的一
个商店内买东西时，店老板拿出一袋精致
的象牙制品说，“愿意低价出售”。

“象牙制品是违禁物品，我们是不会
买的！”战士们态度坚决，违禁物品是中国
军人绝不会碰的“高压线”。事情传到联合
国和非盟达尔富尔特派团司令部，他们对
中国军人严格的法纪观念赞不绝口。

军规如山纪如铁，无论国内国外、平
时战时，该团守纪如铁的“作风名片”，始
终闪闪发光。

近年来，该团持续开展“学法规、懂规
矩、守纪律、树形象”系列活动，在常态“滴
灌”中提升官兵的法纪素养；结合任务组
织“铁的纪律铸就铁的战斗力”群众性讨
论活动，激发了官兵的“自生力量”，立起
了铁纪治军的鲜明导向。

永 远 的 “ 铁 军 ”
——陆军第 54集团军叶挺独立团锻造“四铁”部队纪实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马永生

红岩村是我国西南边陲一个不太起
眼的小村庄，位于云南临沧市镇康县城
西北部边境上，有 5 个村民小组与缅甸
山水相连，边境线长 6.7 公里。这里曾经
贫穷落后，自 2007 年起，全村人利用独
特的气候优势，全力发展特色种植和养
殖产业，人均年纯收入超过了 6000 元，
村级经济实力在全县名列前茅。

说起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都
会夸赞他们的领头人——村党总支书记
毕世华。他不但带领大家过上红火日子，
还把自身另一个职责——界务管理员做
到了极致，令界务管理员在当地有了一
个特别的称谓：“泥腿子外交官”。熟知他
们的边民更送他们一个亲切的称呼：“活
界桩”。毕世华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
家世代生活在边境上，守好了边境，就等
于守好了我自己的家”！

致富路上“领头雁”

红岩村因产业结构单一，农民曾长
期增收缓慢。2007 年初，毕世华当选为
村支书，对农民困境有过长期思考的他，
很快确定了致富增收新思路：坝区发展
甘蔗，山区发展核桃，城郊培育三产，力
求在结构调整上取得突破。

红岩村地处亚热带，毕世华便动员
刷布厂自然村的村民发展甘蔗种植产
业。为充分利用好有限的耕地资源，他准
备大干一场：跑项目、找资金，把低产田
进行彻底改造，大力发展比玉米效益好
得多的甘蔗产业。

然而，村民们祖祖辈辈以种植水稻、
玉米为主，想改变种植模式谈何容易？村
民们的抵触情绪超出预料。毕世华就对
干部们说：“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给群
众看。”他带领党员建起了 560 亩甘蔗示
范种植基地，当年种植当年见效，每亩甘
蔗比种玉米增收了 1000多元。

村民们看到种甘蔗的甜头，热情高
涨，纷纷找到毕世华要求改造低产田地、
修建蔗区道路，第二年陆续改种上了甘
蔗。仅 4 年多，刷布厂自然村甘蔗种植就
发展到 2600 亩，成了周边村寨艳羡的甘
蔗专业村，户均甘蔗收入达 2.3万元。

2012 年起，毕世华又带着全村发展
咖啡、澳大利亚坚果、大棚蔬菜等经济效
益更好的产业。为使红岩村的小康之路
更加坚实，他将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融
合起来，建立了“公司+基地+合作联+农
户”的产业发展模式，把全村 835 户组建
为 59 个产业合作联，由党员或致富带头
人任联长，实行生产互助、信息互助、资
金互助、和谐互助。目前，全村种植核桃
1.543万亩，咖啡 4060亩，坚果 4060亩。

红岩村村委会主任杨文刚说，“为发
展经济，毕世华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群众

修建产业路，共修了 8 条，100 多公里，带
动全村人均年纯收入提高 4000多元”。

安宁生活“守护者”

日子好过了，毕世华还不忘另一职
责——界务管理员。“有国才有家”“有边
就有防”是他的“口头禅”。

2007 年 4 月，毕世华被省、市、县外
办评为外事界务管理员，负责中缅边界
镇康段 117 号至 121 号界桩界务的管理
和巡逻。为保证国境线的安全，他组建了
由党员、干部组成的护村队，每天对国界
进行巡逻，并坚持每周 2 至 3 次亲自上国
界巡查，确保万无一失。

2009 年 8 月，与云南镇康接壤的缅
甸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毕世华迅速带领
工作组赶到 118 号至 121 号界桩间界线
不显眼地段，安插上 5 面国旗，进一步明
晰了国境线。当时，枪炮声正密，毕世华
不顾危险，只身一人把鲜艳的五星红旗
插在边境线上，有效保证了我国领土的
神圣不可侵犯，防止了境外人员越境伤
及无辜群众。

缅方冲突事件后，大量缅甸边民进
入我国境内避难。红岩村接纳了许多难
民，村民们的生产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

毕世华作为一名外事界务员，有责
任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不受侵
犯，有责任维护和增进双方老百姓间的
友谊；作为一名村干部，有责任维护寨子
的安宁与稳定，让大家知道此时应该做
什么，作为一名中国人是多么幸福。

在他的带领下，红岩村善良的村民

们齐心协力，创造了奇迹：在难民滞留近
半个月的时间里，当地没有出现一例人
员死亡，没有发生过一起人畜传染病，甚
至没有出过任何刑事和治安案件。

难民返回时，许多人前来辞谢。大家
依依不舍地紧紧握住毕世华的手，连声
说，“以后有机会，一定到我们寨子串一
串，我们要用最好的酒招待‘毕界桩’”。

作为界务管理员、村干部，毕世华感
到了肩上的责任和村民的信任：“只要我
在村里一天，就要尽全力让乡亲们过上
安稳，富裕的生活。”

荣誉加身更勤勉

十多年来，全村在毕世华的带领下，
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村民范朝红说，“毕书记上任后，发
展了种植、养殖产业，我们家家户户都养
上了猪，买上了摩托车。对比以前的收
入，我们已经翻了三四番了”。

“我们村民有什么困难，只要反映给
他，就能及时得到解决；有了矛盾纠纷，
只要反映给他，就能及时得到帮助调解。
他是个好支书，我们都认可。”提起领头
人，村民杨文义说。

2010 年，毕世华被评为感动临沧人
物；2012 年，光荣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荣誉接踵而至，毕世华也很感慨，
“荣誉越多，我就感到肩上的担子越重。
应该说，荣誉也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更能激发我为民服务的决心”。

说起当选十八大代表，毕世华说，

“这是组织的关心，也体现了组织对我们
工作的认可，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
任。从北京回到村里以后，我及时组织
村民进行了十八大精神学习，并结合村
上的实际情况，对今后的发展因地制宜
地提出了发展思路，把解决群众生产生
活困难以及产业发展布局等进一步落在
实处”。

“毕书记参加十八大后，为村里引进
了规范种植管理。今后，我们的收成就能
更好了。”范朝红说。

伤残不损报国志

“对面到处听得到枪炮声，你不怕
吗？”毕世华在 2009 年缅方冲突事件中
冒着危险插完国旗回来后，很多人这样
问他。他总笑着回答，“害怕！但必须有人
去做啊！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应该做一名
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我感到很自豪，
即使真的出了意外也决不后悔”！

不料，不幸却悄然降临：今年初，毕世
华不幸因公伤残，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以
后再也不能从事引以为豪的巡边工作了。

2015 年 2 月 9 日，缅果敢地区发生
战火，我国边境维稳工作空前繁重。毕世
华在指挥部和外事部门的领导下，结合
界务员管理职责，配合驻军、武警、公安
及地方党委政府，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

2016 年 1 月 3 日，驻军部队来到 118
号界桩附近核查有关情况。当时，毕世华
为大家带路，行进至 118（2）号界桩附近
时，“轰隆”一声巨响，他不幸踩中缅方交
战人员埋到我方一侧的地雷。经诊断，他
左膝盖以下被当场炸断，右腿严重受伤，
造成重度残疾，被评定为因战伤残五级。

毕世华回忆说，“一声巨响后，我的
双腿就失去了知觉。然后，我倒在地上，
发现双腿已经被炸伤，左小腿已经不在
了，不住流血。我就撕了衣裳，给自己做
一下简单的止血处理。一两分钟后，同去
的人背上了我，随后把我送往医院”。

虽然不能从事界务员工作了，毕世
华表示，在今后的外事工作中，自己还要
发挥工作特长，力所能及地协助界务员
做好边境上的一些政策法规宣传和维稳
工作。“当界务员是我的一大愿望。自己
从小就生活在边界线上，守好了边界，就
等于守好了自己的家。”毕世华说。

接 替 毕 世 华 的 界 务 员 李 俊 学 说 ，
“毕大哥是我们的榜样，我会竭尽全力
巡护好这段国界，看护好界碑，守护我
们的家园”。

富 民 守 边 的“ 活 界 桩 ”
——记云南省镇康县原外事界务员、党的十八大代表毕世华

本报记者 周 斌

▲ 毕 世 华

（左）和乡亲们在一

起。

（资料图片）

▶ 毕 世 华

（前）带 领 大 家 巡

边。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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