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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榜样风采

FENDOUBAINIANLU QIHANGXINZHENGCHENG窑月粤晕郧再粤晕郧云耘晕郧悦粤陨

仲夏时节，位于中哈边境的新疆

塔城地区裕民县萨尔布拉克草原山花

正盛，牛羊悠闲地吃着草。对于“七一

勋章”获得者、81 岁的魏德友而言，这

是他看了 57 年仍没厌倦的风景。

作为通往边境地区的重要通道，

萨尔布拉克虽然名叫草原，但实际上

是一片草木并不茂盛的荒滩。冬季风

雪肆虐，夏天蚊虫猖獗，在这里生活绝

对不是田园牧歌般的体验。

从北京参加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后，魏德友又回到了

空旷寂寥的草原。57 年来，魏德友在

萨尔布拉克草原巡边放牧，总里程达

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 5圈，成

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

坚守一生的使命

【草原上的“钉子户”】

萨尔布拉克草原地势开阔，边境

前沿缺少天然屏障，特别是春秋两季

牧民转场时节容易发生人畜越境，除

了哨点的边防军队，护边员的巡查也

非常重要。

1964 年，24 岁的魏德友响应号

召，从原北京军区转业到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来到了萨尔布拉克草原。“那

时候这里更加荒芜，牧民走了之后，可

以说就是无人区。”

紧接着，他从老家接来妻子刘京

好，在边境安下了家、养育了儿女。那

时候，每天的清晨或傍晚，魏德友要来

回走 8公里的牧道去边境线，看有没

有人员经过的痕迹，到牧民留下的房

子查看情况。

20世纪 80年代初，魏德友所在

的连队被裁撤，本可以分去离城市更

近连队的他却主动留下戍守边境，靠

放牛羊养活一家人。

昔日一同来屯垦戍边的战友陆续

离开，边防派出所的同志换了一拨又

一拨，而魏德友却一直扎根在草原深

处，和老伴儿刘京好边放牧，边戍边。

【陪“你”一辈子】

两人在地窝子里住了 20 多年，

在艰苦时期，一年都吃不到酱油和醋，

米面需要翻越几十公里牧道才能送进

来，喝的是门口井里打出来的盐碱水，

过年就是一人三颗糖。为了守边，魏德

友未能见到父母最后一面；为了守边，

他多次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下与死神擦

肩而过。

妻子刘京好曾经因为忍受不了萨

尔布拉克草原艰苦的生活条件，几欲

出走，最终都被丈夫感化选择留下。

“说不苦那是假的，他惦记着边境，我

惦记着他啊，走不了。”

2002 年，老两口退休，在山东工

作的子女劝他们回乡养老，却怎么也

劝不动。后来，子女又在团场买了房

子，但老两口还是不“挪窝”。

“我要是想走，我当时就不来这里

了。在部队时我就想好了，要守就守一

辈子。”因为长期驻守在无人区，来新

疆几十年的魏德友仍是未改山东临沂

老家的乡音。

未曾褪色的党性

【“平凡人”的“自豪事”】

魏德友是边境线上的“活界碑”，

更像一面在草原上行走的“党旗”。

38 年前的 6月，同样是萨尔布拉

克草原最美的季节，魏德友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魏德友每年都坚持自己交党费，

在交通和通信不便的年代，他经常步

行几十公里到团部，那是他少有的离

开草原的时刻。

羊鞭、收音机、望远镜和水壶被魏

德友称为他的“四件宝”，这是他每次

巡边都会带的物品。其中，收音机是魏

德友的最爱，是他了解党的理论、国家

政策和社会变化的途径。“听着国家一

年年在变好，就觉得自己的守边更有

意义。”

草原风大夹带着沙土，加上雨雪

天气多变，魏德友因此用坏了约 50

台收音机。

魏德友话不多，他始终觉得自己

是个非常平凡的人。他认为，守好边境

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党指向哪儿，我们走到哪儿。听党指

挥，再艰苦，也要在那里好好地工作。”

对于获得“七一勋章”，魏德友坦

言自己“很惭愧”。“我其实没做什么。

几十年来就一直在做一件事。”魏德友

说。在他守边的 50多年里，魏德友劝

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管控区

内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这是他“这辈

子最自豪的事”。

【苍茫草原变红色基地】

伟大孕育于平凡之中。2016年以

来，魏德友不忘初心、坚守边境的故事

被广为传颂，先后获得“时代楷模”“全

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魏德友坚守初心的精神感染了很

多人。当地不少护边员都把他当成榜

样，各行各业的人也一批批长途跋涉

来到萨尔布拉克草原深处，在边境荒

芜之地展开鲜红的党旗，与魏德友一

起重温入党的初心。

“‘老魏叔’是我们兵团人扎根

边疆的榜样。我来了好几次，每来一次

都会被触动一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九师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朱振义，在

“七一”前夕带着 20 多名党员再次来

到萨尔布拉克草原，接受兵团精神的

洗礼。

始终不渝的初心

【变与不变】

魏德友的房子在中哈边境 173

号界碑东南处，夫妻俩最开始就选择

把家安在边境前沿。

两人最开始住地窝子，后来边防

连刚好在拆土平房，拆出来不少土块

和木头，官兵利用空闲时间给他盖了

个像样的住处。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如今

土屋已经变成了砖房，还有一个宽敞

的院子。院子里的一块刻有“坚守”两

字的石碑非常醒目。家里也已经可以

看电视，可以上网。房子旁边建起了一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面设有讲述

魏德友老两口守边故事的展板和展

品，还有一个放映厅，可以观看以魏德

友夫妻为原型的电影《守边人》。

在过去，魏德友和妻子每天巡边

之前，都会在院子里用树干自制的旗

杆升旗。如今，简陋的树干旗杆已经

“退役”，换成了标准的不锈钢旗杆。

塔城边境管理支队吉也克边境派

出所教导员付志优是魏德友家的常

客。他经常组织年轻民警同志跟随魏

德友巡边，听“老魏叔”讲当年的故事。

他们在派出所墙上贴了一幅标语：学

楷模初心不改，为人民使命不渝。

“无论是寂寞时还是成名时，‘老

魏叔’的本心一直都没有变，始终保持

艰苦朴素、坚守奉献，这一点特别值得

我们学习。”付志优说。

【朴素的愿望】

尽管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魏德友还是喜欢住在老屋里，喜欢穿

他那身巡边的迷彩服，喜欢别人叫他

“老魏叔”。

除了没能见到父母最后一面，魏

德友一直觉得对子女亏欠很多，在他

们小时候对他们的照顾太少。2017

年，魏德友的女儿魏萍辞去山东的工

作，回到草原定居，接过父亲的羊鞭，

成为魏德友的接班人。

“我希望她一定要把这个边境管

好，不要光考虑个人得失，为党和人民

做点贡献，这就是我的愿望。”魏德友

说。

如今萨尔布拉克草原的边防力量

增强了不少，魏德友不再担心此处的

边境线无人看守，但他还是坚持放牧，

“只要我还能走得动！”

据新华社

“以前我们小区没有活动场

所，大家休闲娱乐都没地方去，现

在终于给我们装修活动室了，以后

我可以和邻居一起来锻炼身体。”

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团结

小区，居民宋女士高兴地说道。新

装修的小区活动室共 3层，面积约

300平米，场地宽阔，整洁干净，待

桌椅、运动器材等基础设施配齐

后，即可供小区居民业余休闲娱

乐。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

拉盖管理区积极安排部署，将“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作为实践抓

手，开门征求意见，精准对接群众

需求，在收到群众反应“团结小区

无文化活动场所，居民业余文化生

活单调”的问题后，管理区高度重

视，将该问题列入“三问”清单重点

民生项目中，由处级干部领办，实

时跟进措施、进度、成效，销号管

理，确保工作开展有动作、有成效。

7 月初，团结小区物业活动室开始

装修，预计 9月即可投入使用。

据了解，乌拉盖管理区“三问”

清单重点民生项目聚焦“贯彻新发

展理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障

基本民生需求、深化政务服务改

革、推进基层治理、其他内容”6个

方面，目前已认领 40 条，整改完成

7 条，其中处级领导认领的两批

次、24 个重点民生项目已进行公

示，各部门领办项目 16 个。“清单

化”开展工作是乌拉盖管理区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地生效的有

效路径，以问题为导向建单立账，

按单定责、实时追踪，动态销账推

进。一份“清单”，把规定动作细化

为具体的工作任务，确保广大干部

职工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学出

成绩，干出成效。

当前，乌拉盖管理区各个领域

各条战线上的民生实事都在开展

中。维修老旧小区供热管道和防

水，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冷暖”问

题；修缮哈拉盖图农牧场至巴彦胡

硕公路，出行不再是难题；申报肉

牛养殖项目，进一步壮大嘎查村集

体经济实力，促进乡村振兴；车

管服务下乡，足不出户即可办

理车辆业务；服务窗口实行全

过程、全链条帮办代办服务，让群

众办事无忧……乌拉盖管理区广

大党员干部职工将党史学习教育

焕发出来的精气神，切实转化成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原动力，进一

步锤炼自身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

念，勇于担当作为，也让党史学习

教育真正地入脑入心、见行见效。

戴薇宁

圈舍深深，呦呦鹿鸣。一大早，通

辽市开鲁县吉日嘎郎吐镇路北营子村

的鹿场里，响起了清脆的鹿鸣声。池敏

边轻轻抚摸着一头梅花鹿，边给它喂

食，“小家伙”亲昵地往他身上蹭了又

蹭。

打扫棚舍、更换清水、搅拌饲

料……池敏忙碌的一天就这样开启

了。

路北营子村位于吉日嘎郎吐镇东

南方向八公里处，林地资源广阔，牧草

资源丰富。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和区位条件，为梅花鹿的科学

饲养和疫病防治构建起了绿色屏

障。但在这个平均温度三十多度的

三伏天里，池敏始终放心不下这群“小

家伙”，在鹿场待的时间也比往常多了

许多。

说起自己养梅花鹿的经历，池敏

始终觉得是一个正确选择。2017年的

一天，池敏偶然间在网上看到了梅花

鹿养殖产业的信息，便萌生了在家乡

养殖梅花鹿创业的念头。经过一年多

的细致考察和技术学习，2018 年，池

敏投资 21 万余元，从中国梅花鹿之

乡吉林省长春市引进了 22 头梅花

鹿，正式建起了养殖场。

“果落见猿过，叶干闻鹿行”，唐朝

诗人温庭筠的《早秋山居》描绘了一幅

猿鹿山间跳跃的幽美场景。灵性的梅

花鹿在文学作品里，也是宁静、祥瑞的

化身。而在池敏的眼里，美丽的梅花

鹿，不仅看着养眼，而且还是能增收致

富的“宝贝疙瘩”。

“梅花鹿全身都是宝，鹿茸、鹿血、

鹿尾、鹿肉等鹿副产品市场也很广阔，

尤其是鹿茸，属于名贵中药材，深受广

大消费者的喜爱。”池敏说，他养殖梅

花鹿主要是靠割鹿茸和出售小鹿挣

钱。“一只成年公鹿每年可以割两次鹿

茸，鹿角长到两杈，三杈还没长出之前

必须割掉。”“这得靠经验，如果晚割十

多天的话，鹿茸就会变老，品质就不好

了，那就卖不出好价钱了。”说起养鹿，

池敏如数家珍。

据池敏介绍，一只成年公鹿每年

可生产鹿茸 6 斤左右，每克鹿茸市场

价能卖到 2.5 元。一只成年母鹿每年

产一只小鹿，小鹿生长到一年以上，可

以卖 5500元左右。“今年依靠梅花鹿

养殖项目，可以增加纯收入 15万元。”

池敏笑着说，虽然很苦也很累，但也很

值得！

两年来，靠着不断的摸索，池敏从

养殖梅花鹿的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

手，他养殖的梅花鹿已从最初的 22头

发展到现在的 69头。

筚路蓝缕的创业路，让池敏深深

懂得，一个人富不算富，带着大家一起

富才是真正的富。为助推乡村振兴，池

敏以“企业 + 合作社 + 养殖户”的产

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梅花鹿养殖，辐

射带动村内有养殖意愿的农户新建了

3个养殖场，不仅为养殖户提供养殖

技术，还协助办理野生动物驯养证等

资质，同时负责联系客商，解决他们的

养殖、销售等一系列问题

“现在鹿场规模扩大了，如何让更

多的群众持续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我

想把养鹿做成全产业链，从养殖到加

工、销售，然后再发展观光旅游。”谈及未

来发展，池敏信心满满。李潇 胡建华

“七一勋章”获得者丨“守边老人”魏德友：用不变初心 筑不朽界碑

致富不走寻常“鹿”

乌拉盖管理区：

建立“小清单”聚焦“大民生”

车管服务下乡，实现交管业务“就近办、一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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