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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乃超是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戍边夫妻警务室一级警员，32岁的他已经在
阿拉善坚守了14个春秋。2022年2月，根据上级安排，徐乃超携新婚妻子一同奔赴离家近400公里的边境
线，在戈壁滩建成“戍边夫妻警务室”，负责 103 公里边境线和 3145 平方公里边境管理区的巡逻管控工
作，还承担着方圆30公里内牧民的走访帮扶任务。面对困难和危险，徐乃超从未退却，并先后荣获“全国
最美退役军人”“中国五四青年奖章”等荣誉称号。

5月下旬的海南三亚已是夏日炎
炎。一早，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
秘书长蒲冰梅接到一位渔民的电话后
便匆匆走出家门，“发现一只海龟行
动不便，无法下潜。”

每次要见到海洋动物，已经工作
10余年的蒲冰梅还是很激动，“其实
我们平时和海洋动物接触的机会也不
多。但又不希望接触它们，因为一旦
近距离和它们接触，就是需要我们的
救助了。”

“有些海龟喜欢吃水母，塑料袋
在海里漂浮的状态很像，很容易被它
们误食。”幸运的是，蒲冰梅这次救
助的海龟在兽医的精心照顾下慢慢排
出了异物，“但很多海洋生物就没这
么幸运了，会因为误食垃圾导致死
亡。”

蒲冰梅来自甘肃，像很多北方人
一样，她对大海有着天然的向往。
2007 年，她考入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报到那天先绕道去了‘天涯海
角’景区，那是第一次见到大海，海
水很蓝，沙子很细，当时特别兴奋。”

上学期间，蒲冰梅有时间就会去
海边走走。去的地方多了，她开始发
现，一些海湾的海水并不那么清澈，
海滩上也偶尔会见到散落的垃圾……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蓝丝带海

洋保护协会，从此便开始利用课余时
间参与协会发起的海滩垃圾清理等志
愿活动。

蒲冰梅偶尔还会参与下潜打捞工
作，“潜到海底的时候，我们会带着
潜水刀，把渔网割掉，把塑料袋、水
瓶什么的捞起。因为这些东西沉在海
底，清洁船根本捞不到。”

“我很喜欢这片大海，很想守护
它。”大学毕业后，蒲冰梅决定留在
海南，成了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全
职工作人员，“虽然这份工作很忙也
很累，但是能够和很多人一起保护海
洋，就觉得很值。”

“海洋保护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
效的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有些迷
茫。”蒲冰梅说：“但我也知道，我得
为我喜欢的这片海做点什么，并且带
动更多人做点什么。”

蒲冰梅对自己曾救助的领航鲸丫
丫记忆犹新。那是 2019 年 6 月 10
日，搁浅三亚的领航鲸丫丫停止了呼
吸。在此之前，蒲冰梅和其他志愿者
曾24小时水下陪伴着它。“它是我第
一个近距离照顾过的海洋动物，守护
了它几天几夜，而且协调了很多资源
去救助它，没想到还是离开了我
们。”提起丫丫的离开，蒲冰梅至今
仍深感难过和遗憾。

“丫丫的离开也提醒我，我们可
能做得还是不够多，效率不够高，也
缺乏更多专业人员的支持。”这些
年，蒲冰梅一直在努力扩展自己的海
洋领域专业知识，并逐渐从一名懵懂
的志愿者成长为一名海洋环保公益活
动的领导者。

“我自愿支持海洋生态保护行
动，还海洋以蓝色，还大地以生
机。”每次活动前，蒲冰梅习惯带着
其他志愿者领读这样一句话，“这是
仪式感，也是我们真正的心声。”

游戏净滩、环保问答、有奖投掷
……蒲冰梅和同事不断尝试着新的活
动形式，“海洋环境保护是一件长远
的事，很多当
地人缺乏这种
意识，我们就
用喜闻乐见的
方式让他们了
解环保的重要
性，比如放电
影、组织文艺
活动等。”

“虽然我
们在海边打捞
垃圾，但这不
会从根源解决
问题。”从最

初做志愿者清理海滩垃圾时，这个问题
就一直困扰着蒲冰梅。近年来，蒲冰梅
和同事们开始通过垃圾分类等方式，监
测海滩垃圾的主要来源，“希望为当地
政府治理环境持续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
真实数据，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
环，让海洋垃圾越来越少。”

从事环保工作以来，让蒲冰梅感到
欣慰的是，环保公益路上有了越来越多
的同行者，“现在很多人自发自愿地参
与到环保活动中。而且很多当地老百姓
通过我们的宣传，开始有了保护海洋环
境的意识，海里的废弃渔网和生活垃圾
在明显减少。”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这些年，在一次次环保公
益活动中，蒲冰梅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
加入进来，“家人们也很支持我的工
作，每次的活动我都会尽量带着两个女
儿参加，我希望让她们从小在心里种下
保护环境的种子，将来把这份环保理念
和责任传递给更多人。”蒲冰梅坚定地
说：“保护海洋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
己，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在“天涯海角”守护蓝色家园
本报记者 郭帅

“这种自豪感，以前从未有过”

五月时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
西端的阿拉善左旗依旧寒意阵阵。在
与蒙古国交界的戈壁深处，一座不起
眼的小院外，牌匾上写着：“戍边夫
妻警务室”。

初夏的清晨，国歌响起，警务室
一级警员徐乃超完成了只有一个人的
升旗仪式。他一丝不苟地把旗子升到
杆顶，拴好绳子，向国旗庄严地敬
礼。以往，升旗仪式由他和妻子李文
娜两个人完成，最近他刚把即将临盆
的妻子送回娘家待产。

夜深人静时，茫茫戈壁滩上，只
有呼啸的风声作伴，徐乃超看着床头
的婚纱照出神。这个警务室，既是徐
乃超的工作地，也是他的家，他和妻
子已经在这里驻守了1年多的时间。

“从恋爱到结婚，我们俩一直聚少离
多，这一年多时间，日子虽然艰苦
点，但因为工作和生活都在一起，挺
知足的。”徐乃超说。

2022年初，得知阿拉善边境要
建设警务室的消息时，新婚不久的徐
乃超主动申请前往一线，“工作 15
年，除了有一年其他任务，一直在边
境，有感情了。”李文娜原是阿拉善
左旗公安局指挥中心的一名辅警，得
知丈夫的决定后，她也主动向组织提
出申请，希望和丈夫一起去戍边。

从此，在传唱着“天上无飞鸟、
地上不长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
跑”的戈壁深处，又升腾起一缕炊
烟，神圣庄严的界碑前多了两个年轻
的身影。由于警务室初建，各项保障
设施尚不完善，“五间砖房支口锅，
两人一狗一台车”就组成了整个警务
室，夫妻二人共同承担起103公里边
境线和3145平方公里边境管理区的
边境管理和治安管控任务。

除了尽快熟悉辖区里的一切事
务，走访帮扶牧民也是徐乃超和李文
娜的重要工作。“刚来那天，进门屋
里特别暖和，邻居大哥恩图格日勒提
前给点好了锅炉，还给我们拿了不少
饺子。”徐乃超说：“牧民们的淳朴好
客，让我心里温暖的同时，也对未来
开展工作有了信心。”

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成了李文娜眼
前的一道难关，“我倒是习惯了，但
文娜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很长一段时
间适应不了。”平日，夫妻二人的饮
用水和生活用水要到10多公里外去
拉，“洗完脸的水洗脚，头发不敢
洗，洗澡更是‘奢侈’。”除了用水困
难，仅有的风力发电只够维持几个小
时的夜晚照明和冰箱使用。手机通信

全靠信号扩大器维持，离开警务室几
百米便信号全无。遇到沙尘暴，夫妻
二人甚至要戴着口罩入睡……

“偶尔想喝个饮料、吃个零食，几
乎是不可能的事，只能干点其他事转
移注意力。”李文娜笑着说，尽管条件
艰苦，随着和徐乃超执勤次数的增加，
她也渐渐爱上了这份工作、这个地方。

“我们负责的辖区只有8户人家，旁边
只有一户邻居，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帮
助，能为他们做点实事，这种自豪感，
以前从未有过。”李文娜说。

从“外来客”到“贴心人”

因为道路颠簸，牧民们戏称当地
的路为“搓板路”。徐乃超给自己规
定，至少每个月走完一遍他们负责的
103公里边境线。“慢慢就习惯了。
原来戍边的民警条件多艰难，我们现
在还有辆皮卡，方便多了。”

浇树、喂羊、剪驼绒……徐乃超
和李文娜从啥都不会到轻车熟路，从
语言不通到能听懂关键字，夫妻俩进
步很快。“我们警务室的工作，不少
都是牧民们家长里短的琐碎事。但把
这些事处理好，也不是容易事。”徐
乃超说。

辖区内生活着的牧民以老人居
多，徐乃超夫妇承担着对他们的走访
帮扶任务。“大漠地广人稀，牧户间
往往相距二三十公里，一天最多能走
个五六户。”徐乃超说。

警务室唯一的邻居恩图格日勒和
70多岁的母亲在牧区放牧，妻子则
陪孩子在城里上学。春季最忙的时
候，恩图格日勒总因为缺少人手而发
愁。今年春天，徐乃超和李文娜来帮

忙，恩图格日勒每天都能赶回家为母
亲做饭。为了表达感激，他也常给徐
乃超夫妻送点饺子、油条。

今年3月的一场沙尘暴席卷戈壁
滩，徐乃超夫妇在警务室戴上口罩也
呛得不行。这时牧民焦多文打来电
话，说家里的羊还未归圈，担心走
丢，夫妻俩看着外面的天气，毅然开
上警车前往救援。

“我们找到羊群时，它们都卧在
一处山坳里。那天风太大了，漫天黄
沙，羊受到了惊吓。”对于这一点，
徐乃超很有经验，他用力拍打着每只
羊，同妻子与前来支援的民众一起顶
着沙尘暴将羊群驱赶回羊圈。

后来，徐乃超了解到，焦多文夫妇
子女常年不在身边，加之年事渐高，家
中很多重活都没人干。“我们就和他们
结成了帮扶对子，没事就过去看看老
两口，送药、喂羊、剪毛、修圈，有啥活
儿就干点啥。”徐乃超说。

边疆地区位置偏远，最近的医疗
机构也在85公里以外。一天，一位
老人打电话求助，说是连日的风沙天
气让老人感觉心悸气短。听到这个情
况后，李文娜夫妇俩立即带着药品和
氧气包赶往老人家。

李文娜原是医学专业毕业，虽然
从警，但基本的医疗护理知识派上了
用场。她帮老人插上氧气管，老人的
症状随即得到缓解。“虽然语言不
通，但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表达感谢
时，我特别自豪。”

此后，为了方便群众看病买药，
徐乃超向上级申请成立爱民医疗室，
并配备基本医疗器材，针对牧区常见
病购置药品，免费发放给牧民。

年逾古稀的辖区牧民敖云高娃患

有慢性疾病，经常要到市区做理疗，来
回170公里的“搓板路”耽误了农活不
说，病情也没有得到缓解。徐乃超了解
情况后，将老人接到医疗室，由李文娜
为她做理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照
料，老人的病情有了好转。

“现在我们一有事，都习惯先打警
务室的电话。”当地很多老人笑着说。
在无数次的帮扶走访中，徐乃超夫妻俩
也很快从“外来客”成了牧民们信任的

“贴心人”。

“等孩子大点，我还来”

今年大年三十，阿拉善银根边境派
出所接到一位大车司机的报警求助，因
车内燃油耗尽，汽车在荒无人烟的戈壁
滩滞留5个多小时，当时夜间气温低至
零下20度，司机饥寒交迫。接警后，怀有
身孕的李文娜不放心徐乃超独自前往，
执意跟随。他们带着柴油、热水、应急食
品等前往事发地点，由于当地没有信号，
他们在无人区寻找2个多小时后才找到
大车司机，返程时已是凌晨2点。

“这边购置生活物资确实太不方便
了，我们平时都会多准备一些，就怕遇
到这样的突发状况。”徐乃超说，“后来
我们索性就开了一个便民商店，多买些
米面粮油、日用品等，多少钱买的多少
钱卖，牧民们也省去了交通费。”

如今的夫妻警务室，虽然只有5间
砖房，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便民卫
生室、红十字救助站、便民图书室、便
民商店、便民快递点应有尽有。在阿拉
善盟工会的指导下，夫妻二人还成立了

“职工小家”，从此牧民帮扶服务工作也
有了据点。

自从“职工小家”成立后，这5间
砖房渐渐成了边境辖区的中心。夫妻二
人只要没有巡逻防控任务，小院里总会
迎来访客，“家长里短、大事小情，他
们都会来这里找我们帮忙，我们心里也
挺高兴的。”

“徐警官，边境线附近有一辆可疑
车辆，你快来看看。”“徐警官，我今天
经过了边境线，一切正常。”在给予牧
民们关心关爱的同时，徐乃超夫妇也在
收获着关爱和感动，牧民们也在用他们
的方式，尽心尽力地帮助夫妻俩守护边
境安宁。

和妻子李文娜来到大漠戈壁的一
年多时间，徐乃超喜欢在沙尘暴过后
带着她去看黎明，“这是大漠最美的时
候。”徐乃超知道，妻子喜欢浪漫，但
牧民们的需要如今成了她最大的牵
挂，“这些天她回娘家了，总问起牧民
们的情况。我们商量着，等孩子大一
点，她还过来，将来把我们的戍边故
事讲给孩子听。”

徐乃超、李文娜夫妻：

在大漠戈壁书写最美青春在大漠戈壁书写最美青春
本报记者 郭帅

厦门大学第24届研究生支教
团“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发放
仪式近日在宁夏永宁县闽宁中学举
行。据统计，从1999年起，共有
345名厦大学子参与到研究生支教
团的接力帮扶，在他们的帮助下，
许许多多宁夏偏远地区孩子们的人
生梦想得以发光发亮。

“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项
目名字来源于一篇小学课文，文中
讲到，暴风雨后有无数小鱼被困在
海岸边的水洼里，有一个小男孩努
力地将一条条小鱼扔回大海，别人
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小男孩回答说

“因为这条小鱼在乎……”
每一个厦门大学支教队员都将

自己当成是故事中的“小男孩”，
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努力
地去帮助那些被困在水洼里的“小
鱼”，让他们游向大海。而这个寓
意十足又暖心的奖助学金项目背后
是厦门大学学生跨越山海，在支教
和助学过程中，不负期许，照亮西
部孩子未来，不断在社会传递温
暖、传递爱的故事。

从1999年开始，厦门大学研
究生支教团队就在宁夏海原县、隆
德县、闽宁镇等地陆续进行支教，
在支教的过程中，支教队员关注到
许多学生需要帮助，就陆续地在社
会上发起爱心帮扶活动。2013
年，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将
助学帮扶项目命名为“这条小鱼在
乎”，每届支教团队都在接力帮扶
着“小鱼”们。

截至目前，厦门大学研究生支
教团研支团通过“这条小鱼在乎”
奖助学项目共募集“一对一”奖助
学金1300余万元，累计资助超过
2万名家庭贫困的学生，救助了2
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不放弃每条小鱼”是厦门大
学研究生支教团的信念，在认真完

成教学任务之外，每一届的支教团队
都会接过帮扶孩子的爱心接力棒。他
们向关注公益、关注西部教育事业的
社会各界人士发出募捐倡议，希望大
家能够伸出援手助力西部孩子们的求
学梦想。

“在去年，厦门大学第24届研究
生支教团再次发布‘这条小鱼在乎’
奖助学倡议书，倡议书发出后，收到
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款，有的来自厦
大校友、有的来自学生，还有社会其
他爱心人士，现在募集到的资金近
200万元，这些资金通过宁夏青少年
基金会全部用于资助西部的教育
事业。”厦门大学第24届研究生支教
团负责人毛延廷介绍说。

曾几何时，贫困、地域、语言、课程
等一系列因素，是许多欠发达地区孩
子求知路上的“绊脚石”。但在“这条小
鱼在乎”助学项目的帮助下，很多“小
鱼”渐渐有了游向大海的勇气，一些已
经游出去的“小鱼”又“溯游”回到自己
的故乡贡献力量。

“这次获得奖学金的一个孩子，
以前她在班里成绩中等偏上，我们通
过家访了解到她母亲去世、父亲丧失
劳动力。困难的家庭环境让小姑娘很
内向，在学校经常一言不发。我们就
尽可能地鼓励她、开导她，这次她的
学习成绩上升到班级第一名，我们真
心为她高兴。”毛延廷说起这位学生
时有些激动。

出生于宁夏西海固的马小花与马
玲玲姐妹，在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的影响下，如愿成为厦门大学学子。
毕业后，她们怀着热爱又重回宁夏投
身家乡建设，用亲身经历将爱心传递
下去。

“通过支教，我们看到西部发展的
未来。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和支持下，会让更多有困难的孩子得
到关注和帮助，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教
育，看见更加广阔的天地。”毛延廷说。

因为“这条小鱼在乎”……
张燕红 本报记者 照宁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在六
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由天津市慈
善协会与各区慈善协会联合主办
的2023年“有爱，不再孤单”慈
善助孤活动圆满结束。天津市慈
善协会向全市 198名散居孤儿发
放 助 孤 款 19.8 万 元 。 30 名 在
2022-2023学年中成绩优异的孩
子获表彰。

据天津市慈善协会相关领导介
绍，“有爱，不再孤单”慈善助孤活
动以发动社会捐赠善款与受助散居孤
儿结对子的方式，开展资助活动。自
2004 年以来，已经连续开展了 20
年，共资助了天津市散居孤儿7941
人次，总资助额达到841.2万元，已
经成为当地一项社会参与面广、深受
百姓支持与关注的慈善活动。

2023年天津慈善助孤活动圆满收官

蒲冰梅和女儿一起参加净滩行动蒲冰梅和女儿一起参加净滩行动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王有强 通讯
员 张峰） 5月 21日，康复国际
杰出贡献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举行。河南省驻马店市政协
党组成员、市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
誉主席张银良代表河南省驻马店市
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上台领取康复
国际百年贡献奖。

据了解， 2009年，张银良担任
驻马店市残联理事长。多年来，他带
领驻马店市残联让5万名白内障患

者重见光明，为6万多名肢体残疾人发
放了轮椅，装配假肢2040例，为各类残
疾人免费适配辅助器具4万多件。

此外，张银良还带领驻马店市残
联探索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
的“驻马店经验”，在全市建成重度
残疾人集中托养中心115个，截至目
前已循环入住残疾人9000多人，现
入住残疾人2027人，先后荣获“全
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全国助残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驻马店市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
获康复国际百年贡献奖

本报讯 （记者 范文杰） 记
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了解
到，从去年 9 月 5 日“善行宁
夏”十大慈善项目启动以来，宁
夏慈善总会、宁夏红十字基金会
等10家枢纽型慈善组织已募集慈
善款物 8000 余万元，累计救助
和服务各领域困难群体达10万余
人次。

“善行宁夏”十大慈善项目包
括学子圆梦、大爱救疾、护苗成

长、振兴有我、银发生辉、有爱无
碍、幸福家园、巾帼赋能、山海情
深、物暖人心，涵盖儿童、妇女、
老年人、残疾人救助关爱及乡村振
兴、社区慈善基金、闽宁慈善合
作、物资慰问等10多个领域。

下一步，宁夏有关方面将继续汇
聚慈善力量，打造助力乡村振兴、创
新基层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民生福
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
夏注入活力。

“善行宁夏”服务困难群体10万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 王金晶）由沈
阳晚报记者王立军创作的《学习雷
锋好榜样》一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并于日前在沈阳举行首发
式。

《学习雷锋好榜样》通过回顾
雷锋讲过的话、雷锋走过的路、雷
锋做过的事等实录内容，真实、全
景、鲜活地再现了雷锋从孤儿成长
为时代楷模的历程；旨在引导读者
去追寻解读雷锋成长、成才、成功

的道路，引导青少年学习雷锋精神，
学做先锋少年。

据了解，从17年前开始，王立
军多次采访雷锋生前战友、雷锋辅导
过的学生以及雷锋团团长和雷锋班班
长，近距离地了解了雷锋事迹。王立
军本人也以传承雷锋精神为己任，他
长期宣传报道雷锋、讲述雷锋故事、
传播雷锋精神，被授予“沈阳市道德
模范”“沈阳最美志愿者”“沈阳学雷
锋标兵”“辽宁好人”等荣誉称号。

《学习雷锋好榜样》新书在沈阳首发

徐乃超、李文娜夫妻和被帮扶牧民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