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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报道·下篇

“爸爸妈妈都来新疆了，我也就跟着一
块来了。”在哈密市河南援疆干部公寓走廊
里，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涵涵说。她的父
母是一对 85后河南援疆干部段廷兆和妻子
闫丽君，都来自河南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教
物理，一个教英语。

去年 2月 17日，段廷兆夫妇带着 3岁的
女儿和父亲来到了哈密这片热土。

谈起这次援疆的初衷，闫丽君笑着说，
来援疆是夫妻两人的共同想法，而且是她主
动提出来的。“我很向往新疆，公公婆婆都是
军人，丈夫也有援疆支边的情怀。新一轮援
疆报名开始后，他就常说起关于援疆的事
儿，因为我们的孩子才3岁半，家里的老人也
70多岁了，所以他没有直说想去援疆。”闫丽
君说。

看出丈夫心思后，闫丽君想了个两全其
美的办法，就是全家“援疆”。“我很惊讶。她
是家里独生女，妈妈身体也不好，是想帮我圆
梦吧！”段廷兆说，当时学校只有 4个援疆名
额，报名的30多人，学校最终决定派遣段廷兆
夫妇前来援疆。带着年幼女儿、年迈父亲，这
对85后夫妻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援疆生活。

如今，快一年了，段廷兆一家适应了哈
密生活。让一家感受最深的是哈密和谐稳
定的大环境。“来援疆前，亲人们担心的是我
们的安全问题。到哈密以后，我们真切感受
到，这里就像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相亲相
爱处得像一家人一样。”

“援疆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使命。这段
援疆经历，将成为我们的一笔财富。收获了

很多珍贵的情感。”在闫丽君看来，援疆是人
生的一段重要经历。而来自平顶山七中的
单身教师王帅中在巴里坤县二中教数学，也
很珍惜这段经历。

每一批援疆干部教师都在全力构筑新
的援疆起点，每一位援疆干部教师都把自己
当作真正的哈密人，融入了哈密和兵团十三
师的教育改革发展之中。

“一个好校长成就一所学校，一个好老
师成就一堂课。为夯实哈密教育基础，2017
年河南援哈支教干部人才累计达 374人，支
教人数之多居全国前列，成为河南援疆的亮
点之一。”河南省教育厅援疆干部、哈密市教
育局副局长王飞说。

1月 15日，记者了解到，巴里坤县在
2017年底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评估认定，这标志着哈密市一区两县实现了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全覆盖，成为全
疆第4个实现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
定全覆盖目标的地州市。

“关注贫困群体，促进教育公平，是改善
民生的关键。”河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
挥、哈密市委副书记李湘豫表示，“河南省第
九批援疆干部人才以‘科学援疆、真情援疆、
全面援疆、务实援疆’理念为指导，援疆项目
出精品、智力援疆显效用、产业援疆上规模、
合作交流见深度、资金管理保安全、干部队
伍树形象,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援疆为什
么、援疆干什么、离疆留什么，对促进哈密市
和兵团第十三师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也在天山南北树起了一座座丰碑。”

援疆夫妻段廷兆和闫丽君在教女儿识字

大爱无声豫疆情 巍巍天山铸丰碑
河南省第九批援疆人的家国情怀

从黄河畔到戈壁滩，从嵩山之麓到天山
脚下，有一种距离叫千山万水，有一种情谊叫
心手相连。

对很多河南人来说，新疆哈密是个非常
遥远的地方，然而，对新疆哈密和生产建设兵
团第十三师的人们来说，“河南”和“河南人”
又非常亲切和温暖。

“等你见到我时，我一定比你还高……”
去年2月，作为河南省第九批援疆干部一员，
郑州市发改委服务业局综合处处长王礼光远
赴哈密市伊州区，开始为期三年的援疆任务，
他抵达哈密后看到11岁儿子稚嫩的字迹，忍
不住泪奔。

这封信被网友称赞为“最暖家书”，感动
了无数人。事实上，每个援疆人背后都有感
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蕴含着蓬勃的力量，也就
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

严寒过后又酷暑，八千里路云和月，挡不
住河南援疆人的坚实脚步。他们履行政治责
任、担当时代使命，用一件件暖心窝子的援疆
实事，让受援地群众一次次感受到幸福的味
道，把忠诚的信念写在了哈密，把无私的大爱
洒向了边疆。
郑报融媒体记者 石闯 卢文军 文/图
发自新疆哈密

1月的哈密，进入了一年中最寒冷的季
节。然而，一场情系环卫工的特殊捐赠活动宛
如一股热流温暖着哈密的寒冬，也翻开了2018
年郑州援疆工作新篇章。

“太好了。”环卫工们激动地说。1月10日下
午，价值10万元的100辆保洁车捐赠仪式，在哈
密市伊州区举行，援疆干部葛咏代表郑州援疆工
作队和郑州慈善总会向伊州区环卫处主任李新
梅进行了车辆交接，温暖了很多环卫工的心。

伊州区委副书记、河南援疆郑州工作队领
队马宏伟介绍，伊州区现有环卫工人 2900余
人，其中安置南疆转移就业329人，少数民族占
80%，他们冒酷暑抗严寒，不分节假日，每天坚
守在大街小巷，美化着城市家园，非常了不起。

“捐赠的目的是关爱环保工人，提高保洁效
率。”马宏伟介绍，郑州第九批援疆工作队自
2017年 2月入疆以来，把关切的目光和援助的
双手投向伊州区，主动作为，精准发力，“把好事
办好，实事办实”，深受伊州区干部群众的好评。

郑州市援疆工作队有25名队员，他们从入疆
第一天起，就下定了决心，舍小家、为大家，融入新
疆、建设新疆，涌现出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亲爱的老爸：当我和妈妈不在你身边时，
你一定要照顾好身体……我要多多吃饭，等你
见到我时，我一定比你还高……”这是 11岁的
翔翔写给爸爸王礼光的信。去年 2月 20日，郑
州市发改委服务业局综合处处长王礼光，随队
到达哈密市担任伊州区发改委副主任。他在整
理行李时意外发现了这封信，顿时潸然泪下！

“儿子懂事了！”他在微信朋友圈“晒”出这
封信后，没想到，一下子刷屏了，被网友们称赞

为“最暖家书”，感动了无数人！
事实上，43岁的王礼光，家庭负担并不轻

松：双方父母不在郑州，妻子高血压，常年服药，
上五年级的儿子作业需要辅导……这位家庭
“顶梁柱”一去援疆就是三年，最放心不下的是
妻儿。他没想到，时隔几个月后，儿子放学回家
第一件事是做作业，还知道监督妈妈按时服药，
“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让他很欣慰。

一人援疆，全家支持，“最暖家书”透射出了
一个个家庭的大爱。郑州电视台的援疆干部、
伊州区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常伟经常加班，在哈
密瓜节期间，实现了豫哈两地三台电视现场直
播，为郑州援疆工作及伊州区宣传工作付出很
多辛劳。

除了郑州市，伊州区也是鹤壁市对口援助
地。伊州区委副书记、河南援疆鹤壁工作队领
队闫浩介绍，教育援疆是鹤壁市援疆的主要项
目之一，“10个人有 9个人来自教育系统”。
戴志山、陈鹏伟、王监军、王景一、张向刚、景有全、
王玉超、李魁胜等 8名援疆教师分别赴伊州区
第六、七、九、十中学任教。

“鹤壁市到伊州区的援疆干部教师都是精
兵强将，为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甘于
奉献的精神，为了伊州的孩子，他们克服生活上
的困难，在工作中无怨无悔，付出了很多……”
受援学校的校长们如是说。

“援疆是光荣的事业，不仅收获了与援疆战
友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的兄弟情，民族兄弟间相
濡以沫的亲情，也收获了胡杨般那生千年不死、
死千年不倒、倒千年不朽的精神。”在伊州区的援
疆干部人才们说，“一次援疆路，一生援疆情。”

“在郑州援疆工作队里，程锦辉也
很突出，心甘情愿到哈密挥洒自己的
心血与汗水，事迹感人。”河南省援疆
前方指挥部新闻宣传办公室负责人陈
金岭介绍。

去年 2月 20日晚 7时，刚到哈密
市的郑州市质监局特安处处长程锦
辉，就接到了父亲由于肾衰竭在北京
病逝的消息，如雷轰顶。没能陪伴父
亲走过最后一程、见他最后一面，令他
心存遗憾。老人病危时，不能说话，只
能为儿子写下了几个字：“老二去新
疆，我支持，我放心。”这对程锦辉来说
又是莫大的支持。

“我绝不后悔自责，因为来新疆也
是老父亲的愿望。”程锦辉说。他的同
事告诉记者，在省第九批对口援疆名
额中，需要一个熟悉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人员，程锦辉得知后，第一个报了
名，成为河南省质监系统唯一一名援
疆人员。

程锦辉的父亲老家在周口项城，
老人 20世纪 60年代初从河南去新
疆，与千千万万内地支边青年一起加
入到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事业
中，在新疆一待就是 50年。所以他对
儿子志愿报名援疆，给予了极大的支
持和赞许。

“特种设备监管任务重责任大，从
小到大经常接受父亲教育，做事要扎
扎实实。”程锦辉说，“落实援疆这一国

家战略，堂堂七尺男儿，应该当仁不让
往前冲。”

大爱无疆，厚德载物。从郑州到
哈密，直线距离接近 3000公里，2010
年开始，一批又一批郑州及河南援疆
干部来到这里，日夜奋战，用汗水、智
慧、奉献，像戈壁上的胡杨一样坚守在
天山，给哈密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
的新变化。

据介绍，过去一年，郑州援疆工
作队在慈善援疆、医疗援疆、民族团结
一家亲等工作上取得可喜成绩，为哈
密市的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伊州区
2017年度实施援疆项目 11项，至目
前，实际完成投资 2.86亿元，其中 4所
乡村“双语”幼儿园、豫哈实验幼儿园
等项目已建成，援建富民安居房 637
户，援建困难群体安居房 897户，其他
项目按计划顺利实施。农村居住条件
明显改善。

去年 6月，在哈萨克族传统节日
肉孜节前夕，登封市老井村与伊州区
一棵树村两委签署结对帮扶共建协
议。老井村在非晶带材等科技产业方
面向一棵树村转移，并将在一棵树村
投资一亿多元建立牛羊肉屠宰深加工
企业，包销一棵树村及周边牧民的农
牧产品，帮助打造农牧产品品牌。为
牧民在河南内地提供 100个就业岗
位。双方还约定“两委”人员实地交流
互访，携手发展，增进了感情。

伊吾县天山北麓东段，四面环山，也是
全国人口最少的县城之一，全县2.3万人，面
积却有1.9万平方公里，地广人稀，大部分是
茫茫戈壁滩。在伊吾县人民医院，很多人提
起援疆医生高湘玲忍不住点赞，“悬壶济世
心，妙手回春艺”。

2017年 2月，濮阳市选派第九批援疆
干部，濮阳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高湘玲
虽身患糖尿病、哮喘等多种疾病，仍然义
无反顾，主动请缨。2月 20日，她带领 7名
医疗援疆队员到达哈密，培训 3天后，于 2
月 23日穿越天山和茫茫戈壁滩，一路颠
簸，历时 6小时终于到达伊吾县人民医院，
担任副院长。

作为医疗队的队长，她发现伊吾县人民
医院规模不小，设施比较完善，但医务人员
奇缺，每个科室真正有执业证或助理执业证
的人员也就两至三人，基本都是住院医师，
难以胜任最基础的临床工作。面对这个局
面，她迅速转变思路，经过和院长黄一丹反
复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援助方案
并投入实施。

针对当地高血压病、糖尿病高发特点，经
过认真分析后发现与当地不良的生活习惯有
很大的关系，以这个为切入点，她和队员们开
始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第二项工作——每周
一次的下乡义诊。一方面为村民大力宣传健
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免费为患者诊治，送
医送药。

在一次义诊时发现淖毛湖镇 71岁的玉
努斯·拜然木因为脉管炎，10个脚趾都已溃
烂，苦不堪言。老人说去了哈密和乌鲁木齐
各个医院，都要求他从膝关节以下截肢，而

他，实在是不想失去双腿！
高湘玲得知后，和同事仔细为老人做了

诊治，决定用中药治病。老人脚腿不灵便，
不能及时拿药，她和同事就乘公交往返 160
公里，给老人送药、煎药，经过几个月诊治，
老人双脚渐渐痊愈，奇迹般保住了双腿，现
在已经能够自如地走路。“高医生就是我的
救命恩人。”一来二往，高湘玲和玉努斯就像
亲人一样。

伊吾地处偏远，冬季严寒，一到大雪封
山，出行非常困难。为此，高湘玲建立了“大
医无疆”微信群，便于咨询和讨论医疗技术，
仅是皮肤科会诊就达 100多次，不仅方便了
患者就医，大夫们诊治水平也有了长足进
步；同时建立了“医患沟通交流群”，有时半
夜三更还在沟通，她也成了患者心中的“24
小时医生”。

“作为援疆医生，每治好一位患者就能
撒播下一粒民族团结的种子，我们不仅是救
死扶伤的医者，更是民族团结的使者，我感
到很骄傲。”高湘玲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援疆队员付出了心
血和汗水，也收获了满满的赞誉和关怀。县
卫计委张志主任说，第九批援疆医疗队是最
刻苦、最努力的医疗队，做出的成绩可以用三
个满意来总结：医院满意！县里满意！人民
满意！

去年 9月，在河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协
调下，河南省助残济困总会和郑州华厦眼科
医院在哈密市开展河南“曙光行动”，为 115
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实现了
“康复一人，幸福一家，温暖一片”，奉献精神
感染着每个人。

上门煎药，好医生保住老汉双腿

85后夫妻援疆共圆支教梦一封“最暖家书”演绎父子情深 病危父亲心愿：“他援疆，我放心”

援疆医生高湘玲在和患者交流

11岁儿子写给援疆干部王礼光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