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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們很快發現，除了漢族指導員是連
隊的「少數民族」外，一個不滿百人

的連隊竟由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蒙古
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錫伯族等13個民族
的官兵組成。因為新兵們大部分來自偏遠的民族
聚集區，很多人不會講漢語，入伍之初，阿
迪力江．買肉甫只能和新戰友用維吾爾語唱
軍歌。

「雙語」學習 破語言障礙
但這只是暫時的。為了克服民族官兵的語言障
礙，阿迪力江．買肉甫所在的連隊很快開展了「雙
語」學習：每周集中半天時間學習漢語；平日
裡，官兵們每天都要認漢字、每周要學唱一首漢

語歌，每月用漢語寫一篇文章。這樣的學習
將一直伴隨他們直到退伍。
語言一通，民族官兵的互幫互學就有了

空間。在新兵班，阿迪力江．買肉甫曾聽一
個回族老兵給一群維吾爾族新兵講什麼是戰
術中的「迂迴」—就是繞到身後「掏一
捶」！聽到這種解釋，阿迪力江．買肉甫
和其他對漢語還半生不熟的戰友們都樂了，
戰術也自然記下了。

駐防在南疆庫車的某師政委黨增龍說：
「儘管民族連的官兵來自不同民族，但大
家生活融洽、感情和睦，就像親兄弟。」
在民族連，維吾爾族戰士能吃上抓飯、

烤包子，哈薩克族戰士能吃上那仁、手抓
肉，回族戰士能吃上粉湯、油香⋯

⋯每逢古爾邦節、肉孜

節、春節等各族傳統節日，民族連的官兵都要辦一場
歌舞晚會共同慶祝。「民族連的一切活動，都是由每
個民族選出的代表一起研究制訂的。」 黨增龍說，
「我們就是通過生活融入、關係融洽、感情融合，讓
民族官兵漸漸形成『不管哪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
各民族唇齒相依、骨肉難分』的氛圍。」
維吾爾族戰士阿迪力得了尿結石，自主排尿困難。

漢族指導員雷文武在阿迪力有尿意時，站在一旁用鋁
壺慢慢向便池裡滴水作引導。一次，兩次，三次⋯⋯
直至阿迪力能夠排尿。
一次國防工程施工中發生了塌方，回族班長馬德海

勇敢地推開兩名維吾爾族戰友，自己顱骨被砸裂，昏
迷了3天才被搶救過來。

抗震救災 搶險兼翻譯
在部隊的影響下，講團結、親如兄弟的風氣不僅在

各民族連內部蔚然成風，還延伸到當地的群眾，成為
民族團結向駐地輻射的一個窗口。
哈薩克族牧民烏茲爾江的羊群在一次大暴雪中餓死

近一半，老人也病倒在床。這時，民族連的官兵帶
大米、麵粉和蔬菜，踏 沒膝的積雪，來到了深山裡
的烏茲爾江家，不但給老人送來了500元錢，還讓同行
的軍醫給老人看病。
阿西木的父母收養了兩名漢族孤兒，但由於家庭困

難，交不起學費。眼看就要開學了，民族連的官兵得
知消息後，當天就捐款1,300元。接 ，連隊又派人到
阿西木的家鄉簽定共建協議，承諾資助兩名孤兒到
高中畢業。日子一天天過去，官兵們換了一批
又一批，這根愛的接力棒卻傳了下來。
除了進行軍事訓練，民族連的官兵還發

揮語言優勢，幫
助部隊做翻譯，
成為軍民團結的
「橋樑」和「紐
帶」。
喀什市伽師縣

發生了歷史上罕
見的大地震，農
村有許多房屋倒
塌了，寒冷和飢
餓威脅 百姓。
駐喀什的幾個民
族連接到命令後
迅速趕赴震區，
緊接 又被分散
到各個搶險突擊
隊，利用語言優

勢協助和完成抗震救災工作。
瓊庫卡克鄉的一位維吾爾族老媽媽的土牆房子被夷為

平地，搶險隊到她家去了三四次，因為語言不通，均
遭老媽媽拒絕。當懂維語的回族戰士馬晶帶隊趕到
後，官兵們才了解到老媽媽的情況：她的丈夫去世還
不到一個月，獨子又在地震中不幸喪生，她也不想活
了。

赤膽忠心 國策宣傳員
官兵們用最快的速度為她搭好了棉帳篷，送去兩袋麵

粉，還把身上所有的錢都
拿了出來，塞到老媽媽
的手裡。這一次，老媽

媽眼含熱淚接受了幫助。
「聚起來一團火，散開了滿天星」這充滿詩意的語

句，是新疆人民對民族連官兵最美的稱讚。在他們眼
裡，民族連的官兵攥在一起是「鐵拳」，分開來時「個
頂個」。
哈薩克族戰士多來自草原，擅長打獵，槍械訓練是強

項；維吾爾族戰士體力強壯，5公里越野不在話下；蒙
古族戰士爆發力強，手榴彈投擲最拿手；回族戰士沒
有語言障礙，學軍事理論領會快⋯⋯
為摸索適合少數民族官兵特點的訓練方法和技巧，士

官艾力．吾拉音先後翻譯了5本訓練教材，兩年撰寫了
10多萬字的訓練體會。
多年來，民族連出了一個又一個「全能高手」，更為

難能可貴的是，無論形勢如何變化，人員怎樣更替，
民族連的官兵始終「眼不迷、心不亂、身不歪」，用
一腔豪情、一顆忠心，維護國家利益，維護民族團
結。
這些年，每當新疆社會出現不穩定因素，民族連的官

兵都會在第一時間內給親朋好友打電話、寫信，向他
們介紹真實情況，動員他們不做有損團結穩定的事。
同時，官兵們還發揮語言通的優勢，走村串戶到駐地
民族聚集區，向當地民族群眾進行宣傳。
在實施「西氣東輸工程」時，「民族團結好六連」組

織官兵到獨山子千萬噸石油、百萬噸乙烯化工基地、
西部大開發重點工程等實地參觀，使官兵們清楚認識
到，西氣東輸工程中受益的是邊疆地區。

西北邊陲的某師新兵連訓練場上，身 深綠色軍裝的阿迪力江．買肉甫正和戰友們迎 風雪進

行隊列訓練。他們高高的鼻樑、凹陷的眼窩以及深深的鬍茬印，引起了一道

入伍的內地新兵的好奇：這些戰友有些特殊！沒錯。入伍第

一天，阿迪力江．買肉甫和許多生長在中國西部新疆的維吾爾、

哈薩克、塔吉克、塔塔爾、烏孜別克等其他少數民族新

兵，一道被編入了部隊特殊的「民族連」——這是西北

地區部隊對少數民族官兵佔多數的連隊的通稱。

■民族連官兵生活互相關心，學習互相
幫助，訓練場上比學趕幫一起進步。

走進中國軍隊走進中國軍隊走進中國軍隊走進中國軍隊走進中國軍隊走進中國軍隊走進中國軍隊走進中國軍隊走進中國軍隊

■兩名射擊狀元互相握手祝賀。

目前，中國軍隊至今仍保留 「民族部隊」
的傳統，即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部隊和少數民
族數量多的部隊，尤其在新疆軍區集中編制
了由漢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蒙
古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錫伯族等多
個民族組成的「民族連」。
「民族連」是新疆駐軍的特色，少數民族青

年在新疆參軍一般被編入「民族連」，因為維
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的飲食、風俗和語言相
近，又與漢族有很大不同。

退伍官兵 多成為地方骨幹
「民族連」隸屬野戰軍，執行的任務、接受

的訓練都與普通連隊相同。「民族連」由漢
族軍官和少數民族
軍官共同領導，

指導員一般由漢族軍官擔任，軍事主官由民
族軍官擔任。
新疆軍區各民族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

紀40年代新疆「三區革命」時的民族游擊隊。
新疆和平解放後，他們作為民族軍，編入中
國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序列。
近年來，新疆軍區高度重視民族連建設，通

過加強思想政治建設，強化軍事素質，引導
民族官兵成為維護社會穩定、捍衛祖國統
一、支持駐地經濟建設的「拳頭」和「尖
兵」。在確保民族官兵保持堅定鮮明政治立
場，做忠誠革命衛士的同時，新疆軍區還為
民族官兵發展成才創造了許多條件，採取
「雙語」學習、學歷提級等辦法，提升少數民
族官兵素質。
如今，大部分民族戰士從入伍之初不會說漢
語、不會寫漢字，到幾乎100%的士兵考取

了國家漢語資格考
試證書；

大部分人入伍之初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但退
役後40%左右的士兵通過自學和函授學習，都
拿到了大中專文憑。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士
兵安置處介紹，近年來，民族連轉業退伍的
官兵，大多成為地方各部門、各單位的骨
幹，成為維護南北疆社會穩定的骨幹。

長鬚的維吾爾族老人悠然地趕 驢車，孩子在
草地上歡快地奔跑，綠樹成蔭的村莊不時飄起裊
裊青煙⋯⋯當新疆軍區某部維吾爾族軍官克里木
駕 紅藍相間的翼傘從空中俯瞰大地時，內心感
到無比幸福：自己守護了15年的南疆重鎮喀什是
如此的靜謐與和諧。

回想起15年前的人生抉擇，克里木至今引以為
榮。1994年，他參軍入伍。在部隊這個大熔爐裡，他很
快認識到，一個軍人對國家、對民族最重要的擔當，就
是要守護一方平安。

5公里越野，新兵克里木因體質差跑不動被戰友抬回營
區。從這一天起，這個身上有股強

牛勁的維吾爾族軍人開
始了從雛鷹到雄鷹的艱難跨越。戴起沙綁腿，穿上鐵背
心，拿起臂力棒，克里木每天要比戰友多訓練3個小時。
手上的老繭磨了脫、脫了磨，腳上的血泡打了挑、挑了
打。即使尿了血，患上骨膜炎，克里木也從沒中斷過一
天訓練。

艱辛錘煉將克里木打造成訓練尖子。他所在的部隊至

今還保留 他在投彈、傘降和5公里越野等3項軍事訓練
中的成績。7年來，克里木成功完成2種機型、5種傘型、
6種跳傘任務的傘降實跳208次, 這些紀錄至今團中無人能
破。

多項紀錄 無人能破
雄鷹振翅，一飛沖天。近年來，軍政素質過硬的克里木

不僅參加了「西部－01」「聯合－2003」「中巴友誼－
2004」等多次聯合反恐演習，還在維護社會穩定、促進
民族團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官兵說起這位兩次榮立三
等功的維吾爾族軍人，沒有不豎大拇指的，一連串羅列
出克里木好幾個綽號——「傘降尖兵」、「障礙飛人」、

「攀登王子」、「越野神箭」⋯⋯在團隊組織的軍體比武
中，克里木曾奪得個人全能第一。

作為一名維吾爾族軍人，從參軍第一天起，克里木就注
重理論學習。幾年下來，他結合南疆周邊社情和部隊任
務需要，撰寫軍政、軍民和民族團結的心得體會10餘
本。

作為連隊指導員，克里木還多次帶領回、滿、維吾
爾、哈薩克、塔吉克、錫伯、柯爾克孜等8個民族官兵，
為老百姓做好事。

百姓有難 挺身而出
一次，克里木隨隊搶險救災。一個漢族孩子被埋在廢墟

中，一旁的民房因多次餘震即將坍塌，孩子的父母在旁
邊急得手足無措。克里木冒 被砸傷的危險，快速衝到
廢墟前，以手代鍬，連刨帶挖半個小時，將孩子救出。

部隊駐地喀什市乃則爾巴格鄉維吾爾族老大爺吾布力已
年逾古稀，家裡生活很困難。克里木有空就到老人家裡
坐一坐，問問有什麼困難，每逢節日他都要買上大米、
麵粉和清油等生活用品，給老人送過去。麥收時節，他
還帶 戰士們去幫助吾布力收割麥子。這樣的故事，在
克里木的身上舉不勝舉：駐地一工廠發生火災，12名群
眾被困火海。生死時刻，克里木帶領12名官兵趕到，一
頭扎進火場。後來，克里木身體多處被灼傷，並因大量
吸入二氧化碳，暈倒在火災現場；

為了營救一名被歹徒圍困的年輕人，克里木背上挨了
一刀，身上至今還留有一道長長的疤痕⋯⋯ 「不管哪個
民族的群眾，都是我的兄弟；只要有人落難，我都會挺
身而出。」克里木這樣說。

反恐衛國鐵拳頭 民族團結新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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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培養好一名少數民族官兵，就等於培
養了一顆維護社會穩定的種子，就可以穩定
一個家庭，影響一方群眾，輻射一片地區。
目前，新疆軍區有10餘支民族連隊，數千名

少數民族官兵，他們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發揮
三方面的獨特作用。一是反恐維穩的鐵拳

頭。近20年來，先後1萬人次的民族官兵勝利
完成了40餘次反恐維穩任務。二是維護穩定
的宣傳員。少數民族官兵與民族群眾語言相
通、思維相近、習慣相同，在宣傳教育團結
少數民族群眾中具有特殊優勢，他們給駐地

民族群眾宣傳民族團結道理，積極引領少數民族群眾自覺維護民族團

結，自覺維護社會穩定。三是鞏固政權的新血液。新疆軍區每年有近

千名民族官兵轉業復員到地方，全部參加民兵組織，或服預備役，許

多退役官兵還擔任了鄉鎮幹部、民兵連排長，或在地方黨政機關擔任

領導職務，他們成為地方政權建設的促進者，鞏固基層

政權的重要力量。

專家觀點

夏維
新疆軍區政治部群工辦主任

■民族連新戰士在共同科目訓練中，勇於摔打、不怕吃苦。

■一個連隊六個「買買提」都是好樣的。

■體校畢業的新兵買買提江
在匍匐訓練中一馬當先。

■新疆軍區某部民族連根據部隊
駐地特點，從難從嚴訓練部隊。

■為使戰士們
能在冬季吃上
新鮮蔬菜，新
疆軍區某團後
勤處專門為民
族連建了溫室
大棚，這是官
兵們在學習無
土栽培技術。

■新疆軍區某團民族連編排文藝節
目，準備參加團裡的春節文藝晚會。

■克里木帶領戰
士 進 行 偵 察 訓
練。

■由13個民族組成的新疆軍區某部「民族連」 ，近百名官兵親如兄弟。

■新戰士下
連第一課，
首先到榮譽
室學習前輩
們 互 敬 互
愛、團結進
步 的 老 傳
統。

■民族連士兵在一起交流學習體會。

■民族連所在團
組織邊防官兵在
海拔近4,000米的
高原地區進行適
應性訓練。

■官兵利用業餘時間排練文藝節
目。

■在團裡組織的軍
事比賽中，民族連
官兵如猛虎下山，
衝鋒在前。

■訓練場
上你追我
趕，熱火
朝天。

■民族連士兵
在體能訓練中
爭先恐後。

■統籌：徐壯志　李宣良　黃玉強　■攝影：李翔　向文軍　崔華忠　岳占峰　■撰稿：賈啟龍　■責任編輯：許藝雄　趙　薇　■版面設計：莫家威

克里木：守護南疆和平的雄鷹人

物

故

■民族連開
展豐富多彩
的 文 化 生
活。圖為官
兵們在軍營
裡「飆網」。

駐疆「民族部隊」隸屬野戰軍相關鏈接

維護社會穩定 發揮獨特作用

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西北「民族連」邊疆亮麗風景線

本 內容：新聞專題 文匯論壇 紫荊廣場 中國新聞 台灣新聞 國際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