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5 日 12 时 30 分，上海七旬退
休老人张乐陵踏上从和田开往乌鲁木
齐的 5818 次列车，准备返回上海。离
开时，他非常不舍，“这次来晚了，只种
了5天树，秋天我还来植树！”

今年 77 岁的张乐陵，是上海一
名退休干部，也是一名退伍老兵。
2023 年，他偶然读到新疆退伍军人
李海扎根沙漠14年、带领群众种植4
万亩梭梭林的报道，深受触动。“同为
军人，我懂这种坚守的意义。”怀揣着
对沙漠绿化的敬意，他不顾家人劝
阻，于 2024 年 9 月辗转 5000 公里首
次来到和田。虽因季节原因未能植
树，但他与苁蓉小镇结下不解之缘。

3月31日，张乐陵再次来到苁蓉
小镇后，就一头扎进了种植基地，与
职工一同投入到紧张的植树中。栽
种梭梭苗、为肉苁蓉打顶、开挖灌溉
沟渠，每一项工作他都做得认真细
致，手掌磨出水泡也毫不在意，这让
基地负责人李海敬佩不已，“77岁的
老人，干起活来很利索，真是让人感
动！”

“退休后，我一直注重锻炼，每日
坚持5公里长跑，每年都参加上海举
办的全程马拉松比赛，身体没问题。
这次来到和田，圆了我为塔克拉玛干
沙漠添绿色的愿望。”张乐陵说，“上
次来，不了解情况，他们都种完了，心
有不甘回去了。这次，提前联系，就

怕再次错过。”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现实远

比想象要难。”种树期间，张乐陵深刻
体会到了治沙植绿的艰难。沙漠昼夜
温差达20多摄氏度，艰苦的环境并未
击退他，反而让他的信念更加坚定。
看到棵棵梭梭绿芽萌发，他觉得自己
的付出和所有治沙人的努力都值得。

“参与植树，是我人生中最有意
义的事之一。这里的每一寸绿色都
来之不易，我想尽自己所能守护和扩
大这片绿色。”张乐陵目光坚定地说。

苁蓉小镇通过“梭梭+肉苁蓉”
生态产业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态环
境，还带动300余户群众年增收超万

元。张乐陵被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
们深深吸引，他已与李海约定，秋天
植树季时他还要来，继续为沙漠添
绿。“这次来之前，有几个朋友听说后
也想来，也想共同为沙漠治理和生态
建设出一份力。如果条件允许，下次
带着他们一起来。”

进入站台，拖着简单的行李，张
乐陵步履缓慢，时不时回头看看。列
车缓缓开动，透过车窗他依依不舍，

“这次时间太短了！秋天来，要多待
一段时间。植树的同时，也在和田转
转。回到上海后，要成为一名‘绿色
宣传员’，把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人，
让更多人关注边疆生态，加入到守护
绿色家园的行动中来。”

和田地委主管主办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出版和田发布客户端 和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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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胡礼政）
4 月 3 日，地委委员（扩大）会议召
开，传达学习3月31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精神，学习《求是》杂志发
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朝着
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
进》，研究相关工作。地委书记王鲁
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各级党政要深刻认
识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和巡
视反馈问题整改的重大意义，坚决
摒弃“重发展轻保护”“新官不理旧
账”等错误政绩观，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推动整改任务落实。要在行动上
更加有力，聚焦反馈问题及意见，建
立健全“清单化”整改机制，着力解
决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
的问题。要在落实上见成效，坚持

“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举一
反三、标本兼治，以整改实效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科技工
作的领导，调动产学研用各方积极
性。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聚焦绿色矿业和瓜蒌、
维吾尔医药等优势产业，高标准高
质量申报科技创新项目。要全面深
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在体制机制、
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破解难题，激
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解放
思想，统一认识，形成合力，把绿色
矿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
来，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防止因非法
盗采砂金、玉石破坏生态环境。要
加大科技创新型企业引进力度，强
化政策引导，打造绿色矿业产业链，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推动绿色矿业
发展。各级干部要有壮士断腕、刮
骨疗毒的勇气，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一件一件、一点一点推动工作落实，
就一定能把和田的事干好。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地委、人大地区工委、行署、政

协地区工委主要领导，地直相关单
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新疆新型储能总装机规模破1000万千瓦
据新疆日报乌鲁木齐4月4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陈蔷薇）4月
2日，随着华电凯升木垒雀仁光伏储能
一站并网投运，新疆新型储能总装机
规模突破 1000 万千瓦，达到 1009.7 万
千瓦/3371.3万千瓦时，装机规模位居
全国前列。

新疆新型储能项目类型丰富、技
术先进，除了为本地区能源转型提供
支撑，还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多样化的
技术选择。在1009.7万千瓦储能装机

中，共建成新型储能电站218座，这些
储能项目涵盖了磷酸铁锂、全钒液流、
超级电容等多种类型。

截至 2024 年，新疆新能源装机规
模突破1亿千瓦，成为西部地区首个迈
入“亿千瓦俱乐部”的省份。新能源发
电存在间歇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在
新疆，新能源出力呈现“春秋大、夏冬
小”的特点，与电网夏、冬呈现负荷高
峰的特性相反。

储能项目作为电网安全运行的

“稳定器”“调节器”，主要起到“削
峰 填 谷 ” 的 作 用 ， 类 似 于 “ 充 电
宝”。在用电低谷时，对储能电池进
行充电蓄能；在用电高峰时，电池释
放电能填补电力缺口。新型储能具有
建设周期短、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
等优势，可在电力系统运行中发挥调
峰、调频、调压、备用、黑启动等多
种功能，不仅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
支撑。

清明祭英烈 精神永传承

清明寄哀思 赓续英烈志

地 区 举 行 清 明 节 祭 奠 英 烈 活 动
地区融媒讯 （记者 张勇 许

晓龙 艾克甫江 杨祝）4 月 4 日上
午，地区在和田烈士陵园举行2025年
清明节祭奠英烈活动。王鲁军、马合
木提·吾买尔江等地区领导与和田各
族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英烈敬献花
篮，缅怀英雄丰功伟绩，弘扬英烈精
神，不忘初心，凝聚奋进力量。

和田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松柏环
绕、丰碑矗立。11时，祭奠英烈活动开
始，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肃立在英烈纪
念碑前，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
昂的旋律回荡在烈士陵园上空。随
后，全场人员垂首肃立，向为和田解放
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
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现场，少先队
员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用
嘹亮的歌声表达对英烈的思念之情。
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8名礼兵缓缓
抬起花篮，走向英烈纪念碑，将花篮摆
放到纪念碑前方。随后，参加活动的
地区领导、社会各界群众和师生代表
依次上前，敬献鲜花并瞻仰英烈纪念
碑。

参加活动的干部群众表示，无数
英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
幸福美好的生活。要以英烈为榜样，
继承弘扬英烈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
神，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以更加昂
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全力以赴

做好和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和田市第一小学学生徐子墨说：

“瞻仰英烈纪念碑，深深感受到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努力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奋发向上、敢于
拼搏，以实际行动为‘红领巾’增光

添彩。”
“作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

将从英烈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继承
英烈遗志，传承好红色基因，勤奋学
习，甘于奉献，投身到志愿服务与和
田建设事业中去。”西部计划志愿者

汤鑫说。
地委、人大地区工委、行署、政协

地区工委领导，地直各单位党员干部
职工代表，公安民警、军烈属、退役军
人、师生代表及和田市干部群众代表
等参加祭奠英烈活动。

4月4日上午，地区在和田烈士陵园举行2025年清明节祭奠英烈活动。 地区融媒记者 许晓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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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李江江 姜亚文 阿卜杜
合力力）4 月 4 日，清明节
当天，北京市援疆和田指
挥部组织援疆干部人才前
往和田县“问勇路”开展祭
扫活动，缅怀卫国戍边烈
士。

“问勇路”是一条新修
建的道路，位于和田县城，
于2024年10月17日命名
揭牌，旨在向中印边界冲
突斗争中牺牲的陈祥榕等
四位烈士致敬，以此来纪
念、缅怀英烈，牢记英雄故
事，弘扬英雄精神。

祭扫仪式上，援疆干
部人才依次献花、鞠躬默
哀，表达对烈士的无限哀
思和崇高敬意。援疆干部
人才聆听了烈士英勇事迹
介绍，他们更加深刻地理
解了烈士的无私奉献精
神，更加坚定了援疆的理
想信念。大家纷纷表示，
将以烈士的无私奉献精神
为镜，牢记援疆使命，继续
在和田大地上续写好援疆
篇章。

“‘问勇路’是陈祥榕
和牺牲战友生命的延续，站
在‘问勇路’上，深感责任重
大。”北京市援疆医生高旭
东说，戍边烈士为了国家的
繁荣富强，不惜牺牲自己的
生命，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崇
高精神，是每一位援疆干部
学习的榜样。

“四位戍边烈士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们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北京市援疆干部郭泰星
说，“作为一名援疆干部，我们将在喀喇昆仑精
神的指引下，秉持‘首善实干 团结奉献’的北京
援疆精神，助力和田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 兄 弟 们 想 你 了 ”
——陈祥榕烈士的战友写信寄思念

“兄弟，很抱歉这个清明节没
能来看你，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陪
你说说话。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
我们4年9个月16天……”

4 月 4 日 13 时许，一封来自陈
祥榕烈士战友的信，辗转千里，抵
达它的终点——和田县问勇路。

4月1日，一直在和田地区记录
生活的抖音博主“路白来了”收到
一位粉丝的留言——“如果你去了
和田的话，能不能替我买一些橘
子，去看一看我的战友。”

粉丝名叫韩晓睿，青海人，和
陈祥榕烈士是战友。“我有很多心
里话想对陈祥榕说，但是不知道以

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然后就写了
这封信。”韩晓睿说。

“路白来了”带着韩晓睿写给
陈祥榕烈士的信，还有陈祥榕生前
最爱吃的橘子，与和田市北京海淀
小学7名小学生一起来到了和田县
问勇路，缅怀陈祥榕等烈士。

信纸在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三
年级学生陈玲一手中轻轻颤动。“还
记得当时穿的线衣线裤，棉衣棉裤，
盖两床被子冻得整夜整夜都睡不着
觉，这样艰苦的条件都没有将我们击
退……”陈玲一努力把每个字都念得
清晰，仿佛这样，就能穿越时空，让那
个爱吃橘子的哥哥听见。

信里，字里行间满是纯粹而炽
热的战友情，笔迹的撇捺里能触摸
到韩晓睿落笔时的温度。

读完信，陈玲一和同学们与
“路白来了”叔叔一起，剥开橘子，
放在问勇路路牌前……

“今天，我和孩子们做了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致敬烈士！他
们用鲜血与生命把‘清澈的爱’给
了祖国和人民。”“路白来了”说，他
会用自己的言行传递正能量，通过
创作、制作短视频讲好新疆故事。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拍热
扎提·阿不都 和田地区融媒体中
心记者 张亚辉 阿布都米吉提

双姚母训：从“精忠刺字”到“清澈问勇”的家国基因密码
按：历史常有惊人的暗合——

南宋岳母姚氏与当代陈母姚久穗，
两位母亲跨越千年同姓“姚”。这不
仅是血缘符号的偶然重叠，更似文明
基因的刻意标注：在中华民族的精神
谱系中，“姚”字背后或许藏着解读家
国情怀的密钥。当南宋岳母姚氏在
儿子脊背刺下“尽忠报国”（后传为

“精忠报国”），当福建农妇姚久穗在
丧子之痛中追问“榕儿勇不勇敢”，两
位姚氏母亲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
中华家国叙事的千年对话。从“靖康
之耻”的破碎山河到加勒万河谷的凛
冽风雪，变的是战场形态，不变的是

“忠勇”二字铸就的精神长城。本文

试图解码：为何这些故事能穿透历
史？它们又如何重构当代中国的价
值坐标？

一、危难时刻：母训背后
的历史镜像

1. 南宋的针与当代的追问
岳母刺字：血肉为纸的忠诚契

约：1127 年“靖康之耻”后，中原陆
沉，南宋飘摇。《宋史·岳飞传》载：“飞
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
字，深入肤理。”岳母姚氏以绣花针刺
破亲子肌肤，将家国大义刻入骨血。
这一行为超越了普通家训，成为封
建时代“家国同构”伦理的极致表

达——母亲的针线，缝补的不仅是
破碎山河，更是民族精神的裂隙。

陈母问勇：数字时代的灵魂叩
击：2020年6月，喀喇昆仑高原的雪
与血中，19岁战士陈祥榕以身躯筑
界碑。其母姚久穗面对记者镜头
时，没有眼泪，只有一句震颤人心
的追问：“榕儿当时勇不勇敢？”在
微博话题“陈母问勇”超10亿次阅
读量的背后，这句追问化作数字时
代的“精神刺青”，让“舍生取义”的
传统美德在短视频时代完成重生。

2. 危难情境的跨时空共振
南宋的“亡国灭种”危机与当

代边疆冲突， （下转第3版）

墨玉小伙济南勇救落水女孩 家乡传颂英雄事迹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乃比江）近

日，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系
学生阿卜杜喀日木·阿迪力在山东济南
园博园英勇救下落水者的事迹，在他的
家乡墨玉县托胡拉乡巴扎布依村引发
热烈反响，他成为家乡人民心目中的英
雄。

事发当天，面对刺骨湖水，阿卜杜
喀日木毫不犹豫，率先脱衣跃入水中，
凭借教科书般的救援流程，成功将落水
女孩托举上岸，并实施急救，最终女孩
转危为安。事后，当被问及救人动机
时，阿卜杜喀日木朴实地回应：“任何人
在那种情况下都会伸出援手。”获救者

家属赠予锦旗，上书“危急时刻舍己救
人，救命情深恩德不忘”，他的行为让济
南市民真切感受到边疆大地的温情与
大爱。

托胡拉乡党委相关领导得知情况
后，前往阿卜杜喀日木家中慰问其家人，
通过视频通话对阿卜杜喀日木给予赞
扬，希望他继续做好人好事，树立墨玉人
良好形象。阿卜杜喀日木的英勇行为在

家乡引起轰动，其父母谈及儿子时满是
骄傲。父亲阿迪力感慨道：“这孩子从小
就心地善良，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忍不
住去帮忙。我们虽然担心他救人时会有
危险，但也为他感到无比自豪，他做了正
确的事。”母亲则红着眼眶，欣慰又心疼
地说：“他一直都是个勇敢且有担当的孩
子，这次他在外面帮助了别人，我们为他
骄傲。”

邻居麦提图尔荪·努日艾合麦提说：
“这孩子在我们眼里一直是个热心肠，
平时在村里就经常帮大家干活，这次听
说他在那么远的地方救了人，我们一点
也不意外，他就是这样的好孩子。”同村
的阿米娜大姐笑着说：“阿卜杜喀日木
从小就懂事，现在在外面上学还能做出
这么了不起的事，给我们村争光了，我
们都以他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孩子。”

“秋天我还来植树”
地区融媒记者 申金和 许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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