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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高原，群山耸立，座座哨所点缀其

间。日前，记者走进被中央军委授予“高原戍

边模范营”荣誉称号的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岗

巴营。

岗巴，是“高原戍边模范营”官兵戍守的

地方，藏语意为“雪山下的村庄”。诗意盎然

的名字背后，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该营

驻地平均海拔 5100 多米，含氧量不足平原地

区的一半，最低气温零下 40 多摄氏度，每年 8
级以上大风要刮 200 多天，还有 8 个月之久的

降雪期。

2 月，这里虽然风雪依旧，但官兵的衣食

住行娱等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仍然不变的，是

官兵们扎根边关、建功边防的坚定信念。

在世界屋脊搭建高
标准营区

前往营区的路上，车轮碾着暗冰上下抖

动，寒风裹着沙粒敲打车窗，放眼望去皆是雪

峰，荒无人烟不见星绿。

车在山中行，路在云中绕。盘桓而上，车

程一小时，一方一人多高的巨石，立在尽头。

“5592 观察哨”几个红色大字镌刻在这方戍

边石上。

“到了！”驾驶员提醒道，记者准备下车，

才发现车门打不开。

“老兵，车门是不是冻坏了？”

“你使劲推！”

原来，是强风的劲，硬顶着车门。在呼啸

的狂风中，费劲推门下车，却发现想抬腿迈

步，都不是易事。

一 步 步 挪 进 营 房 ，风 停 雪 止 ，温 暖 如

春 。 这 个 由 保 温 板 房 组 合 而 成 的 营 区 ，呈

“院落式”布置，中间还搭着阳光棚。坐下不

多时，脚下感到热乎乎，弯腰摸地，没想到安

装了地暖。

走进观察哨阵地大厅，许多石绘作品有

序摆放着。这些石头上，官兵用心描绘着上

哨、执勤、巡逻时的情景，也描绘着眼中的风

景和曾经的故事。其中老排长阿旺罗布的故

事令人动容。

一次执行任务，阿旺罗布在齐腰深的雪

中 一 动 不 动 观 察 数 个 小 时 ，全 身 结 满 冰 碴

儿。“宁被冻死在雪地里，也不能动一下被发

现。”阿旺罗布的话让战友深受感动。

最初的“5592 观察哨”，就是一堆石头垒

起来的地窝子，战士们在冻土上搭几顶帐篷

驻扎下来。对那时的艰苦，戍边近 10 年的哨

长西热尼玛记忆深刻：白天，他顶风冒雪站岗

执勤，只能靠煤炉御寒；夜晚，积雪太厚还得

随时组织铲雪。

“现在的哨所，比我想象的样子还要好！”

说起巨变，西热尼玛满眼欣喜。营区集装箱

板房整体由钢材构成，里面填充保温泡沫，不

但坚固保温，还具备良好的隔音效果，再也不

用担心住所被风吹跑、被雪压垮。

前些年，哨所入冬后，大雪封山、交通不

便、储存条件有限，新鲜蔬菜成为稀缺资源。

在西热尼玛记忆里，刚上哨的第一个新年，冻

得 干 瘪 发 黑 的 3 个 青 椒 就 是 年 夜 饭 上 的

时蔬。

近年来，为进一步解决高原部队军需供

给难题，西藏军区后勤部门创新物资供给模

式，将时令果蔬直达边关哨所。

鱼香肉丝、剁椒鱼头、红烧狮子头……不

大的餐桌上，摆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菜肴。

除了正常的直供渠道，哨所里的科技温室也

为官兵餐桌添了不少新品。大家熟练掌握了

生菜、上海青等蔬菜的无土栽培技术。如今，

每月产出果蔬 10 余斤，草莓、黄瓜等新鲜果

蔬更是官兵的“心头好”。战士们胃暖了，心

里更暖了。

翻看哨所工作日志，这里年年都有新变

化。2021 年 8 月，千里电缆跨越雪山河谷修

进哨所，电取暖器全面取代燃煤炉，随之而来

的影音设备、净水系统让官兵更添幸福感；

2022 年，保温阳光棚全面完工，官兵生活更

舒适。西热尼玛说：“哨所旧貌换新颜，我们

建功边防的信念越来越坚定！”

在生命禁区打造铁
血边关

“我们种活了当地第一棵红柳。”岗巴营

营长刘怀政介绍，1961 年，一支英雄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部队奉命进驻岗巴，在世界屋脊

建起营地。60 余年斗转星移，该营官兵就像

红柳一样，深深扎根在雪山之巅。

“岗巴不大，环境艰苦，靠什么守得住？”

刘怀政斩钉截铁地答：“精神和实力！”

一次率队巡逻，刘怀政在最前方探路，不

慎踩破冰层、跌入冰窟，战友们刨雪破冰、生

拉硬拽才将他从冰河中救出。

他全身多处被冰凌划破，鲜血直流。随

队军医帮他简单包扎后，建议任务中止。可

刘怀政却坚定地说：“巡逻不到点位，就是失

职！”随后烤干衣服，和战友们继续跋涉，最终

艰难到达点位。

“咱们营最让人动容的就是‘勇士鞋’。”

岗巴营教导员蒋勇说，上世纪末，该营有两位

战士在执行任务期间，腿部严重冻伤，不得不

做了截肢手术。

后来，他俩的鞋被誉为“勇士鞋”，成为岗

巴营的传家宝，放进营部荣誉室，激励着一代

代戍边官兵。

去年一年，该营由营级主官带队完成巡

逻执勤任务 200 余次，一道铁血长城，伫立边

关。每年都有人婉拒换岗下山，人人喊响“扎

根云端，坚守固防”的口号，彰显出岗巴营官

兵的戍边决心。

营区里，一辆巡逻车引起记者的注意。

“这是新配发的全地形巡逻车，动力足，厉害

着呢！”潘塘边防连连长潘洪帅笑意满满。

“‘千里’巡边半日还，这在以前简直不敢

想象。”说起过去的巡逻境遇，这位 16 年军龄

的连长打开话匣子，“那时候巡逻，清一色铁

脚板，夏天一身泥水，冬天一件冰衣，高山峻

岭、险象环生。”岗巴营的不少巡逻点位，海拔

高、路况差，以前巡逻需要步行大半天，途中

如果遭遇暴风雪，往返时间会更长。

“过去巡逻开卡车，一进砂石地，大家就

很紧张，车快了风险高，慢了就可能陷车。”潘

洪 帅 的 话 唤 起 驾 驶 员 邵 红 志 的 难 忘 记 忆 。

2021 年 冬 ，一 次 执 行 巡 逻 任 务 时 赶 上 暴 风

雪，车辆“趴了窝”，战士们只能徒步前进。那

天，队伍来回整整用了一天。

“现在跟以前大不相同了！”邵红志话锋

一转，“上级配发了全地形巡逻车，巡逻时间

缩短了、范围扩大了，只要任务需要，我们使

命必达！”

据了解，这种巡逻车动力足、爬坡能力

强，并装载有信息监控系统，集通信、侦察、监

视等功能于一体，适用于雪地、山地、丛林等

多种复杂地形。

与此同时，各类新型设备也让巡逻队伍

能快速精准展开行动。巡逻途中，北斗终端

手持机成为官兵的“方向盘”；到达点位，多功

能摄像机成为检迹搜索的“千里眼”……

“有了高科技助力，我们处置边情的效率

大大提高。”查果拉哨所哨长左乔丹边说边领

着记者走进哨所指挥室。指挥室里，高清显

示屏实时显示监控画面。管段监控全时运

转，可远距离监测动态目标并生成运动轨迹，

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

“这些管段都在视频监控和雷达监测范

围 内 ，我 们 能 随 时 洞 察 边 境 线 上 的 风 吹 草

动。”值班员雪松自豪地说。

某新型装备列装后，炮长吕玉寒和战友

铆在车炮场，仅用 1 个多月就全面掌握新装

备各项技战术性能，总结出一套高效的操作

流程，在实弹射击考核中首发命中；中士贾益

涛又根据天候、温度、湿度等变化采集更新射

击数据，大大提高了射击精度。

近年来，该营在雪地步坦协同、装甲车雪

地快速机动、高寒缺氧条件下保持体温体能、

在雪地强光照射下的步兵炮兵精确射击等多

个高原战法、保障法新课题训练上，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刀尖子”式的官兵源源不断从“高

原戍边模范营”走出去。如今，该营 90%以上

官兵取得专业认证，数百名官兵熟练掌握两

种以上专业技能。

在民族地区谱写军
民鱼水情

“您老身体还好吗？开春了家里的农活

重不重？”

“身体还好，就是腿疼的老毛病时不时发

作一次。”

“年后军医会到村里来巡诊，到时候给您

好好瞧瞧。”

藏历新年前，岗巴营某连战士次仁旦塔

来 到 确 吉 阿 妈 的 家 里 ，熟 络 地 同 老 人 拉 起

家常。

确吉阿妈一家与岗巴营的渊源，还要追

溯到 60 多年前。

“以前常听妈妈讲起她小时候的悲惨遭

遇，是解放军打开了她脚上沉重的枷锁，是共

产党给了她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回忆家史，

确吉深情地讲述着，她的母亲拉吉还是“全国

拥军模范”。

岗 巴 解 放 前 夕 ，由 于 敌 对 势 力 的 造 谣

蛊 惑 和 欺 骗 ，不 少 淳 朴 的 藏 族 群 众 逃 离 岗

巴，全县人口仅剩下几十户。为此，岗巴营

官 兵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民 族 政 策 、宗 教 政

策 ，以 严 谨 的 作 风 纪 律 ，大 力 开 展 群 众 工

作，分牛羊、分田地、协助生产、修桥补路、

治病救人……

拉吉看在眼里，广大群众也看在眼里，大

家口耳相传，逃走的人们陆续回到家乡。不

久后，她和乡亲们到连队走访，发现队伍里少

了好几个熟面孔，忙问去向。战士们告知，每

逢入冬，连队的水管就会冻住，不得不派人从

远处背水，训练巡逻任务因此受到影响。

拉吉听后心急如焚，当天，她便带着年幼

的女儿，为连队背去生活用水。之后，拉吉还

发动村民组成背水小队，义务为连队送水。

从此，冬天给官兵送水成了全村的责任，一有

需要，乡亲们就会拎着桶赶来集合。

2012 年，拉吉老阿妈去世后，确吉阿妈

担起了拥军责任。每逢新兵入伍、老兵退役，

她都会带着哈达、甜茶等，与连队官兵一同迎

来送往。这些年，确吉个人就购买了近万元

物资慰问官兵。

如今，拥军的接力棒又传到了女儿德吉

手中，她舍不得连队官兵，放弃了到城市安家

的机会，选择和驻地官兵守望相助。三代阿

妈拥军的故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一茬茬岗巴营官兵接力帮扶当地藏族

群众，多名官兵为保卫、建设第二故乡献出

生命。1964 年，该营藏族战士普布扎西，为

抢 救 风 雪 中 群 众 的 羊 群 不 幸 牺 牲 ，被 国 防

部 追 授“爱 民 模 范 ”称 号 ；军 医 薛 生 魁 在 查

果 拉 哨 所 守 防 10 余 年 ，抢 救 100 多 名 驻 地

危重病人；2021 年 4 月，该营被中央军委政

治 工 作 部 表 彰 为“ 军 队 参 与 脱 贫 攻 坚 先 进

集体”。

六十余载，岗巴营官兵用青春和热血坚守

风雪边关，当好和平的“守卫者”；以促进民族

团结、维护社会和谐为己任，做好党的“代言

人”；进村入户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成为先进

思想的“播火者”。大家用一言一行，在雪域

乡村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诗篇。

…………

风雪边关路，热血写忠诚。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捍卫守

护。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岗巴

营官兵铮铮誓言，回荡在钢铁边防线上，“雪

山红旗”在雪域高原高高飘扬。

图图①①：：岗巴营战士在打扫石碑上的积雪岗巴营战士在打扫石碑上的积雪。。

马马 科科摄摄

图图②②：：岗巴营官兵与国旗合影岗巴营官兵与国旗合影。。

刘煜钦刘煜钦摄摄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张丹峰张丹峰

走进西藏军区某边防团“高原戍边模范营”

扎根边关 守望万家灯火
本报记者 鲜 敢

■强军路上R

近日，伴随着嘹亮的军乐声，

中国海军第四十六批护航编队从

广东湛江某军港解缆起航，赴亚

丁 湾 、索 马 里 海 域 执 行 护 航 任

务。甲板上，官兵整齐列队，精神

抖擞，挥手告别。舰艇上，“挺进

大洋展海军形象 不负使命显大

国担当”的标语，道出了编队 700

余名任务官兵的心声。

15 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海军

共计派出 46 批护航编队远赴重

洋执行护航任务。“我是中国海军

护航编队，如需帮助，请在 16 频

道呼叫我。”这条以中英两种语言

播发的通告，每天在亚丁湾上空

回响。一些国家的商船宁可等上

两三天，也要让中国军舰护航。

中 国 海 军 护 航 编 队 一 次 次

破浪前行，给过往船只带来坚定

的安全感，为保障国际重要贸易

通道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

出 了 重 要 贡 献 。 这 既 是 中 国 军

队 向 世 界 传 递 和 平 与 友 谊 的 缩

影，也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

展道路、维护人类共同福祉的生

动例证。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明确，新时代中国军队的使命任务

之一，就是“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提供战略支撑”。中国军队越来

越多地走上世界舞台，意味着世界

多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多了一

支维护和平发展的强大力量。

国土有界，大爱无疆。近年

来，中国军队积极履行大国责任，

向国际社会持续提供公共安全产

品，赢得的赞誉越来越多：救死扶

伤，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怀仁扬

帆，执行“和谐使命”医疗任务，诠

释生命至上的情怀担当；守望相

助，中国空军运—20 飞机赴阿富

汗、尼泊尔等国执行人道主义救

援任务，为当地群众带来温暖和

希望；捍卫和平，中国第二十六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全体官

兵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这是联合国表彰维和人员的最

高荣誉……

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

大事业。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

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

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铁肩担道义，执戈卫和平。中国军队将永远做和平之师、

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继续忠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

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为

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共同维护国际通道安全，合

力应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努

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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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视线R

“怎能忘，在这片热土之上，一代代共产

党人那浩然正气和耿耿英魂……”一名教授

正激昂地讲述着毛泽东和战友们“赶考”之路

的故事。

寒风凛凛，冰天雪地，但联合作战大讲堂

中的讨论十分热烈。这是国防大学联合作战

学院坚持红色资源赋能大思政课的教学理

念，打造的一堂沉浸式思政课。

这堂沉浸式思政课以党史军史的实情、

实景、实例为基础，辅以讲述、朗诵、唱歌、表

演等形式，拉直了课堂上的问号，穿透了认知

上的迷雾，成为思想铸魂的“信念之旅”。

在以往传统的课堂上，教员在授课过程

中经常发现学员无法沉浸其中，无法深刻感

悟历史人物的坚定信念，甚至精心制作的课

件与视频，却被学员们认为是换汤不换药。

“我们的学员年龄普遍偏大，大道理听

得多，要想让学员有更深刻的体会，就要让

他们沉浸其中。”教授王顺风结合自己从事

政 治 工 作 教 学 多 年 的 经 历 ，分 享 了 自 己 看

法 ，“沉 浸 式 思 政 课 ，重 点 就 在 于 要 立 足 时

代，重演历史，充分利用声、光、景，唤起官兵

的情感共鸣。”

如何沉浸？经过政治工作处和政工教研

室的联合探索，充分运用以西柏坡为重点的

红色教学教育资源，深入挖掘 4 线 15 个教学

点位历史故事，由学院官兵自编自导自演，以

情景再现的方式，创排沉浸式思政课，着力打

造新时代政治理论教学的生动范本。

课堂上，学员和教员们齐上阵，化身为扛

起钢枪勇打胜仗的红军战士、背起药箱救死

扶伤的卫生护士、拿着相机穿梭战场的战地

记者……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跃然台上，

观众好似身处历史长河中，引发了强烈的情

感共鸣。

为了更深入提炼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

王顺风带领创排组到各地走访，查看实景、触

摸实物、调查实情，声情并茂地为大家讲述每

一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在中高级联合作战指挥和参谋人才培训

班中，这种开放式、沉浸式教学，比一板一眼

的传统式教学更有吸引力。

“每一次阅读历史、学习政治理论，对我

来说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一名学员在日

记中写道：“这堂思政课让我深受震撼，我要

像先辈一样初心不改、信仰如磐，始终保持

‘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努力学战研战谋战，

掌握联的‘密码’、胜的‘基因’，走好新时代

的强军之路。”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倾力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
黄婉静 韩 丽

一 段 时 间 以 来 ，全 军 广 泛 开 展 争 创“ 四 铁 ”先 进 单 位 、

争当“四有”优秀个人活动，在铁心向党、为战打赢、矢志强

军 的 实 践 中 ，涌 现 出 一 大 批 先 进 典 型 。“ 双 争 ”评 比 活 动 也

成为新时代引领基层奋进强军新征程、激励官兵立足战位

建新功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

如何进一步提高“双争”评比活动实效，激发广大基层

官 兵 创 先 争 优 的 热 情 ？ 实 践 中 ，我 们 重 点 从“ 长 期 看 一 贯

表 现 、短 期 比 现 实 贡 献 ”两 个 方 面 ，对 评 比 活 动 进 行 了 细

化 。 一 方 面 我 们 明 确 评 定 标 准 、划 分 评 比 阶 段 ，结 合 基 层

单位和官兵日常工作实际，区分明确了好、中、一般 3 个层

次标准，同时将官兵年度、季度表现情况，进一步细分到周

和月，让个人干有目标、官兵比有标准、组织评有依据。另

一 方 面 ，我 们 端 正 评 比 导 向 ，以“ 月 评 六 星 ”“ 年 度 晒 成 绩

单 ”等 活 动 为 载 体 ，及 时 把 官 兵 各 阶 段 的 日 常 表 现 和 工 作

成绩进行对比、总结、讲评。

实践证明，只有充分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才

能不断凝聚起大家投身强军实践的满腔热情和强大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天津总队执勤第三支队）

激发官兵创先争优热情
孙贻柱

年初以来，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支队持续开展“用‘三

种眼光’管好部队带好兵”实践活动，教育干部骨干用好信任、

欣赏、发展三种眼光看待官兵，将基层抓建与带兵育人工作有

机结合起来，围绕新时代带兵育人的特点规律，全域发力、多

维塑造，让官兵有目标、有奔头、有干劲。

部 队 的 发 展 建 设 离 不 开 高 素 质 军 事 人 才 的 支 撑 。 一

线带兵人要当好官兵成才的引路人，帮助他们校正人生航

向 ，树 立 崇 高 理 想 。 有 的 战 士 入 伍 之 前 沉 迷 网 络 ，对 未 来

没有清晰规划。面对这样的战士，广大带兵人要用信任的

眼光、欣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帮助他们做好人生规划。

比 如 ，通 过 开 展 读 书 活 动 强 化 使 命 信 仰 ，组 建 兴 趣 小 组 培

养 兴 趣 爱 好 ，引 导 帮 助 官 兵 积 极 主 动 学 理 论 、精 专 业 、强

技能。

官兵的成长成才既要靠目标牵引，更要靠组织培养。一

线带兵人必须当好领航员、辅导员、服务员，在带兵上多想办

法，在树人上多下功夫，激活基层全面建设的这池“春水”，汇

聚起实现强军目标的强大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支队）

当好战士成才的引路人
李东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