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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黑龙江省黑河市迎来首场降雪，气温骤降至-2℃。面对突如其来的降雪，北部战区陆军边防某部加派官兵到边境一线巡逻，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全稳
定。 刘坤厚摄

本报讯 贾冲、记者熊华明报道：
“现在军车可以直接上高速了，从雷达站
到县城方便快捷，我们每天都能吃上新
鲜的蔬菜！”10月中旬，西部战区空军雷
达某旅第五雷达站官兵与记者聊起高速
公路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时，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近年来，该旅充分借
助地方资源解决边防部队生活难题，使
多个边防雷达站实现了出行顺畅、生活
相对便利的目标。

该旅所属多个边防雷达站均地处
巴丹吉林沙漠，方圆百公里无生活依
托，被人称为“沙漠孤岛”。长期以来，
雷达站官兵 24小时担负战备值班任
务。然而，他们吃水靠打井，用电靠油
机，进出道路是坑洼不平的“搓板路”。
由于交通不便，官兵们经常吃不上新鲜
果蔬。以前，该旅采取多项措施想解决
边防雷达站官兵的生活难题，但终因环
境限制，收效甚微。

横穿巴丹吉林沙漠的北京至新疆高
速公路开建后，该旅积极协调地方有关
部门了解线路布局情况，主动与承建单
位沟通协商，在高速公路通过雷达站附
近的路段预设闸口，专供雷达站装备车
辆机动和给养运输。

“戍边官兵为祖国站岗放哨，我们要
为子弟兵提供更多的生活便利，更要为

部队战斗力建设解决道路交通难题。”承
建单位负责人赵海军得知边防雷达站存
在战备训练和官兵生活难题后，带领项
目部人员到各雷达站调研，决定力所能
及为雷达站解难帮困。他们以单位下辖
的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等为依托，为
周边的多个雷达站接电供水，并免去相
关线路和设备的维护保养费用，同时为
雷达站就近就便建设专门的通行闸口。

四级军士长、雷达操纵员梁聪坚守
边关15年，他目睹了京新高速公路建设
给雷达站带来的巨大变化：从戈壁滩的

“搓板路”到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从举
着手机觅信号到与家人畅通视频，从打
井吃水到接通甘甜的自来水……一个个
改变让梁聪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该旅积极推进
军民融合保障机制建设，及时搭乘经济
社会发展的“高速公路”，解决了 3个雷
达站生活用电难题，为 2个雷达站接通
了自来水，给 4个雷达站开通了高速公
路闸口。一个个“老大难”问题的顺利解
决，让一个个边防雷达站面貌一新，激励
着戍边官兵扎根边陲、建功立业。

京新高速公路横穿巴丹吉林沙漠，空军雷达某旅
协调承建单位帮助解决边防雷达站官兵生活难题

高速公路联通“沙漠孤岛”

2014年 4月 29日，正在新疆考察的
习主席冒雨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
师共青团农场，看望兵团干部职工。在
座谈会上，作为民兵代表的马军武站起
来向习主席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
主席，我是兵团十师 185团的一名普通
军垦战士。”接着，马军武简要汇报了他
和妻子张正美在中哈边境桑德克哨所屯
垦戍边的情况。

得知马军武夫妇长期在条件极为艰
苦的边防哨所忠于职守、不辱使命的事
迹后，习主席由衷地称赞道：“真了不起，
我非常敬佩你们。”

习主席问：“多少天能见到一次人？”
马军武回答说：“过去，冬天几个月

见不到一个人。现在人多了，还有旅游
的。”习主席又一次说：“了不起！”

马军武激动地站起来再次敬军礼，坚
定地说：“请主席放心，我会永远守下去。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习主席带头鼓掌。顿时，全场响起
了热烈掌声。

4年前的这一幕，永远铭刻在马军
武的记忆里。10月 3日，记者跋涉 3500
多公里踏访桑德克哨所，马军武首先讲
的就是这个故事。

20公里边防线，来来
回回走了30年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有一
条名叫阿拉克别克的河，中哈两国以这
条河为界。以前，桑德克这个地方没有
哨所。1988年 4月 23日，因阿尔泰山脉
冰雪迅速融化，引发一场特大洪水，急流
冲毁了桑德克段的堤坝，泄入我国境内
的喀拉苏自然沟。如果任凭界河改道，
那么按照国际惯例，将丢失界河以东、自
然沟以西55.5平方公里的国土。

当时，年仅19岁的军垦二代民兵马
军武，参加了十师组织的抗洪抢险。民
兵们连续奋战15个昼夜，终于堵住了堤
坝的巨大溃口，让河水重新回到昔日的
河道，保住了55.5平方公里的国土。

洪水过后，185团决定在桑德克堤坝
旁建一个民兵哨所，马军武主动报名驻

守，承担20公里边境线的巡边、守水、护
林任务。当时，一位团领导拍着马军武的
肩膀说：“守住了界河，就守住了国土。小
伙子，你要记住你肩上的责任啊！”

马军武赶着20只羊，走了一天，进驻
哨所。桑德克这个地方一年6级以上的
大风要刮 140多天，冬天气温低至零下
40多摄氏度。附近牧民戏谑地说，谁在这
里生活一年要“死”4回——春天被洪水
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
冬天被冰雪冻死。

初入哨所，马军武觉得守哨生活还
行，他每日一边放羊，一边好奇地观察河
水、检查河堤、巡边护林，晚上就在一块
硬木板上睡一觉。可是，两个月之后，马
军武就被这单调的生活和死一般的寂静
折磨得难以忍受了。由于长期一人独
处，他觉得自己可能“不会说话了”。

马军武想过离开哨所，但是，这个念
头一起，耳边就会响起团领导对他说的
一句话：“守住了界河，就守住了国土。”
他想，人生一辈子，守住55.5平方公里的
国土，就值了。

记者采访时，马军武给记者找出他
曾经写下的一段日记：“我家住在路尽
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
边境线上牧牛羊。”他就这样在寂寞的哨
所坚守一年又一年，至今已经整整30年。

30年守哨生活，马军武累计走了20
多万公里的巡逻路，磨破了百余双胶鞋，
穿破了 40多套迷彩服，赶返临界牲畜 1
万余头，拦阻临界人员300多人次，记下
30多本边情日志，创造了30年未发生涉
外事件的纪录。

一个人的坚守，变成
两个人的守望

1992年，也是军垦二代的女民兵张
正美相中了矢志戍边的马军武，两人热
恋成婚。马军武原先以为自己坚守哨所
可能一辈子娶不上媳妇了，没想到正是
他的献身国防精神赢得了爱情。婚后，
马军武不仅有了天天说话的生活伴侣，
还有了一同巡逻执勤的亲密战友。由
此，马军武更是坚定了“一生只做一件

事，我为祖国当卫士”的执着志向。
生为女人，爱美是天性，张正美亦是

如此。可是，张正美说她婚后没有穿过
一次裙子。

“为什么？”记者问。
张正美说：“没有机会穿。”哨所所在

的地区，是世界四大蚊虫聚集地之一。
夏天，蚊虫最多时每立方米达 1700多
只，能咬死家禽。因此，他们夫妇常年穿
迷彩服，夏天巡边时还要头戴防蚊帽，浑
身上下“全副武装”裹起来才行。

在2014年那个座谈会上，马军武向
习主席汇报时说到这个故事，习主席亲
切地对马军武说：“你找个机会，带她去
大城市看看，那样她就能穿裙子了。”

“好的，好的。”马军武激动地答道。
说来也巧，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有了

一个机会：2014年 6月 27日，第五次全
国边海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马军武
作为全国 10名“卫国戍边英模”之一参
加会议。接到消息时，马军武想，6月底
北京正是穿裙子的时节，带妻子去北京
就可以让她穿裙子。可是，转念一想，又
觉得不行，因为哨所只有他们夫妇俩，如
果两人都出差，谁守哨所？

张正美看出丈夫心思后主动说：“你
放心去北京开会吧！我就不去了，在家
守哨。那么多年不能穿裙子的生活都过
来了，也没觉得欠缺什么。”

就这样，一次难得机会又因守哨错
过了。然而幸运的是，参加会议期间，马
军武等与会代表受到习主席的亲切接
见，并与习主席合影留念。

对此，张正美虽然感到遗憾，但她没
有埋怨马军武。她说：“嫁给马军武，就是
嫁给边防线！”她这一辈子就担心两件事，
一是边防线的安宁，二是马军武的安全。
她深知，为了边防线的安宁，马军武常常不
顾生命危险。

每年四五月份，天气回暖，冰雪消融，
阿拉克别克界河便是一番狰狞的模样：混
浊的洪水夹杂着泥沙向下游倾泻。每到
这个时候，他们夫妇俩就轮流值班，张正
美值白班，马军武值夜班，24小时不间断
巡视界河汛情，出现险情就及时上报。

1995年 5月的春汛，界河上游冲下
来一棵大树，刚好扎在堤坝上。马军武
划起自制的皮筏，试图挪走那棵树，但风
大水急，皮筏不稳，他一不小心落水，被
洪水冲走。在岸上辅助作业的张正美沿
着河岸追，一路跑一路撕心裂肺地哭
喊。马军武被急流冲出 5公里，才被一

棵横生的树枝拦住，从洪水中脱身。
守哨30年，这样的险情发生过多次。

因此，在张正美的心里，他们守的20公里
边防线的安宁和马军武的安全是一体的，
边防线安宁，马军武就安全。

生活条件大幅改善，
戍边初心永远不改

2006年，185团对桑德克哨所进行
升级改造，他们邀请相关专家根据当地
环境特点对哨所营房进行精心设计，选
用加厚彩钢、纤维夹芯板做墙板，保温防
潮效果良好。这一年，桑德克哨所才通
了电，接了自来水管，马军武夫妇的守哨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正美告诉记者，以前，整个冬季他
们都吃不上新鲜蔬菜，冻成冰疙瘩的萝
卜、土豆伴随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
的冬天。现在，有了保温菜窖，解决了他
们冬季吃菜难的问题。

马军武夫妇守哨的前十几年，对外
通信主要靠一部手摇电话机，遇上大风
刮断线路，马军武就骑自行车报信；冬天
大雪封路，马军武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踏
雪十几公里到团部报告情况。现在，边
防建起了联通连队、公安派出所和民兵
哨所的信息化通信平台，通信效率大幅
提高。

最让马军武夫妇高兴的是，哨所安
装了卫星电视系统，他们看上了电视，结
束了闲暇时间只能下跳棋、打扑克的生
活。现在，他们常常为通过电视了解到
的祖国发展变化而感到开心。

习主席在新疆考察时强调：“新形势
下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着眼
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配合边
防部队加强边境管控，185团成立了民
兵护边大队，在所辖边防线上设立了22
个执勤点，并为桑德克哨所增派了 4名
民兵。马军武说：“现在轻松多了，白天
6个人，晚上 2个人，不仅我们生病时有
人代替巡逻，而且执勤能力大幅提升。”

2015年 9月 3日，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在北京举行，马军武作为全
国英模代表赴京观摩大阅兵。在一年半
时间里，马军武先后 3次近距离见到
习主席，他感到光荣而激动。当习主席
乘坐检阅车检阅威武雄壮的三军部队
时，马军武在心里重复着他曾对习主席
说过的那句话：“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
祖国当卫士。”

习主席在新疆考察时听取边防哨所民兵马军武屯垦戍边的汇报后，称赞他
“了不起”。马军武向习主席报告：“请主席放心，我会永远守下去”—

一生只做一件事 我为祖国当卫士
■本报记者 鲁文帝 通讯员 刘荣鹏 程立鸿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
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庆祝改革开
放 40周年，既要有对发展成就的自
豪，也应有对改革开放先驱者的学习
与致敬，更重要的是要在正进行的全
面深化改革中勇毅前行。

近段时间，网上流传一篇阅读量
很大的文章，题目是《世界上最勤奋的
人老了》，颂扬中国的“30后”“40后”

“50后”“60后”那几代人。他们苦干
实干40年，创造了其他国家可能花百
年时间才能取得的成就，使我国经济
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

创造这一奇迹的“世界上最勤奋的
人”，是那个年代的下乡知青、高考学
子、留学海归人员、数以亿计的进城务
工者等，是全体中国人民。他们是普通
劳动者，也是改革开放先驱者，他们拼
搏了一辈子，给我们留下了物质财富，
也给我们留下了精神财富。在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要向他们学
习、向他们致敬！

在思想上，学习他们敢想敢闯的精
神。当年，如果他们思想僵化、裹足不
前，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般令
世界惊叹的成就。因为，改革开放是一
项没有经验可循的事业，当时先驱者们
不知道要怎样改、改成什么样，也不清
楚会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他们只知道
中国要富起来、要强起来、要实现四个
现代化。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不畏风
险，“摸着石头过河”，凭着一股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开拓进取、艰苦奋
斗。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扎实推
进，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我们要像改革开放先驱
者那样，突破思想禁锢，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大胆探索、不懈追求，在新的征程
上实现新的突破。

在尽责上，学习他们勇于担当的精
神。“世界上最勤奋的人”也是勇于担当
的人。改革开放之初，他们不怕担风
险、不怕担责任、不怕得罪人、不怕遭非
议，以“建功必须有我”的精神勇挑重
担，攻坚克难，创造一项又一项成就。
当前，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
期，因为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我
们要啃的骨头越来越硬。由此，我们更
要强调担当精神，只有勇于担当改革重
任，才能不断将深化改革推向前进。我
们不能患得患失，不能担心丢饭碗、摘

“乌纱帽”，不能背着“输不起”的思想包
袱，不能被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思想
束缚，要抛弃出于个人利益而产生的各
种顾虑，遇到问题不回避，遇到困难不

躲避，遇到风险不逃避，以改革创新者
的姿态奋进新时代。

在效率上，学习他们苦干实干的
精神。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科学技术
不发达、物质条件不成熟，先驱者们就
是以“晴天抢干，雨天巧干，白天大干，
晚上加班干”的拼搏精神，每天工作十
几个小时，争分夺秒干事创业，创造了

“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喊出了“时
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在神州大地上书写中国奇迹。在深化
改革的今天，我们不能躺在先驱者们
的功劳簿上歇脚，而要像他们那样苦
干实干拼命干。我们要看到，实现“两
个一百年”目标的时间十分紧迫，形势
任务迫切需要我们快马加鞭地推进深
化改革。我们只有拿出改革开放初期
创造的“深圳速度”，拿出在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闻名于世
的“中国效率”，才能书写新的辉煌，才
能实现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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