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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不上一五六，下连不下老八
连。”这句顺口溜曾在新疆边防官兵中
口口相传。“一五六”指的是新疆克孜勒
苏军分区相对艰苦的3个边防连。巧的
是，2004年军校毕业后，我就被分到五
连、即现在的苏约克边防连任排长。

苏约克边防连坐落在海拔 3290米
的帕米尔高原，这里空气稀薄，积雪四
季不化，年平均气温在零下 15摄氏度，
冻土层厚达数米，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不过，这对咱当兵的人来说并不算什么
苦，真让战士们感到头疼的是长期以来
的吃水难题。

防区内有两条河，按理说吃水不成
问题。但苏约克河沙石含量大，水质较
混浊，无法饮用。廓噶尔特河相比苏约
克河水质较为清澈，但水碱很大。因
此，官兵一直饮用廓噶尔特河水，夏季
从河坝挖水渠引活水，冬季从储存水窖
里刨冰化水，有时也会发生水渠断水或
水窖水不够吃的现象。一遇到“断水”，
官兵就得“组团”到河坝刨冰取水，甚至
要去河边洗衣服。

不夸张地说，哨所里的水比油都
贵。那时连队不仅用水紧张，连长明电
也没有，能洗个热水澡都是件很奢侈的

事。有年夏天，我差不多两个月没洗上
澡。尤其是骑马巡逻归来，衣服从上到
下一身味，隔老远都能闻到。有一次，
我巡逻前，排里的老班长钱进跟我说，
等我回来包我洗上纯天然的高原“日光
浴”，当时还以为他是跟我开玩笑。没
想到，等我巡逻回来，他已经帮我在太
阳下晒好了水，让我美美地享受了一
次。如今，每每走进光明敞亮、设施齐
全的洗澡间，我都会想起当年老班长的

“日光浴”。
河水碱性大，烧开后，上面漂浮一

层白色的碱花。那时，炊事班揉面不用
放碱，蒸出来的馒头白软松弛，就是有
点难以下咽；白米饭蒸出来颜色成了米
黄色，干硬夹生让人看着就没胃口。为
了能让大家尽量多吃点饭，连队常常开
展“吃饭比赛”，比输的排就要给大家讲
一个“开胃”笑话，那时候连队里几乎人
人都是“笑话大王”。

到了 2010年 6月，上级准备给连队
打一口水井。地方施工队住进了连队，
他们围着营区折腾了两个多月，先后打
了 20多个井眼，竟然一滴水也没有打
出，还把打井队老板气得直跺脚：“这是

什么鬼地方，地下 20多米深都打不出
水！”现在，连队周边还有不少当年打井
的痕迹。

打不出井水，还得喝河坝水。这期
间，团里也先后给连队购买配发了多台
小型净水器，但都因发电机电压达不到
额定功率出现了故障。

2011年夏天的一次巡逻中，距连队
15公里处，士官周斌卫惊喜地发现一处
泉眼，虽然水流不大，但看上去清凉透
彻。时任连长于庆辉赶紧安排我用塑
料瓶灌上一瓶，让送菜的车带到山下去
做检验。结果表明，水质达到饮用标
准，这可把大家乐坏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军队持续加
大对边防建设的投入，边防连队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官兵生活条件也得到明显改
善。2015年8月，在军地领导的关心下，
我们连队迎来开闸通电的重大时刻，哨所
终于告别了53年没有长明电的历史。时
隔一年，又传来好消息，连队终于打出了
第一口地下深水井。更令官兵喜出望外
的是，水质检验符合饮用标准。

清澈甘甜的地下水从管子里喷出
的那一刻，我与喷出的水花来了一次

“亲密”接触，随后又使劲饮了几大口，
那甘甜的味道至今难忘。为了庆祝这
一刻，官兵们手拉手高兴地跳起了柯尔
克孜族“麦西来甫”舞蹈。

2017年 6月，上级又给我们连队配
发一套大型高温消毒净水设备。现在
炊事班做饭用的、班里饮水机灌的，巡
逻水壶里装的、训练场上喝的，全都是
净水器里过滤的纯净水，官兵吃水、用
水再也不是难题了。

如今，连队修了柏油路、通了长明
电、联上互联网、住上新楼房、喝上纯净
水、洗上热水澡、吃上新鲜蔬菜……哨
所官兵切身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
化和人民军队发展变化的速度，哨所官
兵的幸福指数也随之节节攀升。

苏约克边防连坐落在素有“生命禁区”之称的帕米尔高原，几十年来，官兵饱受吃水
难的困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军队持续加大对边防建设的投入—

高原哨所官兵告别吃水难

讲述人：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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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刘 慎 王志强

本报讯 胡明生、刘瑜报道：“我们
再也不用大老远跑到长白街新所了，在
家门口就能看病、就餐了，真是太幸福
了！”10月中旬，辽宁省军区某干休所
太原街老所传出笑声，过去因没有场所
不能经常见面的老干部们又聚在一起，
开心地聊起家常。

2015年 7月，该干休所从老城区
搬迁至新区，两地相距 10多公里，当
时有 13户老干部、29户老干部遗属由
于已参加过房改未能随所搬迁，导致
他们来新所参加各项活动十分不便，
饮食、医疗等保障也面临诸多问题。
今年初，在所里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

有老干部反映：距离远了，啥都不方便
了，虽然干休所的同志经常打电话问
候、来巡诊送药，但总感觉组织离我们
远了。

“老干部们的心声就是我们服务的
方向。”干休所领导与上级单位积极沟
通，最终决定把干休所一处建于 50年
代的公寓住房作为服务站办公用房。
干休所抽调精干力量成立整修工作小
组，认真研究施工方案，组织图纸设计，
集中对服务站进行了改造和装修。目
前，服务站可提供医疗卫生、就餐订餐、
娱乐活动等服务，成为老干部们欢聚的
场所。

辽宁省军区某干休所

贴心举措服务保障离退休老干部

本报讯 何涛、艾哲报道：一条条
鲜艳醒目的条幅悬挂街头；一句句言简
意赅的国防警语鼓舞人心；一堂堂精彩
生动的民间讲堂感染观众……10月中
旬，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一场以国防
教育为主题的活动在各单位全面展
开。这是该区实施国防教育“六进六
入”工程带来的效果。

近年来，双清区通过实施国防教育
“进媒体、进网络、进橱窗、进讲堂、进活
动、进行动，入机关、入学校、入景区、入
企业、入社区、入乡村”的“六进六入”工
程，多渠道、深层次、宽领域拓展国防宣
传教育载体，推进国防教育覆盖全社

会，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
推动了全民国防教育的深入开展。

同时，该区把区、乡镇党委、政府
机关作为国防教育重点，将国防教育
纳入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纳入党校
轮训计划，纳入年度综合考核项目，每
年利用“八一”建军节、常委议军会、党
管武装述职会组织干部专题学习，体
验军营生活。该区还把开展国防教育
与弘扬企业精神结合起来，在企业较
为集中的地域和企业内部设立国防教
育宣传橱窗，在条件成熟的企业建立
武装部；组织老战士、老党员、老模范
深入学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区人武

部党委委员每年分组分批下到全区各
中小学，开展国防知识讲座，培养学生
爱党、爱国意识；该区与市旅游局协调，
依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双清公园、东
塔公园等红色教育基地或当地知名名
胜景区，宣传国防知识，每年接待来自
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近20万人次。

“六进六入”工程，激活了该区国防
教育的一池春水。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以来，全区悬挂国防教育横幅、条幅200
多条次，印刷国防教育知识宣传手册
15000余本，开展民间讲堂 70余次，为
当地学校、企业开展军训 20余次，极大
增强了市民的国防观念。

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创新手段拓展国防教育宣传渠道

“六进六入”实现人员领域全覆盖

本报讯 孙东峰报道：10月 24日
下午，上海市崇明区领导干部来到区
人武部参加“军事日”活动。活动中，
区委、区政府领导身着迷彩服，详细
了解了上海市的防空态势，听取教官
讲解 57高炮操训基本操作，在分组高
炮操训中精确打击假设空中目标，完
成了模拟射击课目。该区人武部领导
介绍，开展“军事日”活动，对增强领导
干部国防意识和国防信念、密切党政
军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上海市崇明区

组织领导干部过“军事日”

本报讯 李国涛、李小彬报道：“爷
爷张远忠在一次战斗中，腰部中弹，他
坚持不下火线，忍着剧痛和战友们英勇
杀敌……”近日，在西藏山南军分区组
织的“讲先辈战斗故事、讲红色经典故
事”活动中，上等兵张晨阳登台讲述爷
爷参加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故事，赢
得官兵雷鸣般的掌声。

该军分区领导介绍，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他们引导官兵以革命先辈为镜，
围绕“问一问，有没有勇气像先辈那样
亮剑疆场；想一想，有没有底气像先辈
那样决胜战场”等主题展开讨论，并发
动参战老兵后代，广泛开展“讲先辈战
斗故事、讲红色经典故事”活动，重温烽
火岁月，砥砺戍边斗志。

一次讲述，就是一次心灵和时空
的对话。某边防团“二等功臣连”战士

蔡明阳的爷爷蔡生康曾在抗美援朝战
斗中，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轰炸，胸
口、手臂多处受伤，但他誓死坚守阵
地，荣立战时二等功。

爷爷的光辉事迹激励着蔡明阳从
军报国，新兵下连时蔡明阳主动申请
来到巡逻最苦最险的连队，入伍 9年
来，他先后 38次走上生死巡逻路，3
次与死神擦肩，2次荣立三等功，3次
荣获优秀士兵。讲台上，蔡明阳动情
讲述爷爷的战斗故事，让战友们深受
鼓舞。

活动当天，共有 20余名战斗老兵
后代走上讲台，讲述父辈爷辈曾经浴血
奋战的英勇故事。先烈先辈的故事，在
雪域卫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一致表
示，要传承好红色血脉，接过英雄手中
的枪，矢志戍边卫国。

西藏山南军分区

先辈战斗故事砥砺官兵戍边斗志

走 进 英 模 民 兵 连 队

十 月 的 毛 乌 素 沙 漠 ，一 派 寂
静。记者驱车前往位于沙漠南缘的
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一路上欣
赏着一排排郁郁葱葱的杨树和樟子
松。很难想像，几十年前，这里还是
茫茫沙海。

补浪河乡地处沙漠腹地，20世
纪70年代，全乡 80％的土地被荒沙
吞没，一年四季风沙不断。近百公
里的风沙线上，除了星星点点的骆
驼 刺 ，几 乎 见 不 到 绿 色 。 沙 夺 良
田，沙进人退，许多人迫于生计远
走他乡。

1974年 5月 14日，为了改变恶
劣的生存环境，54名平均年龄只有
18岁的女民兵积极响应“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的号召，以消除沙害、绿化
家乡为己任，在风沙侵蚀最为严重的
补浪河乡黑风口安营扎寨，开始了搏
战风沙的艰难历程。

在沙漠种树，何其困难！同行的
榆林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周拥军
介绍，在沙地挖个三尺见方的坑往往
要耗时近半个小时；树苗刚刚栽下，
一场大风刮过，就被风沙淹没……民
兵连的姑娘们住柳笆庵子、吃苦苦
菜，硬是靠人拉肩扛，在毛乌素沙漠
上织出一片绿色——推平沙丘 800
多座，营造防沙固沙林带33条，治理
荒沙 14400亩，开辟出 2万多亩沙漠
绿洲，使昔日寸草不生、人迹罕至的
荒漠焕发勃勃生机。

记者来到一片杨树林，10余名
女民兵正在进行冬季到来前的树木
例行管护。周拥军指着一位正在给
大树打杈的女民兵说：“她就是民兵
连连长席彩娥，她家几辈都是治沙连
的民兵。”

席彩娥的姑奶奶席永翠，是治沙
连的第2任指导员，她的姑姑和姨妈
都是从治沙连走出去的女民兵。受
先辈们的熏陶和影响，2013年，席彩
娥退伍后，毅然回到家乡，接过前辈

搏战风沙的大旗，来到补浪河女子民
兵治沙连当了第14任连长。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里的每一
个民兵姑娘都是“席彩娥”。她们听
着治沙连的故事长大，甘愿把青春融
入毛乌素沙漠，成为新治沙连故事的
主角。

如今，除了治沙造林和日常管护
外，民兵连的姑娘们还负责连队展览
馆的讲解工作，向成千上万慕名前来
参观见学的人们讲述着治沙故事，传
播着“治沙精神”。

离开的时候，落日西斜。记者回
头望去，高大挺拔的杨树矗立营区两
旁，就像治沙连的姑娘们一样，默默
扎根大漠，数十年如一日地用传承和
坚守，让绿色向大漠深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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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过去，，战士从河坝凿冰取水战士从河坝凿冰取水。。
如今如今，，宿舍内装上饮水机宿舍内装上饮水机。。

日前，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四
连 官 兵 对 防 区 内 某 山 口 进 行 巡
逻。巡逻道路艰险万分，官兵同
甘共苦，用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
戍边卫国。图为官兵翻过冰川时
携手互助。 武金多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