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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

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的

《出塞》抒发了古代戍边人的家国情怀和爱国

之志。今天，在绵长的边境线上，护边员心系

国防，无私奉献，同样令共和国铭记。

护边员是军民合作开展边境防卫的重要

成员。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新疆、西藏等

地就出现了义务护边员的身影，他们在最艰苦

的边境地区默默守卫着国境安全。从2009年开

始，护边员开始有组织、有规模地发展起来，如

今，护边员队伍成为守卫边境的一支重要力量。

护边员大都是当地居民，长年扎根边疆，

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熟悉

当地气候环境，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是真正

的边境“活地图”。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

方人，护边员对每寸土地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有着厚重的家国情怀，所以说一些护边员既

肩负起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重任，也

主动担负起一名“边防战士”的重担，无怨无

悔地守护着祖国边疆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我们从护边员身上看到了那种代代相传

的民族精神、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这种精神

和情怀是值得学习和传承的。我们的国防是

全民国防。全民的国防、全民的使命、全民的

责任、全民的担当，全民都要强化国防意识、

增强国防观念，全民都要关心国防、热爱国

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只有如此，国家才

能不断发展进步，国防才能不断强大。

回过头讲，护边员毕竟不是真正的军人，某

些方面的能力素质上与边防战士相比还有一定

的差距。因此，部队应不断加大对护边员能力

素质的培养，使他们熟练掌握民族政策、国防法

规和军事技能，确保他们遇到情况能够快速、合

法、有效处理。护边员要发挥自身亦军亦民的

双重身份优势，广泛在生活区开展国防知识宣

传，提高边民的国防观念和边境安全意识。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

剑，直为斩楼兰。”国家无战事，边关有军情。

对于边防军人和护边员来说，边境永远没有

和平时期，时刻枕戈待旦，随时应对敌情，这

是边防人面对的常态境况。硝烟未起、狼烟

常在，边防人牢记职责、不辱使命，用赤胆

忠诚书写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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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边员：祖国边境线上流动的界碑
■■刘 慎 孔祥萌

在去冬古拉玛山口漫长的巡逻路上，有
一座不挂牌、没有围墙的“特殊兵站”。巡逻
归来的官兵都能在这座“特殊兵站”吃到女
主人布茹玛汗做的可口饭菜，大家亲切地称
她为“巡逻路上的妈妈”。

每天清晨，和所有柯尔克孜主妇一样，
布茹玛汗生起炉火，为家里准备早饭。吃
过早饭后，她就揣上备好的干粮出门巡
逻。上世纪 60年代初，19岁的布茹玛汗便
跟随丈夫来到中吉边境的冬古拉玛山口戍
边守防，并成为新疆首批、唯一一名女性义
务护边员。从那时起，独闯大山便成了她
的家常便饭。

冬古拉玛山口海拔 4200 多米，山顶积
雪常年不化，山间气候复杂多变，泥石流和
暴雪时有发生。有一年 7月，时任边防连连
长胡红利带着 7名战士到冬古拉玛山口巡

逻。途中天气陡变，倾盆大雨瞬间泼了下
来。经过 8天巡逻的官兵又冷又饿，只好在
老乡废弃的马厩里躲雨。到了后半夜，站岗
的哨兵发现，有两名不明身份人员正向队伍
靠近。大家立即警惕起来，当人影走近时，
哨兵才认出是布茹玛汗和她的儿子。

原来，巡逻队伍临出发前，胡红利曾与
布茹玛汗通过电话，按计划他们将于 8天后
到她家做客，一起庆祝“八一”建军节。这天
下午，布茹玛汗准备好饭菜，可迟迟不见官
兵的身影，便预料到官兵可能遇到意外，当
即决定与儿子冒着大雨去找寻官兵，终于在
凌晨时分找到筋疲力尽的战士。布茹玛汗
心疼不已，赶忙拿出一直揣在怀里的馕一一
递到大家手中。看着浑身泥水、白发上凝着
冰碴儿的布茹玛汗，官兵感动不已。从此，
她就成为边防战士心中的母亲。

布茹玛汗向笔者回忆到，在自己很小
的时候，当时连队有一位浙江籍战士叫罗
齐辉，在巡逻时双腿冻伤，情况十分紧急，
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可能会落下残
疾。情急之下，战士们把罗齐辉抬到了她
家附近的毡房，她妈妈二话没说，一把将罗
齐辉的双脚拉到自己怀里暖着，还让家人
宰杀了一只小山羊，取用新鲜的羊血为罗
齐辉擦揉双腿，这种柯尔克孜族民间治疗
冻伤的土法子最终保住了战士的双腿。布
茹玛汗说：“我的母亲经常告诉我，我们和
边防战士是一家人，一定要相互帮助。”她
始终谨记母亲的教诲，长大后如愿成为一
名护边员，而如今，她又将接力棒传递给了
自己的儿子……

千里冰封边防线，风雪归来戍边人。56
年的护边岁月里，布茹玛汗记不清救治过多
少冻伤、摔伤的官兵。官兵平时巡逻到她家
歇脚，她总是嘘寒问暖、跑前忙后，为大家烧
一壶奶茶、送几双棉袜。

布茹玛汗总是说：“ 在边境地区做一名
护边员是一件荣耀家族的事情，能当上护边
员，这辈子活得值了。”

当一名护边员，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一条 20余公里的巡逻路上，铺满了刻
有“中国”字样的石头。这些石块大小不一、
形状各异。连长彭虎介绍说，这些作品全部
出自护边员马塔郎·木沙之手。

马塔郎告诉笔者：“别人可能感受不到，
但是我们整天都在祖国的边边上，巡逻路上
能看到刻有‘中国’字样的石头，心里就热乎
乎的。”

数年前，马塔郎在铁列克山口下放牧
时，突遇暴风雪袭击，羊群被吹散，自己也从
马背上跌下来摔伤了腿，还迷了路。就在他
几乎绝望的时候，漫漫雪地中一块刻有“中
国”字样的石头引导他找到了正在执勤的边

防官兵。在边防官兵的帮助下，马塔郎不仅
脱离了危险，还找回了走失的羊群。

获救后的马塔郎从此就在放牧之余，一
笔一画地在大大小小的石块上一遍又一遍
地刻“中国”字样。而这一刻就是 15 年之
久，从未停歇。马塔郎对笔者说，只要是界
碑周围的石块，能搬得动的，他都会刻上“中
国”字样。在他心中，这些“中国石”，既是巡
逻的路标，让大家不迷失方向，更是祖国尊
严的象征。

2005 年，马塔郎经过选拔如愿成为连
队一名护边员。工作越干越起劲，而来自家
庭的阻力也越来越大。由于工作繁忙，家务

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孩子也经常看不
到父亲，妻子因此不止一次和马塔郎产生争
吵。每一次，马塔郎都耐心地和妻子沟通，
他经常对妻儿说的话就是：“好好守边，守好
了，就好比把咱们家看好了。”最终，妻子被
马塔郎朴实的话语与坚定的行为打动了，并
也加入了护边员队伍。从此，在白雪皑皑的
边防线上，时常可以看到马塔郎夫妻共同守
边的身影。

担任护边员 14年来，马塔郎风雨无阻，
每次巡边平均至少要走 20公里的山路。在
他守护的山口，从未发生过人畜越境的事
件。他也因此被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人民政府授予“民族团结模范”“优秀护边
员”“爱国拥军模范”“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
荣誉。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巴郎子(儿子)

能好好上学，毕业了也去当兵。”马塔郎笑呵
呵地说。

巡逻路上，铺满刻着“中国”的石头

一条弯弯曲曲的巡逻路，在雪顶云间
蜿蜒。苏义尼·托合提 2006 年加入护边员
队伍以来，不管天气如何恶劣，都能风雨无
阻巡守边防。他总是说：“只有走在巡逻的
路上，心里才踏实。”

在过去靠山吃山的日子里，苏义尼虽
辛勤劳动，但恶劣的自然条件，让他始终无
法摆脱贫穷的桎梏。然而，贫穷的苏义尼
却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

叶尔捷涅山口位于新疆乌恰县境内，这
里每年一到化雪时节，便极易发生牲畜越
境。有一年，苏义尼正在放羊时，忽然接到
叶尔捷涅山口有数十头骆驼在活动的消息，
他顾不得羊群，飞奔回家里，跨上还没有备
鞍的马就冲向叶尔捷涅山口，待他协助官兵

将骆驼群驱离边境返回牧点时，发现自家本
就不多的羊被狼咬死了两只。

苏义尼默默地收回残破的羊皮，并没
有向连队官兵提及这事，后来，还是连队官
兵从别的渠道知道了这一情况，才想办法
给他补上损失。淳朴的苏义尼笑着说：“我
的羊死了几只没啥，边防的安全才是最重
要的。”

近几年，随着护边员相关管理政策的
完善，苏义尼逐渐摆脱了贫困，他所在的
辖区，护边员数量也从以前的几十人激增
到数百人，新增护边员虽然有着高涨的戍
边热情，但在一些戍边技能上却存在很多
薄弱环节。“一个人干好不算啥，大家都
做好了，边防才能真正稳固，”苏义尼主

动请缨，当起了护边员副队长，在完成自
己戍边任务之余，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策马
往返于各个执勤点位之间，为新入职的护
边员讲解边防政策、手把手教护边技能，
最多的时候，一周就能把辖区边防线走上
一遍。

有人劝他：“干好自己本职的事情就够
了，每天走那么多冤枉路干啥？”每当听到这
样的话语，苏义尼总会回答：“这条路给我们
带来了安宁，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在
这条路上走再多，我也不会觉得累！”

在苏义尼的努力之下，辖区护边员履
职能力很快得到大幅提高，他听到连队组
建护边员党支部的消息后，又一次主动站
了出来。现在的苏义尼已经光荣地成为连
队护边员党支部委员，在卫国戍边的道路
上，发挥更大作用。

走在这条重逾生命的边防线上，苏义
尼动情地对笔者说：“这条路，我会一直走
下去，这片边防，我一定会守好，直到我老
得动不了的那天。”

走在巡逻路上，心里才踏实

“巡逻中遭遇雪崩冲击时，应尽力固定
身体防止被卷走，不能固定，则尽量使自己
保持在雪面上。如被卷走，要尽最大可能活
动双臂作游泳状……”不久前，笔者在享有
“西陲第一哨”之称的斯姆哈纳边防连看到，
护边员卡德尔·卡斯姆正捧着一部厚实的白
皮书给民兵护边员和官兵讲解雪崩遇险急
救知识。

该连连长朱建全向笔者介绍：“卡德
尔戍边几十年，不但练就一身戍边硬本
领，还与官兵一起编写了一本《戍边遇险
急救手册》。”

笔者翻开《戍边遇险急救手册》，巡逻路
上哪里易发泥石流、哪里会产生雪崩、哪里
时常有野狼出没，每个时节会发生的各种险

情以及应对的预防急救措施，应有尽有、一
目了然。

据了解，卡德尔所负责的边防线平均海
拔 4000 米以上，山高路险坡陡、气候无常。
但对于卡德尔来说，这些险途就像自家门前
的羊肠小道，复杂危险但却轻车熟路。

记得有一年，卡德尔巡逻至乌孜别里山
口东段的一处山谷小道时，左侧雪坡上突然
发出一阵巨响，卡德尔的心顿时一紧，这是
雪崩！他立即转身狂奔，但还是被汹涌而来
的雪浪掀出几十米，埋进两米深的雪窝。幸
好卡德尔手里还死死拽着爬山时用的木棍，
他拼尽全力将头上的雪层捅了一个小洞，慢
慢爬出雪窝捡回一条命。当晚，卡德尔整整
一宿都没合上眼，他心里想的是，走了这么

多年的巡逻路，自己都差点丢了命，更何况
那些入伍不久的年轻战士呢。为了避免危
险降临到戍边官兵身上，他下定决心要做点
什么。

起初，卡德尔在巡逻路上立起危险标
记牌，但标记牌常常被狂风刮走或被暴风
雪掩埋，费了好大劲儿，却收效甚微。后
来，在连队官兵的启发帮助下，卡德尔开始
认真总结自己的戍边经验，用整整两年时
间将一条条道路上复杂多变的险情、急救
经验梳理总结形成了《戍边遇险急救手
册》。有人劝卡德尔只是个护边员，没必要
做这么多，他回答道：“我多一分努力，大家
少一分危险，值得！”

随着《戍边遇险急救手册》越来越翔实，
卡德尔也成了辖区内名副其实的“活地图”，
如今，他除了给巡逻官兵当向导外，还经常
深入连队和牧区讲解避险技巧与巡逻自我
保护知识。每逢新兵下连时，他都会主动来
到连队，向新战士讲解《戍边遇险急救手
册》，并请他们和自己一起写下去。

我多一分努力，大家少一分危险

“不穿军装却甘守边防，不是战士却一心戍边”——在祖国西部绵长的边境线上，有这样一支护边员队
伍，他们被誉为流动的哨兵、有生命的界碑。前不久，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与地方政府部门联合对 20名做出
突出贡献的柯尔克孜族护边员进行表彰。近日，笔者走近其中几名护边员，了解他们的戍边故事。

布茹玛汗·毛勒朵抚摸着界碑上“中

国”两字，思绪万千。

卡德尔·卡斯姆（左）与同伴在巡逻路

上测量脚印，勘察边境情况。

苏义尼·托合提组织护边员分队到边

境巡逻。

马塔郎·木沙（左一）用柯汉两种语言

在石头上描红已刻下的“中国”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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