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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哈达布和
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布拉格苏

木（镇）民兵护边员，1968年出生，1986
年加入民兵护边员队伍。

整理人：本报记者 汪娜、特约通讯
员 张成全、徐博荣

在我 3岁那年，也就是 1971年，阿
拉善右旗人武部决定成立一支民兵连，
在牧民中抽调人员到中蒙边境线上巡
逻。那嘎其额么个（外婆）和额吉（妈妈）
积极响应号召，戴上红花来到了阿右旗
距离边境线最近的恩格日乌苏嘎查
（村），成为这里的第一代护边员。

阿拉善地区地处沙漠戈壁，风沙肆
虐干旱少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天上

不过鸟，沙石随风跑。四季一个色，人烟
无处找”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第一代护边员在荒漠戈壁上支起了
帐篷就算安了家，开始了晨牧晚归的护
边生活，那时，人武部给每名护边员配发
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和一个望远镜。我家
负责巡逻的区域从自家草场一直延伸到
边境一线，约 11公里。当时边防官兵
是骑着骆驼巡逻。天刚一透亮，她们便
跟着连队官兵一道出发。休息间隙，连
队战士教额吉射击，帮她熟悉边防法规，
额吉帮助官兵驯化军驼，教他们如何识
沙丘辨方向。

沙漠戈壁地区地势平缓，边境一线
缺少天然屏障，易发生偷越境事件。没
有通信工具，独自巡逻时若发现边情，她

们只能骑着骆驼赶往连队报告情况。
1979年，那嘎其额么个去世，按照她的
遗愿，我们将她埋在了边防线上。从那
时起，额吉独自走上了那条巡边路，寒冬
酷暑从未间断，特别是春、夏两季，为防
止人畜越境，她巡逻的次数更多，有时连
着几天都见不着面。

12岁那年，我第一次跟着额吉走上
这条长长的巡边路，到 8号点位巡逻。
我们骑着骆驼一前一后，一边放牧一边
观察边情。骆驼走路慢悠悠，日头炙烈，
我是又热又渴又饿。自那以后很长一段
时间，母亲拉着我一起巡边，我总是拒
绝。改革开放后，附近的牧民陆续搬到
城镇居住，亲戚也多次劝说，但丝毫没能
动摇额吉守边的决心。

在我眼中，额吉拥有像沙漠胡杨一
般坚韧的品格，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责
任和担当，也越发感到“边防”二字的分
量。1986年，我正式加入民兵队伍，成
为一名光荣的护边员。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护边生活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3年，政府为

我们修建了一条从草场通往连队的砂石
路；1998年，军分区给我们安装了手摇
式电话，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摩托车；
2012年，上级为我们接通了长明电、配
发了手机。为实现情报信息实时共享和
快捷传输，2014年军分区组建了盟、旗、
苏木、边防民兵四级联防信息系统，依托
草原 110信息网，组建升级了无线通
信、微波通信相结合的通信网，实现了边
情报知全覆盖。2014年 3月的一天，连
队接到“有不法人员临边”的情报后，连
长迅速组织边境封控，我和战士们携带
微光夜视仪和武器，潜伏在一处临边必
经路口，经过一个昼夜的蹲守最终将 4
名私挖采盗人员抓获。由于多次完成任
务出色，2018年，我家被阿拉善盟表彰
为“优秀居边护边堡垒户”。

如今，女儿结了婚，儿子也快大学
毕业，有人和我说：“你可以退休了，跟
女儿一起住到城里去。”可我不这么想，
我的这辈子早就和这条边防线连在了
一起，只有走在巡逻路上，我的心里才
踏实。

一顶蒙古包就是一个流动哨所，一个牧民就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内蒙古阿拉善
军分区民兵护边员哈达布和一家三代守边护边49载，在边境线上书写壮美诗行—

一条巡边路 三代戍边情

晨曦初露，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
巴边防连官兵和民兵护边员整装出发
了。这天，他们要对中哈边境2号界碑
开展边境勘察。

通往 2号界碑的巡逻路长达 40公
里，路上遍布悬崖峭壁、激流达坂，出发
前，连队挑选了2名经验丰富的护边员
参加此次勘察任务。

刚一出发，护边员哈兰别克主动
请缨：“这次巡逻，请让我来打头阵！”
护边 12年，他对防区地形地貌了然于
胸。原始森林地势起伏多变、树枝纵
横交错，只见他一会儿屈身，一会儿仰
躺在马背上，成功避让阻拦在路上的
障碍物。

在他身后，第一次参加长途巡逻的
上等兵杨鸿就没那么幸运了。刚低头
避开一根树枝准备起身，迎面又冒出一
根粗粝的树杈，没等他反应过来，脸上
已剐出一道血印。

“已经很不容易了。”同行的边防连
翻译、维吾尔族战士祖侬说，有一年，时
任连队副指导员汪洋带领巡逻队前往
那仁草原探路，路过这片森林时，只见
军马走了出来，迟迟不见汪洋的身影。
因为缺乏经验、避让不及时，竟被刮倒
在地。

巡逻途中，草木葱茏但人迹罕至，
官兵时常会受到来自哈熊、野狼等野兽
的威胁。

当晚，巡逻队组织野外宿营。搭建
帐篷、架锅煮面、生火晾衣，正忙活时，
捡柴回来的杨鸿突然惊呼：“那边有哈
熊脚印！”

距离帐篷不到 50米处，一串比成
人巴掌还大的脚印延伸到森林深处，哈
兰别克观察后说：“是头成年哈熊的脚
印，脚印没干，应该是这两天刚留下
的。”虽然官兵携带着武器，但如果真的
碰到哈熊这类国家保护动物，还是不能
使用。大家决定将篝火分成四堆燃烧
在宿营地四周以驱赶野兽。

次日一早，天刚蒙亮，巡逻队员便
收拾行装朝着 2号界碑继续进发。翻
过一座悬崖后，官兵抵达通往2号界碑
的最后一道“天堑”——那尔森河。尚
未抵近河边，巨大的水流声就已经让人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勒紧马头！后一匹马头紧贴前一
匹马尾，跟紧咯！”哈兰别克率先蹚到河
中探路，河水很快没过了马腹，队员的
马靴整个浸泡在冰冷的河水中，湍急的
河水冲得军马左支右绌，军马一步一趔
趄地走向河对面。突然，一股洪流从山
上倾泻而下，战士祖侬被浪头从马背打
落到水中。

大家伙见状一边高呼他的名字，一
边沿河搜索。几分钟后，在下游 30米
远的地方露出半个人影，只见祖侬一边
用手抓紧树枝，一边奋力往岸边靠拢。
队员连忙跑到跟前，将他拖拽到岸上。
祖侬拍拍胸脯直喘粗气：“这下可把河
水吃了个饱。”

到达目的地后，巡逻队员在2号界
碑附近勘察、检迹、合影留念。临行前，
官兵自发站成一排，向界碑敬了一个庄
严的军礼……

上图为官兵穿越森林。徐明远摄

“这次巡逻，我来打头阵！”
■徐明远

近日，《解放军报》刊发了一篇题
为《下连 2个月，和平积弊从哪来？》
的报道，说的是某单位及时纠正新兵
参与和平积弊自查问题的事，正如该
旅干事王子政所言：“新兵哪儿来的
和平积弊，纯属胡闹！”

分析新闻背后的原因我们不难
发现，出现新兵自查和平积弊的问题
各级都有责任，一是上级部署工作时
图省事，打着“全员全域、不留死角”
的旗号，搞“一刀切”，不管“药方”对
不对症，先开“药”再说；二来下级接
到通知后，明知不妥却装糊涂，“照单
吃药”，不问疗效。

俗话说“一病百方”，指的是医
生治病开方，不能简单根据病名施
医用药，必须把具体症状作为诊断
依据，准确选用不同方剂对症下药，
才能药到病除。同理，建立自查问
题台账实为纠治和平积弊的好办
法，但不问情况、不分类型，简单复
制在新兵身上显然无用处，只能是
形式主义。

“一病百方”，对症才能出疗效，
工作落实要因地制宜方能落地踩
实。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
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
中月。当前，我军正处在改革强军的
关键时期，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亟
待落实，不落实不行，不抓紧落实不
行，落而不实同样不行。倘若只是简
单的照单抓药，药不对症、招不得法，
再宏大的目标、再伟大的蓝图都会因
此耽搁延误。

每个单位既存在一般共性问
题，更有自身独特、具体的个性问
题，应立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
时、因地、因人制宜，探寻行之有效
的落实方法和工作路数。解放战争
初期，在苏中地区指挥斗争的粟裕
坚持从苏中地区实际情况出发，灵
活执行党中央决策指示，指挥华中
野战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依据敌
情变化不断调整战斗策略，取得了
解放战争以来第一场大规模作战的
胜利，留下了“苏中七战七捷”的经
典战例。

兵 法 云 ：“ 兵 无 常 势 ，水 无 常
形 ，能 因 敌 变 化 而 取 胜 者 ，谓 之
神。”军队打仗必须实打实，综合敌
情、我情和战场环境，因地制宜指
挥战斗。推进军队建设也应当多
谋“一病百方”，搞清楚工作任务的
标准要求、摸清楚具体单位的形势
状况、分析厘清工作重点，科学划
定对象范围，采取高效可行的办法
措 施 ，在 过 程 控 制 中 实 现 精 准 落
实，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军队
的部署规划落地生根，不断积蓄胜
战优势和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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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老师画的红军战士，我特别喜
欢。”江西省信丰县万隆中学七年级学生温珍
鸿对她的作业本爱不释手。笔者翻阅她的历
史作业本看到，八路军战士、特战队员……一
幅军旅漫画搭配一句暖心评语点缀其间，
成为备受学生欢迎的“收藏品”。

漫画的作者是万隆中学历史老师王
小军。谈起用画漫画的方式批改作业的
初衷时，王小军多次提到他的爷爷。“爷爷
是一名老兵，小时候，他喜欢和我们讲战
斗故事，只要一开讲，里里外外能围上好

多小伙伴。退役几十年，他仍以军人标准
要求自己，笔挺的身板、一丝不苟的着装，
这些对我的影响很深。我想把军人身上
吃苦耐劳、勇争第一的精神通过漫画的方
式告诉我的学生，努力学习，争做一个对
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王小军个性化的作业批改方式迅速走
红朋友圈，受到学生的欢迎，也收获了同行
的好评。“不仅拉近了和学生的距离，更对
培塑学生的国防观念起到了潜移默化的
作用，我们为他点赞。”校长赖腾明说。

作业本里的国防情
■李史萍 刘宗炎

本报讯 王士刚、沈俊华报道：7
月 4日，对于退伍士兵刘星武来说，是
个特别的日子，他早早便来到河南省
漯河市公交公司擦拭车辆，今天他将
驾驶“拥军先锋号”公交专线开启新的
旅程。据公交集团总经理王克喜介
绍，新开通的 115路“拥军先锋号”公交

专线司乘人员全部由退伍士兵担任。
漯河市驻军部队较多，一些单位营

区 距 市 区 较 远 ，官 兵 及 家 属 出 行 不
便。年初，漯河市双拥办联合市交通
运输局、公交集团推出《漯河市支持国
防尊崇军人工作合作方案》，决定在原
115路公交线路基础上新配备 30列“拥

军先锋号”纯电动公交车，在 5个驻军
单位周边增设新站点，专线驾驶员在
优秀退役士兵中进行选拔并组织技能
培训。

新划定的 115路公交线途经多个
驻军单位，现役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
持拥军卡免费乘车，同时，公交公司还

将根据驻军单位需求推出专车接送服
务,方便官兵便捷出行。“以前进城只能
提前约车，来回一趟花费近百元。现
在乘坐‘拥军先锋号’进城，既快捷又
省钱。”现役干部刘国利的爱人姬冰心
开心地说。笔者登上公交车，浓厚的
拥军氛围扑面而来：车厢里设置了军
地英模画像灯箱、墙上粘贴着征兵宣
传 画 、LED显 示 屏 滚 动 播 放 强 军 标
语。“光辉军史、英模精神、强军之路、
将帅风采……每趟专线都打造了特色
主 题 文 化 ，只 为 营 造 浓 厚 的 拥 军 氛
围。”王克喜说。

自 2014年漯河市推出“退役士兵
定向培训 A3驾驶证”服务以来，已有
195名退役士兵拿到驾驶证，进入公交
集团工作。

“拥军先锋号”公交专线开通了
驾驶员全部由退伍兵担任 驻军营区周边增设5个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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