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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守
扎 根 大 漠 22年 ，“ 魔 鬼

城”里凿出窑洞派出所

当游客走进雅丹“魔鬼城”，看着那一个个
惟妙惟肖、似猛兽怪禽的风蚀山岩，一定会为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震撼。那些重峦叠嶂，又
活脱似绘画大师笔下的丹青，无论从哪个角度
看都自成一景。

五彩斑斓的景色背后，却藏着李生寿22年
默默付出的青春。

1998年初，李生寿因工作需要，从家乡敦
煌市人武部调任敦煌市公安局红十井派出所
担任所长，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建所之初，民
警们工作、生活全都窝在只有几平方米的帐篷
里。“早上一睁眼，身上一层沙。锅碗随风去，
帐篷开了花。”李生寿作的打油诗就是他们所
处环境的真实写照。

一天，李生寿凝望着雅丹，回想起自己当
兵时在贺兰山挖国防工事的经历，突然脑洞大
开——何不依附山体开凿窑洞，不仅能挡风沙，
还冬暖夏凉。说干就干，李生寿带领所里民警，
在工作之余动手开凿窑洞。由于地质钙化，不
能用炸药炸，他们只能用铁镐一点点刨；没水没
电，就撑着煤油灯、喝着咸水。历时 5年，他们
硬是凿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窑洞派出所。

“做人要像骆驼一样，沉着坚韧、吃苦耐
劳、甘于牺牲奉献。”5年的军营锤炼，在李生寿
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在贺兰山当兵时，
他身材魁梧，从不惜力，别人扛一袋水泥他扛
两袋，别人跑一趟他跑两趟。每天十几个小时

的高强度劳动，李生寿从不喊苦喊累。施工期
间，李生寿光荣入党，还荣立三等功。

坚守大漠，李生寿身上的军人特质一样也
没丢。2013年的一个傍晚，为了给即将完工的
窑洞挂上派出所标牌，李生寿爬到20米高的顶
部。突然，墙体轰然倒塌，他也跟着跌落下来，
顿时陷入昏迷中。在同事的紧急救治下，李生
寿昏迷了半个小时才醒过来，动了动，发现自
己手脚完好，只说了一句，“没事，继续干！”

“当时条件有限，挖起来特别费劲，虽然建
成的窑洞只有40多平方米，但是我们每个人都
很兴奋，因为这是我们的新家！”回忆起当初建
窑洞，李生寿依然历历在目，“有了家，我们就
算真正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了。”

随着后来的不断开挖，窑洞派出所已经逐
渐扩大到260多平方米，不仅通了水电，警务设
施、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如今的窑洞派出
所，就矗立在雅丹世界地质公园内，不仅成为
景区的一道风景，还成为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22年来，李生寿先后在红十井派出所、方
山口派出所、雅丹派出所、雅丹公安检查站任
职，这些地方距市区最远的300公里，最近的也
有 180公里。过去，他只能通过电台与外界联
系；如今，沙漠公路修到了派出所门口，从敦煌
市区过来只需要2小时。但对李生寿和他的战
友来说，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坚守和责任。

责 任
与死神擦肩而过，死亡线

上救回21条生命

罗布泊环境恶劣，时而风沙肆虐，时而

大雪弥漫，坚守在这里随时可能面临未知的
危险。

有一次，李生寿和战友出去采买，中途车
辆抛锚，原地等待救援，却始终没有见到任何
人的身影。无奈之下，他们决定徒步前往 40
公里外的雅丹。中午戈壁滩上的地表温度高
达 70摄氏度，没走几公里，他们的鞋底和鞋帮
就分了家，只能把衣服裹在脚上继续走。口
渴难耐，他们徒手往地下挖，挖了一米多，地
表才慢慢渗出一点水。“特别咸，但是可以救
命。”李生寿回忆道，他们喝咸水、吃草根，坚
持到第 5天，总算遇到一个上矿的车辆，把他
们送去了医院。

李生寿说，在那5天时间里，除了身体上的
伤痛，最难受的就是心底里的绝望。茫茫荒
漠，很容易迷失方向，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
算，将孩子托付给同行的年轻战友，希望战友
能活着出去帮忙照顾。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让李生寿至今难
忘。但更让他自豪的是，22年来，和战友一起
饮风餐沙、爬冰卧雪，一次次冲进“死亡之海”
罗布泊，共参与探险遇难救助任务168次，从死
亡线上救回21条鲜活生命。

罗布泊每年吸引着大量的科考工作者、探
险者。多年前，科学家彭加木的失踪和探险家
余纯顺的遇难，更为这里披上了一层神秘面
纱。很多游客来到雅丹后，尝试脱离景区大
巴，徒步进入雅丹纵深，探险人员失踪、求救的
情况时有发生。

一次，一名陕西籍游客嫌坐车游玩不尽
兴，悄悄离开团队，独自走入雅丹 400平方公
里的待开发区。强磁场让指南针无法正常运
作，他走着走着便迷失了方向。更糟糕的是，
一场沙尘暴不期而至。接到游客求救信号

后，李生寿立即组织派出所民警前往救援，在
能见度不足 10米的恶劣天气下，民警们展开
拉网式搜救。从下午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他
们终于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游客，紧急送往医
院救治。

还有一次，来自嘉峪关的一位探险者骑
着摩托闯进罗布泊，之后便杳无音讯。3天
后，着急的家人报警求助。狂风肆虐中，李生
寿和同事开车艰难地搜寻了两天，都没有找
到探险者的身影。返程途中，他们无意间看
到一个低洼处，有一片白布条迎风飞舞。走
近后发现，正是那位探险者。当时，这名探险
者躺在地上，几乎没有了生命体征，白色外套
被风吹得扬起。李生寿和同事紧急施救，探
险者终于有了微弱的气息。

一个月后，恢复健康的探险者专门来到雅
丹派出所，还带了方便面、水和 1万元钱，以感
谢李生寿的救命之恩。“我们派出所缺水，谢谢
你啊。”李生寿笑着留下水，其余的一概婉拒。

初 心
从军装到警服，为民服务

的初心始终不渝

“当兵保家卫国，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从
警守护人民安全，我们是人民的警察。”对李生
寿来说，从战士到卫士，虽然“战场”转移了，但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作为雅丹公安检查站站长，李生寿带领
民警管好边、守好圈，不让一个问题人员、车
辆、物品从眼皮子底下溜走，织就了一张安全
过滤网。

2014年初，上级收到举报，距离检查站不
足 80公里处的罗布泊咸水泉矿区，有人私造
炸药。接到指令，李生寿带领检查站全体警
员冒着 8级大风，严密防守卡口，通过围追堵
截，一举摧毁私自制造 20多吨土炸药的不法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65名，有力维护了辖
区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在担任雅丹公安检查站
站长以来，李生寿带领民警设卡追逃、救助支
援，办理各类刑事案件 68起、治安案件 226起，
抓获各类逃犯 22人，检查出入罗布泊车辆近 3
万辆，检查过往人员5万余人次，收缴各类管制
刀具113把，为边界稳定、矿区安全和景区秩序
作出突出贡献。

双肩扛起如山使命，内心对家人深感亏
欠。2011年 12月，李生寿 80多岁的父母同时
病危，想见他最后一面。那时，李生寿正坚守
在罗布泊咸水泉地区，因为远离市区、通信中
断，父母未能如愿，带着遗憾离世。李生寿坦
言：“无论是为人子、为人夫，还是为人父，我都
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2016年 9月，李生寿的女儿生孩子，由于
难产大出血且又被感染，从敦煌转到酒泉再
转到兰州抢救，李生寿当时正在寻找从雅丹
走失的游客脱不开身，在女儿最需要的时候
没能陪在身边。直到六七天后找到走失游
客，李生寿才匆匆赶到兰州，此时，女儿已经
转危为安。“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你都不在身
边，难道你就离不开那个雅丹吗？”女儿哭着
质问父亲。

面对女儿的质问，李生寿难过得说不出话
来。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其实不是雅丹离
不开我，而是我更离不开雅丹，因为我的情在
那里，我的魂在那里，我的根在那里。”

甘肃省敦煌市雅丹世界地质公园，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的东南边缘，因怪石嶙峋的风蚀山岩、孤烟看日远的大漠风光远近闻名，更
因神秘“魔鬼城”的传说，成为众多探险者的“朝圣”之地。

处于亚欧大陆风口的雅丹，是我国西部极端干旱区。举目望去，是看不到边际的戈壁沙漠，萧索的风吹过，掀起漫卷黄沙，戈壁滩上
更是寸草不生。这里气候极端恶劣，夏季地表温度最高达70摄氏度，冬季气温降至零下25摄氏度，春秋风力最高达10级以上。

而就在这样的生命禁区，有一位老兵，22年与戈壁大漠共朝暮，用青春年华守卫人民群众安全。他就是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敦煌市公
安局雅丹世界地质公园治安派出所所长兼雅丹公安检查站站长李生寿，民警们亲切地称他为“大漠骆驼”。

丝绸古道上的丝绸古道上的““大漠骆驼大漠骆驼””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李生寿扎根大漠服务人民记事

■白致华 钟东荣 本报记者 肖传金

伎乐飞天、驼铃叩月、西风浩荡……提起
敦煌，有着道不尽的壮美。

早在两千多年前，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
西域，出玉门关，经罗布泊，开辟古丝绸之路。
在神秘罗布泊，多少古人留下足迹，又带着多
少异乡的记忆，商队的驼铃叮当作响，低吟着
岁月的秘密，在大漠深处刻下永恒。古往今
来，文人墨客对敦煌也从不吝惜笔墨，无数传
说将这片荒凉而寂寞的土地变得美丽而传神，

成为众多探险者向往的远方。
然而，历经千年岁月洗礼，这里早已没有诗

中盛世的景象，倒是粗砾的风沙仿佛魔鬼一样
呼啸着想将人吞噬。“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
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余秋雨笔下的荒
凉大漠，是老兵李生寿守护了22年的家乡。

李生寿把自己比作大漠骆驼，耐寒又耐
旱。身处茫茫戈壁，最难挨的是寂寞。每当
夕阳西下，游客归去，李生寿喜欢用歌声抚慰

沧桑寥落的关口，把孤独寂寞吟唱成诗。“大
漠孤烟看日远，丝绸古道盾防坚。”正如李生
寿个人诗集《雅情丹心》所言，他把根扎在大
漠，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织就一张坚不可
摧的安全网。

谈起坚守在这里的原因，李生寿的回答质
朴：“自己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了该做的事，
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老兵、一名老民警，就是
要不负党恩，不忘初心。”

与戈壁为伴，与长风同舞，和大漠并肩，
遥望着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聆听着丝绸
古道的驼铃声响，李生寿把人生中最激扬的
青春、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镇守敦煌的边
关事业。

多少个寒来暑往，青春无悔扎根大漠边疆，
多少次梦中萦想，青丝化雪难舍沙岭斜阳……
其实，坚守大漠的何止李生寿，在罗布泊深处
的马兰基地，钱学森、程开甲、林俊德……留给
我们的是一个个不朽的身影、一个个传奇的故
事，“李生寿们”用忠骨丹心诠释“心有大我，至
诚报国”的至高境界。

“您什么时候来的？”“22年前。”“您什么
时候走呢？”“不走了。”面对后辈的灵魂拷问，
现年 58岁的李生寿回答坚定。“如果一棵树太
孤单，我愿意与您并肩而立。”年轻的民警以李
生寿为榜样，矢志扎根大漠，“大漠骆驼”的精
神在传承……

你向往的远方，是我守护的家乡
■单慧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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