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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9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投向
西藏军区最西端的昆木加哨所时，哨声
遽然响起。中士王思成翻身而起，迅速
整理内务，收起床上的电热毯。

电 热 毯 ，往 年 只 是 在 温 度 低
于 -20℃ 时 ，拿来应急的“装备”，如今
已经成为哨所的日常标配。

温暖从梦里延伸到现实：加湿器让
房间变得温润，烤鞋器使足底保持干
爽，散热片取代煤炉子，热水器赶走冰
碴子……王思成笑着说：“昆木加再远
也是大电网覆盖的地方，上级做好通电

‘下篇文章’，让昆木加哨兵过上了现代
化生活。”

昆木加哨所始建于 1960年，紧靠
阿里地区，离拉萨上千公里，被称为“西
南第一前哨”。哨所海拔4960米，地处
方圆数十公里的无人区，年平均气温不
到 5℃，最低-37℃，大雪封山期长达 5
个月。建哨以来，一茬茬哨所官兵经历
了从点酥油灯到柴油机发电再到光伏
发电等不同的照明时期。

悠悠数十载，各级致力解决西藏艰
苦边远地区“无电、缺电、用电受限”等
难题，电力天路逐渐向雪海云天延伸。
去年 12月，阿里联网工程正式宣布投
运，长明电就此点亮“世界屋脊的屋
脊”。昆木加哨所同步接入国家电网，
正式结束了 60年依靠自我发电、计划
用电的历史。

喜讯之后还有更多的好事。西藏
军区以阿里接通国家电网为契机，持续
解决周边驻军用水、取暖、医疗、如厕等
难题，把电力转化为战斗力。

2月8日，记者来到昆木加哨所时，
碰见炊事班长刘阳带着战士们卸载年

货。一卡车的食材，大家前前后后忙活
了快1个小时。

“这么多食材怎么储存？难道有特
大号的冰箱？”带着疑问，记者走进哨所
炊事班，跟随战士循着厨房找了找，见
到了专门储存主副食品的大冰箱。“这
不快过年了嘛，连队就多送了一些给
养。刚配发的冰箱不仅容量大，而且保
鲜效果好。”刘阳高兴地说。

谈及哨所的饮食保障，服役 10年
的上士佘逊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在
没有通电之前，哨所的食材只能储存在
地窖。有一年寒冬，雪一场接一场地

下，把昆木加哨所围困成了一座孤岛，
菜窖里的蔬菜冻得像石头，拿出来解冻
后又化做一摊水迹。即便省吃俭用，还
是没挺几天，最终也只剩下几箱罐头。

“几天罐头吃下来，大家只觉得一阵阵
反胃。”佘逊叹气道：“那时候不比现在，
运输车辆上不来。”

如今这样的遭遇不再有。近年来，
随着西藏军区加大对边防一线基础设
施建设，昆木加哨所接通了国家电网，
公路也修到了营区。

“现在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佘逊话
锋一转，“如今巡逻有全地形履带式巡

逻车，哨所菜谱日日有变化，电热毯等
大功率电器可以正常使用，这一切都离
不开国家的发展和党的关心！”

搭乘国家发展的快车，过上现代
化生活的不只昆木加哨所。2月 3日，
记者走进海拔 4700多米的“里孜戍边
模范连”，结束巡逻归来的 5名战士正
在高压氧舱进行调养。“随着‘电力时
代’的到来，上级配发的高压氧舱终于
可以派上用场了。”军医樊岩指着高压
氧舱说，“它的压力环境可以模拟海平
面的标准，在密闭空间内氧气浓度可
达到29%，能有效预防肺水肿等急性高
原病，定期使用可以降低患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

“打通一条线，带动一大片。”目睹
国家电网“拐”进营区，某边防营营长
余万红喜出望外。他介绍说，以前因
为使用发电机电力不稳，边防监控系
统时常断线，给观测侦察带来极大的
困扰。现在不同了，观侦装备全时在
线，现在可以全天候、全时段、全地域
持续监控，第一时间发现和处置各类
情况。余万红直言，大电网到来，犹如
雪中送炭，官兵们终于可以玩转“十八
般兵器”。

记者了解到，某边防团近日还开展
了“军营好声音”评选。原来，随着“电
力时代”的到来，为丰富官兵业余文化
生活，上级配发了新式点歌机，连队又
自主建成军营唱吧。

高效保障暖兵心，大电网带来的温
暖直达每一名戍边官兵的心中。大家
纷纷表示，接通国家电网后，驻防条件
改善，官兵生活有了大变化，大家更有
信心建功边疆、守好边防。

西藏军区做好边防哨所接入国家电网“下篇文章”—

西陲哨所，官兵体验“电气化”
■本报记者 晏 良 通讯员 邬 军

连通大电网后，昆木加哨所购置一批新电脑，方便官
兵与亲人视频通话。 晏 良摄

近日，安徽省六安军分区领导带队来到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柘林镇，为荣立二等功
的杨飞送来喜报。杨飞也随送喜报的队伍回
到家乡。

杨飞是六安军分区的四级军士长。2020年
7月中旬，他在六安固镇参加抗洪抢险。驾驶
冲锋舟连续奋战48小时后，困倦不堪的杨飞颈
椎疼痛难忍，想躺下休息一会，但又怕人叫不
醒，就找了一个矿泉水瓶，一端支撑在冲锋舟
上，一端顶住自己的头部。就这样，这张“瓶倒
即可醒”的照片“火了”，杨飞也成了勇战洪魔的

“网红”，被大家称为“最美睡姿”抗洪战士。
杨飞家里以船为家，他 10岁时就学会了

开船。1998年九江抗洪战斗中，他目睹了抗
洪战士舍身挡水的场景，8年后参军来到六安
军分区。军分区政委黄体沈说：“每一次救援
行动，杨飞都是主力和先锋。”在去年抗洪抢

险中，杨飞驾驶冲锋舟奋战 3天 3夜，救援群
众500多人，因此荣立二等功。

正值春季征兵宣传高峰期，在永修县人
武部的协调下，送喜报的路线特意选择柘林
镇热闹繁华、人群集中地段。穿过镇农贸市
场时，百姓夹道欢迎，为二等功臣之家点赞。

“这个崽好啊，为村里争光了。”一位老婆婆告
诉记者，她也要动员读大学的孙子去当兵。

杨飞的哥哥杨超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
村民兵连长。他说：“我做征兵宣传工作，都
会说我弟的故事，身边的榜样最有说服力！”

据悉，杨飞将当地政府送上的 3000元慰
问金悉数捐给敬老院后，已返回六安军分区。

图①：杨飞（左二）为侄女讲述抗洪故
事。图②：因为这张“瓶倒即可醒”的照片，杨
飞成了勇战洪魔的“网红”。

柏天敏、本报记者蔡永连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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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又是一年春来到，这个春节不寻
常。虽然“还乡是乡愁唯一的解药”，
但对于军人而言，“万家团圆日，将士
持戈时”，与父母妻儿聚少离多是生活
的常态。尤其是今年春节，在“非必要
不返乡”的疫情防控要求下，许多原本
准备休假与家人团聚的官兵，还有打
算到军营与亲人短暂相聚的军属，纷
纷响应国家防疫号召，选择就地过年、
共同守护安全。

“思念时常有，遇节尤是浓。”军人
对于亲情二字的感受，往往比平日来得
更为浓烈。疫情防控，一头连着安全大
局，一头连着万家忧乐；就地过年，一头
连着军营哨所，一头连着军人家庭。白
发高堂是否康健？爱妻幼子是否平
安？衣食住行是否妥善？一年将尽夜，
万家团圆时，依然坚守岗位、挽弓满弦
的军人，一边头顶边关冷月，一边情系
远方家乡。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军人肩
上的责任关系身后的万家灯火，脚下的
哨位连着祖国的万里河山。小家连着
大家，小家暖则大家安；后方影响前方，
后方稳则前方固。从这个意义上讲，家
庭的“小确幸”映照的是为国为民的大
情怀，军属的生活之忧就是军人的后顾
之忧，关爱军属就是关心军人，就是保
家卫国、护佑人民。

“此心安处是吾乡。”军队打胜仗，
人民是靠山，军属的冷暖牵动着各级政
府的心。春节期间，军地各级联合开展

“走访慰问送关怀、爱老助老送健康、家
属就业送帮扶、子女教育送关爱、保障
权益送温暖、尊崇功臣送喜报”活动，走
村入户开展服务，现场解决实际困难。
从口罩、消毒液、中成药品等防疫物资，
到中国结、茶叶、慰问信等特色年货，一
份份“温馨礼包”，一项项暖心举措，进
一步增强了军属的荣誉感幸福感，也更
加坚定了军人守护祖国、守卫安宁的使
命与信念。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
国防是全民国防。”军强则国安，国泰则
民安。春天已经到来，疫情终将过去，
关爱不能停步。军地有关部门应提高
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机
制，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军烈属活动，
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关照、精
神上关怀，切实把稳心举措做到位，把
贴心服务做到位，把暖心关爱做到位。

“群力谁能御，齐心可穿石。”军地合力、
军民同心，风雨同舟、攻坚克难，我们就
一定能汇聚起坚如磐石的制胜伟力，构
筑起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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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春节前夕，辽宁省军区营
院内响起防空警报，机关全体干部、文
职人员带直属队官兵迅速登车，该省军
区冬季野营训练拉开序幕。

年关至，战犹酣。辽宁省军区采取
省军区、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三级
联动，全省平行展开、同步推进的方式
组织冬季实战化野营训练。他们在 3
天内完成 19个训练课目，锤炼严寒条
件下官兵遂行任务的能力。

“人多、面广、内容扎实，是本次训
练的特色之一。”省军区动员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训人员不仅包含
现役官兵、文职人员、民兵、专武干部，
省市国动委成员单位也派出人员参
训。全省14个地市均建立了军地联合
指挥部，宣传、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组
成兵员动员组、经济动员组等 9个组，
协同完成国防动员任务。省军区还成
立 6个训练督导组，分赴各地市，现地
督导检查单位人员参训、指挥所开设、
组织指挥等情况。

“6号车报告，运输车出现抛锚故
障。”机动行军不到半小时，前方就出现

“情况”。“物资转移至备用车辆，车辆维
修分队立即排除故障……”指挥员沉着
应对。原来，-20℃的气温导致电源失
灵，维修人员采取搭载供电方式重启车
辆，行军恢复正常。

翻看训练计划记者发现，与往年不
同，今年的冬训方案新增了核生化防
护、部队过境支援保障、兵员物资动员
等课目，更加符合实战要求。比如 30
公里徒步行军中，不但包括了乡村、山
林等不同路况，还设置了无人机侦察、
疑似爆炸物清除处置等课目。目前，因
冰雪覆盖造成地貌变化，野外按图行进
变得尤为困难，这需要平时扎实掌握识
图用图技能，才能在这样近似实战的环
境下锤炼真本领，官兵们紧绷神经积极
应对、寻求解决办法。

镜头转向各军分区训练现场，情况
设置复杂多变。

“北部战区陆军某部执行任务在我
辖区过境，需要补充油料 15吨。”铁岭
军分区接到为过境部队补充油料的通
知后，迅速在过境部队将要经过的高速
公路附近加油站设置油料补给保障点。

“一辆运输车出现故障，请求支
援。”本溪军分区民兵抢修分队快速赶
到现场，检查故障、更换发动机皮带，仅
用9分钟就抢修完毕。

“我市辽河大桥遭敌空袭，桥梁部
分损毁，务必于明日上午 10时前完成
抢修，保障部队机动过境。”盘锦市军地
联合指挥部立即启动预案，召开军地作
战会议，调阅潜力资源，指挥交通战备
办公室、公路工程保障大队、道路抢修
大队等单位联合应对意外“情况”。

万家团圆时，将士未下鞍。2月 4
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晚上20时，忙了一
天的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吴世杰回到
帐篷倒了杯水，没喝上两口就已凉透，他
感慨地说：“有一种过年叫坚守战位，战
争可从来不会选择时间和天气……”稍
作休息，哨声再响，夜训开始了。

当晚室外气温达到-26℃，呵气成
霜，夜晚的训练场上，闭灯驾驶车队正
小心翼翼地通过满是沟壑的路段，修理
小分队按战术要求摸黑抢修车辆……

全程参与指挥的省军区副司令员
陈军栋说：“这次冬季野外训练，我们本
着‘缺什么、补什么，什么弱、练什么’的
原则，向训练中的形式主义开刀，将战
场设真、情况设险，让参训者走得不顺、
吃得不香、住得不安，增强战胜寒冷、疲
劳、饥饿和恐惧的能力，为遂行战时使
命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挑战“寒将军”
——辽宁省军区冬季实战化野营训练见闻

■本报记者 鲍明建 范奇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