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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犁协奏，军强民富。边防是国家安

全的一线屏障，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

局部战争的战备前沿。习主席曾强调，要

坚持军民合力共建边海防，统筹边海防建

设和边境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军

政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发挥军警民联防

的特色和优势，坚决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

繁荣发展。这为我们指明了边境地区犁剑

和鸣，强边固防，构筑铜墙铁壁的根本遵

循，更吹响了加速推进兴边富民和边境小

康村工程建设的冲锋号。

“犁”与“剑”,演绎着永恒的历史变奏;

富民与强边,合奏出一个边境地区走向强

盛的激昂乐章。纵观历史，边陲自古以来

就是守边固防的要地，然而，受地理环境和

经济基础等条件制约，往往沦为脱贫攻坚

征程中的“洼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

民国防。“犁”和“剑”作为边境线上的两支

力量，在构筑强大的边防“一线屏障”与兴

边富民行动中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边疆长

久稳固，边境才能稳定发展；边民安居乐

业，戍边劲头才会更足。

然而，犁剑和鸣固边关状态的形成并

非朝夕，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系统

工程。恩格斯曾指出：“许多力量融合为一

个总的力量，就造成一个新的力量。”构筑

强边固防的铜墙铁壁关键在犁剑和鸣，唯

有结合时代脉搏和区域特色，树立起“群力

谁能御，齐心石可穿”的大局观念，不断凝

聚“政事军事均是国事、后防边防就是国

防”的军民共识，才能打通富民与强边统筹

推进、融合发展的“最后一公里”，走好犁剑

和鸣固边关这盘“大棋局”。

近年来，察隅地区积极探索犁剑和鸣

新发展模式，军地协力下好富民强边“一盘

棋”，在深入推进兴边富民和边境小康村建

设工程的过程中，在乡镇村落建设布局上，

将部队和地方整体统筹规划。过去只能依

靠“铁脚板”征服的泥泞巡逻路，现在变得

宽又阔，不仅缩短了官兵巡逻时间，而且有

效提升了边防管控效能，藏乡村民们更是

依托这条“致富路”，将家中晒好的松茸、虫

草运出大山销售，日子越过越红火。

现如今的察隅边境地区形成了“一户

人家就是一个哨所，一个村民就是一个哨

兵”的大边防格局，犁剑合鸣共筑边境家园

的发展模式，正如一株和谐之花，盛开察

隅，硕果盈枝。

富民强边，藏乡村民与祖国边疆共命

运；军民共建，驻军官兵与藏乡村民心连

心。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

键阶段，边境地区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

见的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融则两利，合则

共赢，唯有不断巩固深化犁剑和鸣固边关

的戍边模式，军民齐心构筑起强边固防的

铜墙铁壁，祖国才会更加稳固安宁，更加繁

荣昌盛，更加绚丽璀璨！

犁剑和鸣固边关
■蔡昭洪

旭日东升，晨光温柔地倾洒在察隅河河面

上。具有浓郁藏族特色的新民居鳞次栉比，丝

带般的水泥路伸向远方……

西藏察隅素有“西藏小江南”之称。这些

年来，察隅军地合力下好富民强边“一盘棋”，

大力改善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文

化、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力，持续完善边民道路、

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如今，察隅家家红旗

飘扬，形成了“一个边民就是一个哨兵，一个村

户就是一个哨所，一条巡逻路便是一条致富

路”的生动局面。日前，记者一行走进察隅，探

寻这座小城统筹推进边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足迹。

70 年军民共建

富了边民，固了国防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贫穷像是一道隐形的

网，困住了察隅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手脚。僜

人，就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一个群体。西藏和平

解放前，僜人远居深山，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

生活，由于居住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水平低下，

人均寿命不到 35 岁。

西藏和平解放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

藏社会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度向社会主义制

度的历史性飞跃，西藏发展实现了由贫穷落后

向文明进步的伟大跨越。在政府和驻军官兵

的帮助下，僜人不仅走出深山，还学习掌握了

种植、养殖技术，开始接受现代教育，迈上了新

时代的发展之路。

“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才更

有动力。”昌都军分区某边防团政委曹君亚介

绍，近年来，察隅军地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引进

推广猕猴桃种植项目，有效推动僜人百姓实现

了不离家不离土、致富有门路。同时，他们结

合僜人民族特色打造旅游景区，提升村民生活

水平，并吸引了大批投资商交流投资，带动地

方经济发展。

塔林村是一个边境村，距县城 70 公里，村

里道路、通信和医疗设施相对落后，是当地经

济发展的“后进村”。某边防连主动请缨与塔

林村“结亲”，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人居环境、项目援助等方面进行帮扶。如今，

塔林村村民生活的各方面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和提高。

塔林村旧貌换新颜只是军地兴边富民和

深入推进边境小康村建设工程的一个缩影。

自 1951 年，14 军 42 师 126 团进驻察隅起，一茬

茬 官 兵 倾 情 为 民 的 奋 斗 足 迹 就 遍 布 察 隅 河

谷：引进良种和农业技术，帮助当地藏民发展

粮食和蔬菜生产，让许多因放牧需求离开村

庄的村民不再背井离乡；进入新时代，驻军部

队总结助民发展的生产经验，采取“支部对支

部、支委连支委”的方式，发动一个边防连与

一个边境村结成共建对子，定期到村里举办

种植、养殖培训班和科技讲座，常态化开展治

理扶贫、医疗扶贫和走访慰问，成功帮助 85 户

317 名边境地区贫困户、12 个边境村庄脱贫摘

帽奔小康。

70 年共守边关

户户为哨所，人人皆哨兵

5 月 26 日清晨，家住察隅县上察隅镇布宗

村的村民尼玛扎西，开着自家的小货车，沿着

通到家门口的水泥路，把晒好的松茸和虫草运

到集市上。

“以前到县城赶集一个来回就将近一天，

交通非常不便。”村民尼玛扎西告诉记者，过去

的布宗村是一个被大山围绕的村庄，只有一条

绵延曲折的山路通向外界。由于自然条件恶

劣，村民运送货物只能靠肩挑马驮。随着军地

兴边富民和边境小康村建设工程的实施，布宗

村条件不断改善，不少离开大山的村民又陆续

回到家乡。边民生活好了，参军报国、巡边护

防的热情也更高了。

布宗村的生活变迁，折射出察隅军地统筹

推进国防和经济建设的良好效果。

饮 水 思 源 报 恩 情 ，甘 做 边 境 线 的“ 活 界

碑”。察隅边境线点多线长管控难度大。70

年来，村民们人人争当边境守护员和情况报知

员，在察隅县的边境村庄，只要出现陌生人员

或者可疑人员，村民无论男女老幼，都会主动

上前盘问，发现疑点第一时间报告。近年来，

军民联合采取“双向进入、交叉兼职”的方法，

聘请军官定期下村担任“党建指导员”，村干部

同时兼任部队“边境工作顾问”的方式齐抓共

管、联防联控，进一步促进抵边乡镇成为边防

一线的桥头堡、稳边固疆的工作队。

去年，2 名不明身份人员试图越境进入，

抵边放牧的村民发现后，第一时间报告边防一

线官兵，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控制住越境人员，

交当地派出所处置。

“守护好边境的一草一木，就是守护我们

的家园，我们会一代接一代坚持下去。”协助抓

捕越境人员的村民洛桑达旦坚定地说。

据统计，仅年初以来，边境村民就协助阻

止牦牛越界 7 次，阻止内地游客误闯边界 3 次。

如今，边境地区建立起军地信息共享、定

期联席会议制度，健全完善“连管线、村管片、

常通联”管控机制，形成了“人人是哨兵、家家

是哨所、村村是堡垒、生产是执勤、放牧是巡

逻、处处有防范”的大边防格局，村民与边防官

兵同心协力一道守边关，成为察隅河谷一道独

特的风景。

70 年拥军爱军

双拥花开盛，鱼水情愈浓

错落有致的新营房里，加湿器咕噜咕噜

冒 着 湿 气 ；阳 光 照 耀 下 的 温 室 大 棚 里 ，蔬 菜

长势正好……走进位于桑姆拉山山巅的日东

哨 所 ，丝 毫 找 不 到 当 年“ 取 暖 靠 抖 、通 信 靠

吼、补给靠等”的影子，边防官兵脸上挂满幸

福的笑容。

日东哨所海拔 3485 米，是西藏最东边的

边防哨所，一年有至少 6 个月的封山期。官兵

进驻哨所以来，日东村的村民们就经常到连队

看望官兵，有时带来一箩筐新鲜蔬菜，有时为

官兵满上一碗浓香的酥油茶。多年来，如燕子

垒窝，军民同心在日东哨所建起了宿舍、库房、

电台工作室、机要室等营房设施。在日东村村

民心中，官兵就是最亲的人。

“这些年来，如果没有部队的帮扶，我们村

不可能脱离贫困！”日东村党支部书记弟迪感

叹道，解放军进驻察隅以来，当地百姓始终把

官兵当亲人。军地共建党组织坚强有力，军民

关系日渐密切感情深厚。

提起和边防官兵的故事，西藏自治区“爱

国拥军先进个人”旺秋卓玛从箱子里拿出那本

记录了 57 年的拥军日记：“1964 年 2 月 17 日，

大雪。今天部队为村里送来了粮食，分给困难

户，我也分到一些。金珠玛米是生命的守护

神。”“2010 年 4 月 25 日，我们家附近发生特大

泥石流，是解放军腾出房子让我们住，给我们

提供可口饭菜，解放军对我的情谊，我这一辈

子也忘不了。”“2021 年 4 月 13 日，金珠玛米去

巡逻，我为他们送上了热气腾腾的酥油茶，有

一个小战士说，我像是他的妈妈，我很开心，并

将永远守护他们……”57 年来，旺秋卓玛已经

写了千余篇日记，字里行间写满了同一个主

题：共产党好、解放军亲。

村民洛桑次仁告诉记者：“旺秋卓玛在读

日记的时候，笑得最甜，她多次在村民大会给

乡亲们讲日记里的故事，在学校给学生们讲解

放军的爱民故事。”

村民们对军队的深情，官兵看在眼里、记

在心上、体现在行动中。大家经常利用休息

时间，帮助村民看病、收割青稞、搬运重物，协

助村“两委”班子开展巡逻和隐患排查。边防

官兵明白，唯有守土卫边、不辱使命，才是对

日东村村民最大的感谢。多年来，历任哨所

官兵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多次被上级表扬。

去年，哨所中 11 名官兵中，有 5 名官兵被上级

表彰奖励。

“柏油路呀宽又阔，唱着小曲坐着车，携手

共赴边防线，军民齐心守边关……”同饮察隅

水，共守边防线。70 年来，一代代官兵将党的

阳光雨露洒向察隅河谷的同时，与当地群众一

道，生动谱写了一首首“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的拥军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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