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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期间，山东省阳谷县仿

宋古城区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游客

络绎不绝。刚开放不久的“钢铁十姐

妹”精神传承馆，成为新晋网红打卡

地，每天吸引数十位网络主播来此直

播打卡。该县文旅集团董事长赵传

新说：“将‘钢铁十姐妹’精神传承馆

建在县城最繁华处，实在是一个正确

的决策。国庆假期前 6 天就有 3 万余

名游客到此参观，可谓经济、社会、国

防效益三丰收。”

望 着 川 流 不 息 的 人 流 ，县 委 常

委、县人武部部长张永良不禁回想起

因“钢铁十姐妹”精神传承馆重建引

发的连锁反应。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地 处 黄 河 北

岸的阳谷县景阳冈村，土地沙化严

重，村里 10 名女青年组成“景阳冈女

民兵班”，她们一手拿镐，一手端枪，

挖井取水、治沙造田、备战备荒，使

上千亩沙丘变成片片良田。农忙之

余，她们和男民兵一样在训练场上

摸 爬 滚 打 ，晴 天 一 身 土 ，雨 天 一 身

泥，练就了过硬的军事本领，多次在

上级组织的军事比武中夺魁，被誉

为“钢铁十姐妹”，成为阳谷县的一

张精神名片。

时过境迁，位于景阳冈村的“钢

铁十姐妹”民兵班荣誉室年久失修，

部分照片和史料因保管不善泛黄破

损，几间展室也成了危房。

今年年初，县委书记、县人武部

党委第一书记陈波到“钢铁十姐妹”

民兵班调研时发现这一问题后，动议

有关部门选址新建荣誉展馆。

然而，馆址还没选，不同声音就

出现了。有的说，女民兵当年艰苦奋

斗、拿镐扛枪的精神过时了；也有的

怀疑，建个新馆要投入不少资金，必

要性有多大……

“之所以出现这些议论，是因为

大家没有牢固树立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同步谋划、协调发展的观念。”面

对议论，陈波语重心长：“红色资源是

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我们一定

要把老一辈民兵的光荣传统传承下

去，让它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

善民生的精神动力。”

为进一步统一大家的思想，陈波

将县委常委会搬到“钢铁十姐妹”荣

誉室里召开，并邀请“钢铁十姐妹”民

兵班第一任班长高庆莲为县委常委、

县直部门和乡镇领导上特殊党课，讲

述当年战天斗地、誓让荒漠变良田的

感人事迹，引导大家认识到，无论经

济社会如何发展，艰苦奋斗、不向困

难低头的精神都应代代相传，“钢铁

十姐妹”精神传承馆不仅要重建，而

且要建好用好。

思想一通，百事皆通。围绕新建

“钢铁十姐妹”精神传承馆，县直各部

门主动作为，积极行动。县文旅集团

在狮子楼风景区最繁华的位置，无偿

提供一幢刚建成的独栋仿古建筑用

于建设荣誉展馆；县融媒体中心派出

精干力量远赴新疆、吉林、甘肃等地，

采访当年女民兵拍摄专题片，充实展

馆影像资料；县文化馆创作山东快书

《钢铁十姐妹 花开景阳冈》、情景剧

《红旗插上谷山顶》等剧目，搬到现

场、搬上舞台、搬进网络……

不久，“钢铁十姐妹”精神传承馆

在县城最繁华的位置建起来了。“以

建馆为牵引，全县各行各业关心支持

国防建设的热情焕发出来了。”张永

良掰着手指头列举：在建设用地指标

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县里拿出 32 亩

土地用于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建设；基

层武装部和民兵连规范化建设“挂

星”评比活动如火如荼；“关心支持国

防建设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优秀退

役军人”“好军属”“好民兵”等评选活

动深入广泛开展……强烈的国防观

念，浓厚的崇军尚武氛围，正成为推

动阳谷县后备力量建设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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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鸿帅、特约通讯员胡铮

报道：运用鲜活事例、结合身边典型、阐

述理论要点……国庆前夕，新疆喀什军

分区某营三连指导员文乾坤组织的一

堂教育课，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直呼

“解渴”。走下讲台，面对好评，文乾坤

坦言：“我的这些招法都是在军分区政

治干部培训班上学到的，培训班聚焦问

题‘靶标’，为我们开展政治工作拓展了

新思路。”

“政治干部围绕中心开展政治工

作的水平，直接关系到政治工作在基

层落实的质效。”该军分区领导介绍，

为确保政治工作围绕中心谋划、服务

中 心 作 为 、保 障 中 心 提 效 ，培 训 开 展

前，他们采取网上调查、座谈了解、征

求意见等方式，摸清基层政治干部能

力 素 质 短 板 ，梳 理 出 23 个 具 体 问 题 ，

进 行 集 智“ 会 诊 ”；培 训 过 程 中 ，按 照

“全面学方法、重点练技巧、突出解难

题”原则，聚焦问题“靶标”，有针对性

地制定培训方案，科学设置大课辅导、

案例分析、随机示教、互动问答、对话

交流等环节，让参训人员“在干中练、

在练中学、在学中用、在用中强”。在

此基础上，他们广泛听取官兵意见建

议，收集整理基层常见棘手难题，梳理

出“如何紧贴青年官兵思想行为特点，

解决经常性教育难题”“如何在动散条

件下灵活施教，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针

对性实效性”“如何契合时代脉搏创新

教 育 方 式 方 法 ”等 15 个 研 讨 课 题 ，让

一线优秀政治干部传经送宝、分享经

验，共同探讨政治工作热点难点问题

的破解之策。

通过一系列务实和富有针对性的

措施，该军分区政治干部开展政治工作

能力显著提高。在近期的士官选晋、党

员发展、党史学习教育等多项政治工作

中，政治干部工作思路更加清晰，流程

更加熟悉，成效更加明显。

新疆喀什军分区政治干部培训聚焦问题“靶标”

传经送宝破解棘手难题

秋日的卓拉哨所，已经飘雪。

晨光中，满载新鲜蔬菜的铁桶，伴

着索道的马达声，缓缓向哨所移动。等

着接货的四级军士长李金指着索道对

记者说：“这条‘天路’，就是我们的‘幸

福路’！”

海拔 4687 米的卓拉哨所，被称为

“挂在天上的哨所”。这里每年封山期

长达半年多，给养物资曾一直靠官兵背

上山。修一条直达哨所的“天路”，是几

代官兵的期盼。

万丈深渊架索道，悬崖峭壁筑路

基，修“天路”并不容易。一次次失败又

一次次冲锋，氧气袋旁反复论证，悬崖

峭壁上科学施工，2018 年 3 月，一条长

2.8 公里的索道，终于在海拔 4000 米至

4600 米的山巅架起，连通了卓拉哨所

和山下的世界。如今，这条索道如同一

条“动脉”，源源不断地为“挂在天上的

哨所”输送给养物资。

某边防团领导告诉记者，自 2018

年起，在西藏军区和日喀则军分区的大

力支持下，他们携手军地有关部门，陆

续为所属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卓拉、詹

娘舍、甲公拉等 7 个哨所开通 5 条运输

索道，彻底结束了雪山哨所近半个世纪

以来运输物资靠“人背马驮”的历史。

“过去，进藏的路不好走，边关的路

更难行。这些年，经过国家长期投入、

自治区持续抓建，西藏边防一线基础设

施大大改观，边境管控条件有了质的飞

跃。”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副总站

长洛嘎用一组数字让记者对这些变化

有了直观的感受：1726 公里(含骡马道

36 公里)的人行巡逻路，3062.7 公里的

车行巡逻路，100 座车行钢架桥，9 座人

行索道桥，1 座执勤码头……这些基础

设施有效解决了地面执勤交通急需急

用问题。随着边防道路向边防一线执

勤 点 延 伸,边 防 一 线 巡 逻 时 间 大 大 节

省，耗时平均减少 50%左右。

驻守在海拔 5501 米巴弄卓康哨所

的官兵，常年担负中尼边境兰巴拉山口

62 号界碑的巡逻执勤任务。9 月上旬，

记者和哨所官兵一起踏上巡逻路。“别

看现在这条路平整得很，其实下面都是

冰川暗河。”坐在巡逻车上，即将退役的

老兵高鹏告诉记者，这条巡逻路没有修

好前，这段路他们要步行巡逻七八个小

时，现在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停车点，

安全系数也大大提高。一趟巡逻路走

下来，记者的感受是既快又稳。

雪海云天，情暖边关。日喀则军分

区领导告诉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西

藏军地聚力加强边防基础设施建设，各

级围绕涉及官兵生活的“取暖、供氧、吃

水、用电、给养、洗浴、防雷”等 7 个难

题，组织集中攻关，一批惠兵工程接连

实施。经过不懈努力，目前西藏军区海

拔 4500 米 以 上 的 边 防 连 队 和 哨 所 官

兵 ，已 全 部 入 住 新 型“ 阳 光 保 暖 房 ”。

2018 年 1 月 15 日，国家电网首次点亮

藏南峡谷边防，边防官兵告别自给发

电 、限 时 供 电 历 史 。 2019 年 12 月 24

日，藏中电网在羌塘之巅为海拔最高

县——双湖县送上“可靠电”，部队同

步结束自给发电历史。国庆前夕，全

军最高驻兵点岗巴“高原戍边模范营”

5592 观察哨也接通了大电网。

如今，西藏边防一线部队官兵不用

担心断电或电压不稳的问题，享受着现

代化生活的便利。2020 年，海拔 4900

多米的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里孜戍

边模范连”官兵用上了高压氧舱，巡逻

归 来 接 受 氧 疗 ，成 为 官 兵 新 的“ 加 油

站”。2019 年起，长年浓雾笼罩的旺东

边防连官兵吃上了自己种植的新鲜蔬

菜——连队引进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

建成了“植物工厂”。

曾几何时，坚守云中山巅的哨所官

兵，饮用水一直靠夏秋池中积雨、冬春

取雪消融。喝上清冽的饮用水，曾是一

茬茬官兵的梦想。2019 年年底，一股

地下泉水从钻孔中喷涌而出，浸润了西

藏军区乃堆拉哨所官兵的心田。哨长

夏仁喜望着连绵雪山感慨：“冻土取水

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成为现

实。戍边条件改善了，我们守边的信心

也更加坚定。”

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某哨

点也曾一度是“用水困难户”。在军地

共同努力下，哨点安装了大型净水设

施，保证了官兵用水安全。如今，官兵

只需拧开水龙头，就能用上汩汩流出的

纯净“天泉”……

随着边防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

高原部队战斗力指数亦不断提升。前

不久，川藏兵站部某营接到上级命令，

满载物资长途机动至西藏昌都，车队长

龙在川藏线上尽情奔驰，一路通畅，机

动速度再次提高。

行走高原，目睹边防一线基础设

施翻天覆地的新变化，记者为戍边条

件的改善欣慰，更为伟大祖国的发展

自豪！

雪海云天边关暖
—西藏军地推进边防一线基础设施建设记事

■马 科 本报记者 杨明月 晏 良

“查果拉”，藏语意为鲜花盛开的地

方。然而，鲜花盛开的地方却没有鲜

花。这里年平均气温为零下 20℃左

右，“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

头跑，四季穿棉袄”。西藏日喀则军分

区某边防团“高原戍边模范营”查果拉

哨所，就驻守在这个海拔 5318 米的地

方。过去，由于巡逻全靠步行，官兵们

跋涉一趟下来都变成了满身满脸泥土

的“灰人”。2020 年，哨所修通了巡逻

路，巡逻时间大大缩短，官兵们也从此

不再“灰头土脸”。图为查果拉哨所官

兵行进在平整的巡逻路上（左为昔日巡

逻路，右为今日巡逻路）。 王 乾摄

“查果拉”的今与昔

治国必治边。“边海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
家安全和发展全局。”

走进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边海防工作，坚持把国
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边海防基
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不断筑牢边海防铜墙铁壁。

金秋时节，本报派出多路记者奔赴万里边关，从雪域
高原到南疆丛林，从辽远北疆到壮阔南海，记录边海防建
设取得的新成就。漫长的边防线上，边境拦阻设施更加完

备，巡逻路通畅无阻，监控设备升级换代，生活设施更加便
捷，守护万家灯火有了新故事。随着智慧边海防建设加速
推进，执勤管控手段由人力为主向科技为主转变，管边控
边模式有了新发展。便民驿站、边境小康村蓬勃发展，兴
边富民行动给边民带来幸福生活，军民携手守边固防有了
新篇章。

自今日起，本报推出“今日雄关·边海防新貌”专栏，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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