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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冬 的 墨 脱 ，群 山 巍 峨 ，雪 山 耸

立，载有戍边女兵的车队行进在宽阔

的墨脱公路上。随着边防条件日益改

善，近日，驻守在“高原孤岛”墨脱的西

藏军区某边防团迎来首批成建制进驻

的 20 余名大学生女兵。

墨脱，藏语意为“隐藏着的莲花”，

地处雅鲁藏布江下游，被誉为“中国最

后的秘境”。境内遍布原始森林，直到

2013 年 10 月 31 日才结束不通公路的

历史。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担负着 190

多公里边境线的守防任务。由于驻地

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一直以来都没有

女兵进驻。

得知自己是首批进墨脱戍边的女

兵，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的列

兵袁江梦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袁江梦

受曾当过兵的爷爷影响，从小就对军

营充满向往。经过 2 次报名应征，她如

愿来到西藏边防服役。

车队驶过嘎隆拉隧道，穿越茫茫

原始森林，朝驻地疾驰。该路段曾是

我国地质灾害最为频发的地区之一，

经常突发滑坡、泥石流、雪崩。墨脱公

路建成后，进出路程缩短了 25 公里，从

波密县到墨脱县仅需 4 个小时左右。

“之前听说进墨脱要翻雪山、蹚冰河，

还要穿过蚂蟥肆虐的原始森林。没想

到，正值冬季，这么危险的路段竟然能

畅通无阻。”袁江梦感慨道。

为了迎接女兵的到来，团里紧锣

密鼓地做足准备：提前筹划女兵入营

仪式，调配带卫生间的宿舍……走进

洒满阳光的宿舍，女兵们感受到家一

样的温暖。

在高原服役 9 年的班长郭绍梅自

豪地告诉笔者，此次进墨脱的女兵中

有 7 个是她在新训基地带过的兵。“大

家一直期待到边防一线去，早就做好

了吃苦准备，没想到这里的条件比想

象中好很多。”

第二天一大早，女兵们迫不及待

登上车，向位于深山里的一个执勤点

驶去，了解点位官兵的戍边生活。

蜿蜒的边防公路直通某执勤点，

车行至半山腰时，天空传来阵阵轰鸣

声 。 袁 江 梦 望 向 窗 外 ，惊 讶 地 喊 道 ：

“看，是无人机，下面还吊着东西！”在

高山峡谷里看到运输无人机，女兵们

震惊不已。同行的老兵李金涛告诉她

们，目前，墨脱已成功构建无人机空中

投送通道，基本实现无人机智能化空

中批量物资投送。“之前运送物资需要

翻山越岭走 1 天时间，现在使用无人机

投送仅需 20 多分钟。即使大雪封山，

生活物资、训练器材、包裹信件照样能

按时送达点位。”李金涛说。

一 路 走 、一 路 感 悟 ，女 兵 们 兴 奋

地 分 享 感 受 。 这 些 变 化 ，放 在 几 年

前，戍边战士连想都不敢想。曾几何

时 ，无 人 区 点 位 网 络 信 号 未 覆 盖 ，官

兵想要接收信息，必须登高四处找信

号 。 去 年 春 节 前 ，在 各 级 努 力 下 ，光

缆 铺 设 到 雪 山 哨 点 ，网 络 实 现 畅 通 。

官 兵 联 系 家 人 、获 取 信 息 更 加 便 捷 ，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更难得的是，他

们还用上“远程会诊”系统，一旦巡逻

途中出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随地连

线医疗专家。

“这是防眩光眼镜，这是新型作训

服，这是轻便防水作战靴……”在执勤

点，四级军士长郭元元向女兵展示新

式巡逻“套装”。“现在边防条件好了，

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今非昔比，执勤

效率也大大提升。”

在墨脱县背崩革命烈士陵园，长

眠着 30 位革命烈士。戍边 23 载的二

级军士长周国仁抚摸着墓碑，向女兵

讲述着悲壮的故事：“1987 年，战士姚

琳在执行任务途中被江水卷走，年仅

18 岁 ；2017 年，战士梁昆炜在巡逻途

中被飞石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年仅 19

岁……”

“宁舍自己一条命，不丢祖国半寸

土。请前辈们放心，我们会握紧手中

钢枪，誓死守卫边防！”烈士纪念碑前，

女兵的誓言铿锵。

“一条崎岖的小路，一缕沉默的情

愫，让岁月刻划青春的永远，去回答亲

人无言的祝福……是路选择了你，还

是你选择了路。”返程途中，女兵们学

唱 起 上 个 世 纪 末 在 边 防 传 唱 的 歌 曲

《墨脱行》，自信又青春的歌声在雪域

久久回荡。

左上图：戍边女兵走上巡逻路。

马 军摄

潮涌边关，沧桑巨变。随着西藏军区边防条件日益改善——

墨脱迎来首批戍边女兵
■马 军

“天气转凉，值班人员要时刻关注

老干部身体状况，检查好急救药品和设

备，值班期间手机不离身……”10 月 31

日 23 时 15 分，辽宁省军区大连第十三

离职干部休养所门诊部内，主任刘卫平

离开前再次仔细叮嘱值班医生。这是

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为避免手机没电

误事，或因睡得太沉听不到铃声，每天

睡觉前他都把手机放在卧室充电，把铃

声调到最大。

在干休所工作 21 年，刘卫平总结的

经验还有很多，这些经验都围绕一个目

标：一切为老干部服务。如今，随着文

职人员等新同事的加入，刘卫平觉得是

时候把这些秘诀传下去了。

“ 我 也 曾 因 为 经 验 不 足 而 犯 过 错

误、走过弯路，希望年轻同志能吸取我

的教训，顺利步入工作正轨。”刘卫平告

诉记者，2000 年，他刚从原沈阳军区滑

雪队调到干休所卫生所当医生，工作对

象从年轻小伙子变成老干部，工作方式

一时转变不过来。

有一天上午，卫生所所长安排他去

给退休干部胡桂松做心电图。刘卫平

按部就班做了心电图，看护老干部服用

了药物。待胡桂松病情缓解，他便去食

堂 吃 午 餐 了 。 没 承 想 ，刘 卫 平 走 后 不

久，胡桂松的病再度发作，幸亏值班医

生紧急处置后立即送往医院救治，才没

有出现大问题。

这件事给刘卫平敲响了警钟。老

干部们年纪大了，大多体弱多病。不同

于年轻人，对待老干部要多听一言、多

问一句、多想一层、多看一眼，持之以恒

用真心、耐心、热心、细心把事办到老干

部心坎里，而不只是完成工作任务。

想明白了这个理，刘卫平出诊不再

匆匆忙忙。每次为老干部检查完身体，

他总会细细叮嘱注意事项。见老干部

有兴趣，刘卫平也会多留一会儿，听他

们聊聊曾经历过的战斗故事，唠唠身边

的生活琐事。老干部们渐渐认可了他，

亲切地称他“小刘大夫”。

随 着 与 老 干 部 接 触 的 深 入 ，刘 卫

平 认 识 到 ，老 年 人 生 病 主 要 呈 现 病 情

重、发病频的特征，全科医生才是门诊

部 医 生 的 努 力 方 向 。 这 些 年 ，他 利 用

休 息 日 主 动 进 行 学 历 升 级 ：自 学 心 理

学、营养学知识，考取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证、高级营养师执业证；到地方医

院 心 脑 血 管 专 科 进 修 ，同 时 积 极 参 加

军 队 举 办 的 全 科 医 生 培 训 班 、中 医 实

用技能培训班……这些学习与积累让

他的业务能力水平不断提升。

从“ 小 刘 大 夫 ”到 全 科 医 生 ，21 年

的 执 着 坚 守 ，刘 卫 平 先 后 两 次 荣 立 三

等 功 ，两 次 获 得 原 沈 阳 军 区 和 军 委 国

防 动 员 部 授 予 的“ 老 干 部 工 作 先 进 个

人”荣誉。对于刘卫平来说，如今他最

大 的 心 愿 ，就 是 在 退 休 前 做 好 门 诊 部

新 入 职 人 员 的 传 帮 带 工 作 ，全 力 提 高

老 干 部 服 务 保 障 水 平 ，让 他 们 就 诊 安

心、生活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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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伍树清、特约通讯员王士

刚报道：10 月 25 日，河南省漯河市召陵

区人武部选派 27 名民兵教练员，深入辖

区 12 家编兵单位、48 个生产车间，对编

组的民兵专业分队进行上门指导。

往年，该人武部采取“大水漫灌”的

模式组织民兵集中训练，参训人员多、

专业课目杂、训练时间短，不少新质力

量民兵专业技能训练质效不高。

“ 民 兵 专 业 分 队 大 多 依 托 工 矿 企

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编建，在生产

旺季组训，人员难集中的问题进一步凸

显，效果也难保证。”在民兵训练形势分

析会上，该人武部部长李济春一针见血

地说，“既要想方设法减少对编兵单位

生产经营的影响，又要把时间训够、内

容训全，才能实现生产增效与练兵备战

双赢。”

按照这一思路，该人武部根据民兵

专业分队编建单位生产任务、人员分布

等情况，调整训练课目，对训练条件相

似、内容相近的课目进行整合。同时，

他们联合区发改、工信、人力资源等 9 家

相关单位印发《召陵区民兵专业分队组

训实施办法》，对组训方法、训练内容和

考评标准等进行规范。按照集中组训

为主、上门指导为辅的原则，他们分层

级开展专业民兵训练。对编兵人数多、

人员能集中、专业通用性强的，采取集

中训；对编兵人数少、分布范围广、专业

性强的，采取上门服务指导帮训。

在 召 陵 区 人 民 医 院 ，因 执 行 急 救

任务未能完成训练指标的 10 多名医疗

救护分队队员，利用轮班换岗时间，补

学 掌 握 防 毒 面 具 穿 戴 要 领 ；在 某 水 务

公司，20 余名民兵队员围坐一堂，听教

练 员 讲 解 气 象 仪 操 作 流 程 ；在 某 电 器

集团，民兵队员以设备检修为契机，跟

随上门指导的教练员进行冲锋舟操作

演练。

“人武部上门指导，公司的 23 名编

建员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能力升级，

大大节省了时间成本。”某科技公司负

责人王维波告诉笔者，当前是企业生产

增收旺季，人武部及时派出驻企组训指

导小分队，帮助编组在该公司的无人机

侦察救援专业分队顺利完成民兵专业

训练任务。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武部

上门指导帮训 训练质效提升

本报讯 傅乒庭、记者龙礼彬报道：

“建华崽，家里 30 多亩山茶油果，人武部

已经派人帮我们收完了，你只管安心训

练！”10 月 30 日，江西省永丰县陶塘乡中

洲村村民吴月保刚吃完早饭，便给在武

警某部新兵营训练的儿子吴建华打电

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前段时间，该县人武部政工科干事

吴英昊了解到，新兵吴建华的父母身体

不好，眼看着到了采摘时节，一家人对着

30 多亩山茶油果犯了愁。人武部得知

情况，第一时间与其家人取得联系，并派

出由 7 名民兵应急分队队员组成的帮扶

小组前往吴建华家，不到 2 天，30 多亩山

茶油果全部采摘完毕。

在永丰县，像吴建华这样受到军地

有关部门帮助的新兵家庭还有很多。新

兵刚入营，他们便积极靠上去做好优抚

工作，用一腔真情筑牢入伍青年献身国

防的思想根基。在永丰县党委一班人看

来，新兵入营只是走完了第一步，要让他

们安心服役，必须继续做好军属优抚工

作这个“下篇文章”。

统一认识后，人武部迅速协调退役

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三联三助”活动，即及时联系接兵部队

负责人，了解掌握新兵入营思想动态，

实现共管共育，帮助新兵早日成为合格

的军人；主动联系入营新兵，利用周末

时间及时解开思想疙瘩，鼓励他们安心

服役；密切联系新兵家庭，解决新兵家

中困难，让优待政策落地，让新兵卸下

“包袱”。

该县沙溪镇新兵家长胡新全是一名

下岗职工，儿子入伍刚半个月，他便接到

县工业园区一家企业的录用通知，高兴

得直夸部队和政府想得周到。据统计，

截至目前，该县已安排 17 名新兵家属重

新上岗，对 5 户从事个体经营的新兵家

庭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江西省永丰县

做好兵员征集“下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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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汪瑶、李祖娥报道：“滴

滴！”11 月 6 日一大早，随着清脆的汽

车喇叭声响起，一辆张贴着“拥军专

线”标语的公交车缓缓停靠在武警安

徽总队宣城支队广德中队营门附近。

外出官兵有序登上这辆专门为他们增

开的“拥军专线”班车，享受便捷出

行服务。

据了解，该中队地处偏远，以往

乘坐交通工具到市区，需要步行 3 公

里 才 能 到 达 公 交 站 点 。 再 加 上 班 车

少、发车早，军人军属到市区办事十

分不便。

兵有所盼，我有所应。了解到部队

的现实困难后，广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牵头市交运局，主动上门商讨最优方

案，协调解决官兵出行难题。经过多次

商 议 ， 他 们 最 终 决 定 开 通 “ 拥 军 专

线”，每逢周末及节假日将公交车开到

营区附近。随后，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派出专项工作组走访部队，梳理军人

军属高频出行时间；协调市交运局，

统筹规划“拥军专线”公交车数量、

出行路线、站点位置和发车时间。

“以往外出，前往公交站点需要步

行很久，遇到急事着急不说，还存在安

全隐患。”该中队指导员陈伟说，“拥军

专线”开通以来，官兵到市区往返时间

缩短了半个多小时，既快捷又安全。据

悉，“拥军专线”自 10月中旬正式运行

以来，受到军人军属的广泛好评。

从了解困难到解决问题，相关市

直部门积极响应、特事特办，不到 2

天 时 间 ， 便 重 新 调 整 了 部 分 公 交 线

路，彰显了广德市的拥军力度。下一

步，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结合创建省级双

拥模范城这一契机，更好地发挥各双

拥成员单位作用，为官兵办实事、解

难题。

安徽省广德市

“拥军专线”开到营区门口

近日，第 72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开展侦察潜伏、擒敌捕俘等多课目训练，锤

炼侦察兵在复杂环境下单兵作战和协同作战能力。

刘自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