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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锡林郭勒大草原逐渐恢

复了生机。经历了寒冬的风雪洗礼，营

区外的一排白杨树更加高耸挺拔，镌刻

着“乌拉盖模范雷达站”几个大字的巨

石，岿然屹立在营院中。

19岁那年，我成为一名军校学员。校

园里的橱窗文化，让我领略了一个个英雄雷

达站的传奇故事——甘巴拉，藏语意为“无

法超越的山”；“红色前哨”海洋岛，“一滴淡

水”保战备；漠河，极寒“北极第一站”；乌拉

盖，“天边草原”的明亮眼睛……

军校时光转瞬即逝，毕业之际，我被

分配到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乌拉盖雷

达站。

连队驻扎在距中蒙边界80公里处的

锡林郭勒大草原深处。听说那里-35℃的

气温每年要持续5个月之久，在那里，我即

将迈开军旅生涯的第一步……

火车飞驰，最终停靠在距离雷达站

最近的车站。可要想抵达雷达站，还要

转乘六七个小时的长途客车。

时至深秋，草原上已是一片银装素

裹。车窗外寒风呼啸，卷起道路上的积

雪……我在心里给自己鼓劲：“不吃苦中

苦，难成大事业。”

“小伙子，你是第一次到草原吧！”在我

身旁的座位上，一位老大爷露出了慈祥的笑

容。交谈中，我得知，老人名叫韩巴特木，是

东乌珠穆沁旗牧民，他居住的巴音胡硕镇，距

雷达站仅几公里路程。几十年来，这个边境

乡村的牧民与雷达官兵亲如一家。

听说我是初来雷达站报到的毕业学

员，老大爷讲起一个在当地牧民中流传

的英雄故事。

上世纪 90年代的一个寒冬，雷达

站战士胡泰松探亲归队，途中突遇草

原暴风雪，他毅然背起同行的小女孩

郭海霞，带领其他3名牧民向安全地带

转移。结果，群众脱险了，他却埋在了

数米深的雪地里，被活活冻死……直

至第二年开春冰雪融化，他的遗体才

被找到。

“立起是山脉，倒下是长城。”这是我

第一次听到这位被空军授予“遵纪爱民

模范战士”荣誉称号英雄的事迹。

聆听了老大爷的深情讲述，这名普通

雷达兵的形象越发伟岸，而我也感受到了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即将奔赴的战位

神圣无比，我将要扛起的使命重如山。

融入连队执勤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

的一段经历。“胡泰松”这个英雄的名字，时刻

激励着我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边防线上。

分配到连队当年的除夕夜，天气奇

冷，七八级的大风夹着鹅毛大雪，袭击着茫

茫草原，不一会儿积雪就达一米多深，从宿

舍通往雷达阵地的小路被阻断了。

为了给阵地上的战友及时补充给养，

站长刘爽带领两名技术骨干，冒着随时被

暴风雪卷走的危险，手挽着手艰难地向阵

地跋涉，平常只需15分钟的路，他们整整

走了2个小时。

那时，我正在阵地值班。当战友们

爬上阵地时，看着一个个冰雕般的雪人，

我们紧紧相拥，热泪盈眶。

有人说：“来乌拉盖当兵，即便躺着

也是奉献。”但我看到的却是，雷达站的

官兵个个“苦中有作为，苦中作奉献”，以

一流的执勤、工作标准建站育人。

我心中的乌拉盖，是一个让我的心

灵接受洗礼的地方，这里有一群执著坚

守的奉献者，他们身上流淌的血液，融入

了英雄的基因！ （江 楠整理）

我心中的乌拉盖
■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乌拉盖雷达站排长 李伟强

4 月 3 日，一股冷空气席卷北疆大
漠，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再次遭遇
沙尘暴天气。

笔者随北部战区陆军边防某旅清河
口边防连指导员杨浩，驱车前往清河口
哨所，狂风卷起米粒大小的碎石击打着
车窗。望着车窗外的漫天黄沙，杨浩说：
“这个季节沙尘暴频发，清河口的风刮得
还要更猛些。”

汽车在哨所附近停稳，只见不远处的
沙石山上，一条“玻璃长廊”蜿蜒于山间，
连接起宿舍和执勤哨楼。杨浩欣慰地说：
“这是哨所新落成的‘保温通道’，如今战
士们上哨，再也不会被风沙袭扰了！”

走进哨所，中士张继峰和列兵王绪
春正准备换哨。两人从宿舍出发，走上
宽约 2米、高约 2.5 米的“保温通道”，军
容严整、步调一致，丝毫不受恶劣天候的
影响。

王绪春今年初才分配到连队，他坦
言：“早听说哨所战备任务重，作为新战
士，‘保温通道’让我上哨不受恶劣天气
影响，完成执勤任务更加从容。”
“哨楼位于海拔 800多米的山顶，宿

舍通往哨楼的这条路，约有上百米长。”
杨浩介绍，哨所驻地处于大风口，加之冬
季天气严寒，以往官兵们外出执勤不是
被吹成“兵马俑”，就是被冻成“雪人”。

既要培养边防官兵不畏艰苦、敢打
敢拼的血性胆气，同时也要树立保健康
就是保战斗力的理念，不让他们做无谓
的付出。

了解哨所官兵这一困难后，旅里多
次协调地方建筑设计院专家前往哨所考
察，根据驻地气候、地质条件研究建造方
案，并优先选用防寒、防漏等高新材料，
外墙采用钢化玻璃，不仅透光、保温，符
合战备要求，还防风。
“守防条件越来越好，彰显着上级为

基层服务的作风！”四级军士长游清华感
慨道，曾几何时，哨所没有供暖设施，官
兵睡觉要盖 3床棉被；没有手机信号，一
到哨所就与世隔绝；巡逻归来，想洗个热
水澡也是奢望……

“如今，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力的增
强，上级对边防部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哨所通上了长明电，安装了净水设备，官
兵们执勤之余还可以上网阅读。”杨浩表
示，执勤条件的改善，更加激发了战友们
苦练本领、为国守防的信心。

下图：官兵经“保温通道”上哨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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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纸牌接龙”，相信不少人都不
陌生，但说到“战地接龙”，可能知道的
人并不多。

近日，在塔里木河畔某训练场，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某独立营官兵刚结束
训练，便利用休息间隙，展开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战地接龙”活动。

只见每个连队选出4名战士，各自排
成纵队，在 400米跑道起点前做好准备。
随着“砰”地一声枪响，各连参与比赛的
两名战士肩扛连旗，像离弦之箭冲出起
跑线……顿时，场外呐喊声、加油声此起
彼伏，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战地接龙’其实是一项接力比

赛。新年伊始，习主席向全军将士发布
训令，强调要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
动。为此，我们创造性地开展连旗接力、
伤员背负、弹药输送等活动，作为辅助训
练的方式。”该营教导员廖旭介绍。

“这些比赛活动不仅组织方便，战士
们也乐于参与；既能活跃训练场氛围，又
能激发官兵训练热情……”廖旭笑言。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你追我赶，等待
接力的选手个个跃跃欲试。最终赢得比
赛冠军的一连藏族士官才仁牙卓说：
“‘战地接龙’紧张有趣，既锤炼了体能，
也让高强度训练带来的疲劳得到缓解。”
“连旗接力”结束，官兵回到各自训

练场地。笔者来到二连训练场，这里马
上要展开“伤员背负接力”。

百米赛道上，分三列各站着 10名官
兵，每 2人一组，1人当救护兵、1人当伤
员，比赛时可采取肩扛、身背等方式，最

快冲过终点线的一组官兵获胜。
“这既是一场速度比拼，也是一次

协调对抗。”二连指导员尹恺智说，这项
比赛的创意，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去年 11月底，连队战士陈石突发心
脏病，为赢得抢救时间，一场军地生命
接力大营救，迅即从塔里木河畔到天山
北麓展开……陈石最终转危为安。打
那以后，连队便把“伤员背负”作为一项
训练课目，广泛开展。
“过得硬的连队过得硬的兵，过得硬

的思想红彤彤……”循着歌声望去，三连
训练场上，一场“弹药输送接力”正在进
行。按照比赛要求，官兵在搬运过程中，

要先后完成匍匐前进、蛇形绕杆跑等动
作，一场比赛下来，个个汗流浃背。
“前段时间，营里组织战斗体能训

练，途中突遭小股‘敌’军偷袭。接到命
令后，全连官兵沉着应战，成功击退
‘敌’军进攻。”上等兵白二成兴奋地说：
没有良好的体能基础作支撑，就难有敢
打必胜的技战术发挥。
“战地接龙”把战场必备的技巧和

体能融合在一起，战士们参与的积极性
自然高涨。“嘟嘟……”随着哨音响起，
课间休息结束，官兵们迅速回到战位，
按计划重新展开训练。

本版制图：梁 晨

边关演训场：“战地接龙”好热闹
■曹登峰 罗未来

边关亲历

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

清明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让本已回暖的北疆一线

气温重回冰点。

常人眼中的一场雪，在边防军人眼中，却是练兵的好

时机。

新年伊始，习主席向全军将士发布训令以来，在祖国边

陲海岛一线，处处都有戍边将士锤炼硬功、砥砺血性的身

影；全地形训练，全天候执勤，已成为边海空防官兵练兵备

战的常态。

身处边防，使命重大。也许，我们无法预测，下一个战

场在哪里。但事实证明，只有在练兵时排除形式主义的虚

光，关闭危不施训的系统，杜绝看天气时令训练的习惯，才

能真正读懂边关的敌情，练就守卫边关的真本领。

不久前，本报记者亲历了一次边防部队实战化训练，请看

记者从北疆一线发回的报道。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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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有“三宝”

如何学会雪地藏身？

“怎么搞的，10分钟才挖一锹深？”
刚受领完伪装任务回来，北部战

区陆军某边防旅机步一营二连上士杭
伟，看到班里的单兵卧姿射击掩体只
挖出个“雏形”，不免心里着急。
“没那么难吧！”想到这儿，杭伟抡

起战备镐，狠狠地往下刨去。
令杭伟没想到的是，一镐下去仅

砸出一个“小坑”不说，镐把子还震得
他虎口生疼。

杭伟是去年调整改革期间，从野战
部队转隶到这个边防旅的。在老部队，
他“啃硬骨头”是出了名的。这回，本以
为入春后气温升高，冻土也会松软，可挖
了几镐下去，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在各小组官兵围着掩体一筹莫
展之际，机步一营教导员李文敏送来
了“锦囊妙计”。

李文敏指着远处雪地中露头的秸
秆说：“实战条件下一分钟都不能等，
冻土掩体不好挖，就要想办法给冻土
加温！”

说罢，他又指向周边的几处雪包：
“伪装也不能等，还得有第二方案！”

“在这边境一线，可以就地利用的
战场资源，可真不少。”杭伟迅速命令
全班战士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去收集
秸秆，准备在掩体预设位置点火加温；
另一部分人赶往雪包附近，挖掘雪洞，
随时准备进入伪装状态。
“边境作战有‘三宝’，秸秆、枯叶

和稻草，迅速升温效果好……”眼看着
秸秆烧完，李文敏再次抡起战备镐。

果然，镐头深深插进黑土里，他带
领战士们很快完成了掩体构筑。
“迅速伪装，进入战位！”接到命

令，只见各小组官兵有的迅速跃入掩
体，还有部分人员进入雪洞隐蔽观察。

杭伟这才明白，雪洞既是“第二方
案”，又是辅助前出观察的隐蔽“观察哨”！

李文敏说，对他这个刚调入边防
部队的“新兵”来说，这次训练就是
检验“野战+边防”训战模式的最佳
契机。

他更加期待，“边境地域如何安全
高效地机动支援”“野战生存如何借助
边境资源”等问号，也能在这次演练中
被拉直。

动物也会来捣乱

边情误判如何规避？

“4号界碑附近，6人企图越界！”
机动途中，六营二十一连连长赵

加龙的对讲机突然收到情报，他迅速
下达命令：“各组注意，目标 4号界碑，
启动远程视频观察、雷达监测、微波侦
察、光纤防越系统！”

通常情况下，接到情报就该马上
实施抓捕。

这次，赵连长却启动了 4种信息化
侦察模式，他自信满满地说：“多用几
种信息化侦察模式，情报才更准确。”
“平时疏忽的细节，战场上足以致

命。”说起勤务指挥，一次边情误判让
赵加龙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雨夜，雷达监测显示：连
队一重点管段有生命活动迹象。

来不及多想，赵加龙马上派出勤
务小组，最终他得到的反馈却是“一只
熊瞎子在觅食……”
“动物觅食引发抓捕行动”，在信息

化装备条件下，这类误判情况并不鲜见，
这也引发了边防官兵的深入思考——

决胜战场要依托信息化占领先
机。然而，信息化绝不是装备的“单打

独斗”，也不是“信息+经验”的简单判
断，而是要确保信息化装备的真正联
合使用。

此后 3个月时间，在集智攻关、反
复实践的基础上，官兵们将一个个独
具特点、功能各异的信息化装备，“穿
针引线”般地组合在了一起。
“无人视频观察架、固定视频监控

点、微波移动观察点的组合使用，形成
‘远中近’实时监控，让信息采集更精
准全面；多媒体背负式终端、移动多媒
体传输系统，可将实时图像迅速传输
至作战值班室……”谈起信息化装备
的联合使用，赵加龙滔滔不绝。
“疑似有越界人员，企图分头机动

逃窜！”说话间，信息化平台传来情报，
赵加龙迅速下令：“按3号方案执行！”

不一会儿，对讲机里传来作战值
班室通报：“目标已被抓获！”

赵加龙一脸兴奋：“信息化联合，
就像一把精准设定行动方案的尺子。
有了它，管边控防才能更加有的放
矢。信息化建设永远在路上，任何时
候都不能止步不前。”

“狡兔”有“三窟”

应急处置如何更高效？

四营十一连连长刘帅珠没想到，
一天的拉练即将结束时，压轴“情况”
竟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疑似多点越界！请求侦察和通

信支援！”前方，搜索组在判明情况时，
发回一条信息。

接到情况，刘帅珠不免有些紧
张——处置“多点越界”，意味着要
将兵力快速分散到目标地域，但如
果先行派出侦察和通信小组，抓捕
兵力就可能满足不了作战需求。

边防一线点多、线长，侦察和通信

靠谁支援？
没过多久，对讲机里传来一个声

音：“支援保障营已派出侦察和通信分
队，前来应急支援！”

此前，刘帅珠已多次处置过类似情
况。“必须迅速协调侦察支援！”凭借以往
经验，他脑海中闪现一个念头。

刘帅珠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请
求支援保障，解决“多点越界”事件，全
域侦察尤为重要。

很快，通信小组将加载微波模块
的指挥车，开赴中心地域；侦察小组
分散到边防一线，确保多点侦察、信
息交互。
“4个集中点、30余名越界人员、部

分携带匕首等凶器……”当收到一连
串的数字信息后，刘帅珠感到，自己的
预判得到了印证，“即使不派出侦察、
通信小组，抓捕人手依然不够。”
“战场机动分秒决定战果！”他迅

速将人员兵分 5组，同时又联系临近的
机步连应急支援。

100米、50米……眼看“越界分子”
越靠越近。
“上！”刘帅珠果断下达抓捕命令，

各小组官兵从雪地中跃起。
“越界分子”发现情况不妙掉头

就跑，却发现已无路可逃——近 10
人的机步分队，已经悄然断了他们的
退路！

机步一营营长樊荣说，为了确保
以最快速度应急处置，官兵们在平时
训练中，就结合边境勘察任务，了解边
境一线情况，规划最短行动路线、演练
最优联合方案。

听了这话，记者暗思：边境无小
事，事事连国防。攥指成拳形成合力，
才能在祖国边陲筑起钢铁长城！

图①：六营官兵借助多媒体传输系
统接收指令；图②：机步一营官兵接到
应急支援命令，火速赶往边境；图③：机
步一营官兵善用雪洞隐蔽伪装。

杨 磊摄

清明时节，兵发北疆雪野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迟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