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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的边关·用行动为美丽中国添彩

E-mail:zhongguobianguan@163.com 中国边关

伊马木·肉孜生于新疆天山脚下。
小时候，爷爷总对他说：“野生动物

很顽皮，经常造访乡亲们的农田。”长大
后，他不明白，为啥只能在电视里看到
爷爷嘴里说的这些“天山精灵”？

后来，伊马木成了一名保护天山生
态环境的“森林卫士”——

2016年 9月，读大学的他通过层层
选拔，来到武警新疆森林总队伊犁支队
服役。

伊马木说，我期待有一天，盗猎者
能够绝迹，让天山成为安宁祥和的美丽
家园。

特殊“勋章”

初夏傍晚，伊马木和战友在西天
山巡护，接到当地牧民报信：不远处库
尔德宁的山坳里，搭起了一个帐篷。
“是盗猎者！”班长张刊脱口而出，

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
官兵们立即通过电台向上级汇

报，并与赶来支援的森林公安民警联
合行动，对盗猎者可能逃跑的路线进
行封控。

1小时后，大家小心翼翼接近那顶
帐篷，早有警觉的盗猎分子，已经没了
踪影。帐篷内，伊马木和战友们搜出大
量捕兽夹、钢丝绳套等盗猎工具，以及
10余只北山羊角。

北山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
栖息于高原裸岩和山腰碎石嶙峋地
带。因据说羊角具有独特的药用价值，
黑市上一只北山羊能卖数千元，巨大的
利润让盗猎者不惜铤而走险。

有段时间，盗猎人数增多，天山里
的野生动物数量锐减，有的盗猎者甚至
放火烧山，然后在外围“守株待兔”。
“逃出来的动物被他们捕杀，逃不

出来的被活活烧死。山林里的惨叫声，
至今想起来都让人头皮发麻……”伊马
木一脸愤怒。

在野外执行反盗猎任务，伊马木和
战友们时常会经受各种考验。

去年隆冬的一个深夜，伊马木在望
远镜中看到了远处闪烁的灯光，他立即
报告上级，并与赶来支援的战友将盗猎
者一举擒获。

当战友驾车追击逃窜的另一名盗
猎者时，伊马木冒着-30℃的严寒，坚守
1个多小时，看守被控制住的盗猎者，他
的左耳因此被冻伤了。

冻伤的耳朵，如今成为这个维吾尔
族战士引以为傲的“勋章”。

战友情浓

深夜，结束了一天的巡逻，官兵们
在红柳河边宿营。大家一边整理装备，
一边生起火堆准备晚饭。

巡逻队一行 10多人，仅携带一口饭

锅，只能分批次吃饭。
面熟了，伊马木刚要动筷子，他注

意到一直躲在角落的中士王鹏，便立即
将自己的一碗面递给王鹏：“班长，巡逻
路上你把干粮都分给我们吃了，这会儿
肯定饿坏了！”

熊熊燃烧的篝火旁，战友们端着
面，你让我我让你，尽管天气严寒，每个
人的心里都热乎乎的。
“一次，我和战友一起围捕一个盗

猎团伙，盗猎者配有小口径步枪。”休
息间隙，已在这片山林巡护多年的王
鹏说。

当时，他和几名战友一直追到海拔
3000多米的地方，终于将盗猎者擒获。
后来他们发现，没收的枪支里，子弹已
经上膛了，“不知枪口要对准野生动物，
还是要对准我们”。

不害怕吗？
这位面庞黝黑的中年汉子摇摇

头——“这种情况，当时根本就没怕过，
大家都是不假思索直接上！后来想起来，
可能有点怕……”说完，他咧嘴笑了笑。

说起战友情，伊马木讲起一次难忘
的经历。

前年冬天，巡山途中，巡逻车辆陷
入了冰冷的河水中，导致油箱进水。等
将车从河水中推出来时，大家手脚都已
冻得麻木了。

天色已晚，驾驶员左海军立即着手
修车。“天气太冷，普通的扳手都握不
住，需要战友帮忙将自己手指按下去。”
最终，在大家协力帮助下，汽车故障被
排除了。

左海军点了一堆篝火准备取暖。
没想，修车时溅在他身上的油渍突然遇
上火星，“砰”的一声被点燃了，火苗顺
着裤腿直往上蹿。

伊马木急中生智，赶紧脱下自己的
棉衣，用水浸湿后裹在左海军身上。
“如果火再不灭，就只能一脚把你

踹回河里去。”虚惊一场后，战友们开起
了玩笑……许久，大家都没说话，只是
紧紧握住彼此的双手，体会着战友间珍
贵的情谊。

无悔坚守

常年巡护山林，不少官兵患有关节
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

张刊的家人，多年来一直保留着一
张 X光片。由于腰椎间盘突出日益加
重，他的脊柱都变形了。

伊马木知道，班长有一段时间经常
腰疼，巡山时候疼得实在受不住，他就
用安全绳使劲勒住自己的腰。

这么苦，为啥他们都愿坚守在这里？
“只要融入这支队伍，就会找到一

种家的感觉。”张刊说，进山了，官兵们
就会拧成一股绳，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性
命交付给了队友。

巡逻时，官兵们喜欢放声高唱嘹亮
的少数民族歌曲。
“更何况，到了山里，每次看到雪豹

在身边奔跑、金雕在蓝天翱翔，我们就
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张刊说。

有对美丽家园深沉的爱，才有无怨

无悔的付出。
天天在野外巡逻，想念家里人咋办？
“还没结婚呢，跟野生动物打交道

有点多，跟女孩子打交道比较少了！”伊
马木笑着说，“支队官兵普遍结婚都比
较晚，就算成了家，也没有多少时间能
照顾家人。”

张刊话不多，但聊起有关家庭的话
题，他一下打开了话匣子——家里人挺
支持他工作，妻子觉得，守护天山的工
作很有意义，从来没有一句抱怨。
“每次进山，母亲都特别担心，总是

千叮咛万嘱咐。”伊马木说，他和战友们
每次进山巡逻归来后，都会给家人打个
电话报平安，“道一声平安，是对家人支
持的最大回报。”

近年来，随着电子监测、管控技术
的应用，天山林区巡逻效率大为提升。
尽管如此，官兵们并没有觉得肩上的担
子有所减轻。
“科技手段再发达，人的作用永远

是第一的。守护美丽家园，需要我们付
出更多汗水和努力。作为‘森林卫士’，
坚守奉献的精神永远不能丢，那是人对
自然的热爱敬畏，更是对美好生态的向
往追求。”伊马木说。

图①：伊马木和战友结束了一天的
巡逻在山间宿营，才吃上一口热饭；图

②：一只被不法商贩收购的乌雕；图③：
“森林卫士”从盗猎者手中搜缴的北山

羊角；图④：官兵们巡护在天山深处。
程雪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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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森林卫士”的苦与乐
■程雪力 陈维奇 江志涛

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

2013年6月，柬埔寨金边，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新疆天山成功入

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地处西北边陲的天山，具有独特的魅力。

这是一片充满自然美景和珍贵资源的土地。雪豹、北山羊、金雕等

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长期以来，一茬茬武警森林官兵克服常人想象

不到的困难，保护和守望着这片净土。

本期新闻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24岁的维吾尔族武警森林战士——

伊马木·肉孜。出生于天山脚下的他，打小就是听着爷爷讲“天山雪莲、

雪豹”的传说故事长大的。

成为“森林卫士”后，他曾目睹盗猎者的残忍，10多只雪豹惨遭毒手，

静静地躺在雪原上。

生命珍贵，岂容肆意残害？守护好美丽天山，绝不能再让盗猎者得

逞。无论巡守任务多么艰辛，伊马木和他的战友们将这一使命铭记在心

间，“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守

护着安宁祥和的天山。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让我们再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祖国西

陲，走近天山“森林卫士”，领略这群年轻官兵们为建设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环境更美好的共同家园付出的辛劳、展示的风采，感受他们坚守

中的苦与乐。

——编 者

清晨 8点半，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
仓库四级军士长崔艳峰，开始了一天的
巡线工作。

这是一条连接主库区和储存区之间
的输油管道，绵延 15公里，途经村舍、田
野。通过这条管道，源源不断的油料被
运抵大山深处的一个个油罐。

有管线的地方，就要有人巡守。崔
艳峰这一守，就是六年。

时光回溯到 2012 年。当时输油管
道准备开始铺设，由于线路途经多地、地
质复杂，前期协调筹备工作异常繁重。

那时，管道沿线周边没有一条像样
的公路，崔艳峰和巡线组战友每天只能
徒步勘察施工地点；遇到村镇，还要与村
民协商建设事宜。

他们每天一大早出发，路上啃几口
干粮充饥，巡完 15公里路程，正好能赶
上在储存区吃晚饭。
“我的‘铁脚板’和‘铁齿铜牙’，都

是在那个时候练就的。”崔艳峰笑呵呵
地说。

按照施工方案，管线需要途经一部
分农田，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听说这个消
息，刚开始都不情愿。

经常在村子周边勘察，崔艳峰与乡
亲们渐渐熟络。连续多日，他每天到老
村长田景城家中“拉家常”，力所能及地
帮忙干些农活。

一来二去，田景城渐渐想通了：国防
建设是天大的事，耽误不得！他主动出
面说服乡亲们，要以实际行动支持国防
建设。

后来，崔艳峰将一些村民介绍到施
工项目部工作，既参与国防工程建设，又

增加了家庭收入，乡亲们说：“我们的国
防意识，都是老崔给立起来的。”

一条巡线路，串起浓浓鱼水情，“老
崔”的故事也一传十、十传百。

输油管线沿途的万溶江岸边，坐落
着一个苗族村寨。宁静的山寨旁，有一
块绿油油的菜地，菜地主人贾阿妈将其
称为“爱民田”。

有一年夏天，一场暴雨过后，年逾七
旬的贾阿妈像往常一样，头顶一箩筐刚
采摘的青菜涉水渡河。谁知，暴涨的河
水几乎没过了大腿根儿，水流湍急，她无
法站立。

危急关头，巡线路过的崔艳峰“扑通”
一声跳进河中，将贾阿妈安全扶上岸。

后来，听说管道铺设要经过自家菜
地，贾阿妈主动找到部队：“要不是解放
军，我的命都没了。为了国防大事业，我
这块菜地算个啥！”

如今，每当崔艳峰巡线路过村寨，正
在田间劳作的苗寨乡亲们，都会摘一把
蔬菜塞到他手里。

崔艳峰也不见外，因为这位村民口
中的“老崔”，早已把管道沿线一带的乡
亲们当成自己的家人。

长年守护一条管道，崔艳峰越走
心越定：“虽然白头发多了、身板没有
过去强壮了，但尽职尽责的使命意识
一刻不能淡忘，肩头的责任始终是沉
甸甸的。”

“老崔”的15公里巡线路
■林 铎 姚述福 本报特约记者 黄 翊

边关趣闻

“保兴山下江曲折，山中有狼水有

蛇，母子犬哨守水陆，驱走野狼与毒蛇。”

关于母子犬哨的故事，北部战区

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某艇组官兵

对笔者娓娓道来。

去年 5月，新调整组建的艇组官

兵，驾驶巡逻艇驻守一片陌生辖区——

黑龙江畔的保兴山脚下。接防后不

久，官兵们到附近大同村探望，乡亲们

善意提醒：“养只土狗，看家护院！”

为啥？艇组长崔浩翔心里直犯嘀

咕：艇组虽不大，却是部队营区，需要

养只土狗看护吗……

没过多久，一只名叫“大宝”的土

狗，便成了艇组首位编外“看家哨兵”。

其中的缘由，还得从一件事说起。

那天，官兵们到村里开展勤务宣

传工作，碰巧遇到村民肖大爷的儿子

外出采草药回来。他说：“村子后山上

有狼，俺村里人不多，家家户户喜欢养

狗，因为土狗对付狼最有办法。”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很快，一只

周身黄褐色、约半米高的土狗成为艇

组的一员，官兵们给他起名“大宝”。

一天清早，官兵圈养在营区内的

“溜达鸡”，不知为啥少了一只。舰务

长王远俊认真清点了数量，摸着后脑

勺，满脸疑惑：“莫不是有狼？”

连续多日，官兵们提高了警惕，却没

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又是一个深夜，屋

后突然传来“大宝”的狂吠声，官兵们纷纷

披衣出门。一束束手电光下，只见一个黑

影“嗖”地窜入后山草丛中，没了踪影。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山上的狼早

就瞄上了官兵们圈养的鸡，要不是有

“大宝”，鸡早被狼吃光了。

打那以后，官兵们更加喜欢“大

宝”。曾经训练过军犬的下士王帅，还

主动请缨要训练“大宝”。

尽管营区有“大宝”守护，官兵们

也不敢掉以轻心。崔浩翔和战友们专

门从镇上采购回铁围栏，将驻点周边

围了个严实，加上“以犬助哨”，为营区

安全上个“双保险”。

去年10月，临近收江时，“大宝”生

下一只小狗崽儿，一双圆溜溜的眼睛

招人喜爱，大伙儿给它起名“二宝”。

今年4月，艇组官兵再次回到大同

村附近建点。这时的“二宝”已经很壮

实了，个头比“大宝”还要高，官兵们便

让它在码头区伴随放哨。

没承想，刚上哨不久，“二宝”就帮

助官兵化解了一次危机。

那天，下士王帅在船艇上担任武装

更，“二宝”突然冲着船艇方向狂吠不

止。王帅觉得有些不对劲，刚一回头，便

望见一条1米长棕褐色的蛇盘在缆绳上。

他本能地后退了两步。只见“二

宝”快速冲上甲板，用爪子猛扒正在

爬行中的蛇，没等蛇反击，就一口咬

了上去……

王帅躲过一次危险。战友们都

说：“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二

宝’比‘大宝’还厉害！”

母
子
犬
哨

■
迟

博

边关传真

“最近瘦了不少，肌肉结实了”“锻
炼方式更多样，效果显而易见”……

一个周末的晚上，笔者走进南部战
区陆军某边防旅前哨排“哨所健身房”，
立即被室内火热的健身氛围所感染，官
兵们挥汗如雨，练得正起劲！

进行完上肢力量训练，前哨排排
长叶文博喜滋滋地说：“自从上级配发
了健身器材，我们开展体能训练的方
式更加灵活，如今，大家的训练积极性
明显提高了。”

前哨排驻守边境一线，远离旅队
机关，加之场地、训练器材等限制，以
往体能训练方法单调、枯燥。

年初颁布的新大纲，对官兵的体
能素质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为
此，旅里想方设法为一线官兵拓展体
能训练路径，采购了一批健身器材配
发基层哨所。

很快，多个“哨所健身房”相继落
户边防营区。光有“硬件”还不够，旅
机关还组织训练骨干深入一线，介绍

器材使用方法和作用，让官兵根据个
人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训练。

上等兵杨阳体能素质一般，过去
一提起“五公里武装越野”就发怵。如
今，有了健身房，他结合个人短板弱项
进行器械辅助训练，耐力明显加强。
“现在的新战士都是‘95后’，他们

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思维活跃，自从有
了健身房，‘低头族’少了，崇尚健康
美、阳光‘乐活’的人多了。”叶文博笑
着说。
“如此健身，够酷！”做完十多组仰

卧起坐，上士黄俊强满头大汗：“健身活
动为枯燥的训练生活增添了乐趣，如今
练出‘马甲线’的人不在少数！”

下士张鹏拿出手机，展示了“全排
体能训练大比拼排名”。原来，依托
“运动软件App”，官兵们各自制定健身
计划，每天坚持“打卡”。

半年来，上等兵李欧一直在哨所担
负监控执勤任务，体能训练少了，体重
一下子上去了。他说：“新大纲规定体
形不合格，总评成绩便不合格。我训练
的目标是，尽快把体重降到合格标准。”

上图：哨所官兵在健身房内进

行体能训练。 魏小龙摄

够酷！哨所有了健身房
■魏小龙 舒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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