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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瓦罕走廊，海拔 5200 多米的
东克克吐鲁克达坂依旧寒风凛冽。抬头
望去，绵延起伏的层层峰岭，一片冰封雪
裹。
“克克吐鲁克”，塔吉克语，意为“鲜

花盛开的地方”。然而，此刻这里一片荒
凉。“夏天还这么寒冷”，是记者对这里的
最直观印象。

乘巡逻车抵达海拔 4900 米的山腰
处，记者跟随官兵徒步巡逻。山路乱石
嶙峋，每走一步都十分艰辛，一不小心就
容易跌倒。海拔陡然升高，缺氧引起耳
压变化，让记者觉得耳畔有阵阵蜂鸣声，
连风声都听不见。

此时此刻，官兵的表现却让记者心
生敬意。

22 岁的下士李敦云，全副武装，过
沟越坎，身手矫健，如履平地。他本来已
经爬到半山腰，看到记者步履维艰，又折
返回来，与记者并肩前行。

越行，越远。看到记者实在难受，带
队干部、卡拉其古边防营副教导员杨小
强下令原地休整。

杨小强说，再往上走，将要穿越一大
片冰川，10层楼高的冰川拔地而起，很
难翻越。

有多难？覆盖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
的厚厚冰层下，藏匿着无数突兀的冰
锥。官兵行走其上，要么踩透日照后表
面渐融的冰层，灌满一鞋冰冷刺骨的水；
要么踩到冰锥上，扎得人疼痛难忍。

李敦云说，官兵最怕的是无任何征
兆的雪崩，以及深不可测的雪豁。每次
在冰川上巡逻，官兵必须手手相挽、谨慎
挪步。因为，在这里哪怕一声呐喊也可
能招致雪崩。

不到半小时，记者的指甲和嘴唇已
经发紫。高原反应导致头疼欲裂，心如
擂鼓。

想坚持，却难再坚持，记者掉队了。
一直陪伴记者的李敦云，转身眺望

着十几公里外巍然屹立的雪山。对于眼
前这位当兵 4 年还没探过家的下士来
说，眺望雪山是“戍边最快乐的事”。
“都说山高人为峰，我们驻守在雪山

哨卡，对这句话体会最深。”在这位“95

后”的心中，巍峨雪山就是戍边军人职责
使命的象征。

李敦云所在的克克吐鲁克边防连，
驻守在瓦罕走廊最前沿，担负着中阿边
境一线守防任务。

虽然宽阔的卡拉秋库尔苏河贯穿整
个通道，但这里是不折不扣的“生命禁
区”——平均海拔超过 5000 米，常年平
均温度在-5℃至-10℃之间，最低温度
达-40℃。

李敦云说，缺氧让每次巡逻攀爬达
坂就像“爬天梯”。当初报名参军，这位
来自甘肃敦煌的农家娃，对边防的艰苦
做足了心理准备，但真到了这里才发现，
艰苦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新疆边防，像李敦云一样的“95
后”战士占了大多数，有的来自江南水
乡，有的来自改革开放前沿地区，也有的
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但无论
来自哪里，家乡的自然条件都要比这里
好得多。”杨小强说。

与内地“95 后”的生活环境截然不
同，这里没有商场，没有大排档，没有互
联网，没有 KTV，智能手机也不能天天
使用……巨大的生活落差和长期的寂
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适应。

21 岁的上等兵郑卫国来自广东茂
名。两年前，他从广州一所大学毕业，怀
着一腔热血，选择来到边防部队。

戍边的每一天，都让郑卫国刻骨铭
心。刚开始站岗时，因为缺氧，郑卫国经
常脸憋得发紫；刚来连队第一周，赶上断
水，脸都没法洗……

这位当初害怕站夜哨、一听到山间
狼嗥就心里发毛的战士，如今已度过了
适应期，与雪山、哨卡、战友融为一体。
“边防连就是一个同甘共苦的快乐大家
庭。”郑卫国说。

前段时间，郑卫国大学时的班主
任组织全班同学聚会，他在电话里对
郑卫国说：“每个人都见到了，唯独没
见你……但我们都为你自豪！聚会
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你。”电话这头，
郑卫国泣不成声。那是他入伍以来，
唯一一次流泪。

从老师和同学的话语里，郑卫国

体会到了自身坚守的价值和意义——
享受生活、领取高薪，和心上人花前月
下，以后有的是时间。但选择以坚守
雪山哨卡、巡逻“生命禁区”的方式服
务祖国和人民，却不是人人都有这样
的机会。

20岁的上等兵刘玉庆，曾是青海建
筑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在校生。在一次任
务中，他的脚趾严重冻伤，虽然及时进行
了治疗，但至今时常又痒又疼。
“这没啥，只要边境一线安全，我们

心里就踏实。”刘玉庆说，戍边的日子谈
不上惊天动地，也很少遇到什么大事，但
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大事”。

看着一茬茬年轻战友在边关生活的
历练中渐渐成长，在克克吐鲁克边防连
守防 15年的老兵马小龙很欣慰。在这
位“80后”看来，如果要给“95后”边防军
人画张像，就应该从这里起笔：黝黑的脸
上时常露出青涩害羞的笑容，却又显得
自信成熟……

新一代边防军人的自信和成熟，不
仅流露在他们的表情上，还闪耀在他们
的行动中。

谁说克克吐鲁克没有鲜花？记者感
慨，守防的每一天，那些“老高原”“老边
防”精神滋润出的精神之花、理想之花朵
朵绚烂，盛开在海拔 5000 米的雪山哨
所，盛开在官兵心中。

因为有了他们，“鲜花盛开的地方”
名副其实。

上图：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官兵巡逻

在风雪边关。 岳小平摄

克克吐鲁克：鲜花开在我们心上
■本报记者 陈小菁

本报北京7月20日电 今天，武
警甘肃总队官兵和甘肃省军区干部职
工、民兵继续投入甘肃多地的洪涝、泥
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日，大雨导致甘肃舟曲县白龙
江江顶崖滑坡，500万立方米的山石混
杂着泥土倾泻而下，白龙江被堵塞。
正在现场抢险的武警甘肃总队甘南
支队、机动支队 330名官兵，46台工程
机械车辆紧急投入抢险。官兵在落差
高达十米的洪道处，利用吊索安装泵
机，累计粉碎巨石 20余吨，切割水电站
闸体绞锁点 10处，协助水利工程人员
安装泵体 4个。同时，甘南支队官兵在
南峪乡南峪村冒着大雨，帮助群众搭
建帐篷200余顶。

此次受灾严重的临夏回族自治州，
今日继续降雨，气象、国土部门发出暴
雨黄色预警。当地武警官兵和人武部
干部职工、民兵，分别在东乡族自治县、
广河县各受灾乡镇冒雨展开救援工
作。在东乡族自治县凤山乡上沟村救
灾现场，人武部政委石峰坚守在救灾一
线组织协调指挥，40多小时内只休息
了不到 2小时；广河县三甲集镇康家新
村群众马哈克家受灾严重，镇武装部长

马光荣带领民兵帮助他们安全转移。
截至发稿时，临夏军分区官兵和

民兵共 360余人仍奋战在救灾一线，积
极清理淤泥，转移家畜家禽，搭设帐篷
40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340人。

（综合谢析搏、屈杰文、郭干干、张
伟峰、郭涛、马志文来稿）

上图：武警天水支队官兵正在加

固河堤。 刘 昆摄

持续暴雨导致甘肃多地发生洪涝泥石流灾害

武警官兵和民兵持续抗洪抢险

本报巴彦淖尔 7月 20日电 向

勇、陈志光报道：7月 19日，第 78集团
军某陆航旅出动 1架直升机，经过 3个
批次、6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援，成功解
救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20名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19日凌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地区普降暴雨，引发区内水库堤坝
决口，下游多个村庄受灾。当日 12时
30分，正在这里飞行驻训的该陆航旅
和空军某场站接到当地政府通报：“有
群众被洪水围困，请求出动直升机救
援！”

时间就是生命。经上级批准，担
负值班任务的某机组立即投入救
援。13时 43分，直升机在云底高不足
100 米的气象条件下冒雨起飞，驰援
灾区。1 小时后，直升机抵达灾区上
空，被洪水围困的群众正焦急地聚集
在村东头一处不足 50 平方米的高地
上等待救援。由于地域地形生疏、降
落空间狭窄、土质情况不明、风向多
变，且村子周边还有纵横交错的电
线，机组人员向塔台指挥员请示后，
飞行员李飞鹏、孙明镇驾驶直升机靠
近目标上空，在一块狭小空地中央贴
地悬停。机械师、军医等迅速出舱，
协助被困群众有序登机，返回空军某
场站。经过 2 个来回的紧急救援接
送，19 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获救转
移。

18时 03分，直升机搭载地方防指

工作组奔赴灾区查看水库泄洪及群
众受灾情况。返回途中，机组发现灾
区一个人被困在铲车车顶，周围水流
湍急，洪水不断上涨，情况危急。经
请示指挥组同意，机组采取水上悬停
的方式进行救援。直升机徐徐下降，
稳稳地悬停在被困者上空，一级军士
长穆永厚顺软梯攀下，协助受困者攀

上机舱。受困者刚被拉上直升机，洪
水就淹没了这一区域。
“感谢亲人解放军！要是再晚几

分钟，我可就出不来了！”被救者紧紧
握住官兵的手。

上图：争分夺秒紧急救援。

欧阳市委摄

第78集团军某陆航旅派出直升机悬停巴彦淖尔灾区“孤岛”

20名被困群众安全获救

本报讯 张兆东、记者张海华报道：
近日，武警部队党委常委会研究审定第
五届“十大标兵士官”表彰对象，10名在
练兵备战中涌现出的士官执勤能手和技
能尖兵光荣当选。

第五届“十大标兵士官”评选结合士
官“岗位大练兵、比武砺精兵”活动展开，
重点是表彰打仗的标杆、备战的模范。
评选工作于 4月中旬启动，依据《武警部
队“百名优秀士官”“十大标兵士官”评选
表彰办法》，按照基层单位申报、军师级
单位提名公示、武警部队评委会考核评
审、武警部队党委审定的程序，在全部队
评选“百名优秀士官”，而后从中择优确
定第五届“十大标兵士官”。他们是（以

姓氏笔画排序）：王伟亮、木马泽仁、朱博
伟、孙朋磊、杨青雨、封宇恒、侯旭波、徐
闯、郭子睿、董顺发。

此次评选出的“十大标兵士官”，涵盖
初、中、高不同衔级，分布在突击、狙击、搜
排爆、侦察等 8个专业岗位，既有本领高
强的训练尖兵，又有爱岗奉献的执勤能
手，也有技术娴熟的强军工匠，还有冲锋
一线的救援勇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据悉，武警部队将以“十大标兵士
官”颁奖表彰为契机，进一步把士官“岗
位大练兵、比武砺精兵”活动引向深入，
引领带动广大士官积极投身群众性练
兵、实战化训练的火热实践，以能打仗、
打胜仗的实际行动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本报讯 韩新成、记者张海华报道：

近日，经各军师级单位推荐，评选活动组
委会提名、公示、评选、考核以及武警部
队党委常委会审定，王丽慧、田华、闫慧、
何圆圆、余檬岑、张小红、郑浩、郑黎姗、
郎显艳、熊文（以姓氏笔画排序）被评为
“武警部队十佳军嫂”。

“武警部队十佳军嫂”中既有自强
自立、素质全面、实绩突出的模范代表，
又有困难面前不离不弃、乐观进取、勇挑
家庭重担的先进典型，充分展示出新时
代广大军嫂的精神风貌。同时，她们的
丈夫也都是忠诚于党、热爱部队、崇尚使
命的好干部、好士官。

武警部队第五届“十大标兵士官”评选揭晓
“武警部队十佳军嫂”评选揭晓

（扫描二维码，到中国军网“八一电

视”观看相关视频）

本报讯 王煜、檀琳报道：近日，空
军军医大学召开表彰大会，60名爱岗敬
业标兵、优秀党支部书记和优秀共产党
员上台领奖。被表彰为优秀党支部书记
的教授金发光说：“越是建设发展的爬坡
期，越需要广大党员坚定初心信仰，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该校党委为激励党员不忘初心、勇挑
重担，组织新任职干部到八路军西安办事

处纪念馆过主题党日，开展基层党组织书
记培训，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内在动力。
该校领导分赴一线部队调研卫勤保障需
求，技术三级以上专家教授带领青年骨干
深入部队开展医疗服务，并扎实开展卫勤
分队基地化训练。教、医、研、训各领域优
秀党员的先进事迹，成为该校深入开展主
题教育的生动教材。

前不久，在学校组织的军事医学综

合演练中，卫勤训练基地航空航天卫生
勤务学教研室的 6名教员在主任张建杰
带领下，每天坚守在演训场，为全体演练
人员树立了榜样。毕业之际，该校“张华
班”的学员党员们赶制有关烈士张华的
微课作品，并完成《张华和他的战友们》
视频制作。学生党员王俐钞说：“作为一
名党员，当好‘张华传人’，是留给母校最
好的承诺。”

空军军医大学用先进典型作为主题教育生动教材

表彰优秀党员 激发精武动力

本报讯 姜宠泽、张润泽报道：近
日，第 80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阶段考核
中，信息保障队班长杨叶再次刷新个人
训练纪录。杨叶告诉笔者，主题教育中
的“三学三看”活动，不断为她注入精武
强能、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

该旅前身部队先后参加过四渡赤水、
平型关大捷等千余次战役战斗，形成了“铁

心向党、争上头阵、敢打硬仗、勇争第一”的
光荣传统。为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该
旅组织开展“学红色传统，看理想信念牢不
牢；学经典战例，看素质本领硬不硬；学英
雄事迹，看战斗精神强不强”活动，将“三学
三看”作为深化主题教育的有力抓手，激发
官兵学习和训练热情。他们组织130多名
理论骨干深入班排，对旅队红色传统进行

深入解读；组织官兵参观旅史馆、荣誉室，
开展强军故事会、演讲赛；坚持问题导向，
在强军网设置讨论专栏，让官兵对照反思
查找不足。

英雄基因融入血脉，劲旅精神激励
斗志。该旅七连官兵训练热情高涨，在
近日旅组织的连战术演练中，该连夺得
总评第一名的好成绩。

第80集团军某旅借助红色资源深化主题教育

学习英雄旅史 投身练兵备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