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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西行帕米尔·一线见闻③

一个犹如高原雪莲般圣洁美丽的爱
情故事，让记者记住了电影《冰山上的来
客》，也让一群边防军人“住”进了记者心
里。

他们，就是卡拉苏边防连“5042”前
哨班官兵。

7月 3日，记者驱车 4个多小时，来
到中塔边境一线萨雷阔勒岭。这里，距
离当年的“5042”前哨班还有 14公里。

当记者要求前往前哨班时，却被告
知，这个曾以海拔高度命名的长驻边防
执勤点，14年前已迁往海拔 4365米的阔
勒买达坂，也就是今天的卡拉苏前哨排
所在地。

通往阔勒买达坂的车行便道是条
典型的“搓板路”。汽车不知转过了多
少个弯，翻过了多少个达坂。蓦地，一
个红顶黄墙的哨楼赫然出现在山坳
处，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格外引
人注目。

记者刚下车，卡拉苏前哨排排长余
雷和四级军士长陈建友就把记者迎进哨
楼。时值盛夏，高原气温仍在零摄氏度
左右，雪花不时飘落，带来阵阵寒意。前
哨排不足 50平方米的哨楼内，锅炉正常
运转；战士宿舍内，暖气片烫手……

捧着陈建友递来的一杯热茶，记者
心里暖暖的。
“我来的时候，‘5042’前哨班刚搬迁

到这里，当时我们住的是活动板房，冬季
靠煤炉取暖；后来新一代保温哨楼建成，
我们再次搬迁，新哨所被正式命名为‘卡
拉苏前哨排’。”顺着陈建友手指的方向，
记者看见哨所对面的山腰处，有一排破
旧的活动板房。

虽说只有 33岁，但陈建友看起来要
比实际年龄大很多。驻守前哨 14年，让
原本内向的陈建友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甚至有些木讷。从 24岁开始，老家的亲
戚朋友就帮他介绍对象，在近 10年的时
间里，先后见了十几个姑娘。可因为戍
守西陲，不能经常回家，没有姑娘愿意跟
他交往。“那时候前哨没有手机信号，想
联系却联系不上的滋味，特别难受……”
陈建友说。

前年，家里人给陈建友介绍了一个
刚毕业的女大学生。两人见面时，女孩
说：“卡拉苏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我知道
那里有个美丽的姑娘——古兰丹姆，能
用一生时间去寻找梦中情人，该有多么
浪漫……”
“我遇上了对的人！”谈起两人的相

遇相知，陈建友引用了一句流行歌词，脸
上笑开了花。

回忆起坚守“5042”前哨班的那段岁
月，“5042”前哨班最后一任班长、现任卡
拉其古边防营副营长刘建伟只是用“很
苦、很苦”这样简单的词汇来形容。

当时的前哨班缺水少电。由于山风
肆虐，交通受阻，发电机要么经常坏，要
么柴油送不上来。有一年，上级给前哨
班配发了一台风力发电机，用了不到一
个月，狂风就把发电机叶片吹断了。

水和菜供应不上，更是常事。夏
天，连队每隔 10天派一队官兵，赶着 10
匹军马，为前哨班送去蔬菜和 20 桶
水。冬天封山后，只能每半个月运送一
次，送上来的蔬菜半路上就冻成了冰坨
子。最困难的时候，官兵只能吃盐水煮
黄豆。

最难驱逐的还是孤独和寂寞。山
上风大雪狂，有时候几天迈不出门。
话题早已聊完的官兵各自埋头读书，
可因为缺氧，有时刚刚读过的内容转
眼就忘。

后来，上级给前哨班安装了卫星电
视信号接收系统，官兵终于收看到了电
视节目。可好景不长，几周后，卫星接收
器在一个深夜被狂风卷入山谷。
“接收器是战士们的宝贝疙瘩，一定

得找回来。”翌日一大早，刘建伟带着 3
名战士下山寻找。蹚着深深的积雪，他
们从早上找到下午，天黑前才找到。

当战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把接收器
抬回前哨班时，发现接收器已严重损坏，
不能用了。“战友们都哭了，我也流泪
了。”聊到这里，刘建伟的眼眶红了。
“5042”的搬迁，既宣告了一段艰苦

守防历史的结束，又开启了新的守防征
程。在入伍 18年的刘建伟看来，守防条

件是在不知不觉间变化的。
2008 年，在驻地政府支持帮助下，

从卡拉苏边防连通往前哨排的 14公里
道路修通了，官兵吃菜难题解决了。

2010年，第一个移动信号塔在位于
前哨排不远处的山腰间建成。有了手机
信号，遥远的边关前哨不再孤单。

2016年，军地合力为卡拉苏前哨排
接通了长明电。

此前，卡拉苏边防连官兵一直饮用
卡拉苏河河水。“卡拉苏河”，在塔吉克语
中意为“黑水的河”，河水中含有过量矿
物质，长期饮用对健康不利。

去年底，在驻地政府支持下，某边防
团专门修建了一条 8公里的输水管道，
一端连着卡拉苏边防连，另一端连着卡
拉苏口岸附近的一处泉眼。从此，甘洌
清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连队，也流进了
前哨排官兵的心田。

今天，卡拉苏前哨排与相距 200 多
米的塔吉克斯坦边防军，共同巡守在中
塔两国边境线上，守卫着日渐兴盛繁荣
的卡拉苏口岸。
“守防哨所海拔降低了，但戍边的标

准没有变。”目睹今日巨变，现任卡拉苏
边防连连长吕希强说，“‘5042’前哨阵
地，是我们帕米尔边防军人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的见证。不管环境怎么变化，
‘5042’前哨精神都将薪火相传。”

上图：卡拉苏边防连官兵在巡逻

途中。 曹浩军摄

卡拉苏前哨：感悟“5042”的精神高度
■本报记者 陈小菁

本报讯 李潇帆、记者邹维荣报
道：“转场到位，组织起竖”“发现不明情
况，立即跟踪判别”“通信线缆故障，立
即抢修”……7 月 17 日，战略支援部队
某部数百名士兵聚集在航天工程大学，
参加士兵职业技能比武竞赛。随着一
道道指令下达，各组参赛选手迅速到达
指定地域，熟练操纵装备设施，沉着冷
静应战。

实战化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途
径。据该部领导介绍，他们承担的职能

任务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风险的特
点，必须立足于应对最极端、最复杂、最
困难的局面抓训练。组建 2年多来，该
部积极备战、从严组训，部队实战化训练
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为进一步缩小与实
战实训要求的差距，他们紧盯作战必需、
业务必修和士兵岗位必备能力，科学设
计竞赛项目、合理安排竞赛内容，采取自
下而上、逐级遴选、集中评比的方式组织
这次涵盖多个专业的技能比武竞赛。

以战领训，以考促训。该部通过比

武竞赛，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士兵立足岗
位、钻研业务、提高技能的练兵热情，催
生一批理论功底扎实、专业技艺精湛、综
合素质过硬的骨干和苗子，有效实现了
检验实战化练兵成果、考核士兵职业技
能水平、促进高技能操作人才队伍建设
的目标。

据了解，比武竞赛结束返回部队后，
各单位迅速组织复盘总结，开展针对性
固强补弱训练，促使竞赛活动成效及时
向战斗力生成转化。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开展士兵职业技能比武竞赛

搭建“新擂台”催生好苗子

本报讯 郑博熙、冯俊腾报道：近
日，陆军第 81集团军某合成旅一场由合
成营独立组织的全要素、全过程“装甲步
兵连战术综合演练”拉开帷幕。侦察兵
前出引导营属火力打击，工兵在步兵掩
护下实爆开辟通路，“蓝军排”在关键节
点顽强阻击。

与以往“连战术综合演练”一般需要
旅团级单位组织不同，此次演练，他们充
分发挥合成营新编制优势，由合成三营
营长贾均强带领各连长组成导调组，在
一线阵地依托“蓝军排”随机显示战术情

况，营部参谋及各连指导员组成考核组
量化评分，由待训连队分别组成通信保
障组与场地保障组，将营属侦察、工兵、
坦克等各兵种力量配属参训连队，实现
了合成营独立组训与全员参训。与此同
时，该旅还为合成三营配备实兵激光交
战系统，购置战术兵棋推演系统，配属实
时视频监控平台，从优化训练器材上提
高演训实效。该旅还邀请陆军步兵学院
教授来队辅导，进一步规范评判标准，建
立量化评分机制，探索集约高效的组训
模式。

“全程无脚本演训，着力提升战术水
平。”该旅领导向笔者介绍，合成营独立
组训，在短短两周时间里先后完成 4次
“连战术综合演练”，参训官兵的战术素
养、军事技能和基础体能都有了明显进
步。新组建的装甲步兵七连通过 4次演
练锤炼，实现了打一仗进一步，多次成功
处置随机战术情况。新任职排长刘帅 3
次担任实兵演练中的“蓝军”排长，通过
实兵对抗理解战术思想，提升军事技能，
带领官兵出色完成了扮演战场“磨刀石”
的任务。

第81集团军某旅锤炼独立组织综合战术演练能力

依托“蓝军排”磨砺合成营

卸下压力才能轻装前行，减轻负

担才能激发活力。某部针对基层官兵

压力大、负担重的实际，制定出台了

《为基层还权减压细则》。这一做法，

受到基层官兵普遍欢迎。

人们常说：“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

压力轻飘飘。”适度的压力有利于官兵

成长进步。但凡事皆有度，过重的压力

负担，比如发展受限、折腾虚耗、安全负

担、后顾之忧等，不仅不利于官兵身心

健康，还不利于激发基层内生动力。各

级党委机关只有把减压减负的工作做

好、做到位，才能让官兵把更多心思和

精力用到练兵备战上来。一旦压力降

不下来、负担减不下去，“短期内咬牙能

坚持，长时间绷紧吃不消”，就可能造成

“弦断之痛”，对战斗力建设造成很大影

响。

据调查了解，部分基层单位压力

负担过重，一直减不下来，原因是多方

面的。有的领导机关把减压减负停留

在口头上，雷声大、雨点小，讲起来重

要，干起来丢在一边；有的持续用力不

够，抓一抓好一阵，停一停又反弹；还

有的不抓制度落实，把减压减负的规

定措施束之高阁，没有落地落细落实。

压力不是一天能减轻的，负担也

不是一天就能卸掉的。工作日日进

行，任务持续不断，减压减负的工作也

应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逆水行舟用

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如果不坚持在

给基层减压减负上用气力，官兵面临

的压力和负担只会越来越重。机关各

部门只有少刷存在感，充分考虑基层

的承受能力，把任务部署和减压减负

结合起来，才能防止压力负担随工作

加码，让官兵把全部心思向打仗用劲，

把各项工作向打仗聚焦。

语言是叶子，行动是果实。只重

言语不重落实，只重一时不重全时，减

压减负就难见到成效。就拿“五多”来

说，个别单位反映，“五多”问题不仅没

有减少反而有增多的趋势。事实上，

对纠治“五多”，各级都出台了不少规

定措施，有的还规定了文件的字数、下

工作组的次数等，但实际上往往文件

字数没减多少，工作组也是一个接一

个下。造成这一问题，主要是少数党

委机关没有真抓的决心和意志，缺少

有力行动和严格督导，甚至走进了用

制造“五多”来减少“五多”的误区。

事实证明，有些事不做反而更有利

于战斗力建设。很多压力和负担就属

于这类事。奋进新时代，一切工作都应

向提升战斗力聚焦。对于那些反复折

腾的虚耗、那些毫无效益的空转、那些

政出多门的干扰，必须想方设法尽快减

下去，确保官兵心无旁骛抓主业，一门

心思练打仗。

当前，我军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攻

坚期、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最需要的是

营造练兵备战的良好环境。各级党委

机关只有“操其要、分其详”，树立靶向

目标的问题意识，多在基层减压减负

上用气力，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基层

内生动力，使部队战斗力建设轻装前

进、快速提升。

（作者单位：陆军第83集团军）

多为基层减压减负
■谢增刚

本报讯 冯雨来报道：“这个急救
技能培训真及时！”7月中旬，驻京干休
系统的一些老干部纷纷称赞。解放军
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着眼提高
军队干休机构一线医生急救能力，分层
分级分类开展急救能力培训，不断提升
医疗服务保障水平。

该局把急救培训作为老干部卫生
工作岗位练兵的重要抓手，在邀请医疗

专家集中授课和选送医务人员专科深
造的同时，针对当前医疗保障短板弱
项，立足自教自训紧抓基础普训，以各
综合服务保障中心为单元，采取专家理
论授课、模拟实体操练、骨干一对一指
导等方式，对卫生业务骨干和老干部身
边人员进行分批次培训。他们还组织
心肺复苏技能考核，遴选建立急救骨干
数据库，各中心从数据库中安排人员担

任区域小教员、逐所施教。考核中，专
家逐一点评，规范操作，切实提高受训
人员急救技能。

据介绍，这是军队老干部服务保障
体制改革后，第一次在驻京干休系统集
中开展卫生骨干急救能力培训。通过
培训，医务人员和老干部身边人员进一
步掌握了急救流程、常见急症处置和心
肺复苏等救治技术。

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提升医疗服务保障水平

组织卫生骨干急救技能培训

（扫描二维码，到中国军网“八一电

视”观看相关视频）

7月20日，第80集团军某陆航旅采取跨昼夜连贯实施方式组织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天候作战能力。 李骐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