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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16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边关哨所，这里有冬季封山期

长达7个月的边防连队，这里有距首都北京最远的雪山哨卡……

蜿蜒数千公里的西藏边防线，气候严寒多变，自然环境

恶劣。西藏军区官兵常年戍守在这里，用青春和热血在雪域

高原铸起一道钢铁边防线。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边防建设的投入，今天的西藏高

原边关处处呈现一派新景象：边防哨所的住房、用电、吃菜、

吸氧、洗澡等日常生活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依托信息网络等

先进手段，巡逻执勤等一系列战斗力建设保障难题陆续得到

解决……

前不久，本报记者驱车西藏边防一线，远眺一座座矗立在蓝

天白云下的新型保温营房、一条条望不到尽头的“天路”，跟随部

队野外驻训、在巡逻途中品尝野战食品，感受着祖国繁荣发展、

综合国力增强给边防建设带来的时代之变。今天，让我们跟随

记者在西藏边防采访的脚步，领略雪域高原保障新视点。

——编 者

一线探访·高原保障新视点① 边关传真

▲

西藏边防，冬季特别漫长。有的一
线哨所大雪封山达七八个月，物资保障
只能靠“人背马驮”。

四级军士长孙少周驻守的卓拉哨
所，位于海拔4687米的陡峭山壁之上。

过去 10 多年，他每个月都要和战
友们从山下连队往山上哨所背运物资。
一来二去，他练成了“飞毛腿”，还因此
荣立过二等功、三等功。

连队与哨所海拔落差有数百米，距
离看上去不算远，但官兵徒步攀爬通常
需要5个小时。

孙少周说，背运物资的艰辛和危
险，他经历了太多。

今年，当内地春回大地时，孙少周
的脸上也“春意盎然”：“他和战友们再
也不用往返连队与哨所背物资了！”

在西藏军区和日喀则军分区机关
的大力支持下，边防某团携手地方有关
部门，陆续为该团下辖海拔 4000 米以
上的卓拉、詹娘舍、甲公拉等 7个哨所
开通了 5条运输索道，彻底结束了这些
雪山哨所近半个世纪以来运输物资靠
“人背马驮”的历史。

索道开通时，正值三月，雪域山巅
骤然大雪纷飞。

望着从山下运送上来的一箱箱物
资，官兵们心里热乎乎的，脸上的笑容
像花儿一样绽放……从这一天起，封山
期哨卡吃菜难、饮水难等“老大难”问题
都将一去不复返。

在卓拉哨所，记者见到了孙少周。
历经高原沧桑，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
了许多。
“我们这些‘飞毛腿’，如今可以把

本领全部用到守防、巡逻上了！”面庞黝
黑的孙少周憨憨地笑着。

他说，战友们给这条索道起了个好
听的名字——“天路”。

为了亲眼见识一下索道的“运力”，
记者来到边防某连驻地。

在索道运输平台上，连队官兵将副
食、报纸书籍等物资，装入几个特制铁
箱中。在他们身旁，一根杯口粗的钢索
直入云霄……
“过去往山上运物资，需要四五名

官兵每周运一趟；如今有了索道，每天
都可运送，一趟只需半小时。”连长梁辉
介绍，这条索道采用新型防寒、防腐蚀
材料，能抵御大风和雨雪。
“现在，哨所官兵四季吃上新鲜蔬

菜瓜果已不再是难事！”他说。
记者追问，送到一线哨所的新鲜蔬

菜是从哪里来？梁辉笑着回答：“我们有
‘战地快递’！”

梁辉口中的“战地快递”，是西藏军

区在一线高原连队开展的“副食品直达
配送”工程。

正在一线蹲点的西藏军区保障部
副部长李忠海告诉记者，西藏边防冬季
保障存在物资筹措难、运输难、配送难
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通过军
民融合方式，遴选社会优质保障资源并
签订协议，建立“野战流动超市”，向边
防一线哨所、高原驻训部队提供主副
食、日用品等综合保障服务。
“哨所官兵只要提出需求，相关

企业便第一时间进行直达配送。”李
忠海说。

此外，为了保证封山期的物资配
送，上级还为一些连队哨所修建了停机
坪，采用直升机运输的方式，构建空地
一体多维投送网，彻底解决了雪山孤岛
补给难题。

一份来自西藏军区保障部的数据
显示：经过一年的实践探索，这种集中
选购、直达配送的新型高原保障模式，
不仅节省部队运力、减少运输安全隐
患，还降低了蔬菜、水果等副食品物资
的途中损耗，确保了物资配送质量……

哨所官兵说，索道的建成，不仅方
便物资运输，也为“哨所伤病员第一时
间后送”提供了条件保障。

一个多月前，卓拉哨所一名战士突
发高原肺水肿，昏迷不醒。官兵们通过
索道将这名生命垂危的战士安全送下
山，及时挽救了他的生命。

提起这条索道，曾在卓拉哨所驻守
多年的边防某团团长李兴文感慨地说：
“索道的修通，打通了哨所日常生活保
障和战备训练保障的‘最后一公里’，这
件事办到了高原官兵心坎上！”

李团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前几年，该团邀请驻地有关部门上

哨所考察。由于山路陡峭，修建一条上
哨所的公路需耗资上千万元……后来，
经过多方论证，修建一条索道的花费仅
为修路的十分之一。
“索道虽小，却连着人心，它为守哨

官兵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卓拉哨所守
防14年的四级军士长郑平安感受真切。

他掰着手指头说，如今我们冬季能
喝上纯净水、吃上新鲜蔬菜；保障充足，
一年四季氧气通到床头……

记者进入哨所官兵宿舍，上等兵吴
伟正和战友们分享着家人寄来的一大
包美食。映入眼帘的是雪白的墙壁和干
净的地板砖。坐在整洁的床上，一股股
暖意扑面而来……

哨长罗培说：“索道大大拓宽了我

们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以前想办办不了
的事，现在都可以办了。明年我们打算
给哨所更换新的铝合金门窗，提高房屋
的密封、保暖性能。我们的‘家’将会更
美观，更温暖。”

夜深人静，皓月当空。走上哨楼，遥
望通往山下的索道“天路”，记者不禁
感慨：“曾经的‘雪域孤岛’，如今变化
太大了。”

正在执勤的战士任卫军回忆起一
次难忘经历。去年冬天，正值封山期，他
突然生病，军医通过手机视频为他进行
诊治。连队得知情况后，及时将相关药
品运上哨所……
“我相信，随着将来更多雪域索道

的开通，一线哨所的医疗保障会更有
力。”任卫军笑着说。

今天的雪域哨所，已不再遥远。这
样的变化，来自祖国的发展繁荣，来自
全国各族人民的深情关注，也来自部队
各级对高原官兵的殷殷关怀。

图①：7月14日一大早，新鲜蔬果
经索道从山下连队运送到卓拉哨所；

图②：通过加挂装置，索道一次可运
送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图③：官兵
们收取物资。 李文越摄

云端索道连通雪域哨所
■本报记者 马三成

提到军港管理保障队的老唐，官兵

都会说到他的“养鱼经”。

“老唐”名叫唐荣路，是海军某潜艇

支队中士。作为支队负责港区环境维护

的老兵，他逢人便说：“维护军港生态环

境，港池里的鱼也有功劳……”

平时，老唐和战友们的一项重要

任务，就是监控污水处理系统的稳定运

行——支队营区的部分保障用水，都是

依托这个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净化处理。

“处理后的污水，一部分用于浇灌营

区绿化带，另一部分用来为舰艇喷淋降

温……而这些污水，最终都将流向海洋，

监管水质不能有半点疏忽。”在战友眼

中，老唐对待本职工作的认真劲儿，真是

没得说。

老唐性格开朗，一天到晚总是乐呵

呵的。由于担负潜艇油污水回收任务，

每次潜艇出航返回母港，他都要驾驶油

污船到码头迎接潜艇凯旋。“别看油污水

容量不多，但对海洋水质的影响不可小

视。”他说。

军港附近良好的水质，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鱼群。战友们看着开心，老唐心

里也舒坦。每次有驻地中小学生到支队

参观见学，穿梭于港池内的鱼群，也成为

官兵引以为豪的一道风景。

军港是禁渔区，但时常会有渔民进

入港区捕鱼。与渔民打交道，老唐自有

他的一套经验——有人误闯军港，他一

声吆喝，对方马上调转船头；有人执意下

网，他会开着小船去收网；遇到蛮横不讲

理的，老唐和战友便将他们连人带网带

回部队接受处理……

老唐并非“铁面无私”。一次，营区

飞来一群白鹭安营扎寨，他对这群“猎鱼

者”却没了脾气：“白鹭是国家级保护动

物，赶不得……”

去年底，一篇报道水兵军嫂的文章

《我愿变成鱼儿，伴你去远航》火遍支队

官兵朋友圈，不少官兵对港区里的鱼儿

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以前为了排遣寂寞，我们也会趁夜

色拿着渔竿来港区钓鱼。”上士王明阳

说，如今我们更愿意和老唐一起守护港

湾中的鱼儿，看它们在水中嬉戏。

又是一个傍晚，夕阳在海面上洒下

一片金晖，老唐像以往一样在港区内巡

查，捡拾岸边的垃圾。

从走上维护港区环境岗位至今，已过

去整整8个年头。老唐说：“对眼前这片

海，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我爱得越来越深。”

下图：唐荣路(左一)与战友在港区

进行环境维护。 吴 奔摄

用心守护眼前这片海
■吴 奔

7 月 18日，对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旅东线扫雷队队长王京和家人来说，是
个特别的日子。

在医院陪护父亲的王京没有想到，旅
领导和家乡人武部、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来
到医院看望慰问他和家人，现场帮助解决
了不少困难。

病房里，王京拉着前来慰问人员的手
说：“组织就是我最大的靠山，我一定用更
好的工作成绩，加倍回报组织的关爱。”

去年 11月 27日，中越边境新一轮扫
雷行动启动。东线扫雷队队长王京多次
推迟婚礼，带领官兵奔赴雷场，出色完成
各项任务。

这期间，王京的母亲因急症住院。
家人考虑到王京扫雷任务重、不能分心，
便向他隐瞒了母亲的情况。

今年 4月，王京的父亲王建杰突然
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王京是家中独子，
妻子叶子再次向他隐瞒了老人病情，独
自承担起家庭重担。

虽经两个多月化疗，父亲的病情却
进一步恶化……万般无奈之下，叶子这
才哭着拨通了丈夫的电话。

这件事很快传到该旅领导那里。他
们一边催促王京回乡探望，一边派专人
协调西安新城区人武部和地方有关部
门，为王京和家人解决实际困难。
“青春献雷场，家事‘我’来管。”7月

13日，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向雪锋带着

王京在扫雷行动中的音视频资料，专门
走访了王京爱人户籍所在地西安新城
区、家庭所在地西安雁塔区、王建杰老人
户籍所在地咸阳武功县等军地部门。

三地人武部、民政部门得知王京的
事迹后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子弟兵在前
方扫雷，一定要为其解除后顾之忧，说什
么也不能让他分心。

武功县人武部部长王生海，曾在云
南边防服役 20多年，深知边防军人边境
扫雷的艰辛。

走访中，他和民政、村镇工作人员多
次到医院了解情况，依据相关政策规定
帮助他们协调落实了医疗报销、大病保
险、困难补助等事宜。

在王建杰老人就医的空军医科大
学唐都医院，许多医护人员观看了王
京扫雷英勇事迹的视频后，深受感染。

老人的主治医生说：“扫雷官兵是和
平年代离危险最近的战友，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全力以赴挽救老人的生命……”

夏日午后，躺在病床上的王建杰老
人，在儿子、儿媳的陪伴下翻开了部队送
来的一本影集。当老人看到王京胸前佩
戴着大红花的照片时，欣慰地说：“我儿
为部队争了光，为祖国扫雷，这个兵当得
值，当得光荣……”

下图：扫雷一线，王京顺利清排出一

颗地雷；病床边，向雪锋向王建杰老人展

示儿子奋战雷场的照片。 宋邦稳摄

扫雷队队长王京的父亲身患肺癌，军地协力解难帮困——

青春献雷场，家事“我”来管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宋邦稳

“八一”前夕，67岁的董立康老人多
方打听，驱车 30 小时、辗转近 1500 公
里，将一面锦旗送到西藏军区川藏兵站
部某汽车团营区。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半年多前讲起。
去年冬天，董立康老人独自从湖南

长沙沿川藏线自驾游，经过海拔 5130米
的东达山时遭遇了暴风雪。雪山达坂
上，他在给车辆装挂防滑链条时，因严
重高原反应，晕倒在路边。

董立康老人醒来时，发现自己身边
围着几名解放军官兵，身下还垫着一件

军大衣。执行进藏运输训练任务的川
藏兵站部某汽车团车队行进至此，发现
了昏迷中的老人。

官兵们立即展开抢救，帮助他服下
抗高原反应药品。驾驶员莫尔钢、黄加
程还帮助老人装挂好了防滑链。看着
老人脱离了危险，官兵们才继续赶路。
临别前，莫尔钢把随车携带的抗高原反
应药品全部留给了老人。

望着渐渐远去的解放军车队，董立
康老人这才想起，他还没有问清楚这些
帮助他的恩人姓甚名谁、来自哪支部队。

一个多月后，结束自驾游的董立康
老人经过一段时间休养，身体渐渐恢复
健康。解放军在高原上帮助他的情景，
时常在他脑海浮现。

在家人的支持下，董立康老人来到
长沙市电视台，希望通过“都市频道栏
目组”帮助寻找给予他无私帮助的解放
军官兵。

很快，一个名为“最可爱的人，你在
哪里”的新闻纪录片播出了，在当地引
起强烈反响。

然而，又过了两个月，还是没有任
何救命恩人的消息。董立康老人坐不
住了。他决定带着制作好的锦旗和感
谢信，驾车前往川藏线沿线城市寻找救
命恩人。
“我把感谢信贴在车上，到雅安、

到康定……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也一定
要找到那群解放军官兵。”驱车行驶在
川藏线上，老人的想法愈加坚定。

董立康老人抵达成都后，来到一家
派出所寻求帮助。恰巧，接待董立康老
人的民警是一名退伍老兵。得知老人
的来意后，他深受感动，连续多日陪伴

着老人，逐一踏访驻成都市区的部队。
一天下午，在原成都军区机关所在

营区门口，值班干部贾勇看了董立康老
人拍摄的救助自己汽车车牌号视频后
说：“这是川藏兵站部的汽车，可以去雅
安市找找！”

听了这话，老人高兴极了。他顾不
上休息，连夜驱车前往雅安。翌日，在
雅安市人武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老人
终于找到了救助自己的解放军官兵。

7月 26日，董立康老人终于看到记
忆中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激动得热泪
盈眶。
“如果不是你们及时救助，我也许

就下不了雪山了……”老人紧握着莫尔
钢和黄加程的手，哽咽着说：“千里万里
寻找你们，我只想亲口说一句：谢谢！”

左上图：董立康老人（左三）手拿锦

旗，与救助他的官兵合影。 干亚东摄

漫画：石梅树绘

寻你千里万里，只为那句感谢
■干亚东 林静之

今日戍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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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