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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事。

去年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独

自一人骑马去找连队放养在中蒙边境

山中的4匹军马。刚下过一场雪，戈

壁滩上的草被积雪覆盖，我径直向山

中走去。

进山后，我顺利发现了马群。当

我赶着军马往连队方向走时，天空突

然乌云密布，狂风裹挟着鹅毛雪片铺

天盖地，地面的积雪也被风卷起，山

沟里顿时雪雾弥漫。

入伍9年多，我第一次独自遭遇

“白毛风”。这时，我已辨不清方向，只

好站在马群中躲避风雪。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雪停了风住

了。我环视四周，所有山头都笼罩在

皑皑白雪中，来时路过的北塔山一时

难以分辨。我赶紧拿出手持北斗机，

却发不出信息，随身携带的温度计显

示：-30℃。

我背上一阵发冷，一时手足无

措。深呼吸，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时，我忽然发现，对面山头上有

一只狼似乎在盯着我。我的心瞬间提

到了嗓子眼，第一个反应便是——推子

弹上膛。

没想到的是，那只狼竟慢慢向我

走来，并不时停下脚步，四处张望，嘴

里发出低沉的嗥叫。

这时，军马也发现了狼，纷纷发

出阵阵嘶鸣，我一边安抚军马，一边

端起枪准备击发……

突然，那只狼前腿卧地，向我摇

着尾巴。

我定睛观察狼的神态、毛色……

难道是我8年前放走的那只小狼！

我下意识地吹了一个口哨，它果

真朝我跑来。在距我约10米处，它又

一次停下脚步。再次观察了我几秒

钟后，径直向相反方向跑去。

“是‘赛虎’！”我激动地快要喊出

声。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它眼睛上

方的两簇黑毛，仿佛戴了副眼镜——与

记忆中的“赛虎”一模一样。

看到“赛虎”在前方的动作，我明白

它是要为我带路。于是，我翻身上马，

跟着“赛虎”在雪中跋涉……这时，我的

眼前再次浮现8年前的一幕。

那是一个严冬，一只母狼在偷捕

牧民阿依丁家中的羊时，被捕兽夹夹

住后腿。由于失血过多，加之天气

寒冷，母狼很快被冻死了。

在母狼身边，还有一只饿得奄奄

一息的狼崽。善良的阿依丁把幼崽

交给了连队。战士们在宿舍里用纸

盒子为它搭建了一个窝，每天用牛奶

喂养它。大家给幼狼取名“赛虎”，希

望它长得像老虎一样健壮。

我们与“赛虎”朝夕相处，慢慢建

立了感情。为了让“赛虎”适应野外

环境，大家还专门用足球代替猎物，

训练它的抓捕能力。

“赛虎”很通人性，每次玩得高兴

了，它就会前腿卧地，向我们摇尾巴。

与“赛虎”一起生活了96天后，我和

战友们依依不舍地将它放归大山……

刚开始，它还隔三差五回到营门口徘

徊，再后来就见不到它了。

“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再

见！”寒风中，“赛虎”不紧不慢地在前

方带路，偶尔回头望一眼。

在“赛虎”的引导下，我骑马在山

中走了10多公里。夜幕降临时，我看

到了熟悉的山石，认出了巡逻路……

再往前看，山顶上的哨楼已隐约可见。

“赛虎”一声长嗥，消失在茫茫夜

色中。

（周玉明、韩界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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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黄昏，落日余晖。巡逻归来，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满都拉哨所官
兵喝上了清冽的纯净水。

满都拉，蒙语意为“太阳升起的地
方”。这里常年干旱少雨，加之一年四
季高强度的紫外线照射，驻守这里的哨
所官兵常常把水比作“金子”。

哨所位于戈壁深处，地下水质稳定
性差、水质复杂，官兵们常年饮用的井
水又苦又涩。

聊起哨所的“贫水”岁月，驻守哨所
10多年的上士郭勇讲了一个故事。

在戈壁大漠，官兵们巡逻一次少则
半天，多则要两三天。那次，时任哨长
任鑫带着 5名战士乘车去阿布达日太
音点位巡逻。

途中，车上满满一大桶纯净水，不
知什么时候因水桶穿孔，漏光了。

为了完成巡逻任务，任鑫命令大家
先分头去找水。周围都是干沟和戈壁，
没有一点水的迹象。两三个小时后，战
士赵旭满身尘土，兴奋地跑回来说，他
在远处的一个山脚下，看到好像有水反

射的太阳光。
大家一听，顿时来了精神。赵旭带

路，哨长和几位战士一起来到山脚下。
找来找去，他们终于发现有一处湿地，
用手刨了刨，有点泥浆渗出。
“泥浆水也是水！”大家如获至宝，小

心翼翼地掬起泥浆，灌满了几个水壶。
靠着几壶泥浆水，巡逻分队圆满完

成任务，顺利返回营区。
哨卡缺水的日子，也是各级领导机

关最牵肠挂肚的日子。
几年前，为解决哨所官兵吃水难

题，该旅专门出资为满都拉哨所安装了
一台净化水设备。可没过多久，净化水
设备出现了“水土不服”。

一查原因，大家发现哨所驻地的地
下水有些元素含量超标，在净化过程中
形成水垢，堵塞了净水器滤芯。加之沙
漠地区昼夜温差大，在冬季极寒天气条

件下，连接储水窖和连队宿舍的输水管
道一旦被冻裂，净水设备就成了摆设。

去年，该旅保障部多次派人前往哨
所，对净水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历时2个多月，厂家技术人员创新研
发出一种新型滤芯，既能过滤水中的有
害物质，又能保留人体所需的钾、钠、钙等
矿物质。改造后的净水设备，日均净水
量可基本满足哨所官兵的用水需求。

今天，哨所“贫水”的日子渐行渐
远。但当你走在满都拉干涸的河槽边，
看着周围的黑石山，心里一定会这样
想：如果有水，这里的河道应该是流水
潺潺，周围应该被青山环绕……

哨长高岩说：“近年来，随着国家环
境保护力度的加大，驻地生态环境正在
发生可喜的变化！”

右图：官兵尽情取用净化水。

马文超摄

满都拉哨所的“水”故事
■樊 超 江志涛

5月上旬，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某
连下士姚华鑫，因腰部扭伤前往部队体
系医院就医。抵达医院后，他抱着试试
看的心理，拨通了旅队在该院附近设立
的“医疗服务站”热线。

很快，在服务站军医冉庄的帮助
下，姚华鑫完成了挂号、就诊手续，顺利
入院接受进一步治疗。那天，冉军医一
直把姚华鑫送到病房，向相关医护人员
交代了有关病情后才放心离去。这让
姚华鑫心里暖意融融。

该边防旅所属分队驻守在700多公里
的边境线上，点多、线长、面广。最偏远的
连队距体系医院有300多公里，官兵外出
就医路途远、住宿无保障等矛盾比较突出。

一次，一位基层干部向旅里反映：
在体系医院就医检查，一旦不符合住院
条件或遇到床位紧张需要等待时，只能
自掏腰包入住医院附近的酒店……

关心官兵健康就是关心部队战斗
力。该旅党委当即责成机关，尽快提出解
决方案，把暖心事办到伤病官兵心坎上。

经过一番调查论证，他们决定在体
系医院附近建立一个“医疗服务站”，专
门为伤病官兵就诊、住院提供方便。同
时，按照“就近就便”原则，他们在医院

附近租赁了两套三室一厅的公寓住房，
为前来就医的基层官兵和军属提供住
宿保障。

此外，他们还专门为陪护军属开辟
“绿色通道”，无需层层审批，只需登记便
可享受与军人一样的住宿待遇。陪护丈
夫的军嫂闫舒对笔者说：“服务站里，电
视机、热水器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整洁
舒适的环境让人感到很温馨。”

为协助官兵送检就诊，他们还专门
指派军医轮流入住站点，确保伤病官兵
入院前能得到及时救治和帮助。

前不久，某连列兵李海康突发急性
阑尾炎。连长李上明一边联系送诊车
辆，一边将李海康的病情向服务站值班
军医作了通报。值班军医随后立即与
医院科室主任进行了沟通。

一个多小时后，李海康被送抵医
院，医护人员已做好各项术前准备工
作。经过各项检查后，医院第一时间为
其进行了手术。

翌日，闻讯赶来的李海康父母，看到
孩子已脱离了危险，一路上悬着的心落
了地。

自该旅“医疗服务站”成立以来，已
先后接待伤病官兵及家属 30余人，旅里
还通过与医院达成患者对接协议，建立
患者住院病例档案，对伤病员进行全程
跟踪治疗。

本版制图：梁 晨

暖心！就诊有了“医疗服务站”
■杨 博 陈 剑

今年 3月，记者来到海拔 4700多米
的某旅一营野外驻训点，装步一连的 3
名哨兵正在营门口执勤。

雪山上寒风凛冽，身穿高原防寒服
的上士屠大彪一脸笑意：“部队整个冬
天都在高原驻训，我们住上了新建成的
‘移动营房’，一点没觉得冷。”

“移动营房”来了

顺着屠大彪手指方向，只见远处山
谷中，几排绿色营房整齐排列。
“‘移动营房’比普通集装箱活动

板房更结实、耐用，其外层覆盖的伪
装网由高科技材料制成，具有隐身特
性，适宜野战环境。”聊起驻训“新
家”，已在高原守防 10 多年的屠大彪
赞不绝口。
“移动营房”里，火炉、电视、电话、

煤气报警器等一应俱全。抗寒保暖、干
净整洁、卫生舒适，是驻训官兵对“移动
营房”的一致评价。

一营教导员王延超说，从去年开
始，西藏军区着眼任务需求，为海拔
4000米以上的部队驻训点统一配备了
具备保温功能的“移动营房”。

在高原一线驻训，这些“移动营房”
对部队持续保持昂扬士气和提高战斗
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原昼夜温差大。即使室外风雪
交加、滴水成冰，“移动营房”内温度也
能保持在 15℃左右。训练一天的官兵
一回到宿舍，就能安然入睡……官兵们
亲切地将“移动营房”称为“野战宾馆”。
“这批‘移动营房’是专门针对高原

特殊环境研制生产的。”正在一线连队
蹲点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汪海江说，西
藏军区根据一线部队驻防需要，走访、
遴选优秀生产厂家，从房屋结构、雨雪
承载能力、保温防潮功效等方面进行了
全面考察。

结合西藏边防部队驻防环境特
点，他们邀请相关科研人员创新营房
结构——对屋顶进行加固设计，增强
防灾能力；选用加厚彩钢、玻璃纤维
夹芯板做墙板，提高房屋保温、防潮
功能。

高原驻训，保暖措施体现在方方
面面。

执勤巡逻车过去缺少保暖设施，官
兵坐在车上即使穿得很厚，也容易被冻
得“透心凉”。
“这次上高原，上级为每台载人

运输车加装了保暖设施，对篷布进行
密封处理，大大提高了保暖性。”王延
超说。
“未来高原寒区作战，各类保障是

制胜的关键。”汪海江说，这次部队在高
原野战过冬，全程实练实保，既演练战
法训法，也积极探索高原寒区新型保障
途径，积累了一批紧贴作战行动的保障
经验。
“以后部队驻训再也不会出现

‘冬季迁徙、回营猫冬’的情况了。”汪
海江说。

“制氧站”落户驻训一线

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山地，
含氧量仅为内地的一半。

有人做过计算，在这里即使站着不
动，也相当于在平原地区负重 20公斤，
汽车动力平均要下降20%左右。

某旅领导介绍说，去年 10月底，他
们组织部队挺进高原，按照任务要求开
展了近 4个月的野外驻训，人员装备没

有出现因高原反应造成的非战斗减员、
减效情况。
“除了官兵顽强的战斗精神外，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勤保障发挥了实实
在在的作用。”该旅领导说。

为保障官兵任务需求，西藏军区各
级各类保障单元为所有一线驻训部队、
边防哨所及时配备了制氧机、氧气瓶；
在边防公路沿途建有“制氧站”，方便过
往官兵及时吸氧补充体力。

采访中，记者夜宿海拔 4300 米的
一个驻训营区，“移动营房”内温暖舒
适，氧气昼夜供应不断线，各类生活物
资保障与营区差别不大。
“现在训练结束回到宿舍，我们都

要求官兵及时吸氧，保持良好的身体状
态。”王延超说，充足的吸氧保障，有效
缓解了官兵的高原反应；加之各级科学
施训，循序渐进，参训官兵在高海拔训
练场上依然生龙活虎……

几个月前，该旅专门对数十名军
医进行了专业培训。部队上高原后，
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分队，及时为官兵
提供诊疗服务，帮助他们度过初上高
原的适应期。
“新战士大都是首次上高原驻训，

我们从高原防治中心请来专家，讲解高
原训练注意事项，让战士们及时掌握克
服高原反应的方法，提高自我防护能
力。”该旅军医王庆元说。

3G信号覆盖驻训地

傍晚，炊事班所在的“移动营房”
上空，炊烟袅袅，驻训地飘来阵阵饭
菜香。

记者走进餐厅，只见餐桌上摆放着
四菜一汤。结束了一天的紧张训练，官
兵吃上热乎乎的饭菜，疲劳感顿时消除
了一大半。
“如今在高原驻训，‘移动营区’的

保障功能是全方位的，这在几年前是想
都不敢想的。”上士魏长清说。

一切为了打仗，一切向战斗力聚
焦。在这一鲜明导向引领下，过去一些
制约高原保障能力生成的难题在攻坚
克难中一一化解。

据西藏军区保障部领导介绍，按照
备战需求，有关保障部门集智解难，不
仅对营房间距，行军床尺寸进行科学设
计，还对紧急情况下的“起床、提包、取
枪”战备动作做了详细研究。这一切，
都是为了确保“移动营房”的设计更加
适应部队快速作战任务的要求。

与此同时，他们对“移动营房”采用
“小高窗”设计，并在窗外堆上沙袋，使
其在紧急情况下能作临时掩体使用，具
有战备功能。

晚饭后，在“移动营房”宿舍内，副
旅长侯佩云正在上网。

去年，西藏军区与地区政府签订
“军民融合能源建设战略框架协议”，军
地合力为一线高原部队解决电力、通信
难题。经过一年多的铺设，市电、网线
已通到了高原驻训场。

侯佩云拿出手机，为记者现场展示
了上网速度：“虽然只是 3G信号，但网
速也不慢。无论部队驻训到哪里，官兵
都能及时上网浏览新闻，感知时代发展
脉搏。”

侯佩云说，“移动营房”还设置有电
影放映室、卡拉 OK室，部队官兵的高
原驻训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图①：官兵在“移动营房”内娱乐休
闲；图②：官兵在驻训营区执勤；图③：
又到周末，官兵在“移动营房”外开展篮

球比赛。 李文越摄

高原驻训有了“新家”
■本报记者 马三成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从古至今，无论战争形态如何演变，“粮草”始终都要盯着

“兵马”之需先备先行。时代发展到今天，特别是随着信息技

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后勤保障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

今天，只有紧盯作战任务特点、紧盯作战需求谋划“粮

草”，才能为官兵提供及时精准、优质高效的保障服务。在

严寒缺氧、环境恶劣的高原无人区执行任务，后勤保障如

何攻克道道难题，如何持续为驻守高原的边防官兵送上温

暖？请看记者发自雪域高原的报道。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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