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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艰苦岗位 致敬奉献人生

无论是海上孤岛还是雪域冰峰，无
论是林海雪原还是茫茫戈壁，在祖国神
圣的版图上，那些艰苦偏远的地方，仍站
立着像王继才一样的坚守英雄——

54年前，24岁的魏德友响应党中央
号召，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 30
多名战友远赴茫茫戈壁屯垦守边，这一
守就是半个多世纪。

昔日战友陆续告老还乡，边防战士
一茬换了一茬，就连世世代代住在这里
的牧民也都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定居点。
魏德友选择留了下来，他和妻子刘京好
的家，被驻地边防派出所官兵称为“一座
不换防的夫妻哨所”。

如今，虽然身处现代社会，78 岁的
魏德友却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居
住的土屋没有通上电，功率不大的太阳
能发电机只能支持简单照明，米面需要
经过几十公里牧道才能送进来，喝的是
井里打出来的盐碱水……

就是在这样极其恶劣的环境下，魏
德友夫妇日复一日地勤勉践行着护边
员职责，巡边近 20万公里，劝返和制止
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堵截临界牲畜万余
只……

守边守了快一辈子，魏德友总说自
己没有做什么事情。他说，守着守着就

习惯了，就一直干下去了。
有什么样的追求就会有什么样的境

界，有什么样的选择就会有什么样的人
生。

冬去春来，夏秋交替，许多像王继
才、魏德友一样的坚守者，饱尝艰辛苦
楚，初心始终不改，情怀始终没变。

去年，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主
办单位在中国文明网公布了第六届全国
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名单，拉齐尼·
巴依克成为其中之一。

拉齐尼·巴依克一家祖孙三代都是
优秀护边员。2004年，当了 38年义务巡
逻向导的父亲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他
拉着拉齐尼的手说：“边防官兵日夜巡
逻，牧民得以安居乐业。现在我走不动
了，你要把我走的路延续下去。”

这是我国边境上最长的陆地巡逻线
之一，由于地势险要，只能借助牦牛巡
逻，不能乘车。最危险的地方，积雪厚度
几乎可以将牦牛埋没。

60多年来，拉齐尼一家人的足迹踏
遍了帕米尔高原边防线上的每一条河
流、每一道山沟。他们家先后有 10头牦
牛累死在巡逻路上，9头牦牛摔伤失去
劳动能力，但他们坚持不要一分钱的补
偿。在拉齐尼一家的感染下，一大批农
牧民也自觉地投入到守边护边当中，在
帕米尔高原上形成了“家家是哨所、人人
是哨兵”的钢铁边防线。

几年前，一组“天路”军礼照在网上
广为流传，引起无数网友留言点赞。这
些军礼，来自分散在青海、西藏铁路沿线
的千余名铁路联防队员们——这个由复
转军人和当地农牧民组成的护路联防组
织，担负着巡逻守护铁路的重任。

让网友感到震撼的是，他们的工作
地点都孤零零分散在铁路沿线，环境恶
劣，任务艰巨，堪称中国最孤独的守路
人。

无论严寒还是酷暑，但凡列车驶过，
都会收到他们一个标准的军礼。有网友
动情地说：“孑然孤独，屹立旷野，挺拔自
立，瞬间感动！看惯了身边‘吊儿郎当、
得过且过’，置身此处，除了感动还有汗
颜。”

仗剑去国，山河万里。在追求崇高
的光荣路途上，一代代共和国军人，一个
个人民子弟兵，也同样和“王继才们”一
道，奋力前行，不曾辍步……

笔者和一位边防连的翻译相识。这
名年轻的军官是独生子，任职 3年才轮
上他回家过年，亲朋好友喜出望外，都围
着他转。

除夕夜，团圆饭，一大桌子菜，很丰
盛。他回家少，大家都不停地给他夹菜，
劝他多吃点，再多吃点。

他闷着头，一个劲儿地狂吃猛咽，可
动作却越来越慢，渐渐地，眼圈也有些红
了。大家问咋了，他抬起头说，我吃这么
好，我的战友们还在高原哨位上挨冻受
苦，心里难受。

那一刻，家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他
爸爸举起酒杯说，为了保卫祖国的孩子
们，干一杯吧！大家都一口气喝干了杯
中酒，包括从不喝酒的妈妈。

这个故事，而今已过去 3年。笔者
依然记得很清楚，他讲述的时候，眼睛里
含着泪水。从他眼睛的波澜里，笔者看
到了两种情愫：一个是坚守者的“执着”，
一个是战友们的“情义”。

这群军人所在的南疆军区，自然条
件恶劣，社会依托条件落后，尤其是边
防连队，都驻守在喀喇昆仑山和藏北高
原的雪域之中，不要说执勤巡逻苦，单
是吃饭、吸氧，都已是不容易的事儿。

在喀喇昆仑山里，有全军海拔最高
的机务站——红山河机务站。那年，中
央电视台来到红山河机务站采访。令记
者们好奇的是，无论屋里屋外，士官张定
燕总戴着一顶军帽。

由于高原缺氧和辐射，不到 30岁的
张定燕几乎谢了顶，怕父母见了伤心掉
泪，张定燕从不提探亲的事。有次被连
长逼急了，他答应下山休假，却偷偷在老
战友家待了几天，就提前归队。
“高原那么苦，你把青春和头发都留

在了红山河，后悔吗？”摄制组把他请到
央视访谈，一位大学生这样问张定燕。

张定燕答：我们每次上下山，都要经
过康西瓦烈士陵园。那里安葬着 100多
位在边境作战中牺牲的烈士。为了保卫
祖国，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十八九
岁，到现在已经在雪域高原长眠半个世
纪了。看着他们，我不敢后悔。

或许，在茫茫人海中，他们的选择毫
不起眼。但当他们聚拢在同一方营地
时，却发出耐人寻味的光芒。

正如《士兵突击》里的那句话：光荣
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因此，“王继
才们”的坚守才会触人灵魂，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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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陆地边界和大陆海
岸线长达 4万多公里。数字的背后，是
高寒缺氧的高原，是孑然耸立的海岛，
是黄沙遍地的戈壁。数字的背后，凝结
着一代代边防军人的坚守，一个个“王
继才们”的奉献。

他们负重前行的背影，有温暖的目
光在瞩望。
“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执勤站岗。”

2014 年 1 月 26 日，内蒙古北部边防一
线。雪野茫茫，山路弯弯，习主席乘车
来到三角山哨所。凛冽寒风中，他沿着
58 级陡峭台阶，顶风踏雪登上海拔
1000 多米的山顶，在哨所观察登记本
上郑重签下名字，动情地对哨兵张伟说
出了这句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白雪皑皑到椰
林葱葱，从戈壁大漠到海防一线，从南
国军营到西北戈壁，习主席多次深入基
层部队、边关哨位。“战士们睡觉冷不
冷？能不能洗上热水澡？连队伙食怎么
样？”这些“小事”，是统帅心中的大
事。

官兵们永远难忘，习主席叮嘱因救
灾而耽误了婚礼的陆航飞行员张尚年，
“抓紧把婚礼办了”；嘱咐从事弹药销毁
工作的工程师陈雪礼，“你们的工作很
危险，要注意安全啊”……
“要满腔热情关爱官兵，想方设法

为他们排忧解难”，贯彻落实习主席一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军密集出台惠及
边远艰苦地区官兵的举措——

高原高寒部队官兵吸上了“氧二
代”。2013年至 2016年，军委机关为驻
海拔 3000 米以上部队开展制供氧建
设，保障模式由局部定点变为涵盖高原
高寒部队，制氧方式由零星间歇变为足
量持续，实现按需供氧用氧。

西沙岛礁官兵可以随时吃上新鲜蔬
菜。目前，西沙岛礁蔬菜生产旺季自给
率可达 70%，在气候恶劣情况下也能保
证供给。很多边海防部队餐桌实现了四
季有“绿色”、餐餐有“绿色”。

一系列暖心惠兵的政策陆续出台：
调整官兵工资津贴标准，调整建立基层
岗位、艰苦边远地区等 53 项津贴补
贴，提高全军营连药材和高原部队特需
药品供应标准……

一系列服务基层的举措相继落地：
远程医疗系统联通神仙湾、墨脱等偏远
地区 900多个单位，开展岛屿部队“门
对门”配送保障……

这些年，边关变化很多。但无论条
件怎样改变，边关自然环境的恶劣与险
峻无法改变。“王继才们”仍要克服诸
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在遥远的边疆坚
守、牺牲和奉献。

瞩望他们傲立在边关风雪中的坚毅
身影，除了敬仰，更应思考：关爱他
们，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关爱没有“封山期”。红山嘴

边防连被称为“雪海孤岛”，一年有 8
个月雪拥边关。在大雪即将封山之
际，上级派人将连队水电暖设施维修
一新，连队的网络视频业已启用。关
心基层、关爱官兵，没有季节之分、
远近之别。越是在平时，各级领导和
机关越要深入基层、贴近官兵，倾听
他们的心声、分担他们的忧愁、解决
他们的困难，让关爱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
——关爱没有“芝麻绿豆大的

事”。事关官兵合理需求的，都是大
事。奉献者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
人，吃五谷杂粮，食人间烟火，有七情
六欲，有妻儿老小，渴望家庭温暖，需
要组织关怀。关怀官兵要从具体事做
起，把官兵们“喝一口水、点一盏灯、
看一次病、进一趟城、找一个好对象、
生一个健康娃”这样的合理要求、朴素
愿望解决好、安排好。

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
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
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时至今日，在这
个多元、多彩的时代，关爱“国家的
脊梁”，关爱“王继才们”，呼唤和期
待着更广的范围、更实的举措、更大
的力度。

世易时移，纷纷扰扰，活在现代社
会的人们，不少人都喜欢追求安逸、崇
尚个性。干不下去，可以跳槽；不喜喧
闹，可以深宅；稍有不爽，可以拍砖吐
槽……对于王继才的先进事迹，在好评
如潮中，也不乏这样的声音：“值得尊
敬，但不会像他一样活着……”

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王继才们”和军人军属的生活
改善了、待遇提高了，但“为国坚
守”的价值观仍呼唤社会更多的崇敬
和认同。让王继才这样的英雄受尊

崇，让军人、军属受尊重，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今天，王继才“一朝上岛，一生
为国”的事迹，让我们寄慨遥深、热
泪长流。很多人也会通过王继才，认
识和理解更多的“王继才们”，坚定
“为国坚守”的情怀，去跋涉、去追
寻、去效仿……

明天，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王继
才”走向祖国需要的地方。为国坚守的
精神旗帜，必将召唤起更磅礴的奋斗力
量，激扬爱国志，奉献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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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全国时代楷模、开山岛守

岛英雄王继才在执勤期间突发疾病去

世，生命定格在58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

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

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

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

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习主席还着重指出，对王继才同志

的家人，有关方面要关心慰问。对像王

继才同志那样长期在艰苦岗位甘于奉献

的同志，各级组织要积极主动帮助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给

予更多关心爱护。

32年，11680天，王继才携手妻子，将

枯燥、孤独的日子过成了光辉壮丽的英

雄史诗，平凡而伟大，朴素而崇高。

一天的奋斗或许不难，一年的奋斗

却弥足珍贵，王继才32年的奋斗就是一

股扣人心弦的精神力量。斯人已逝，那

些熠熠闪光的日子，已经成为一个时代

的印记，同时也会化为坚固的基石，为

祖国万里边疆的安宁，提供恒久的精神

支撑。

生于平凡，一颗为国坚守的心，永远

不应被忽视；

逝于伟大，那些为国奉献的人，永远

不应被忘却……

中哈边境钟槐哨所所在地区平均海拔1800米，最高海拔5000米，气候环境

异常恶劣。29年来，护边员布仁特克斯戍守在这里。冬季气温降至-40℃，他

揣块干馕上路，饿了就啃几口。一趟巡逻下来需要六七个小时，回到家时，眉毛

胡子上都凝冻成霜。 版式设计：梁 晨

西藏拉则拉哨所地处雪山之巅，前临悬崖、背依峭壁，每年10月一到，就大

雪纷飞。唯一的上下通道艰险陡峭，最陡处达70度，最窄处仅容得下侧身而

过。官兵必须手脚并用攀爬，3公里的距离往往需要走3个小时。驻守绝壁，哨

所官兵坚持每天升起国旗，他们说：“我们站立的地方属于祖国！”

褐里格库木沙漠的腹心地带，驻守着一对“夫妻哨”：北沙窝哨所的付永强、

刘桂芝夫妇。24度寒暑，他们用脚步丈量国土，守护着63号界碑至66号界碑的

边防线。夏天，从早到晚的大风刮起的沙尘吹得人睁不开眼；冬天，最低气温

在-30℃左右，巡逻一圈回来，人和马都挂满了白霜。

卓嘎、央宗姐妹一家三代护边人，戍守在被喜马拉雅山脉包裹的玉麦乡。

要去县城，必须翻过两座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这里每年260多天都下雨雪，

每年11月初到次年5月底大雪封山。在这里坚守的人们，必须忍耐六七个月

与外界隔绝的孤苦。

海军某部工程师李文波（左二），累计守礁97个月，创下了守礁次数最多、

守礁累计时间最长等多项纪录，先后在南沙度过10个春节。他领衔海洋气象

观测站累计提供水文气象数据140多万组，创造了连续7000多天无差错的纪

录，创造了南沙水文气象事业的10多个“第一”。

（图文整理：吕雪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