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5日一大早，43岁的麦麦提努
尔·吾布力艾山像往常一样，穿着心爱的
旧军装与女儿古丽加玛力一起在院子里
升起五星红旗。随后，他们骑上摩托车
向木孜阔若牧业点驶去，开始了一天的
护边巡逻。

站在边境线上，麦麦提努尔向女儿
详细介绍护边经验。去年刚刚高中毕
业的古丽加玛力，成为这个大家庭第四
代中的首位护边员，坚守在木孜阔若牧
业点。

木孜阔若位于帕米尔高原，海拔高
达 5000 米，被当地人称为“冰窝棚”，牧
民一年四季都得烧炉子取暖。这个牧业
点也是新疆阿克陶县布伦口乡的通外山
口，是通往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
坦的要道。

70多年前，这里只有麦麦提努尔的
祖辈和两三户牧民居住。后来，看到解
放军巡逻任务很重，牧民们自愿加入护

边队伍，还腾出毡房供巡逻官兵休整。
麦麦提努尔的祖父珀默勒·多来提

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护边人。麦麦
提努尔回忆：“当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
爷爷就靠双腿走，顶着寒风、冒着大雪，
途中与狼搏斗过、掉入过雪坑、被洪水冲
走过、吃过草根充饥……”临终前，珀默
勒把麦麦提努尔的父亲吾布力·艾山叫
到身边，留下遗言：“这里是我们的家，守
好边境就守住了家，这也是我们祖祖辈
辈要肩负的使命。”

1952 年，吾布力·艾山接过护边接
力棒，成为一名护边员。“一身打了补丁
的军大衣，一双开了缝的绿军鞋，我们每
晚睡前才能见一面。”在麦麦提努尔的记
忆里，父亲总是很忙。吾布力护边一干
就是 28年，直到疾病缠身，他才恋恋不
舍地下山。

1997年，麦麦提努尔踏上父辈走过
的护边路。由于表现出色，他很快成为

一名护边小队长。他所巡查的区域大部
分地段是无人区，有的地方路窄坡险，摩
托车无法通行，只能徒步行进。2014年
冬，3名边防官兵在巡逻途中突遇暴风
雪，被困山中，麦麦提努尔连夜带队救
援，经过与暴风雪 5个小时的搏斗，救回
被困官兵。

长年巡查在边防线上，大部分护边
员都患有偏头疼、关节炎等疾病，麦麦提
努尔患关节炎已 10年，天一冷腿就痛，
走路都困难，这成为他的一个心病——
担心自己不能继续坚持护边。

让他欣慰的是，去年，女儿古丽加玛
力高中毕业，第一时间向组织递交了护
边申请书，追随他加入了护边队。如今，
古丽加玛力已经可以独自执行护边任
务。麦麦提努尔说：“女儿刚开始只是想
多陪伴我，怕巡逻路上有危险，但时间长
了，她对巡边护边也有了感情。”

从石头路到柏油路，从完全依靠人

力到配备信息化装备……麦麦提努尔一
家四代接力护边，全家先后出了 16名护
边员。他说，这些年，国家对护边员的政
策补贴和各类待遇都不断提高，还配发
了巡逻摩托车。“党的好政策让牧民日子
越过越好，我们有义务为祖国守好边
防。”巡边护边 22年来，麦麦提努尔更换
了 10匹马、6辆摩托车，身上也落下了大
大小小20多处伤疤，但他从不后悔。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守好国

家的边境就是守好家。”这是麦麦提努尔
一家四代几十年来巡边护边的信念。麦
麦提努尔说：“看到国旗，我就感到我和
祖国在一起了，等我老了，走不动了，我
会将护边的接力棒传下去，教育我的子
孙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多为国家
作贡献。”

上图：麦麦提努尔（左一）带队巡逻

在木孜阔若牧业点。

王国超摄

“守好国家的边境就是守好家。”70年来，新疆阿克陶县布伦口乡牧民麦麦提努尔·吾
布力艾山全家坚守戍边信念，先后出了16名高原护边员—

海拔5000米，一家四代接力护边
■刘 慎 周 超 高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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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映辉、特约记者迟玉光报
道：8月中旬，东部战区空军举行“专家工
作室”授牌仪式，来自战区空军备战打仗
一线的 7名空军级专家，代表团队从战区
空军领导手中接过牌匾，受领课题攻关任
务。这标志着 7个“专家工作室”正式运
行。战区空军领导向记者介绍，“专家工
作室”以专家为牵引，整合科研人才力量，
搭建技术创新、集智攻坚新平台，将成为
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加速器。

调整改革后，东部战区空军使命任务
拓展深化，这对新型技术骨干人才培养、
武器装备作战效能挖潜、重难点技术攻坚
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战区空军党委确
立高端科技人才引领带动战斗力提升的
思路，遴选出 7名空军级专家，分别配备 3
至 5名拔尖技术骨干组成 7个“专家工作
室”，在技术创新、科研攻关、重大任务保
障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了解到，7个“专家工作室”涉及
多个主要兵种专业，其成员全部是来自一
线部队有科研创新潜力的技术骨干，领衔
的专家都是科研创新型人才，多数创新成
果直接服务于战斗力提升。航空兵某旅
高级工程师翟宇旻曾获空军“一级技术能
手”称号，摘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6
项。这次，他和团队 3名年轻工程师被赋
予某型战机前沿课题研究任务，全面开掘
该型战机作战新效能。

为把好研究方向、选准攻坚课题，充
分发挥“专家工作室”高端引领作用，战区
空军建立专家负责、计划审批、集体攻关
等 5 项工作制度，出台配套硬件设施建
设、专项经费支持、人员力量配备等帮扶
措施。随着实战化训练深入推进，航空兵
部队训练强度难度明显加大，飞行员易出
现颈腰伤病。在战区空军指导下，某特勤
疗养中心“徐建华专家工作室”把飞行员
颈腰伤病的防治作为重点攻关课题，形成
了一整套科学的训练标准方法，飞行员患
颈腰伤病的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东
部
战
区
空
军
发
挥
高
端
科
技
人
才
引
领
作
用
提
升
战
斗
力

挂
牌
七
个
﹃
专
家
工
作
室
﹄
破
解
战
训
难
题

本报讯 张飞报道：8月 21日，东部
战区某调度中心完成某部紧急机动调度
保障任务。从运输计划审批、投送方案
拟制到铁路车辆集结、组织乘行训练和
装载运发，以及开行高铁临客专列，不到
3天完成人员装备投送任务。面对更加
复杂多样的保障任务，该中心积极整合
现有保障力量，不断挖潜增效，提升投送
保障能力。
“人员潜力是第一位的。”面对调

整组建后人员来自不同单位、能力素
质参差不齐等情况，该中心组建了华
东地区首个军事运输实训基地，以运
输企业职工、保障单位骨干和军事代
表为主体，常态组织军事运输培训。
在这次军列运输任务中，他们围绕指
挥引导、装备定位、捆绑加固、联合检
查等课目，逐个环节规范，压缩作业时

间，装备定位速度比以往大大提高，加
固捆绑一次性合格率达到 95%。

军地联合，以制度激发潜能。该中
心推动完善与运输企业、保障部队的工
作协同、通报沟通和应急投送联动机制，
确立了随到随装、随装随发的保障标
准。他们建立军地联合攻关机制，先后
针对训练虚拟仿真系统、地域卸载资源
一体化等重难点问题开展研究攻关，促
成 8000 吨级民用成品油油船等新质运
力顺利加入军事运输投送序列。

前不久，该中心结合空军某部演训
任务，筹划实施从铁路、海港、机场 3个
点位组织联合立体投送，并组织应急交
通战备勘察演练，动用引航船、无人机、
多波束测深仪等设施设备，实现了立体
式勘察、全景式传输、精准式收集，部队
立体投送能力稳步提升。

东部战区某调度中心挖掘人员和制度潜力

军地联手实施陆海空立体投送

本报讯 程鹏宇、实习记者邓东睿
报道：8月中旬，南国深山阴雨连绵。“地
下龙宫”深处，历经近 3个小时的团体心
理行为训练后，火箭军某基地所属某旅
发射三营官兵围坐一起分享体会，脸上
露出灿烂的笑容。该基地开展理论、心
理、文艺轻骑队“三项服务”走基层活动，
调动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不久前，该基地围绕“保稳定、增活
力、促练兵、强备战”要求，在抓好各项工
作的基础上，抽组优秀“四会”政治教员、
优秀心理咨询师和文艺骨干组成 3支轻
骑队，根据各单位执行任务情况，兵分多
路深入基层小散远单位和值班点位为官
兵服务。
“听课就像在听故事，内容充实精

彩，讲授娓娓道来。”在某旅技术二营，
理论轻骑队成员依次登台，《祛除和平
病，练就打赢功》等微课深受官兵喜
爱。在某旅值班点位，心理轻骑队为
官兵集中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心
理测评，提出了 10条意见建议，将阳光
播撒在官兵心灵深处。

山路蜿蜒，歌声悠扬。皖南深山，
某团通信六连刚结束为期 20天的密闭
生存训练，文艺轻骑队送来精彩节目：
倾情歌唱、激情舞蹈、真情互动……1
个小时的演出中，官兵欢声笑语不断，
一扫疲惫。该基地领导介绍说，此次
“三项服务”走基层活动，3支轻骑队先
后奔赴数十个小散远点位，服务数千
名官兵。

火箭军某基地3支轻骑队服务基层

阳光播撒“地下龙宫”

本报讯 丁涛、毛世川报道：心理
测评调适、音乐疗法体验、心理游戏互
动……8 月 14 日，在海拔 3200 余米的
昆仑山伞训场，第 77 集团军某旅官兵
远程视频连线院校心理学教授，接受
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专业心理服
务，有效舒缓了伞降实训前的紧张情
绪。

该旅领导告诉笔者，此次伞降昆仑，
是他们首次在高海拔地区执行多伞型、
不同高度跳伞任务，在训练开展前，一些
官兵出现紧张焦虑甚至失眠等现象。该
旅与相关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通过
远程视频讲解心理防护知识、现场开展
适应性训练等方式，帮助官兵调整心理
状态。

“恐高心理的产生，一方面是视觉上
不适应，一方面是自我心理暗示高空危
险。”笔者置身心理服务现场看到，一番
理论讲解过后，高原跳伞影像、声音模拟
等适应性训练随即展开。训练过后，从
小就恐高的战士吕韬有了底气，勇敢迈
出第一步！

伞训当日，昆仑山上空寒风凛冽。眼
看旅党委常委一个个带头跳出舱门，吕韬
毫不犹豫地紧随跃出，在昆仑之巅绽放朵
朵伞花。伞降过程中，面对不期而至的上
升气流，该旅官兵冷静处理，成功降落到
指定地域。据统计，该旅今年已完成上千
人次的跳伞训练，通过开展心理服务，先
后有24名官兵像吕韬一样克服了心理障
碍，实现了自我突破。

第77集团军心理服务助力攻克险难课目

舒缓实训紧张情绪

本报讯 罗满、刘强报道：红方狙击
手依托丛林迅速伪装隐蔽，瞄准突入的
蓝方侦察员；蓝方侦察员运用无人机等
多种手段分析地形，寻找红方狙击手藏
身之处……8月 21日，武警江西总队九
江支队一场侦察与反侦察实兵对抗在赣
北某训练场展开。他们打破以往专业训
练各自为战的局面，采取“互为对手、互
设危局、互相检验、同步提高”的专业对
抗组训模式，提升实战化练兵水平。

该支队在练兵备战中发现，侦察、狙
击、通信等专业训练界限分明，各专业对
彼此作战方式、指挥流程等方面熟悉度不
高，制约了部队战斗力提升。对此，该支
队在各专业独立组训的基础上，整合训练
资源，探索专业对抗组训模式。他们采取
不同专业协作对抗、相同专业技能对抗的
训练方法，在互设危局、互找短板中练技

能、补弱项，变独立组训为双向合训，把每
次对抗中暴露出的问题作为重点研训内
容，增强训练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进攻与防守、侦察与反侦察、干扰与
反干扰……训练场上，一场场各专业之
间的对抗训练轮番上演。笔者在演训场
看到，双方对抗紧贴实战，刁钻的特情频
繁出现。对抗结束后，他们现场召开议

训会，围绕战术运用、人装结合等环节相
互挑刺亮丑，针对训练暴露出的弱点问
题，明确专人负责，限期整改。

该支队领导告诉笔者，推行专业对
抗组训模式以来，他们查找整改与实战
结合不紧密的训练内容 20多项，修订完
善各类预案 10余份，部队专业训练水平
有效提升。

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探索专业对抗组训模式

狙击手和侦察兵狭路相逢

8月以来，第75集团军某旅将部队拉至野外陌生地域，组织火力分队连续

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图为火炮夜间实弹射击。 阳吉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