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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暴风雪过后，莽莽昆仑银装
素裹。10月的清晨，一面鲜艳的五星
红旗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徐徐升起。
“敬礼！”武警青海总队执勤支队

昆仑山隧道守护中队 2号哨位旁，官
兵们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随着副中
队长和洋洋一声令下，8名官兵齐刷刷
举手敬礼，凝视国旗、高唱国歌——
这是他们每周一雷打不动的升旗仪式。
“氧气吃不饱，风吹石头跑，树不

活一棵，鸟也难飞高。”这里海拔 4868
米，含氧量仅为海平面地区的 50%，
是武警部队海拔最高的固定执勤哨
位。绵延千里的青藏铁路宛如一条钢
铁巨龙，从这里穿越而过。

登上哨位，要爬 108 级陡峭的台
阶，这些台阶呈 45度斜坡，只有一根
护栏，被官兵称为“天阶”。108级台
阶，即使在平原上攀登都不容易，何
况是在极度缺氧的昆仑山！

当激情飞扬的军旅人生遇见荒凉
寂寞的雪山戈壁，官兵们向有限的生
命打张借条，把无限的忠诚献给祖
国。指导员温杰锋告诉记者：“虽然这
里被称为‘生命禁区’，但我们必须用
生命守在这里，因为我们守护的地方
是中国。”多年来，一茬茬官兵响应祖
国的召唤，服从组织的安排，毅然走
上这个“云端哨位”，任凭高寒缺氧，
任凭风吹雨打，任凭孤独寂寞，他们
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点畏缩，没有
一句怨言，只因“忠诚”两个字已深

深烙印在青春的坐标系上。
听在中队服役 12 年的老兵陈攀

说，前些年，哨位上吃的穿的用的全
得靠人力一点点往上背，遇上雪天，
本来就窄的台阶变得特别湿滑，为安
全起见，只能暂停运送物资，缺少新
鲜瓜果蔬菜的官兵只能靠吃维生素片
补充营养。“这里一年得有半年是雪季
吧？”面对记者提问，陈攀笑着回答：
“我们这里没有雪季一说，因为一年到
头都可能下雪。”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军
地各级党委始终关心关注着这里的官
兵，先后为哨位配置了小型卷扬机、水
质净化处理设备、一体化供氧系统和通
信基站塔等。最令人欣慰的是，在专家
的指导帮助下，官兵在高原上建成了智
能生态温室，丰富的蔬菜摆上了饭桌。
执勤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让官兵深切
感受到祖国发展的强大脉动，更加坚定
了守护青藏铁路的信心决心。

虽然物质条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
化，但是“天阶”注定是一条不平坦的艰
辛之路。曾有人建议修一座电扶梯替代
“天阶”，没想到官兵听后却连连摆手：
“还是留着吧，我们跟它都有感情了！”这
108级台阶承载着太多的青春与梦想，已
然成为官兵坚守高原的心灵寄托。

去年年底，中士杨超东准备休假
回家和女朋友订婚，谁知在节骨眼上
一名战士感冒加重，须立即下山医
治。那时正值老兵复退期间，由于执

勤兵力紧张，杨超东没有多考虑，主
动推迟了休假。为此，女朋友和他还
吵了一架。

杨超东没想到，几天后，女朋友
瞒着他，在中队官兵的帮助下，一路
奔波、几经周折，来到了“天阶”
下。面对 108 级台阶，已经被高原反
应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她眼泪夺眶而
出，可她还是一边吸着氧气，一边手
脚并用地往上爬……一旁的战士不忍
心看她这样艰难，悄悄通知了杨超
东，于是，两人在“天阶”上相会
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他俩
紧紧拥抱在一起，许下了一生的诺言。

岁月如歌，青春似火。“你们觉得
在这里幸福吗？”面对记者提问，官兵
一下子打开话匣子：“当然幸福，家里
人都支持我晋升中士继续留队！”“战
友们互相配合，执好勤站好哨，就是
最大的幸福。”“不下雪，我们可以用
卷扬机运送物资，比以前方便多了，
我觉得很幸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用朴实话语道出对幸福的理解和感悟。
“青春的浪漫在雪绒花前，士兵

的风流在关山月下……任寒风吹过
绿色的军营，让雪山见证信仰的海
拔……”在和洋洋提议下，记者和官
兵一起唱响《云端哨卡》——一首属
于高原官兵的青春之歌。一张张高原
红的脸庞，此刻是那么可爱；一阵阵
爽朗的笑声，是他们将个人梦想融入
中国梦强军梦的壮美诗行。

自 2006 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武警青海总队一茬茬官兵
肩负起守护这条天路的神圣使命，在海拔 4868米的昆仑雪域，护送
一趟趟列车平安穿行——

“云端哨位”书写青春芳华
■郭紫阳 史彦宾 本报特约记者 王金兵

记者探营

近日，某部组织书法美术摄影展，

目的是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给官兵

提供展示才艺的舞台。本来是件好事，

但一些做法却给基层添了乱。

笔者走访了解到，有的官兵喜上眉

梢，倍加珍惜这次“露脸”的好机会；

有的官兵也不反对，认为此举可以充实

一下枯燥的军营生活。但有的官兵却感

到不堪重负：本来是给有一技之长的官

兵搭的台子，可为了出成绩，连连有指

标、人人有任务，有的主官怕面子上过

不去，不管单位有没有书法美术人才，

非得要“逼”出几幅作品，结果好事变

成了糟心事。

仔细想来，做事本没有错，但如果

不实事求是，而是弄虚作假，不为官兵

利益着想，而盯着所谓的“政绩”用

劲，指导思想偏了，就会把好事办坏。

当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减负。

实际上，比起压缩文件数量和减少下派

工作组次数，更为关键的，是看有没有

真正服务基层官兵、有没有帮助解决问

题。减负，不能只在数字上做“减

法”，还要在服务上做“加法”。比如，

涉及官兵权益的文件，要及时下发，该

让官兵知道的就让官兵知道，官兵想参

与的就积极组织参与；涉及指导基层的

文件，要统分结合，该基层严格落实的

就抓紧落实，该基层自主发挥的就好好

发挥。

减负并非减作为，卸包袱不是卸担

子。基层真正的负担不是那几张纸，也

不是有形的工作组，而是背后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回想我们工作的初心，

所有工作正是为了基层建设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只有各级机关始终怀揣着对

待基层的那份真诚、对待官兵的那份真

心，一心想着为部队谋发展、为官兵谋

幸福，切实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把该

减的负担减下去，而不是按下葫芦浮起

瓢，变着花样穿着“马甲”折腾基层。

减负不等于减少服务
■房磊磊 付孟哲

“各单位注意……”深秋季节，一阵
突如其来的营区自身防卫、支援重点目
标广播信号在新疆军区某炮兵团骤然
响起，担负应急战备值班任务的 4个连
队收拢人员、下达作战命令、请领物资
器材，行动井然有序。

上次在团应急演练中失利的三连，
率先以划分小组的形式，由各组长带
队，跑步向任务地域前进。

临出营区时，三连连长陈文鹏还不
忘回头看一眼刚刚集合，正在清点人员
和装备的一连，心想：这次肯定不会输
给一连了！

可是，临近任务地域时，眼前一幕
却让陈文鹏大跌眼镜——一连已经领
先一步到达。

“这怎么可能？”
“明明我们跑出营区时一连还落在

后面！”
演练结束，一连连长王蒙解开了

三连官兵的疑惑：“应急演练时，一连
的集合速度比三连慢了些，但在赶往
任务地域的路上，我们走捷径把时间
追了回来。”

以往，该团在组织战备演练时，部
队每次都是走营区主干道，从未出现过
穿越林带、翻墙越障的情况。“战备演练
抄近道，这是舞弊行为！”对一连的做
法，三连部分官兵提出质疑。

一连官兵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在
不久前的一次战备演练考核中，因集合
速度快、携带物资器材齐，取得全团第
一的好成绩。可在演练后的讨论中，不
少干部骨干反映，营区主干道好走，但
横平竖直，从连队到南大门要拐好几个
直角弯，还可以再想办法让行动时间更

短些。一连党支部后来研究决定：放弃
既定的营区主干道，穿越林带，绕过机
关楼抄近路。
“只要对敌情和地形研判准确，抄

近路有什么不可以？”面对两个连队的
争论，团长鲁智强给一连点赞。讲评
会上，鲁团长表示，兵无常势，水无常
形，战术训练没有标准答案。一连在
驰援团南大门过程中，临时改变穿插
路线，第一时间到达任务区域，说明他
们眼中有战场、心中有策略，这是实战
思维的具体体现，这种临机决断的做法
值得表扬。

此后，该团举一反三，对多个与实
战贴得不紧的习惯性做法进行了纠
治，把没有依据、不利于战备的问题一
一拎出，并根据任务性质、季节变化等
因素，更加科学规范地修订营连战备
方案，使单位战备建设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

新疆军区某炮兵团战备演练严格与实战化训练要求对表——

“这条近道抄得好”
■王 仡 范 俊

眼下，各部队基本结束年度大项演
训任务，开始转入到复训补训阶段。这
本是固强补弱、回炉淬火的大好时机，
但在实践中，一些单位却把这个“练兵
黄金期”当成了“休息调整期”。

比如，有的“雷声大雨点小”，动员
时要求敢于放手练、务求新突破，却在
具体组织时消极保安全，按部就班应付

了事；有的组训施训简单粗放，执行标
准随意任性，想怎么训就怎么训，训到
哪里就算哪里；有的只盯着年终考核科
目重点训，放在强基础、补短板上面的
时间精力很少；有的把复训补训当作热
身训练、调整训练，甚至以队列训练、器
械训练充数，根本没什么难度强度。

郝小兵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复训

补训，机会难得、弥足珍贵。屈指算来，
一年之中，能让部队和官兵静下心来、集
中精力，剖析反思自身、补强短板弱项的
时间并不多。各单位要切实重视起来、
迅即行动起来，把复训补训抓紧抓好抓
实，提高质量效益，切实达到固强补弱、
推进战斗力实现二次跃升的目的。
文/杨孟德、周强 图/马路通、李晓东

复训补训咋成了休息调整？

基层之声

“贵部两名官兵不怕牺牲，勇斗
烈火，做好事不留名的做法充分彰显
了无私无畏的品质，值得社会各界推
广学习。”10月 18 日，某信息通信基地
收到河北省平泉市人民武装部发来
的一封感谢信。至此，该基地二营三
连一排排长马駉和上士章京生在中
秋节当天救人救火的事迹才被基地
机关知晓。

9月 13日上午 10时许，地方青年高
海龙驾驶面包车与一辆摩托车在平泉
市一条乡村公路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
员王瑞宝当场昏迷。

更为严重的是，摩擦产生的火星点
燃了摩托车泄漏的汽油，火苗瞬间蹿到
半人高，不仅王瑞宝的生命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现场周围的林木也随时有起火
的危险。
“不好，出事了！”正在巡护国防光

缆的排长马駉和上士章京生恰好路过
事发地段，不假思索冲向火海救人。面
对灼人的烈焰，两人用身体护住王瑞
宝，合力将其抬至安全地域，随后脱下
上衣，与附近群众一起奋力扑火。
“小心，里面有个液化气罐！”听到

群众的呼喊，马駉定睛一看，不禁惊出
一身冷汗，原来摩托车后座绑着的一个
液化气罐已被撞掉，横在烈火里。没有
过多犹豫，他深吸一口气再次冲进火
中，裸着双臂抱起发烫的液化气罐冲向
路边，排除了这个重大险情。

约 5分钟后，明火被基本扑灭，大

家这才发现两名官兵的脸已被熏黑，马
駉眉毛被火燎去半截，头发打了卷，胳
膊满是红印子，章京生更是上身多处被
灼伤，伤口露着鲜红的血肉……

这时，在附近值勤的国防光缆巡护
车闻讯赶到，与 120 急救中心沟通后，
大家合力将王瑞宝送往市区医院救治。

送诊、检查、开药……一番忙前忙
后，在确认王瑞宝无生命危险后，马駉
垫付了 1000余元医药费，带领 3名战士
默默离去。
“没有亲人解放军的挺身而出，就

没有我现在这条命！”出院后，王瑞宝念
念不忘寻找救命恩人，经与家人多方打
听，最终在当地人武部和电视台的帮助
下得偿所愿。

某信息通信基地两名官兵勇闯火海抢救群众生命财产——

危急时刻，他们挺身而出
■何耀彬 杜梦圆

蜜连日来，武警广
西总队新兵团调整充

实训练内容，从严从难

摔打新兵，使新兵学有

样板、练有标准。图为

新兵秦盟（左二）和班

长卢俊杰（左三）正在

进 行 器 械 比 拼 。

余海洋摄

蜜陆军第 75集团
军某新兵营整合优势

资源、完善训练设施，

规范统一训练标准，助

力新兵成长。图为 10

月22日，该营组织新兵

进行步枪瞄准射击动

作讲解示范。

张正举摄

科学组训加速新兵拔节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