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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5380米的“生命禁区”，终年寒

冷。然而，神仙湾边防连官兵的心里却

暖流涌动。因为，在他们的眼睛里，边关

一直春意盎然。

这春意，是党和人民对边防建设的

高度重视。这些年，神仙湾边防连一茬

茬官兵亲眼见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为

高原建设多功能保温营房、富氧训练室、

制氧方舱、“蔬菜工厂”等一座座现代设

施，边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这春意，是全军各级对高原官兵的

深切关爱。这些年，神仙湾边防连一茬

茬官兵亲眼见证，各级领导和工作组每

来高原调研一次，山上的条件就改善一

分。现在，连队官兵还时常念叨着他们，

盼着他们常回来看看。

记者刚刚离开连队，就得知一个好

消息：一批新型特需节日会餐食品陆续

送达高原边防一线部队，为官兵节日餐

桌增添了多道“硬菜”。

新春时节上高原、走边关，记者有一个

真切感受——春天在戍边官兵的眼睛里。

春天在戍边官兵的眼睛里

老线外拉，新线对接，电视线路埋在
雪里，贴着墙根儿走……春节前夕，西部
战区空军地导某旅通信排班长杨向全一
寸一寸地寻线，换新了十几处老化电视
线路。尽管冬帽上沾了不少雪花，但杨
向全此刻最关心的是液晶显示屏里的
“雪花”——这关系到战友们能否收看好
春节联欢晚会。

该旅驻地冬季寒冷多雪，电视线路
老化快，如果不定期维修会影响屏幕图

像显示和音效。为了保障战友们能“高
品质”看春晚，杨向全每年过年前都要里
里外外将院子里的线路检修一遍。今
年，受疫情影响，不少原本准备休假的战
友选择就地过年。这让杨向全感到，做
好相关保障的意义非同以往。

这几天，司务长杨洪生也特别忙，得
空就拿着一份“神秘菜谱”边研究边试
菜。原本以为是什么新菜品，谁知上面
记的都是西红柿炒鸡蛋、地三鲜、红烧肉

等家常菜。
这是为啥？该旅人力资源科干事沈

月琴透露了答案。前不久，一名新兵家长
打来电话，想来部队看孩子。考虑到疫情
防控因素，沈月琴答复“不建议来看”。

新兵第一次在部队过年，怎么找到家
的感觉？沈月琴灵机一动：何不搞个调
查，看看新兵们平时喜欢吃什么家乡菜？
说干就干，两天后她就整理出一份“特殊
菜谱”。这些天，杨洪生紧锣密鼓地准备，
力争让新战友们过年期间“胃暖心也暖”。

据了解，该旅从制订食谱、文化活动
等细微处着手，为官兵就地过年做了大
量暖心保障工作。

西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暖心保障“就地过年”

把“年味儿”融入细微处
■周叶青 曾德舜

看 着 眼 前 的 火 锅 ，记 者 食 欲 大
开。连队餐桌上，一边是翻滚的红油
锅底，一边是各种食材，特别是大盘绿
油油的生菜、油麦菜等新鲜蔬菜，让人
眼馋。这时，炊事班班长王刚递过来
一个西红柿：“来，先吃个餐前水果，开
开胃。”

此前，一路颠簸早已饥肠辘辘。可
一想，这是在海拔 5380米的神仙湾边防
连，新鲜果蔬是稀罕物，记者心里有些过
意不去。仿佛看出我们的“小心思”，王
刚笑着说：“管够，不够再摘。”

记者半信半疑地接过西红柿一咬，
汁液顺着嘴角流淌下来，真新鲜！“雪域
高原哪来这么多新鲜的蔬菜？”记者问。
“吃完饭再说！”官兵卖了个关子，留下悬
念。

晚上 9点多，指导员李士福带着我
们，裹上厚厚的大衣走出了连队营房。
“哇，真漂亮！”眼前是璀璨星空，一

颗颗闪亮的星星“挂”在眼前，仿佛一伸
手就能够到。

星空下，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呼哧
带喘地走到营区附近山脚下，来到一处
米黄色的方舱式建筑前。一抬眼，只见
“人工光型蔬菜工厂”8个大字印刻在方
舱上。“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李士福笑
着说。

走进方舱，盎然春意扑面而来，一排
排蔬菜在灯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翠绿的光
芒。不多一会儿，记者身上就微微冒汗，
厚厚的大衣完全穿不住。
“蔬菜工厂”的日常运作，由连队

种植员王东负责。他告诉我们，方舱
的温度、蔬菜的灌溉等都可以通过电
脑系统进行设置，恒温系统使舱内始
终保持适宜温度，灌溉系统可以精准
控制水速和水量。

眼前的一幕幕，让李士福颇为欣慰：
“有了‘蔬菜工厂’之后，很多‘娇贵’的蔬
菜被送到高原官兵的餐桌上。”

官兵给记者讲了一段往事。以前，
连队曾组织大家集智攻关、反复试验，结
果大棚里种出来的蔬菜不但生长周期很
长，而且长得稀稀疏疏。

记者了解到，新疆军区近年来在驻
海拔 3000 米以上地区部队重点推广应

用集装箱式“蔬菜工厂”，确保驻守官兵
四季都可以吃上自产蔬菜。

去年 10月 25日，神仙湾边防连正式
建成全军海拔最高的“蔬菜工厂”。一个
月后，神仙湾边防连就产出了第一批
110 公斤蔬菜。现在，连队平均日产蔬
菜量稳定在 10余公斤，而且有进一步增
产的空间。
“温室大棚只能算农业化的生产模

式，是种植蔬菜；‘蔬菜工厂’是工业化
生产模式，是‘智造’蔬菜……”畅谈前
景，官兵越聊越起劲。从大家幸福的眼
神中，记者仿佛看到了高原连队更加美
好的明天。

新春佳节，记者探访神仙湾边防连“蔬菜工厂”—

海拔5380米，盎然春意暖兵心
■本报记者 张科进 特约记者 张 强 通讯员 唐 帅

就 地 过 年 暖 在 身 边

新春佳节，某部机关在开展送温

暖活动之前，先到基层调研，倾听官兵

呼声，了解官兵急需急盼，提高服务的

质量效益。这种送温暖先知冷暖的做

法，受到基层官兵欢迎。

新春之际开展送温暖活动，体现了

领导干部对官兵的关心关爱。但个别

领导干部不了解基层官兵真正需求，有

的需要排忧解难却送去“正确对待”，有

的需要慰问关怀却送去虚话套话……

如此送温暖，流于形式、走了过场，背后

是官僚主义在作怪，很难让人体会到真

正的温度和实感。

任何工作，“知”是前提。有“知”才

能对症下药，才有实际效果。送温暖先

要知冷暖，其实也是领导干部改进作

风、增强服务意识的一种表现。只有察

基层所困，才能帮基层所需、解基层所

难，真正把好事办好。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

于察其疾苦。”领导干部只有心系基

层、情注官兵，才会盯着官兵所需做工

作，让“靶向帮扶”成为一种理念、一种

习惯，把温暖真正送到官兵心坎上。

送温暖先要知冷暖
■王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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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二，雪域高原，碧空如洗。
“儿子，我和你爸的身体都好多

了……”听到母亲电话中传来的消息，
虽然身处零下 20多摄氏度的高原驻训
点，新疆军区某团卫生连放射技师白
鹤勇心里却热乎乎的。

他没有想到，远在老家的父母，在
春节前夕收到了团里以网络转账方式
汇出的专项困难救助金。
“因执行驻训任务，加上疫情影

响，全团官兵在雪域高原就地过年。”
该团领导介绍，春节期间，他们采取
线上转账汇寄困难救助金、线下上门
慰问、在线录制新年祝福视频等方
式，开展以“知兵情、解兵难、暖兵心”
为主题的“E线送温暖”活动，激励官

兵全身心投入驻训任务。
被感动的不只白鹤勇。“你带的几

名新兵 3公里成绩都达到了优秀，正等
着你回来检验呢！”看着慰问信中温情
的话语，正在医疗站进行康复治疗的
一营支援保障连四级军士长张建鹏，
脑海里浮现出与新战友们并肩拼搏训
练时的一幕幕情景。

张建鹏是团里的优秀带兵骨干，
高原驻训期间，由于劳累过度被安排
下山休养。春节临近，留守营区领导
专门组织张建鹏所带新兵，一起给他
写了封春节慰问信。信中，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期盼班长早日康复。

相比家不在驻地的战友，一些官
兵更牵挂在营区独自过年的随军家

属。“爱人自己在家带孩子，心里肯定
或多或少会难过。”去年 9月，爱人随军
不久，勤务保障营营长胡波便远赴喀
喇昆仑执行高原驻训任务。
“新年好！你在高原安心工作，家

里有我们照顾呢……”大年初一清晨，
胡波收到一份意外惊喜：团里担负留
守任务的战友们带着慰问品早早来到
家属院拜年，并和家属们在线为高原
驻训官兵送上暖心祝福。

真情关爱直达一线，暖心举措深入
兵心。救济款在线汇入困难家庭，“家人
新春祝福视频”及时送到高原驻训各点
位，一批慰问品送至就地过年官兵随军
家属公寓……采访中，基层官兵都说：
“既帮困又解难，这样的春节暖意浓！”

新疆军区某团—

“E线送温暖”解难帮困
■史建民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李老，这是我们为您专门制订的春节期间健
康管理方案，现在请专家为您作具体说明……”

新年前夕，闽北地区细雨绵绵，寒气袭人。
联勤保障部队第 907医院医疗小分队专程赶到
93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李庆明家中，为老人
送去“特殊年货”。

刚一落座，医疗小分队队员、心肾内科主任
陈光和护士长潘爱娣，拉着李庆明的手说：“李
老，我们把春节期间需要的药品和健康注意要
点都带来了……”随后，陈光打开药箱，对着“节
日健康管理方案”耐心地为李老及家人讲解。

李庆明 1946年入伍，曾在西北野战军服役，
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该院医护人员跟亲人一样，想得很周到。”

李老的儿子李恩英感动地说。
这些年，李老多次住院治疗，医院坚持“多

对一”精准保障。针对老人的身体健康情况，血
液内分泌科、心肾内科等科室专家专门为老人
制订医疗保障方案，开辟“绿色通道”，并延伸服
务触角，定期上门服务，让抗美援朝老兵感受到
荣光和温暖。

天色渐晚，医疗队员仍耐心地为老人测量
血压，检查身体，反复叮嘱其家人注意事项。窗
外，雨变大了，李老家门楣上“光荣之家”的牌子
在灯光映照下分外耀眼……

联勤保障部队第907医院—

“特殊年货”呵护老兵健康
■洪庆任 黄小春 本报记者 赖瑜鸿

2月 13日，大年初二，海军西沙某水警区珊
瑚岛守备部队上等兵尹加猛，恢复了昔日的笑
容。前几天，他牙疼痛不已。南部战区海军某
基地医疗分队前来巡诊，为他治好了牙齿根尖
脓肿。

由于常年处在高温、高湿、高盐环境，加上
医疗条件有限，驻守西沙岛礁官兵常年受到风
湿性关节炎、关节损伤、口腔炎症等疾病困扰。
春节前夕，该基地组织医疗分队，结合海上医疗
救护使命课题训练，赴西沙中建岛、珊瑚岛等岛
礁，用实际行动为守礁官兵送上“健康礼包”。

驻守中建岛的中士朱震身上长了个囊肿。
医生穆亚星仔细为他做了检查，并建议立即进
行手术治疗。

“在船上能做手术？”朱震有些怀疑。穆医
生笑着告诉他，医疗分队所乘船只医疗设施设
备先进、功能齐全，巡诊队员由基地医院 7个科
室医护人员组成，可开展常见的内外科及专科
多发疾病诊疗。

前来就诊的官兵越来越多，医疗分队越来
越忙。为帮助患病战友尽快消除病痛，有的医务人
员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有的主动留下个人联系方
式，并反复叮嘱注意事项……
“这种高质量的医疗巡诊直达一线，是实实

在在的暖心惠兵之举。”驻守中建岛的四级军士
长张孝伟说，“我们要把组织的关心关爱化为练
兵备战的动力，做到过节不忘战备，时刻瞪大警
惕的双眼，守好寸土寸海。”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

“健康礼包”情暖西沙官兵
■本报特约记者 薛成清 通讯员 季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