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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坚守云中山巅的高原官

兵，饮用水一直靠的是夏秋池中积雨、

冬春取雪消融。喝上清冽的饮用水，成

为一茬茬官兵的梦想。

2019 年年底，一股地下泉水从钻孔

中喷涌而出，浸润西藏军区乃堆拉哨所

官兵的心田。哨长夏仁喜望着连绵雪

山感慨：“冻土取水是过去想都不敢想

的事，如今成为现实。戍边条件改善

了，我们守边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记者了解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西

藏军地聚力加强边防建设，一批惠兵

工程接连实施，雪海云天频繁上演暖

心故事。

乃堆拉，藏语意为“风雪最大的地

方”。这里风雪雷雾四季不断，冬季漫

长，每年平均有 4 个月大雪封山，有时

长达半年以上。

以前，每到大雪封山时，乃堆拉哨

所的官兵就要发愁生活用水问题。受

条件限制，官兵只能将雪堆到房顶上，

让太阳晒化的雪水通过水槽流到水桶

里，再经过过滤处理，作为生活用水。

“可能很多人想不到，那么洁白的

雪，即便是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一个

冬天下来，融雪的水桶里竟是厚厚的淤

泥。”哨所一名战士曾慨叹。

“藏乡村民迈上康庄大道，驻地官

兵还为了喝水发愁，这个问题必须马

上解决！”议军会上，西藏自治区一位

领导讲道。会后，西藏军地实地勘探

后发现，乃堆拉具备打井条件，如能提

取地下水源，将彻底解决哨所冬季用

水难题。

说干就干。2019 年年初，西藏某边

防团协调地方制定了供水系统施工方

案。同年 5 月，雪化一开山，就启动了

供水工程。砌保温砖，安过滤网，铺设

抽水管……施工人员昼夜劳作，终于在

封山期到来前抽水上哨，困扰乃堆拉哨

所官兵半个多世纪的吃水难题至此画

上句号。

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某哨

点也曾一度是“用水困难户”，在军地双

方共同努力下，哨点配置安装了大型净

水设施，保证了官兵用水安全。

如今，哨点官兵只需拧开水龙头，

就能用上汩汩流出的纯净“天泉”。考

虑到哨点位置偏远，地方政府还指定

专人定期赴哨点维护保养设备、监测

水质。

深泉涌云端，只是情暖喜马拉雅的

一个缩影。据统计，西藏军区近年来与

地方相关部门在教育、医疗、网络信息

技术等 20 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极大改

善了部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官兵“衣

食住行”等生活条件，为部队训练执勤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山南市错那县积

极支持部队基础设施建设，对接训练场

地需求，解决国防用地 10327 亩，划拨

327 亩；拉萨将 3 所幼儿园、2 所小学、2

所初中及 6 所高中作为军人子女定点

学校，现役、退役军人和烈士子女从幼

儿园到高中享受 15 年“三包”免费教育

政策……

激 荡 风 与 雪 ，披 戴 云 和 月 。 雪 海

云天的雪域卫士一致表示，在雪域边

防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新时代，要将

感 动 化 为 行 动 ，为 祖 国 站 好 岗 、放 好

哨、守好边，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

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

贡献力量。

引来“天泉”浸润官兵心田

凉风习习，夜幕下的楚鲁错哨所，

被点点灯火装扮得璀璨而又静谧。

“哨所通了电又联了网，感觉和幸

福撞了个满怀！”今年以来，西藏军区

某边防团楚鲁错哨所喜讯频传，哨长

王雷的感叹，道出戍边卫士感受到的

喜人变化。

楚鲁错哨所位于一座雪山脚下，地

理位置偏僻，四周密林遍布，方圆百里

渺无人烟，是名副其实的“孤哨”，只通

过一条简易沙石路同外界连接，自然环

境恶劣，官兵训练生活条件艰苦。

近年来，哨所的硬件设施逐步得到

改善，然而电力和网络问题一直困扰着

官兵。

哨长王雷回忆，他刚上哨时，哨所

照明使用的是柴油发电机，取暖只能

依靠柴火。后来，随着保暖帐篷、燃气

取 暖 炉 和 淋 浴 袋 等 物 资 陆 续 配 备 到

位，条件有了好转，但是由于不通长明

电、没有开通网络，官兵的文化生活比

较单调。

“有战士驻防的点位，再险也要把

线架进去！”楚鲁错哨所官兵点蜡烛、酥

油灯，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的情形，地方

电力部门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

们决心将“电力天路”延伸至喜马拉雅

的每一个点位。

该团领导与地方电力公司负责人

共同研究，双方组成联合小组，着眼管

边 控 边 需 求 ，破 解 边 防 部 队 用 电 难

题。为科学制定电网建设方案，军地

相关工作人员顶风冒雪，先后 10 余次

进 深 山 、穿 密 林 、吃 在 现 场 、住 在 一

线。沿线山高坡陡，安装杆塔时材料

送不上去，就打桩架索道，一点一点运

送建材；山头埋杆挖坑，大型设备上不

去，就系着安全带，用榔头、凿子一点

点地凿……

“历经 4 个多月的奋战，国家电网

和通信信号比原计划提前近 1 个月接

入哨所。”通信公司经理董龙生说，“尽

管哨点架线难度大，但强军急需就必须

排除万难，难事办好！”

“天线”架设成功后迎来的电与网，

犹如雪中送炭。巡逻归来的哨所官兵

卸下装具，既能进入高压氧舱调整，又

能打开热水器洗澡，还能在“军职在线”

APP 上补习落下的课程，戴上 VR 眼镜

观看影视大片……

这只是西藏地方各级倾情为军办

实事、解难题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西

藏地方各级积极支持驻军基础设施等

建设，将国防建设融入地区发展进程，

“打通一条线，带动一大片”，点亮云端

城镇的同时照亮许多哨所。

2018 年 1 月 15 日，国家电网首次点

亮藏南峡谷边防，边防官兵告别自给发

电、限时供电历史；2019 年 12 月 24 日，

藏中电网在羌塘之巅为海拔最高县、双

湖县送上“可靠电”，部队同步结束自给

发电历史……

如今，西藏军区一线部队的执勤、

训练、监控设备用电正常，新购的取暖、

洗澡、高原炊事设备也平稳运行，再也

不用担心断电或电压不稳等问题。

接上了国家电网，西藏军区某边防

团的高压氧舱等设备得以使用。该团

反哺群众，向边境牧民开放高压氧舱，

并为过路游客、货车司机等提供应急救

援，让高压氧舱成为边防线上“生命的

保险舱”。

架设“天线”照亮云端哨所

国防视野

7000 万年，地球板块运动形成了当今世界最高最年轻的山

脉——喜马拉雅山脉，造就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70年，只是漫长岁月里的一瞬，雪域高原却已沧海桑田、换了

人间。

70年前，进藏部队官兵凭着“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

气概，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解放西藏，保卫西藏，建设西

藏，一代代官兵奔赴高原、扎根高原，在雪域留下倾情为民的闪光足

迹和奉献身影。

沧桑巨变、雪山见证。

如今的西藏，日益繁华，变了模样，不变的是军民数十年结下的

深厚鱼水情。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在建设美丽家园的同时，心系部

队、情系官兵，帮驻藏部队解难题、办实事，与人民子弟兵一道，为谱

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团结奋进。

强边固防，情暖喜马拉雅
—西藏自治区推进国防建设与地方建设协调发展的新闻调查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通讯员 伍海峰 刘恒武

西藏军区边防某团官兵与驻地小学学生开展联谊活动。 张志辉摄

犁 剑 和 鸣 固 长 城 
国防论坛

图④：西藏军区“里孜戍边模范连”两名战士巡逻后进入高压氧舱调整。邬 军摄

图①：“天路”通向了“云中哨所”詹娘舍哨所。 王 乾摄

图②：“天泉”入哨，西藏军区无名湖哨所官兵心比蜜甜。 李国涛摄

图③：西藏军区昆木加哨所接入国家电网后，“植物工厂”同步投入使用。冯亚坤摄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

着 眼“ 强 军 急 需 ”下 好“ 及 时

雨”，是地区规划发展进程中的必

要考量。因为只有国防建设巩固，

经济建设才能有更加坚强的安全

保障。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的强盛莫

不是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后盾。清

朝时期的康乾盛世，白银储备量居

世界第一，但国防薄弱，国门被坚船

利炮撕开，一代王朝终究逃不过败

落的结局。对一个国家而言，国防

建设与经济建设犹如车之两轮、鸟

之两翼，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历史

上是“古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

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是中国通往

南亚的重要门户，也是重要的国家

安全屏障。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

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

的 坚 强 领 导 下 ，百 万 农 奴 翻 身 解

放、当家作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扎实推

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极大解

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

了西藏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条件；进

入 新 时 代 ，在 全 国 人 民 大 力 支 持

下，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社会大局

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

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

福，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呈

现 在 世 人 面 前 。 为实现西藏地区

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西藏自治区

各级党委和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

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地方建设协调

发展。

前些年，受地理条件等限制，驻

军部队的路、电、水等基础设施建设

一度滞后。驻军所盼就是地方所

办。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自治区

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入了解官兵工作

生活难题，以“一哨一案”方式精准

抓问题解决，着眼“强军急需”办实

事，解决、办成了不少官兵期盼已久

的大事。

不 谋 全 局 者 ，不 足 以 谋 一 域 。

放眼万里高原，只要有官兵驻守之

地，不管再远再险再难，地方各级各

部门都想方设法解决路、水、电、网

等问题。下好“强军急需”的“及时

雨”，需要紧密结合部队和驻地经济

发展实际，立足全局、着眼长远抓好

地方建设与国防需求对接，将政策

定实、措施定细，将官兵所盼办好办

实，激发官兵戍边动力，谱写雪域高

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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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藏的路不好走，守边关的路更

难行。

卓拉哨所，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

山脊，有诗意的官兵形容它是“挂在

天上的哨所”，伸手可摘星辰。

从老兵口中可以得知，曾经的卓

拉哨所每逢冬季冰雪封山时，生活物

资要靠人力背上山，哨所官兵也要经

常步行下山背菜吃。

2015 年春节，西藏自治区政府领

导慰问卓拉哨所，走一路，看一路，

泪水也流了一路。

“60 多 年 来 ， 解 放 军 解 放 西 藏 ，

保卫西藏，建设西藏，如今，哨所官

兵们却因交通不便生活依然艰苦。”一

位自治区领导在议军会上说，“我们在

加快地方经济建设过程中，有什么理

由 不 对 接 国 防 需 求 、 不 解 决 部 队 难

题？只有国防巩固，赶着牛羊奔小康

的美好生活才能永续。”

修筑一条“天路”，成为这道命题

的 解 答 之 一 。 自 治 区 领 导 立 下 军 令

状：“一定要把连接卓拉哨所的‘天

路’修好！”回馈恩情、为军修路的决

心坚如磐石。

万丈深渊架索道，悬崖峭壁筑路

基，卓拉哨所通路并不容易。一次次

失败又一次次冲锋，氧气袋旁反复论

证 ， 悬 崖 峭 壁 上 科 学 施 工 ， 2017 年

底，一座长 2.8 公里的“天路”索道，

终于在海拔 4000 米至 4600 米的山巅架

起，连通了卓拉哨所和山下的世界。

如 今 ， 新 修 索 道 如 同 一 条 “ 动

脉”，源源不断地为“天上哨所”输

送冬季储备物资。“这条公路就是我

们 的 ‘ 幸 福 路 ’！” 战 士 的 话 语 满 是

欣喜。

一辆满身“撞痕”的装载机，见

证了自治区公路局拉 （萨） 林 （芝）

公路养护点工人王丁山涉险开路的难

忘历程。

王丁山是位“路二代”。这些年，

他 接 过 父 亲 的 班 ， 从 林 芝 转 战 日 喀

则，从山南奔赴那曲，为的都是让边

防官兵巡逻提速。

一天晚上，当地政府通知护路工

人向日喀则进发。王丁山听说是修建

边 防 公 路 ， 一 下 来 了 劲 头 ， 二 话 没

说，说走就走。百余天里，他始终坚

守在公路建设最前沿。

驻地群众参建边防公路的热情同

样很高。某旅一位上等兵随单位到边

关筑桥修路时，竟遇到父亲驾驶家里

的货车正在帮助部队抢运沙石，母亲

也在铺路队伍中挥锹铲土……

这些举动，是藏族群众家国情怀

的生动证明。

目前，西藏建制村村村通公路，

通车里程达到 11.88 万公里，乡镇、建

制村通畅率分别达 94%、76%，高速

及一级公路通车里程约 700 公里。

记者穿行边关了解到，西藏已有

5 座城市通了机场高速和铁路，由公

路 、 航 空 、 铁 路 构 筑 起 的 综 合 立 体

交 通 体 系 ， 覆 盖 雪 域 高 原 ， 连 通 万

里边关。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西藏

交通提质增速，助力提升高原部队战

斗力指数。

前不久，川藏兵站部某营接到上

级命令，满载物资长途机动至西藏林

芝，车队闻令而动，创下川藏线军事

运输新纪录，比“十三五”规划实施

前足足快了 10 个多小时。

修筑“天路”让巡逻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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