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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访谈

巡逻点位吃上火锅

巡逻点位上，一顿“火锅宴”成了郑

诤言 19 岁生日难忘的记忆。

驻守高原 2 年，这位来自重庆达州

的战士，最大愿望就是在高原上能吃顿

家乡火锅。郑诤言没想到，19 岁生日这

天，愿望竟然实现了。

雪 峰 之 下 ，郑 诤 言 和 战 友 们 围 坐

在一起。铁锅中红油翻滚，升腾起的

水 蒸 气 夹 杂 着 火 锅 底 料 的 香 气 ……

生日歌响起的时候，郑诤言差一点哭

了。

巡逻点位上的这顿火锅，折射着新

时代边防部队高原保障能力的跃升。

以 前 ，受 限 于 各 种 条 件 ，在 海 拔

4000 多米的巡逻点位上，官兵的饮食基

本以煮方便面、野战快餐和压缩饼干为

主。

“野战饮食除了要吃得暖、吃得快，

官兵更期待改进口感、提升质量。”南疆

军区保障部领导说，基层期盼就是他们

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军委有关部门组织力量研

发多种适合边防任务需要和野外训练

环境的“饮食快餐”，热食保障品种也更

加丰富。

在 上 级 保 障 部 门 的 有 力 指 导 下 ，

南疆军区不断拓展野战饮食新品种，

将 优 质 罐 头 纳 入 高 原 主 副 食 品 采 购

目录。

基 层 各 级 炊 事 班 尝 试 研 究“ 能 量

食 品 包 ”，牦 牛 肉 、巧 克 力 、干 果 ……

他 们 精 确 计 算 能 量 数 据 ，放 入 携 行

包 中 ，官 兵 在 任 务 途 中 就 能 快 速 补

充 能 量 。

连 队 官 兵 说 ：“从 冷 到 暖 ，从 无 到

有，巡逻途中‘盘中餐’越来越丰富。”

“蔬菜工厂”开启高
原“鲜时代”

餐桌上，电锅冒着热气，香料的味

道弥散开来。

这是南疆军区某边防连新年举行

的第一场火锅宴。“去年考核成绩不错，

连长特意犒劳大家。”二级上士王志文

一边将手中食材挨个倒入电锅，一边和

战友们分享着每道食材的来源。

最受大家欢迎的食材，是连队新建

保温棚采摘来的青菜。

鲜菜供应曾是高原保障难题。大雪

封山道路不通，运输过程中蔬菜冰冻不

易储存。依托连队自身条件种植蔬菜，

一直是近年来上级关心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军委有关部门经过调研，

将现代农业技术引入高原蔬菜大棚建

设。在上级指导帮带下，南疆军区在驻

海拔 3000 米以上连队重点建设了“蔬

菜工厂”。

“蔬菜工厂”充实完善了高原鲜菜供

应 链 条 ，开 启 了 高 原 蔬 菜 供 给“ 鲜 时

代”。如今在这些边防连队，官兵每天都

能吃上自己种植的蔬菜。某边防连种植

员周兵兵说：“我们同时培育了数十种蔬

菜，每天能收获 10多公斤鲜菜。”

“温暖铠甲”助力执
勤巡逻

又一个巡逻日，南疆军区某团一级

上士姬文志裹上大衣，顺手打开了身上

电加热背心的开关。

“过去巡逻只能穿棉衣，里三层外

三层裹严实；秋衣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回宿舍怕着凉也不敢脱。”忆及当年巡

逻情景，姬文志感慨不已。

近年来，军委有关部门多次到边防

一线调研，组织军地科研单位设计研发

新型野战被装、野战装具。去年刚入

冬，南疆军区为一线官兵增配了一批新

型保暖装具。其中，电加热靴和电加热

背心，成了姬文志和战友们的最爱。

不久前，为了优化这批装具的穿戴

效能，负责连队新被装试穿效果的司务

长刘刚，忙得不可开交。这位被装保管

员负责将战友的试穿情况统一汇总，并

反馈给研发单位。

新一代被装的研发理念，逐渐对标

边防任务，适应官兵执勤需求。南疆军

区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兼顾保

暖和训练效果，他们根据高原环境特

点，联合地方厂家研发了一系列防寒保

暖、轻便舒适的野战被装。

“新型巡逻装具就像一身‘温暖铠

甲’，时刻给我们温暖和力量。”姬文志说。

氧气保障迈上新台阶

在天文点边防连，卫生员赵敬波还

兼任一个新岗位——氧气保障员。

每天，赵敬波必须精心计算氧气储

存量，及时调整补充氧气。“连队氧气需

求量很大，官兵巡逻归来、洗澡后、训练

结束都要吸氧。”赵敬波说，确保官兵及

时吸氧就是保障战斗力，自己的任务很

光荣。

为方便高原一线连队用氧，南疆军

区多年前就开始建设制氧站。但边防

连队大多驻地偏远，运氧之路漫长而艰

险。每年入冬，氧气运输困难重重。这

些年，上级先后为他们采购配发了多种

新型供氧设备器材，氧气保障链更加完

善。南疆军区保障部一位助理员告诉

记者，在海拔 3000 米以上连队，氧气可

以直达官兵床头。

放眼喀喇昆仑哨所，氧气保障正在

迈上新台阶。

“从最初的氧气罐保障，到新型吸

氧设备配发，再到新型微压氧舱建设，

高原用氧模式更科学更人性化。”在天

文点边防连连长周常生看来，氧气保

障大大减少了高原反应对官兵身体的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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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风唤醒大地，喀喇昆仑高原依

然漫天飞雪。

风雪中，南疆军区某团一级上士秦

振旗停下脚步，掏出便携式氧气瓶深吸

了几口，呼吸一下子顺畅了许多。

西 北 向 西 ，万 山 之 祖 。 这 里 常 年

积雪，寒风彻骨。16 年前，秦振旗来到

这 里 时 ，高 寒 缺 氧 、物 资 短 缺 ，官 兵 时

刻 挑 战 着 生 命 极 限 。 16 年 过 去 ，脚 下

的 这 条 巡 逻 路 ，秦 振 旗 不 知 走 了 多 少

趟。他和战友们体外感知到的自然温

度，似乎从来未变。

让他们内心感觉越来越暖的变化，是

这些年越来越完善的高原后勤保障——

他们吃得更有营养，穿得更轻便，呼吸更

加顺畅，巡逻戍边也更有力量。

今天，在雪域高原，保温方舱让官兵

野外驻训不惧风雪；高科技的蔬菜工厂

让鲜菜供应不再难；新式羽绒被装告别

了“里三层外三层保暖”的历史，既防寒

又轻便；氧气保障也更科学更人性化，边

防连队不仅配发了新型吸氧设备，还有

新型微压氧舱……

新时代，雪域高原千里边防线上正

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变化背

后，是部队各级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

示，回应官兵关切，对接战斗力建设，持

之以恒的努力和付出。

开通家属探亲专车，搭建子女入学

绿色通道，完善官兵医疗条件……一个

个温暖举措，汇聚成了高原官兵心中的

暖阳，温暖了许许多多和秦振旗一样的

边防战友。

走在边关巡逻路上，看着眼前的壮

丽景色，细数着那些成真的梦想，秦振旗

内心滚烫而豪迈：“这是我们要用生命守

护的地方，祖国和人民把我们放在了心

头，我们更要把祖国和人民装进心中。”

走 在 边 关 巡 逻 路 上
■本报记者 陈小菁 孙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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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高原后勤保障建设

记者调查

记者手记

2022 ，春 风 吹 拂 喀 喇 昆 仑

近年来，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心

系边防，情系高原，创新探索解决了大

批高原边防官兵遇到的实际保障难题，

有效发挥后勤服务部队、服务官兵、服

务战斗力职能作用。日前，中央军委后

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有关部门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了相关情况。

记者：请介绍一下军地携手解决远

离大电网的边防连队哨所用电难题的

相关情况。

负责人：为彻底解决远离大电网的

边防连队哨所用电难题，2016 年底，中

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会同国家能源局联

合启动了边防部队电网建设，将部队电

网建设融入国家能源建设“大盘子”，实

施国家能源普遍服务的惠军工程、固边

工程。两部门成立边防部队电网建设

军地协调小组，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

源局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建立完善军地协调机制，制定

军地联席会商、情况通报、督导检查等

制度，形成国家政策支持、军队提出需

求、企业组织实施、部队协作配合的建

设模式，创新了军地联动、自上而下、统

筹规划、统一实施的组织方式，蹚出了

依托能源企业和科研院校开展力量培

训、技术攻关、维护管理的联合保障路

子。经军地携手奋战，全军 500 多个边

防连队哨所连通大电网，全天候全时段

安全稳定的电力供应得到保障。

目前，边防部队已形成大电网为支

撑、新能源为骨干、柴油机发电为备用的

能源保障格局，占用兵力和油料补给频

率显著下降，减轻了后勤保障负担，节省

的油料更多用到武器装备保障和战备执

勤上，能源保障质量效能显著提升。

记者：我军新型野战食品研发运用

取得阶段性成果，请介绍一下情况。

负责人：近年来，中央军委后勤保

障部有关部门针对现代作战进程加快、

部队行动灵活多变、战场饮食保障制约

因素多、可利用时间短、时效性要求强

等特点，对新型野战食品进行了体系重

塑，研制了单兵与集体相配套、通用与

专用相结合、前方与后方相衔接的新型

野战食品系列，更好地满足各种环境、

各类任务野战饮食保障需要。

有关部门还专门针对寒区和高原

环境研发了抗疲劳、抗缺氧、补电解质

等功能性食材。单兵战斗口粮选取青

稞、泡腾片等耐高寒食品，可有效提升

官兵极度恶劣环境下应激反应能力和

耐饥饿能力。自热食品可在海拔 3000

米以上、气温-30℃以上条件下有效自

热，较好地实现了高原高寒地区食品热

得快、官兵吃得下、能量补得足。去年

以来，陆续在高原部队试吃试用和现场

测试，耐寒、抗疲劳功效明显，受到广大

官兵好评。

记者: 近年来，经过努力，高原边

防部队吃新鲜肉菜难题得到有效缓解，

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负责人：针对驻训部队驻守高原高

寒地域，新鲜肉菜就地筹措难、前送补

给难、储藏保鲜难等实际，中央军委后

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采

取军供站代储、后方仓库集储等方式，

增配野战给养器材，确保高原驻训部队

保障及时有力。

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指导

新疆军区保障部有关部门，建立副食品

筹供中心，推行“联勤保障、区域统筹”，

与大型企业建立稳定供应渠道，统一筹

措新鲜优质副食品，不断提升融合保供

方式，招标引入大型物流企业，依托其

先进食品冷链技术，采取定点、定人、定

车的方式，全天候、全地域、全时段组织

上送，确保官兵每周都能吃上新鲜牛羊

肉、鱼虾、禽蛋、果蔬。

在搞好上送的同时，发挥部队自身

潜力，按照“整体建、科学储”的要求，积极

内部挖潜，盘活利用好温室大棚，宜种则

种、能养尽养，做到储菜于棚、储菜于圈。

向科学要保障力，提升科技保鲜手段，引

入光电技术、无土栽培技术，为驻训部队

新建蔬菜工厂，新鲜叶菜自给率大幅提

高，引入蓄热储能、蓄能制冷技术，开展组

合式、移动式野战菜窖试点，探索野战条

件下新鲜蔬菜储供方法路子。

此外，新疆军区有关部门还统筹驻

训部队备战保障急需和部署点位、道路

交通、社会依托等战场环境，不断探索

采取“以储代供”模式，常态战备储备新

鲜副食、周转预置新鲜副食，确保备战

有支撑、生活有保障、应急能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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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早春，新疆军区波林边防连官兵踏雪巡逻。

图②：海拔 5380米，神仙湾哨所官兵在新式保温棚内品尝新鲜果蔬。 刘晓东、黄飞皓摄

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向高原哨所运输物资。 曾令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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