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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深秋时节，记者走进海拔 5000

多米的西藏日喀则市若木新村，随处可

见这样的横幅和标语。

多年来，驻守在这里的西藏军区某

边防连官兵，与若木新村村民相邻而

居，亲如家人。

若 木 新 村 中 心 有 一 条 温 馨 的 通

道，通道一边是该连营区，另一边是村

民屋舍。比邻而居的特殊环境，不仅

培育了连队官兵与村民亲如一家的深

厚感情，更培塑了他们“以哨为家，守

边卫国”的家国情怀。连队驻防以来，

一茬茬官兵扎根边疆、守卫边疆、建设

边疆，用实际行动履行保家卫国的铿

锵誓言。

“5 年前，这里还是荒无人烟的‘生

命禁区’。连队在海拔 5000 多米的山

口设立观察点位后，因条件有限，官兵

长期住在帐篷和板房里。此后，岗巴县

在山脚下建设新村庄，昂仁县多白乡 5

个村庄的村民搬迁至此，才有了如今的

若木新村。”该连连长姜臣领告诉记者，

村民搬迁时，连队官兵争着帮他们搬运

行李、打扫卫生，并邀请他们在连队吃

了入住后的第一顿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若木新村建

立后，村委会得知官兵办公生活条件简

陋，主动将办公场所的大部分让给了连

队，还把村幼儿园的一半场地分给连队

改造成食堂。谈及此事，若木新村村委

会的同志自豪地说：“能为国防事业作

贡献，我们苦点累点也值了！”

记者走进村里自建的两座温室大

棚 ，不 同 种 类 的 新 鲜 蔬 菜 长 势 喜 人 。

“这些蔬菜是连队官兵与村民一起种

植的。”村支书格桑告诉记者，高海拔

地区种植蔬菜存活难，连队炊事班战

士为此专门学习了播种、育苗等技术，

村民则负责松土、洒水、翻种，大家互

相学习、齐心协力，不仅解决了高原新

鲜蔬菜供给难题，还结下了深厚的军

民鱼水情。

“平日里，官兵和村民不管谁遇到

难题，总是相互帮助、不分你我。”谈及

军民关系，姜臣领告诉记者，连队驻防

之初，一名战士突发重病，送医途中车

辆出现故障，是热心村民伸出援手才让

他转危为安；一次，一位村民倒煤灰时，

不慎引发火情，官兵迅即出动，赶往现

场扑火救援；连队卫生队长期义务为村

里老人看病，官兵免费为村民提供理发

服务……

“没想到军民关系这么好，大家就

像一家人一样。”指导员王业廷到连队

任职不久就发现，若木新村村民不仅生

活上与官兵互帮互助，连放牧也总是沿

着边境线走，形成了“放牧即巡边，游牧

即放哨；人人是哨兵，户户是哨楼”的独

特景观。

该连二级上士索朗多吉的家离连

队营区不远，每次巡线都会路过家门

口，他却从不利用工作便利私自回家。

索朗多吉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担任民兵

排长 30 多年，把巡边守防当作自己一

辈子的事业。从小受父亲影响，他选择

了参军入伍。

“ 我 要 像 父 亲 一 样 舍 小 家 、为 大

家。对我来说，连队也是家，守边就是

守家。”索朗多吉说。

漫步若木新村，“做神圣国土的守

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的标语，彰显

着连队官兵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坚定

决心；每户村民屋顶上迎风飘扬的五星

红旗，诉说着藏族群众对祖国的无比热

爱、对人民军队的坚定支持。

走在若木新村，回望身后的皑皑

雪山，我们读懂了什么叫“爱我人民爱

我军”。

记者踏访日喀则市若木新村，感悟西藏军区某边防连
官兵与驻地群众的家国情怀—

军 民 比 邻 鱼 水 情 深
■本报记者 陈联峰 通讯员 王 乾

本报讯 李博、孙铎华报道：“发

现‘敌’情，迅速隐蔽！”日前，北部战区

空军某汽车运输团组织一场高强度实

战化远程机动考核。该团某营在组织

水路卸载过程中，突遭小股“敌”袭扰，

官兵快速反应，成功处置特情。这是

该团紧盯战场锤炼部队运输投送能力

的一个缩影。

该团领导介绍，运输投送分队执

行物资保障任务时，存在防护能力弱、

隐蔽伪装难等问题。为此，他们积极

探索创新战法训法，拓展投送方式，由

以往单一的摩托化投送向铁路、水路、

公路等多样化投送方式转变；加强部

队跨区域远程机动演练，完善铁路、水

路装卸载流程，组织官兵开展战伤救

护、防敌空袭等特情处置演练，提升部

队整体运输投送能力。

针对战时运输投送可能面临的复

杂战场环境，他们注重收集整理任务

区域道路、桥梁、涵洞、水文、天气等信

息数据，建立完善铁路、水路、公路、航

空等方面战备数据库，为打赢未来战

争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近期，该团组织驾驶员考核，“敌”

卫星过境侦察、穿越“核沾染区”等特

情频出，官兵见招拆招、沉着应对。走

下考核场，该团二营营长冯保利感慨

地说：“只有平时瞄准实战练，战时才

能打胜仗。”

北部战区空军某团

紧盯战场提升运输投送能力

本报讯 记者陈晓杰、通讯员秦

钱江报道：日前，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

某团在某海域组织实战化演训，飞行

员高效完成信号分析，准确发现“敌”

水下目标。该团领导介绍，近年来，他

们积极探索创新战法训法，有效提升

了部队反潜作战能力。

近年来，随着新型反潜机陆续列

装部队，该团战斗力建设面临诸多新

问题、新考验。尽管他们与潜艇部队

联合开展对抗训练，但总体效果不如

人意。

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该团着眼

战斗力建设需求，探索创新战法训法，

选拔一批专业技术骨干和飞行员成立

研究攻关小组，围绕航空反潜作战面

临 的 重 难 点 问 题 进 行 深 入 研 究 。 同

时，他们常态化组织官兵到各级指挥

所和舰艇、潜艇部队参观见学，针对新

装备特点，积极与科研院所建立人才

培养协作机制，强化装备发展前沿知

识学习，帮助官兵拓宽组训思路、改进

训练方法。

在战法创新过程中，该团研究攻

关 小 组 深 入 分 析 以 往 数 据 ，大 胆 提

出 多 种 创 新 方 案 ，并 在 训 练 中 围 绕

一 批 重 难 点 课 目 反 复 实 践 完 善 。 随

着 一 批 新 战 法 在 实 战 化 演 训 中 得 到

广 泛 运 用 ，该 团 战 斗 力 建 设 驶 入 快

车道。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

战法创新锤炼反潜作战硬功

本报讯 巩沛文、赵文彦报道：近

日，陆军某旅组织官兵代表赴嘉兴南湖

革命纪念馆，开展现地教育活动。站在

南湖岸边的红船前，该旅炮兵营教导员

汤超带领官兵重温革命先辈红色故事、

感悟艰辛创业历程。

“每一处革命旧址、红色场馆，都是一

个育人课堂、一座‘精神富矿’。”该旅领导

介绍，他们充分发挥驻训地红色资源丰富

的优势，利用野外驻训间隙组织官兵前往

南湖革命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雨花台烈士陵园等红色场馆，开展“党史

馆里讲党课、军史馆里话军魂”现地教学

活动，采取沉浸式、互动式教育模式，引导

官兵在参观中触摸历史、在学习中感悟崇

高，汲取矢志强军的前行力量。

“在这里牺牲的烈士，留下姓名的有

1519 名，其中大多数是青年人……”前

不久，该旅组织官兵前往雨花台烈士陵

园祭扫。聆听讲解员的深情讲述，观看

珍贵的影像资料，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为

追求真理，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与

伟大，大家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

的使命感、责任感愈加强烈。

现 地 党 课 悟 初 心 ，矢 志 强 军 励 斗

志。今年以来，在先辈精神的感召激励

下，该旅官兵持续掀起练兵备战热潮，着

力提升部队全时全域战斗力。在近期组

织的考核中，官兵顽强拼搏、奋勇争先，

训练成绩较往年明显提升。

陆军某旅注重用好驻训地红色资源

现地党课砥砺初心使命

下图：深秋，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

队组织特战队员进行强化训练。

梁承杰摄

前不久，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全军

热射病防治与研究中心主任宋青，专程前

往驻郑州空军某部，看望该部干部小张。

得知小张身体已完全康复，宋青脸上露出

了欣慰的笑容。

看着眼前的救命恩人，小张紧紧握住

宋青的手，激动地说：“感谢您和所有医护

人员，让我重获新生！”

8 月 15 日晚，小张参加训练后，突然出

现发热、咽痛等症状，随后病情急剧恶化并

出现休克现象，情况十分危急。经联勤保

障部队第 988 医院诊断，小张被确诊为热

射病。

由于第 988 医院热射病救治经验不足，

他们迅速联系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全军

热射病防治与研究中心。该中心接到求助

信息后，马上启动“管、治、转、救”四级联合

救援机制，开通热射病危重症伤病员救治

绿色通道。

该 中 心 主 任 宋 青 第 一 时 间 通 过 视 频

连 线 ，远 程 指 导 第 988 医 院 医 护 人 员 ，现

场 调 整 救 治 方 案 ，采 取 升 压 、血 滤 、补 凝

抗 凝 等 10 余 项 救 治 措 施 。 经 过 3 个 小

时 远 程 指 导 救 治 ，小 张 的 生 命 体 征 趋 于

好 转 。

考虑到小张病情严重，该中心同时启

动危重症患者救治预案，协调区域内的联

勤保障部队第 990 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李

庆华赶往现场指导抢救。

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救治，但小张的病

情还是出现了恶化。该中心又启动二级

战 区 救 治 中 心 专 业 救 治 机 制 ，紧 急 协 调

中部战区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唐忠志等两

名 专 家 参 与 抢 救 。 同 时 ，他 们 迅 速 组 织

全 军 热 射 病 救 治 专 家 成 立 专 家 组 ，进 行

线上会诊。

热射病起病急、恶化快，根据病情变化

及时调整用药，是救治成功的关键。在该

中心的统一协调组织下，随后几天，专家组

每天根据小张的病情变化开展会诊，随时

调整救治方案。

8 月 21 日晚，就在宋青通过视频连线

与专家组展开联合会诊时，小张突然出现

呼吸急促、心律失常等症状。危急时刻，宋

青大胆提出新的用药方法和诊疗思路。专

家组据此采取应急抢救措施，终于把小张

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患者病情严重，应尽快转诊治疗！”为

挽救小张的生命，该中心协调多部门启动

转运程序，展开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救援。

8 月 24 日，小张被转送至救治条件更

好的中部战区总医院。宋青与专家组成员

常态组织远程会诊，为后续救治提出一系列诊疗方案。经过近半个月的全力救治，

小张的病情明显好转。

宋青告诉记者，此次救治，他们之所以能够快速协调众多兄弟医院和知名专家

参与，得益于覆盖全军的热射病防治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据介绍，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牵头组织下，全军热射病防治与研究中心联

合多家部队医院，建立联合救援机制，按照“中心统筹协调、区分伤病情等级”原则，

对患者实施不同等级的联合救援，有效实现了“多点联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目

标，为守护官兵生命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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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近 日 ，第 72 集 团 军 某 旅

组织直升机实战化训练。

张欢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