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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天在电视上收看全军开训动员的
火热场景，第二天就收到驻地人武部转发的
训练征召通知，第三天乘车赶到部队参加为
期15天的实战化训练。空军某预备役导弹
团预备役士兵朱伟说，这次征召时间之紧、
速度之快，让人有种“坐高铁的感觉”。他把
单位的工作向同事交接后，没顾上处理家事
就直奔地空导弹训练场。

据该团团长赵从湘介绍，此次预备役官
兵集训，“实战化”贯穿全程，打破了多年的
练兵惯例。

入营先理发，按上战场
标准统一剃平头

预备役士兵林吉到该团报到后像往年
参训一样，领取单兵装具、寻找班排宿舍、开
始整理内务。与往年不一样的是，内务还没
收拾妥当，突然响起了集合哨声，各分队迅
速集合整队。

队列前，集训队队长乐志治严肃地说：
“同志们，我们是来训练的，训练如打仗，我
们的一切事情都要按打仗的标准来准备。
为此，团里专门请来了理发师，我们全体参
训人员一律理平头。”

一听说要统一理平头，曾服过现役的林
吉找回了当年在部队的感觉，而第一次参训
的预备役士兵小戴就不乐意。他讲究发型，
几天前刚花钱请一位发型设计师为他设计了
一款时髦发型，现在理平头，不仅白花了钱，
而且要等两三个月时间才能蓄起长发。队伍
解散后，他问队长能不能搞个特殊？队长坚
决地说：“不行！你这发型，如果头部受伤怎
么包扎。”说着话，就把小戴拉进了理发室。

“以前，预备役官兵的身上难以闻到硝
烟味。”该团政治处主任佟德川说。

记者问：“为啥？”他说，许多预备役官兵
觉得“仗打不起来，即使打起来了也轮不到
预备役部队上场”。为此，该团此次预备役
官兵集训的第一课就讲国防安全形势，观看
的第一部影片是《血战钢锯岭》，外出参观的
第一站是抗战纪念馆，组织的第一场讨论是

“美军在哪一场现代化战争中没有动用预备
役部队”。通过一系列教育活动，参训预备役
官兵认识到“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中
国，而不是生活在和平的时代”“战场上不分
现役预备役，拿着枪上场你就是军人。”

扔掉“老一套”，演练不
能重复昨天的故事

在一次拉练中，现场指挥员下达机动命
令后，一台台装备车辆鱼贯而出，快速机
动。突然，一辆导弹装填车熄火。车辆抢修
组的预备役士兵张机立即上前检修。

张机是一名多次参训的特种车辆驾驶
员。往年参训，装备车辆总是固定的那几辆，他只要把那几辆车的“脾气”摸清就不
会出什么问题；此次集训，每天出动的车辆都是从战备车库中随机抽取，他心里就不
托底了。并且，以前演练，车辆抢修课目总是常见的那几个故障，事先稍加准备即能
应对；此次演练，“无千斤顶更换轮胎”这类具有观赏性的课目一个也没上，尽是平时
少见的疑难故障。此次拉练，车辆突发的就是一个疑难故障，张机当时有点懵。反
应过来后，他立即采取针对性措施，修复了车辆。

该团领导告诉记者，未来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演练不能重复昨天的故事，这
对参训时间有限的预备役官兵来说尤为重要。此次演练，该团扔掉“老一套”，预先设
置的情况全部出乎预备役官兵的预料之外，迫使参训人员按实战要求苦练打仗本领。

记者在该团的集训安排表上看到，不仅白天的训练时间排得满满的，晚饭后还
安排了专业理论学习。预备役士兵陈亮说：“一天练下来，累得浑身肌肉疼。熄灯时
都不用吹哨，大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可是，经常是他们刚进入梦乡，紧急集合的哨
声又突然响彻宿舍楼，他们又快速起床，冲出营区。

由于训练强度大、要求严，两名新入队预备役士兵感觉身体吃不消，申请出队。
该团批准了他们的申请，并通报编兵单位，按有关规定处理。该团领导说：“推进实
战化训练，预备役部队要有淘汰机制，及时淘汰不适应打仗要求的人员。”

眼里有敌情，军事训练才能贴近实战

该团抵达导弹发射阵地后，各类装备车辆快速展开兵器架设。发射号手们密切
配合，很快完成了导弹装填作业和参数设置，导弹在阵地上昂首挺立，随时准备打击
来犯“敌机”。

指挥方舱内，雷达操纵员双眼紧盯雷达屏幕，不停地搜索着目标。以前，该团的
防空作战演练经常是对着空气练锁定、喊发射，此次演练该团明确要求，必须是对着
实实在在的空中目标练模拟打击。

记者在指挥方舱看到，导弹营参谋长占春旭通过对讲机下达指令：“耐住性子，
睁大眼睛，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目标！”

“发现空情，方位??，距离??！”静默许久之后，雷达操纵员报告一架无人机
闯入警戒空域。

“做好抗击准备！”目标进入攻击范围后占春旭果断下达攻击命令：“发射！”
采访中，该团领导对记者说：“训练环境不真，就不可能让预备役官兵贴近实战训

练。”为此，该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力让大家“眼里有敌情”。该团警卫分队预备役
队长邵金雄，曾在武警某机动部队服役多年，他此次参训的体会是“像保护大首长那
样保护导弹发射号手”。导弹部队“全营一杆枪”，如果发射号手减员就意味着整营不
能展开对空打击。因此，演练指挥部给警卫分队出的情况是：某高地出现“敌狙击手”。
邵金雄立即组织警卫分队在发射阵地周边设置三层警卫，严密保护导弹发射号手。

“身上有了硝烟味，才有资格上战场。”记者在医疗救护演练现场看到，枪炮声此
起彼伏，现场硝烟弥漫。该团规定，医疗救护分队队员运送伤员不能跑直线，而要迂
回曲折前行；使用的担架必须是野战专用的简易担架，不能使用装有滑轮的医用担
架，以此培养预备役官兵的战场意识和敌情观念，确保未来用兵之时能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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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岗巴县位于喜马拉雅山北
麓。这里海拔4800多米，冬季气温零下20
摄氏度左右，空气含氧量不到内地的40%，
每年8级以上的大风天气达200多天。

这里是寒冷的边关，这里是曾获得
“爱国奉献模范营”荣誉称号的西藏军
区某部岗巴营驻地；这里有许多温暖的
乡亲，还有许多朴实的拥军故事。

2月 4号，记者搭乘一辆军用卡车
从拉萨来到岗巴县。从进入岗巴县界
至县城，途经多个藏族村落，每过一个
村庄，总能看见淳朴的小朋友在路边玩
耍，见军车从远处驶来就立即站得笔
直，并送上不太标准的“军礼”。

见状，驾驶员刘光亮鸣笛致谢，记
者和带车干部蔡毅向小朋友回以军
礼。看着小朋友红红脸蛋上认真的劲
儿，记者心里泛起一阵暖意。蔡毅说：

“在岗巴，只要提起驻军部队，藏族乡亲
一定会跷起大拇指跟你说，‘金珠玛米
阿布都（解放军好）’。”

岗巴，藏语之意是“雪山下的村
庄”。该县自然环境恶劣，冬天风雪急，
夏日风沙大，常年降水少，农作物产量
低。10多年前，驻军部队将良种青稞
引到岗巴种植，大幅提高了青稞产量。
岗巴县人武部政委孔德军告诉记者，这
些年，除了戍边的岗巴营之外，还有多

支部队来岗巴驻训，有时会征用耕地和
草场，但是岗巴乡亲从没提出任何要
求。到了收获季节，官兵们就来帮助村
民收割青稞。

看着从内地上高原的官兵忍着高
原反应收割青稞，乡亲们心疼不已，许
多藏族阿妈为官兵端来热气腾腾的酥
油茶，连声说：“孩子，谢谢你！”

据岗巴县委书记贺黎明介绍，2017
年秋天，官兵们连续多天帮助乡亲收割
青稞。入冬时，几乎每天都有几位藏族
阿爸阿妈赶着岗巴羊来到营区，要送给
亲人解放军。

龙中村藏族阿爸曲培说：“岗巴羊
代表了我们藏族乡亲感激的心，可解放
军娃子就是不收。”

离开龙中村，记者搭乘的军车轮胎
有点亏气，驾驶员李章胜就说去岗巴县
城找索朗大哥帮忙。

索朗开了一家汽车维修店，记者来
到店前，只见店门口有一块红色的牌子
十分显眼，上面写着“军车修理免费”6
个大字。

索朗告诉记者，解放军官兵大多来
自内地，他们放弃舒适生活到这“氧气
吃不饱”的地方站岗放哨，不就是为了
边疆安宁吗！他说：“我没啥本事，只会
一点修车的手艺，能给部队修车，我感

觉骄傲。”
像索朗这样的拥军人，在岗巴各行

各业都有许多，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
是实实在在地拥军。

在驻军某部四连采访时，记者听官
兵们说得最多的是“几天不见就想兵儿
子的拉吉阿妈”。多年来，每逢新兵入
伍、老兵退伍、官兵外出执行任务，拉吉
阿妈都要提着酥油茶来四连慰问；平
时，她每周到连队来看望一次“兵儿
子”。她常对官兵们说：“在高原要多喝
酥油茶才能身体好，你们身体好，边疆
才安全。”这句话，拉吉阿妈对一茬茬的
官兵说了无数遍，同时这一碗碗酥油茶
温暖了一茬茬戍边官兵的心。

2012年，拉吉阿妈去世了。去世
前，她嘱咐也已为人母的女儿确吉继续
拥军。从此，确吉每周到四连看望一次
官兵，脚步从未中断。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许多这样的拥
军故事。

离京入藏采访前，记者只知岗巴有
一批“宁让生命透支，不让领土丢失”的
戍边官兵，却不知陪伴官兵的还有许多
热心拥军的乡亲。结束岗巴之行，记者
头脑中印象最深的是许多戍边官兵接
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岗巴很冷，但
是，乡亲很暖！”

后记：在岗巴采访，无论男女老少，
只要听说我们是《中国国防报》记者，就
给予热情接待，为我们的采访工作提供
了很多帮助。藏族青年阿旺罗布义务
给记者当翻译；买车不久的青年尼玛桑
珠开着自己的新车，接送记者到雪村、
龙中村、昌龙村采访；昌龙乡民兵排长
噶罗布不顾身体有病，帮助记者寻找采
访对象和有关资料……

如果没有岗巴乡亲的大力帮助，记
者难以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完成岗巴
之行的多项采访任务。在此，记者向热
心的岗巴乡亲表示衷心感谢！

寒冷的边关 温暖的乡亲
——踏访海拔4800多米的西藏岗巴县记录的拥军故事

■本报记者 汪 娜 郝江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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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
一。放鞭炮、贴对联，走亲戚、访朋友，
北方人包饺子、南方人做年糕，各地人
民群众以不同的习俗迎接新春。笔者
想，新时代的春节，节庆活动不妨添些
国防文化元素，并使之成为习俗，促进
全民国防教育的普及深入。

实际上，过年的许多文化习俗本来
就与国防有关。据《吕氏春秋》记载，古人
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

疬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
关于除夕的由来，还有一个传说。

相传远古时有一种叫“夕”的怪兽，凶猛
异常。到了冬天，由于山中缺乏食物，
它就会闯入村庄猎食牲畜，甚至伤人，
闹得百姓日夜不安。人和“夕”斗争了
很多年后发现，“夕”怕三种东西：一是
红颜色，二是火光，三是响声。有一天
夜里，人们看见一头“夕”朝村庄闯来
后，这个村庄的百姓迅速在各自门上挂
起红颜色的桃木板、屋前烧起火堆，并
且有节奏地敲锣打鼓。“夕”见到家家户
户都有红桃木和火光，村里锣鼓敲得震
天响，吓得狼狈逃窜，跑回深山后再也
不敢出来了。于是，大家张灯结彩，饮
酒庆贺。后来，这风俗越传越广，就成

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春节这

个传统节日，我们传承了许多喜庆的习
俗，这是应该的。因为，人们忙碌一年，
庆贺一下收获的劳动成果，预祝一下心
中的新年期望，以激励自己和他人更努
力地前行。但同时，我们要居安思危、
知危图安，欢度春节之时要想一想这个

“安”是怎么得来的，未来的“安”怎样才
能有保证？

除夕夜的中华大地，千万个家庭之
所以能够团圆守岁，不是因为天下太
平，而是因为国家平安；不是因为岁月
静好，而是因为国防巩固；不是因为没
有敌人，而是因为有坚强的人民军队守
护着我们的共同家园。

习主席强调：“我们的国防是全民
国防。”建设牢固的国防，要扎实开展全
民国防教育，而全民国防教育的一个显
著特点是要寓教于乐。因此，在节庆活
动里增添一些国防文化元素，必定能起
到很好的全民国防教育效果。例如，每
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都有反
映军旅生活的文艺节目，向全国亿万观
众传播了当代革命军人强军报国的感
人故事和“一家不圆万家圆”的牺牲奉
献精神。还有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
领导走访慰问军烈属，代表人民群众给

“光荣之家”贴年画等等，营造了“参军
报国、无上光荣”的氛围。

新时代，节庆活动正在悄悄地发生
变化，例如网络、手机成了人们节庆活
动的一个重要平台，旅游观光成了百姓
过节的一种新方式。由此笔者建议，我
们大家都来想想办法，在过年时添些国
防文化元素，结合节庆活动开展全民国
防教育，润物细无声地强化全民国防观
念，以此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热爱国防、
支持国防、保卫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
氛围。这应该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不
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

过年，不妨添些国防文化元素
■石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