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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强、特约通讯
员牛德龙报道：“收到你的礼物，咱妈今
天特别高兴！”5月 5日黄昏，南疆军区某
边防团中士杜明刚回到神仙湾哨卡宿
舍，就接到未婚妻魏晓娜的电话。咧开
嘴，他开心地笑了。这一天，母亲过六十
大寿。这一天，他和战友们一起操作工
程机械车在喀喇昆仑山上破冰除雪，打
通巡逻路。

连续 7年，杜明没和母亲一起过个
生日。7年来，从天文点哨卡到河尾滩
哨卡再到神仙湾哨卡，杜明一直坚守在
海拔5000米以上的“云端哨卡”。

入伍刚 9个月的战士周群沁，特别
佩服班长杜明。这位 28岁的机械操作
手 ，是 神 仙 湾 哨 卡“ 离 不 开 的 那 个
人”——他驾驶工程机械车铲雪开路，保
障战友们走遍防区内每一条巡逻路；他
精通多个专业，是响当当的机械能手和
维修大拿。
“杜明不仅是技术骨干，更是一个能

吃苦的好兵！”看着工程机械车驾驶室里
一脸疲惫的杜明，指导员徐岩有些心
疼。当年新兵下连，杜明分到了海拔
5000米以上的天文点哨卡。在天文点哨

卡 3 年多，杜明练就了一身过硬技能。
2017 年 9月，他调到海拔更高的河尾滩
哨卡，创造了连续守防 12个月的纪录，
荣立三等功。去年 12月，已成长为训练
尖子和技术能手的杜明接到命令，再次
换岗，来到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卡。

初夏，喀喇昆仑仍是千里冰封，而秦
岭南麓的陕西商洛正槐花飘香。此时，
杜明经常想起故乡那甜蜜的槐花。虽然
遥远的家中有着无尽牵挂，但杜明更离
不开雪山上的战友们——他操作工程机
械车多铲除些冰雪，战友们就能更安全

便捷地完成巡逻任务。
今年以来，杜明多次出色完成巡逻

及保障任务，还结合连队执勤环境特点，
总结提出驻勤选点、侧面爬坡等巡逻技
巧，有效提升了边境执勤质效。不久前，
杜明被南疆军区某边防团评为标兵。

神仙湾上没神仙，冰封哨卡有尖
兵。当阳光穿透厚厚的云层，照射在苍
凉寂静的喀喇昆仑雪野上时，杜明和战
友们再一次巡逻到防区内的制高点。山
高人为峰。站上海拔 5903 米的“英雄
顶”，身高1米 73的杜明屹立如山。

南疆军区某边防团中士杜明 7年接力戍守 3个海拔
5000米以上哨卡

“云端哨卡”见证青春力量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

升华。”中士杜明卫国戍边坚守雪山哨卡

的经历，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年轻官兵的

青春力量与责任担当。

青春有很多打开方式，每一种都有

不同的色彩。当一个人的奋斗与国家和

民族紧密相连，再平凡的青春也会焕发

出夺目光彩。青春的精彩，从艰苦的磨

砺而来。在祖国边防线上，还有许多和

杜明一样默默无闻的官兵，他们用担当

和奉献成就了平凡而精彩的青春。

时代呼唤担当。每名青年官兵既面

临成就自我的人生际遇，更担负着强国

强军的使命责任。作为强军兴军的生力

军，青年官兵当以责无旁贷的使命感投

身强军事业，建功新时代。

人生因奋斗而升华
■高立英

编 后

本报讯 张勇、王飞报道：“许多战友不顾个
人安危战斗在抗疫一线，受到人民群众称赞。我
为自己是人民军队的一员而骄傲！”6月上旬，第
72集团军某旅“兵眼看两会”群众性交流活动如
期举行，驻训帐篷前，炮兵营四级军士长陈松围
绕“军队抗疫斗争实践”热点话题，与战友促膝而
谈，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句句都是兵言兵语，句句都有真情实

感，这样更能感染人、带动人。”据该旅领导
介绍，今年两会胜利闭幕后，他们在抓好党员
干部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做的同时，积极引
导官兵主动思考，注重营造战士之间交流互
动的氛围。他们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交流活
动，鼓励官兵走上讲台，结合自身岗位经历畅
谈热点话题。在活动中，他们还穿插进行“观
点之我见”点评互动环节，进一步增加交流的
深度和广度。

防空营“七一功臣连”战士殷正平，克服困难
带领车组在实弹射击比武中拔得头筹。交流活
动现场，殷正平以“传承红色基因、锻造尖刀利
刃”为话题畅谈感悟：“无论是面对炮火硝烟还是
病魔疫情，子弟兵逆行奋战、冲锋在前，用模范行
动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答卷……”他的体会赢
得了战友们的掌声。

理论学习入脑入心，练兵备战激情满格。
前不久，在该旅组织的创破纪录比武中，侦察营
战士王东东连续打破无光条件下步枪、手枪枪
支分解课目纪录。走下比武场，王东东说：“把
本领练强、技能练精，就是贯彻落实两会精神最
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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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鑫、特约
记者晏良报道：道桥分队
破晓出发破障开路，筑伪
分队趁着夜色构设指挥
中枢……6 月上旬，西藏
军区某工化旅在野外驻
训场组织跨昼夜综合作
战保障演练。各参演要
素追日逐月，昼夜衔接滚
动练兵，部队全时作战能
力得到有效检验。
“过去驻训，考虑到

夜暗条件下练兵风险大，
不少险难课目多在白天
进行，部队作战能力昼
强夜弱问题突出。”该旅
领导介绍说，这样的训
练模式难以满足现代战
争需求，提高全天候备
战打仗能力刻不容缓。
为此，他们在野外驻训
中，推动实战化训练“白
加黑”展开，破解作战能
力不均衡问题。

从该旅训练周表可
以看到，各单位险难课目
中，有许多安排在“8 小
时之外”展开：综合保障
演练在深夜打响，指战员
从熟睡中跃起，直奔战地
操舟架桥；机动作战演
练，采取兵车不歇的模式
进行……

为提升野外驻训实
战化层次，该旅扭住训
练薄弱环节发力。运输
连夜间精练低温启动、
闭灯驾驶，补齐训练短
板。修理连专挑恶劣天
候攻关，摸索动散条件下为主战
装备除湿、保温的良方。筑城伪
装营营长袁丁认为，野外场地全
时滚动练兵，让挑战促进胜战，有
效锤炼了打仗硬功。

日前，西藏军区训练部门在驻
训场紧急下达演练指令，该旅齐装
满员出动，创下机动时间最长、处置
敌情最多等纪录，一批险难课目训
练难题被成功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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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费策宗、谷

浩东报道：仲夏时节，气温
不断升高，南方某地一张
张高温走势截图持续刷爆
当地人的微信朋友圈。南
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面
对高温天气考验，坚持训
练标准不降，连续实施对
抗空战、对地突击等高难
课目训练，主动在暑热“炉
火”中淬钢砺剑。

该旅驻守祖国南端，
常年气候炎热，但连续多
日最高气温超过 40℃，在
当地也属罕见。上午 8时，
飞行一线已是热浪滚滚，
多架战机迅速升空开展对
抗空战训练。一番激烈较
量下来，飞行员汗流浃背，
体能消耗较大。回到战术
研究室，完成复盘评估后，
他们又抓紧调整恢复，准
备下一架次飞行。
“越是极端条件，越能

在各种突发状况中，检验
部队的应急反应和临机决
策能力。”该旅领导介绍
说，高温条件下，战机各系
统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只有不断提升对突发
意外状况的适应能力，才
能在实战中更加主动。

针对高温天气考验，
他们利用数据信息系统，
统计分析战机多发易发故
障，更新特定维修卡片，加
强复查把关和航材筹备，
快速处置了发动机起动超
温、环控失效、航电故障等

多个问题，检验了部队在极端条件下的
保障能力。

子夜，飞行落幕。此刻，助航灯光在
热气氤氲中跃动闪烁，仿佛闪动的思想
火花。保障官兵抓紧商讨故障预防措
施，飞行员还在进行空战复盘。练兵热
情如同连日的高温一样，没有丝毫减退。

上图：6月11日，东部战区陆军某陆

航旅组织直升机实战化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欢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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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论战，问曰：敌人夜来，三军

无备，上下惑乱，为之奈何？答曰：凡

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意思是说，

只要保持良好的戒备状态，即使战争

不期而至，也能从容应对。从这个意

义上说，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常

态，必须倍加珍惜宝贵的备战时间。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快，

军事领域更是如此。一天不研究，一

天不努力，就会掉队落伍。掉队一天，

就可能造成落差；落后久了，就会形成

“代差”。只有拓展练兵备战时空，让

全时在练与全时能战完美对接，才能

确保部队闻令则动、动则能战。唯有

加快转型步伐，以时不我待的劲头，不

怕难、不避险，真想打仗的事情，真抓

打仗的准备，才能在未来战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

珍惜宝贵的备战时间
■魏 兵

野外驻训看变化
本报讯 张可煜、特约记者曹先训

报道：“中队‘无比忠诚、无所畏惧、无坚
不摧、无往不胜’的特战精神，是一茬茬
特战官兵甘当忠诚卫士、勇于冲锋陷阵
的写照。”近日，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
某中队指导员高培浩在主题教育授课
时，深情回顾中队的光荣传统，引发现场
官兵共鸣。
“身边的故事打动人，鲜活的传统感

染人。”该支队领导介绍，支队担负任务
种类多样，各中队驻地分散，教育难集

中，以往大水漫灌“一锅煮”式的教育效
果不佳。对此，他们按照“发掘总结、学
习继承、实践弘扬”的思路，根据每个中
队特点规律、环境条件、担负任务不同，
注重“因队而异”，在打造特有红色品牌
上持续用力，提升教育质效。

他们与驻地 10 多个红色教育基地
开展联教共育活动，通过组织官兵浏览
数字史馆、查阅县志和大事记，收集英模
故事，深入学习先进事迹；动员官兵就地
取材，回顾建队历史，挖掘整理身边典型

故事，总结出符合中队特质的精神；开设
微课堂，讲好短故事，发掘新线索，让官
兵在探索总结的过程中愈加坚定听党
话、跟党走的价值追求。
“就在这里，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

与敌军遭遇，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在墙壁
上看到当年双方激烈交火后留下的弹
孔。”讨论交流时，某中队上等兵刘梦翔
化身“红色导游”，围绕驻地革命故事深
情讲述。从收集驻地红色资源，到整理
相关素材；从声情并茂讲述，到制作短视
频推送……连日来，在该支队组织的“我
给大家当‘红色导游’”活动中，各中队官
兵主动走上讲台，结合驻地特有红色资
源，悟传统、谈体会、话收获，激发了大家
弘扬光荣传统、投身练兵备战的热情。

武警南昌支队挖掘驻地资源开展主题教育

“红色导游”讲活历史激发强军动力

6月9日，中国维和官兵在位于黎

巴嫩与以色列边境“蓝线”附近区域的

一处雷场，执行人道主义扫雷任务。

本报特约记者 孙 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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