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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时代边疆党建论坛在云南

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功举办，而在

东北地区，10 座沿边口岸城市冰雪游热

度正浓。

从西南到东北，新时代固边、稳边、

兴边建设的成就缀珠成链，强边富民的

伟大实践启示我们，“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强 边 富 民 ，加 快 边 境 地 区 全 面 发

展，事关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各民族

共同繁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

十八大以来，“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

藏”的战略思想，为新时代强边富民提

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方向。

边 境 兴 则 边 疆 兴 ，边 民 富 则 边 防

固。边境地区是国家安全屏障的第一

道防线，也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的重要基础。近年来，边境地区先后开

展了“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

区”“边境小康村建设”“现代化边境幸

福村建设”等系列工程，各族群众争做

神圣国土守护者和幸福家园建设者，边

境地区展现出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

边防固的景象。

强 边 富 民 需 要 军 地 齐 心 协 力 ，共

同发力。我们必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下，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

发 挥 解 放 军 和 武 警 部 队 的 主 力 军 作

用，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打造新时代的

边境幸福线。这就意味着，需要在一

体化边境建设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上

先行一步，在一体化边境建设发展的

管理体系上下足功夫，在一体化边境

建设发展的协调机制上锐意创新，以

确保各项建设能够统一对标 、科学评

估，军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严格

约束要求，有能力指标考核，切实形成

人人为边境 、处处为边疆的价值理念

和行为准则。

强 边 富 民 再 进 一 步 ，任 重 道 远 。

前些年，由国家民委联合国家发展改

革委 、财政部等部门倡议发起的兴边

富民行动，在振兴边境、富裕边民的成

功 实 践 中 ，取 得 富 民 、兴 边 、强 国 、睦

邻的显著成效。进入新时代，我国边

境建设步入从兴边到强边的快车道，

同时又面临陆地边境线长 、周边环境

复杂 、东西地理环境和南北气候差异

较大的实际，呼唤我们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巩固提高一

体化边境建设发展体系上下功夫，在

形成强边富民的能力上想办法，走出

一条具有新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强

边富民新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西

藏 以 双 拥 为 载 体 抓 好 稳 定 、发 展 、生

态、强边四件大事全面落实，有普遍的

启示和借鉴意义。

军民携手 强边富民
■军事科学院 于川信

图①：在驻地乡村振兴实践中，西藏拉萨警

备区官兵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帮助乡亲们搭建

蔬菜大棚，提高种植技能。 朱 辰摄

图②：2023 年 3 月，由西藏拉萨警备区援建

的拉萨第一小学举行“八一爱民学校”挂牌仪

式。警备区官兵与师生共同在新建成的国防教

育馆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余 鹏摄

“群力谁能御，齐心石可穿。”青藏高

原地处西南边陲，平均海拔 4000 米以

上，是我国面积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

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在雪

域高原开展应急救援，面临的诸多困难

可想而知。加强军地协同，既非常迫切

又十分必要。

近年来，军地抓住“数字西藏”“智慧

西藏”建设的宝贵机遇，将部队作战勤务

指挥系统与公安天网、地震台网、气象、

交通等实时数据模块对接，实现与地方

同步感知灾情，助力抢险救灾快速响

应。大协同都受益，我们在课题攻关中

发现，军地定期联合演练，重点围绕指挥

系统搭建、灾情预警监测、救援力量协同

展开，显著提高了应急救援速度和效率。

大协同都受益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 王振波

在和煦阳光照耀下，冬日的拉鲁湿

地远处传来几声悠长的鸟鸣，又一批候

鸟来到这里过冬。

被誉为“拉萨之肺”的拉鲁湿地，位

于拉萨市北郊。2021 年 9 月，我毕业后

被分配到现在所在单位，部队驻地就在

拉鲁湿地附近。听老兵们讲，这里曾是

拉萨市重点治污区域。近年来，部队积

极支持和参与驻地生态建设，官兵定期

清理湿地周边白色污染物，为附近中小

学生及社区居民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宣传活动。官兵们还在营区周边放

养小鱼、小虾，播种青草、土豆等，便于候

鸟觅食。冬季的拉鲁湿地晴空如洗，一

片片芦苇随风摇曳，景色怡人。

生态好军民乐
■西藏军区某旅少尉排长 李铭泓

见证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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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及题区摄影：王 乾、林 茂、

吕繁亮

本版制图：扈 硕

前不久，两条消息引起业内人士高

度关注：“西藏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揭牌

仪式在拉萨举行；西藏和青海消防救援

总队联合召开青藏片区跨区域应急救援

联勤联动联战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西

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有关领导表示，伴

随“全灾种、大应急”工作积极推进，军民

将从中共同受益。

2020 年 8 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

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参加应急救援行动对接办法，明确军地

双方将在灾害监测预警、灾情动态通报、

任务需求对接、联勤联动协调等方面，进

一步加强科学化、制度化、常态化对接，

切实实现军地指挥机构互联互通、信息

共享，促进军地应急力量有机融合，不断

提升军地联合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时隔 3 年，今年 10 月，由中国科协科

技创新部等单位发起、以“科创中国”防

灾减灾协同创新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

拉萨举办。军地 100 余位代表共同把脉

西藏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工作，军地联

动，共同夯实强边基础。海军研究院研

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志明在致辞中

说，防灾减灾，科技创新能够为我们提供

更多手段和方法，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

灾害和突发事件。军事科学院首席专

家、博士研究生导师游光荣提出，应当强

化党委统一决策、军地协同调度机制，尽

快构建基于“数据+因果”的决策评估模

型。

在军地专家指导下，今年武警西藏

总队某部工兵中队发挥科技力量，严密

组织开展以模拟楼房坍塌导致人员被困

为背景的夜间训练，显著提高了应急救

援能力。

应急救援成合力
军地联动强边基础越夯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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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海拔超过 5000 米的西藏日喀

则市萨嘎县昌果乡，活跃着一支由百余

名普通牧民组成的护边联防队。今年 4

月，26 岁的退役军人索朗次仁加入护边

联防队。他说：“我周围的朋友几乎都

加入了，我更应该参加。”

在西藏边检总站阿里噶尔边境管

理大队，民警张思祖与我们聊起了戍边

故事。2011 年，他放弃读博机会，主动

选择到边防工作，如今踏雪卧冰守边护

边已十余载光阴。

“他是军人后代，也是接力戍边的

‘ 藏 三 代 ’！”张 思 祖 的 同 事 介 绍 ，他 们

中 有 不 少 退 役 军 人 和 军 人 后 代 ，张 思

祖的外公旦真曾参加 1950 年的昌都战

役 ，是 经 历 和 平 解 放 西 藏 的 第 一 代 革

命 军 人 ；父 亲 是 首 批 驻 守 西 藏 的 中 国

人 民 武 装 警 察 部 队 的 一 员 ；母 亲 也 是

一 名 军 人 ，曾 在 原 成 都 军 区 总 医 院 西

藏分院工作。

一代代官兵驻藏、护藏、建藏，倾情

倾力付出，兴建第一条公路、第一所学

校、第一个机场、第一座电站等重要基

础设施，由此赢得西藏人民信军、爱军、

拥军的情感认同和自觉行动。放眼西

藏，由退役军人、军人后代参加的军民

巡边护边联防队遍布世界屋脊。

在 墨 脱 县 德 尔 贡 村 ，村 民 和 官 兵

一起巡逻。门巴族民兵连长卫军曾在

林 芝 军 分 区 某 边 防 连 服 役 ，1991 年 退

役 ，在 这 里 安 家 落 户 。 卫 军 带 领 世 代

居 住 于 此 、以 打 猎 为 生 的 村 民 巡 边 护

边 ，他 们 熟 悉 这 里 的 山 路 ，掌 握 生 火 、

取 水 等 野 外 生 存 技 能 ，经 常 为 附 近 巡

逻的驻军官兵提供帮助。

“ 军 民 本 是 一 家 人 。”大 草 场 见 证

《洗 衣 歌》的 新 传 承 ：子 弟 兵 建 设 西

藏 、保 卫 西 藏 ，许 多 农 牧 民 感 动 之 余 ，

义务当起了部队驻训的引导员和巡护

员。

老兵护边打头阵
军民联防队遍布世界屋脊

“牦牛肉干携带方便，营养美味！”今

年初，西藏军区某边防团上等兵吴艳江在

经历了一次 5 天 4 夜的巡逻后，对一路补

充能量的牦牛肉干赞不绝口。近年来，该

团推出“藏家食品进军营”爱民助民举措，

既扩大了驻地特色产品销路，也方便了官

兵战备执勤。

无独有偶。2023 年春节，“墨脱戍

边 模 范 营 ”战 士 王 斌 权 第 一 次 在 军 营

过 年 ，第 一 次 吃 到 驻 地 墨 脱 的 美 食 。

“ 这 得 益 于 藏 家 食 品 进 军 营 。”炊 事 班

班 长 方 贵 忠 介 绍 ，“ 战 友 们 聚 在 一 起 ，

我 特 意 准 备 了 门 巴 手 抓 饭 、墨 脱 石 锅

鸡 ，这 些 烹 饪 技 术 都 是 从 老 乡 那 里 学

来的。”

2021年底，受多种因素影响，位于西

藏米林市东南的羌纳乡农产品销量大幅

下滑，种植户焦急万分。第 77 集团军某

旅得知后，以农牧民合作社为依托，从后

勤采购资金中划拨专项经费用于采购当

地蔬菜，建立“从田间地头直达官兵餐桌”

的农产品长期供需关系。军需营房科助

理员谭必仪介绍，该旅按照“一村一品”的

发展思路，与村民共建军地蔬菜大棚，优

化种植技术，形成规模效应，军营超市还

专门开辟“藏货特产专区”。当地政府加

强冷链物流、农产品零售终端等环节建

设，及时确定了“藏货进军营”特色产品 20

余种。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和山南市隆子县

玉麦乡政府共同打造 4 个 1000 平方米的

温室大棚，官兵传授种植技术，4 名玉麦

乡群众应聘上岗担任温室管理员。西藏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领导介绍，2021 年以

来，全区 6172 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都能为部队驻训提供农副产品保障。

“一村一品”见成效
乡村振兴成果惠及部队官兵

“退役回来，我又看见了记忆中的

候鸟，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在拉萨市

林周县，退役士兵次仁苍决说，“漫山遍

野都是候鸟，除了黑颈鹤以外，还有斑

头雁、黄鸭等。”据悉，自 2020 年底林周

县两支黑颈鹤民兵巡护分队挂牌成立

以来，来此过冬的候鸟数量明显增加。

前些年，原十八军一位老战士给有

关领导写信，建议驻西藏部队积极参与

地 方 植 树 造 林 工 程 建 设 。 万 亩“ 国 防

林”启动建设 10 余年来成效显著，“哪里

军民一家亲，哪里绿树就成荫”成为西

藏军民的共识。

进入新时代，驻西藏部队积极组织

官 兵 全 力 支 援“ 绿 色 拉 萨 ”和“ 两 江 四

河”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植树 15 万余

棵、植草 1300 余亩，修筑沟渠 40 余公里。

今年 2 月 2 日世界湿地日，拉萨市生

态环境局发布消息，目前全市已经监测

到 242 种鸟类，89 种动物，其中仅国家

一、二级保护动物就有 17 种。“军民共建

生态文明，子弟兵功不可没！”分管双拥

工作的市领导表示。

如 今 ，雪 域 高 原 越 来 越 多 的 珍 稀

动 物 回 归 人 们 的 视 野 ，高 原 生 物 多 样

性在加速恢复。黑颈鹤由不到 3000 只

上升到 11000 多只，藏羚羊由 7 万多只

上升到 30 多万只。全国第二次陆生野

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发现白颊猕猴等新

物种 5 个，东歌林莺等中国新记录物种

5 个，曾被国际社会认为已绝种的西藏

马 鹿“ 失 而 复 得 ”。“ 美 丽 西 藏 建 设 ”正

在 释 放 生 态 红 利 ，“ 生 态 文 明 高 地 ”建

设全面提速。

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那些迷彩

身影对“生态”和“绿色”的守护。林芝

军分区结合部队巡逻执勤任务，安排 56

名营连骨干担任编外护林员，每月还联

合驻地开展“建设美丽乡村”活动，与村

民一起保护环境、植树造林。

湿地又见新物种
迷彩身影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②②

①①

11 月 10 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白皮书，

并介绍有关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

西藏广大军民合力抓好稳定、发展、生

态、强边四件大事，将四件大事作为全

局性定位、全方位要求、全过程引领，

努力拼搏、开拓进取，各项事业取得全

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海拔高，双拥境界更高。一直以

来，西藏双拥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经验与

做法。前不久，“科创中国”以防灾减

灾协同创新为主题的研讨会在西藏拉

萨成功举办。100 多位参会军地代表

围绕四件大事各抒己见，共同探讨西

藏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工作的特点规

律、发展方向，探讨以双拥为载体全力

抓好四件大事全面落实的方法途径，

并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形式，通过

“科创中国”平台同步直播，让更多人

从新时代西藏的发展与进步中把握新

时代双拥工作趋势，争取更大作为。

（汤音子执笔）

写 在 前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