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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室、多功能云课堂、3D 电

影院、VR 一体机……看着中队日新月

异的数字文化设施，武警山东总队烟台

支队长岛中队战士陈文斌难掩兴奋之

情：“这些数字化设备，我入伍前就有所

了解，没想到在边远海岛上，还能用上

这么多高科技产品。”

受 地 理 环 境 、交 通 条 件 等 因 素 影

响，不少边防部队开展文化建设的力量

曾一度相对薄弱。2020 年 7 月，武警部

队启动“万里边疆数字文化进军营”建

设，通过数字文化共享、书香军营建设、

红色基因传承、文艺创演服务等活动，

重点帮建 110 个艰苦边远地区基层中

队 、影 响 覆 盖 数 千 个 边 疆 地 区 基 层 中

队，全面提升文化育人成效，辐射带动

边疆部队文化建设升级。如今，在东起

抚远、西到帕米尔高原，北达漠河、南至

南沙群岛的广阔边防线上，一道富有时

代感和武警部队特色的文化景观长廊

正逐步构建起来。

一

“自从中队有了数字荣誉室，先辈

们的英雄事迹得以更加生动形象地呈

现，带给我们更强烈的震撼。”武警黑龙

江总队牡丹江支队绥芬河中队战士陈

强告诉记者。

实践证明，基层部队文化活动开展

得是否有成效、能否跟得上时代，文化

资源和文化设施是起重要作用的基础

条件。绥芬河中队地处中俄边境，一段

时间以来，相对滞后的文化设施难以满

足官兵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乘着“万

里边疆数字文化进军营”建设的东风，

该中队获得更多文化资源，尤其是数字

文化资源，走上文化建设快车道。

记者走进该中队数字荣誉室看到，

官兵手持电子阅读器，随着指尖轻点，

中队各个时期的历史便图文并茂地呈

现在眼前。该中队干部告诉记者，中队

荣誉室的改建，融入了科技元素和现代

设计理念，拓展了文化服务功能，不仅

以更丰富多样的形式展现中队历史，还

能让官兵沉浸式体验战斗场景和历史

现场。同时，他们还积极协调驻地图书

馆、文化馆等，构建了数字化公共文化

资源共享机制，让官兵享受到科技带来

的便利。

联通“国家公共文化云”，引入各级

文化机构的图书、文艺作品、专家讲座

等学习资源，推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覆

盖武警部队……让边疆官兵获得更多

优质文化资源保障，是近年来武警部队

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记者从武警部

队有关部门了解到，自 2020 年该建设启

动以来，数字“强军书屋”、战场文化模

拟馆（室）、边塞军旅文化长廊、“文化 e

家”等一批文化场馆，相继在边疆一线

建成，并成为官兵日常“打卡”之地。武

警部队重点帮建的 110 个基层单位打破

空间限制，推动“科技+”文化设施从俱

乐 部 向 营 区 、班 排 和 训 练 场 所 延 伸 覆

盖，在更广阔空间发挥文化育人功能。

“没想到，我竟然在部队学会了朝

鲜语。”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某中队

战士何佳佳说。他们的驻地在朝鲜族

聚居地，中队官兵来自五湖四海，语言

不通的情况曾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一些

困扰。为解决这一问题，该中队曾在买

教材、请老师等方面下过不少功夫，可

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随着“万里边疆数字文化进军营”建

设开展，武警吉林总队与吉林省文化和旅

游厅携手，在军地文化设施共建共享、军

地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等方面开展深

度合作。以此为契机，该中队按照自助图

书馆模式建成了“延边州图书馆武警中队

分馆”。馆内不仅有大量讲解朝鲜族语

言、历史、习俗等方面知识的书籍，还配备

了延边州图书馆提供的电子阅读终端。

该终端接入“吉林公共文化云”“国家公共

文化云”，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网络，为官兵提供多领域、大容量、

及时更新的数字文化资源，构建起便于官

兵学习的数字文化矩阵。

“现在大家学习途径多了、效率高

了，劲头也更足了。”中队干部王明超介

绍，“有了新书籍、新设备的助力，官兵

查 阅 资 料 省 时 省 力 ，学 习 中 有 了 更 多

‘好老师’。”

建设边疆文化，归根结底是要以文

化人、发挥强军文化铸魂育人的重要作

用。武警部队领导告诉记者，3 年多来，

他们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引进数字

文化资源，为部队提供数字文化服务，

受到官兵欢迎。数字文化资源的共享、

覆盖，让边疆文化建设的内在活力得到

充分释放。

记者在“万里边疆数字文化进军营”

建设成果中看到：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

队某中队的“世界屋脊文化氧吧”，将智

慧书屋、网络学习室等现代化智能场馆

融入营区；武警内蒙古总队呼伦贝尔支

队根河中队建成“冷极数字文化家园”，

让身处高寒地区的官兵感受到春天般的

温暖、享受到充足的精神食粮；在喀喇昆

仑高原，武警新疆总队巴音郭楞支队某

中队建起了集图书阅览、VR 体验、文化

娱乐为一体的“智慧文化军营”……

目前，武警部队已协调多家国内知

名 文 化 企 业 ，为 边 疆 部 队 升 级 文 化 场

所、开发软件系统，最大限度地拓宽文

化资源渠道，保证优质文化资源向边疆

地区倾斜、向一线部队覆盖，助力提升

强军文化建设质效。

二

躲闪、瞄准、击发……武警甘肃总

队嘉峪关支队战场文化模拟馆内，战士

刘庆避开“暴恐分子”的扫射后，果断还

击；霎时，爆炸声在耳边环绕，子弹呼啸

而出。

“智能化数字文化设施，为我们加

快科技强训步伐提供助力，让官兵的日

常训练如虎添翼。”该支队领导说。该

馆 是 武 警 部 队 首 个 战 场 文 化 模 拟 馆 。

在建设过程中，他们采用了虚拟现实仿

真系统与混合现实战场系统相结合的

空间影像技术，使场馆内能模拟 2000 多

种战斗场景。在这里训练，官兵可以从

声光电多个维度，沉浸式置身于仿真战

场，“身临其境”感受战场氛围。

从体验台走下后，刘庆说：“以前训

练时，自己对哪里出靶、靶机如何运动

等都有一定程度的预判。现在面对这

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 VR 设备，我

感受到自身能力与实战标准的差距。”

战斗文化和人工智能相结合，助力

官兵将日常训练优势逐步转化为作战

能力优势。靠着在模拟馆积累的经验，

该支队某分队新补入的 8 名队员快速通

过了心理测评、智能训练、临危反应动

作等课目测评，应急射击课目优秀率较

以往有明显提升。

据了解，在“万里边疆数字文化进

军营”建设中，武警部队坚持以战领建、

向战为战，将推动强军文化建设重心从

营区转向战场为重点，着力提升边疆文

化“含战量”。各边疆基层单位立足平

战结合、战建一体，使用 VR、AR 等技术

手段，打造了战场文化模拟馆（室）、智

慧体育健身室和数字游艺室等智能化

场馆，将科技赋能的数字文化送到官兵

需要的地方。

武警阿克苏支队柯坪中队官兵驻

守在沙尘暴多发地区。每当沙尘季节

来 临 ，营 区 内 经 常 从 早 到 晚 弥 漫 着 黄

沙，中队官兵只能在宿舍、走廊等狭窄

空间开展训练。随着多功能智慧健身

房在中队“安家”，这一难题得以解决。

“现在大家的训练热情更加高涨，基础

体能成绩有了不小的提升，不少人还练

出了‘马甲线’。”该中队中队长笑着向

记者介绍道。

“ 中 队 的‘ 冷 极 卫 士 ’数 字 文 化 中

心，自建成后就特别受官兵欢迎。”武警

内蒙古总队呼伦贝尔支队根河中队指

导员对记者说，“在每年 7 个多月的大雪

封 山 期 里 ，来 这 里 训 练 成 为 大 家 的 最

爱。”记者在该中心看到，动感单车、智

能化跑步机械等训练器材一应俱全，官

兵正在按照冬季练兵计划，热火朝天地

组织军事训练创纪录活动。在基础体

能 大 比 拼 中 ，墙 上 那 面 数 字 大 屏 上 的

“龙虎榜”引人注目，上面同步显示着各

课目成绩，正不断被刷新。

文 化 设 施 要 建 好 ，还 得 用 好 。 购

置 、配 备 智 能 化 数 字 文 化 设 备 是 第 一

步 ，如 何 充 分 发 挥 这 些 设 备 的 功 能 作

用，真正助力官兵成长、部队训练，是边

疆文化建设中各级带兵人持续关注的

话题。数字文化进边疆，必须紧紧围绕

服务备战打仗这个关键，这是大家的普

遍共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数字文化

作 为 科 技 强 军 的 助 推 器 ，正 以 一 种 新

鲜、特殊的方式丰富着官兵的思想、强

壮着官兵的体魄。据了解，在“万里边

疆数字文化进军营”建设中，各部队因

势利导，紧贴任务特点和部队需要，各

有侧重地抓好战地文化建设，不断创新

战地服务模式。其中，几十个驻边疆地

区中队在演训场和任务点，探索建设了

融合学习教育、电影播放、心理干预等

多种功能的战地俱乐部，实现了文化资

源“一站式”补给。

三

“打一仗进一步，每次都要总结，绝

不能让战友的血白流……”这一天，武警

广西总队百色支队那坡中队的“强军书

屋”里传出阵阵掌声。该中队请来“全国

最美退役军人”王启荣，给官兵讲述边境

战斗故事。配合着讲述，他身后的电子

屏上同步播放着战斗影像资料。

作为借助地方公共文化资源打造出

的南疆边境第一座数字“强军书屋”，这

里不仅拥有各类数字文化设备、存有来

自 200 多个单位和个人捐赠的 15000 多

册图书，而且经过系统改造，已被打造成

一个综合型、智能化文化空间。

创新与现代化，是“万里边疆数字

文化进军营”建设的鲜明特征。“打造军

地数字文化矩阵，构建青年官兵精神家

园，就是要让广大基层官兵受惠于新时

代数字文化成果。‘万里边疆数字文化

进军营’建设与部队现代化进程同频共

振，迸发出强大活力。”武警部队领导

说。近年来，他们创新建设思路，充分

运用当下最新科技和文化建设成果，引

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科

技，建设智慧阅读学习、智慧体育健身、

智慧文化娱乐等新型育人空间，系统改

变了艰苦边远地区基层文化建设面貌，

让边疆官兵也能享受到新时代数字文

化的发展成果。

走进“强军书屋”，一个特别的“礼

物专柜”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里面整齐

摆放着 40 多位知名专家学者的赠书。

该中队指导员介绍说，这些专家学者同

时还担任着中队的金牌导读员，可通过

“云连线”为官兵“面对面”解惑。战士

李 何 达 爱 读 杂 文 ，有 疑 惑 时 便 会 通 过

“强军书屋”与专家学者联系。他说：

“真没想到，我们会有这么好的学习资

源和学习机会。”

军地数字文化矩阵，为边疆部队繁

荣发展强军文化注入活力。3年多来，武

警部队各级以红色基因传承、书香军营

建设、数字文化共享、文艺创演服务等活

动为牵引，在边疆部队升级或新建荣誉

墙、强军影院、图书室等文化场馆近万

个，引进“国家公共文化云”等数字文化

资源 20 余类，组建特色文艺队伍、兴趣

小组 500 多个，开展读书学习、歌咏演

唱、线上观影、强军故事会等文化活动

15.6万余场次。广大边疆官兵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文化建设“红利”，扎根边疆、卫

国戍边的信念更加坚定。

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队某中队驻

扎在海拔 5000 多米的唐古拉山腹地，是

武警部队驻地海拔最高的中队。长期

以来，中队官兵抗缺氧、战风雪、斗严

寒，在有“生命禁区中的禁区”之称的高

原地区守护着青藏铁路的安全畅通。

“‘文化氧吧’的建成，彰显了各级

党委对边疆官兵的深切关怀。”中队指

导员向我们介绍，以往官兵闲暇时间只

能读书看报，但在唐古拉，到手的报纸

往往是半个月之前的，书籍也只能每半

年甚至更长时间更新一次。现在，这样

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

创新思路不断向新兴领域拓展，数

字 化 春 风 为“ 生 命 禁 区 ”带 来 蓬 勃 生

机。那曲支队瞄准官兵现实文化需求，

最终确定了以“文化氧吧”为重点的数

字化军营文化建设方案。在军地各方

的帮助下，历时 4 个多月，翻山越岭运来

的 VR 设备、朗读亭等现代化文化设施

在该中队安装完毕。如今，官兵闲暇时

刻，既可到设置有 VR 体验设备、点歌机

的游艺室娱乐放松，又可到配备有朗读

亭的图书阅览室学习充电，还可到绿意

盎然的文化网吧观看电影，雪域高原文

化活动的“现代化指数”明显提升。

采访中，我们不禁为一幕幕这样的

变化而喜悦。边疆文化插上“数字化”

翅膀，实现了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极大

丰富了边疆官兵的文化生活。正如一

位高原老兵说：“现在我们享受到了高

质量文化资源，‘生命禁区’也建起了

‘文化绿洲’。”

（彭继江、王雷、鲁渊博等同志对本

文采写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图①：武警甘肃总队嘉峪关支队某

中队官兵在战场文化模拟馆中训练；图

②：武警内蒙古总队呼伦贝尔支队根河

中队官兵在体验 VR 游戏；图③：武警吉

林总队延边支队某中队官兵在军营唱

吧中一展歌喉；图④：武警西藏总队那

曲支队某中队战士利用智能阅读机读

书学习；图⑤：武警某支队建设的智能

文体设施运行管理平台；图⑥：武警某

中队建设的有声图书室；图⑦：武警某

中队建设的现代化学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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