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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论苑

常年在天山“大风口”巡护铁路，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7 月上旬的一天早上，记者穿上反

光马甲、戴好防风面罩和防护眼镜，跟

随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民兵护路

队，开启这次巡护之旅。

迎着朝阳，巡逻车颠簸在大坑连

小坑的碎石路上，记者下意识地紧了

紧安全带，并牢牢抓住车扶手，生怕被

甩到车外。车窗外，雪山连绵，只有稀

疏干枯的梭梭点缀在戈壁上，越发显

得空旷和寂静。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20 多公里

山路，巡逻车足足行驶了 2 个小时，才

抵达当天巡线执勤的第 1 条线路——

天山 3 号隧道。

这条隧道，位于乌鲁木齐市达坂

城和吐鲁番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与 2

号和 1 号隧道相连，全长 10.4 公里，每

天有 230 余列客车和货车通过，是连接

新疆南北和欧亚大陆的咽喉要道。该

民兵护路队自 1993 年成立以来，一直

担负着这 3 条隧道的守护任务。

在隧道口斜对面山坡上，矗立着一

座“夫妻哨所”，不足半个篮球场大，四

周高山耸立，光秃秃的、一片荒芜。哨

所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特别耀眼。

“以前，哨所空间狭小，除了一张

床、一张桌、一把椅以及一些厨具，几

乎没其他设施。”护路队队长翟建荣告

诉记者，在 1 号隧道旁还有一个类似的

“ 夫 妻 哨 所 ”，近 年 来 ，在 各 级 的 关 心

下，这两个哨所的水、电、暖、网等一样

不少，工作生活环境越来越好。

一下车，肆虐的大风刮得人站都

站 不 稳 。 翟 建 荣 说 ：“ 这 里 每 年 平 均

200 多天刮 8 级以上大风，是名副其实

的‘ 大 风 口 ’，一 年 一 场 风 ，从 春 刮 到

冬，小风卷沙粒，大风飞石头。”

“哨兵同志，请下哨！”“3 号哨位，

执勤情况正常，请接哨！”同行队员顾

晓虎夫妻依规检查携带装备器材，履

行交接哨程序，然后从容走向哨位，一

人负责登记过往列车信息，一人负责

警戒观察。

按计划，顾晓虎夫妻留在哨所执

勤 ，另 外 4 名 护 路 队 员 在 翟 建 荣 带 领

下，从 3 号隧道“夫妻哨所”徒步经 2 号

隧道至 1 号隧道终点，往返一趟需要 6

至 8 小时。

稍作休息，大家继续赶路。记者

跟在维吾尔族护路队员玉苏甫·吐尔

逊身后，迎着大风蹒跚向前。在坚硬

且松动的石头上，行走 2 个多小时，记

者 累 得 大 口 喘 着 粗 气 、双 腿 像 灌 了

铅。玉苏甫·吐尔逊笑着说：“我们天

天走，习惯了。”

风越来越大，不时有飞沙打在脸

上，大家不自觉地用手护住脸、弯腰低

头继续前进。视线不足 10 米，记者口

鼻都是沙子。队员塔力哈提·阿山告

诉记者，在一次冬季巡线路上，他们遭

遇暴风雪天气，能见度不足 2 米，只能

趴在地上往前爬。

“ 护 路 工 作 听 起 来 简 单 ，可 并 不

轻 松 ，尤 其 是 遇 上 恶 劣 天 气 更 加 考

验 人 。”3 个 多 小 时 后 ，翟 建 荣 组 织 大

家 在 一 处 背 风 处 休 息 。 他 告 诉 记

者 ，“ 天 山 隧 道 在 戈 壁 深 处 ，最 怕 遇

到 暴 风 雪 。 有 时 大 风 会 把 防 护 网 刮

倒 ，若 不 及 时 发 现 处 理 ，牧 民 的 牛 羊

和 骆 驼 就 会 跑 到 铁 路 线 上 ，后 果 不

堪设想。”

又经过 1 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巡线

分队抵达本次巡线终点——天山 1 号

隧道哨所。顾不上休息，护路队员按

照职责分工，分头进行列车信息登记

核查，观察隧道周围情况。

一行人回到乘车点时，夜色已降

临 ，结 束 了 一 天 的 换 哨 、巡 线 执 勤 任

务，大家筋疲力尽，但每个人的脸上都

洋溢着幸福的满足感。

“情况正常，平安顺利是大家共同

的心愿。”难怪，30 多年来，这段天山隧

道没有发生一起铁路设施被盗或破坏

事件，创造了安全管护“零危停、零事

故、零伤亡”的佳绩。

那一刻，记者感受到了负重前行

的分量与担当，不由得为这些默默守

护的民兵竖起了大拇指。

左上图：护路队员检修被大风吹

坏的铁丝网。 李威威摄

30多年来，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民兵护路队创造安全管护“零危停、零事
故、零伤亡”佳绩。日前，记者跟随他们走上巡护路—

“大风口”，我们来了
■刘德贵 本报记者 王雁翔

本报讯 崔永昌、李浩文报道：

“ 军 地 交 往 讲 政 治 ，条 条 禁 令 要 牢

记，礼尚往来不越线，清清爽爽把事

办”“大雨天要切记，深山沟渠莫要

去，路遇暴雨坏天气，迅速转入安全

地”……7 月初，黑龙江省农垦哈尔

滨管理局人武部军事科文职参谋朱

振编写的顺口溜，很快在单位传播

开来。

“安全管理是部队建设综合性、

经常性基础工作，短期安全靠管理，

中期安全靠制度，长期安全靠文化。”

该人武部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坚

持通过厚植安全文化、培养安全理

念、提升安全能力，有效规避和化解

各种安全风险，不断夯实人武部全面

建设发展根基。

该人武部从浓厚营区安全氛围

入手，将安全提示、操作规程、警示标

志、安全格言等内容嵌入文化长廊、

宣传橱窗、操作平台、集体宿舍，让所

属人员“时时见安全，处处受教育”。

针对垦区点多线长管理难度大、军地

交往频繁界线难把控的实际，他们将

各种法规制度和典型案例制作成微

视频、漫画卡片在显示屏中滚动播

放。同时，常态开展“每周交班谈一

点安全感悟、集体学习讲一个安全故

事、餐前广播学一条安全常识、节庆

假日搞一次安全教育”的“四个一”活

动，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安全意

识、筑牢安全防线。

“培养安全理念是前提，提升安

全能力是支撑。”他们还坚持将安全

技能训练纳入年度训练计划，区分安

全常识和安全技能两个方面，常态开

展安全能力训练。笔者翻看机关训

练记录发现，年初以来，他们先后组

织开展了消防器材使用、高楼火灾逃

生、雨季风险规避和严寒条件下防冻

伤 4 个安全技能训练，组训者既有外

聘专家也有单位训练骨干，受训人员

既有本级人员还有基干民兵，真正达

到了人人参与训练、人人提高能力的

效果。

用文化的引导力和凝聚力，将安

全理念融入官兵心间，不断夯实单位

安全发展的根基。近年来，他们多次

安全顺利完成重大演训任务，先后被

省军区表彰为“全面建设先进人武

部”“练兵备战先进单位”等，人武部

全面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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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锤炼民兵能力素质
本报讯 张文林报道：7 月初，江苏

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武部依托渡运公司，

组织民兵内河运输分队进行集中轮训。

他们采取业务基础与实践应用相结合、

业务辅导与经验交流相结合的方式，专

攻精练滚装协同、吊装协同等课目，进一

步锤炼民兵能力素质。

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武部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王昊报道：7 月初，黑龙江

省海伦市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文职人

员走进当地革命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采取重温入党誓词、体会交流等方

式，教育引导大家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

统，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

风，为国防动员事业作贡献。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

走访慰问参战老兵
本报讯 苏立国报道：连日来，辽宁

省锦州市古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走访慰

问古塔区抗美援朝老兵。他们了解老兵

身 体 状 况 和 生 活 情 况 ，并 送 去 组 织 温

暖。同时，聆听老兵讲红色故事，激励在

场人员发扬革命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

当好红色传人。

本报讯 柳向彬、特约记者孔庆珊

报道：6 月下旬，在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形

势分析会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武

部党委一班人深入剖析违法违纪典型

案例，注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不断

增强党纪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自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人武

部汇编《〈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答

疑释惑 50 问》口袋书，整理权威解读，

及时答疑解惑，进一步拓展党员干部学

习理解的深度、广度、精准度；组织所属

人员参观地方廉政教育基地、观看警示

教育片，深刻剖析违纪违法案例教训，

通过以案说纪、以案说法，让党员干部

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此外，他们还向全体党员及时推送

权威专家的解读文章、授课视频，邀请

公安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专家进行

安全用网辅导授课，并围绕“党纪条例

如何学、党员干部怎么干”开展讨论辨

析，进一步筑牢大家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的思想根基。

随着学习教育的深入，该人武部所

属 党 员 履 职 担 当 尽 责 的 行 动 更 加 自

觉。近日，在参加上级组织的训练任务

中，该人武部参训人员斗志昂扬，圆满

完成任务，受到上级好评。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武部

走实每个环节 深化教育效果

本报讯 刘金福、贝汝婷报道：6 月

下旬，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武部

一场以“讲述成长历程，投身强军实践”

为主题的事迹报告会如期举行，来自不

同岗位的先进典型，登台畅谈自己的奋

斗故事。

“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展开后，该

人武部深入挖掘在各类比武考核、抢险

救灾等大项任务中涌现出来的身边典

型，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让他们

通过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引导干部职

工和文职人员向身边榜样看齐，强化责

任担当。

“ 记 得 刚 到 人 武 部 时 ，因 不 熟 悉

业 务 ，我 一 度 产 生 了 畏 难 情 绪 。 后

来 ，在 部 领 导 的 鼓 励 下 ，我 加 班 加 点

学 习 业 务 知 识 ，虚 心 向 老 同 志 请 教 ，

成 为 业 务 骨 干 。”人 武 部 干 事 杨 平 的

讲述，引发在场人员的思想共鸣。今

年 刚 编 入 民 兵 队 伍 的 退 役 老 兵 唐 忍

忍 感 触 良 多 ：“听杨平的讲述，让我感

受了什么是奋斗精神，我一定要保持

军人本色，无愧自己的岗位职责，争当

新时代好民兵。”

此外，该人武部还设立“党员先锋

岗”，成立“党员突击队”，叫响“我的点

位无差错、我的岗位请放心”口号，开展

“创破训练纪录、争当训练标兵”等系列

实践活动，有效调动了所属人员工作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武部

学习身边榜样 激发工作热情

“七一”前夕，河北省军区张家口干休所组织所属人员走进董存瑞纪念

馆接受红色洗礼。图为该干休所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杨恒伟摄

近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

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军 提高军队建设

质量效益的措施》，明确指出“要准确把

握新时代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新形势

新内涵新要求，树牢过紧日子思想，精

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业”。新时代新

征程上，我们要深刻把握勤俭建军的时

代内涵，坚持过好紧日子、过紧好日子，

戒奢尚俭、以俭正行，努力营造勤俭节

约、艰苦奋斗的浓厚氛围，推动部队高

水平备战、高质量发展。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历来是我党

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我军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优势。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八角楼

的微弱灯光下，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

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

光辉篇章。抗日战争时期，美国记者斯

诺在陕北窑洞，看到毛泽东穿的是打补

丁的衣服，周恩来睡在土炕上，感叹这

是“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中华民族的

“兴国之光”。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

兴、百业待举，全军上下自觉为国分忧，

广泛开展修旧利废和农副业生产活动，

有效弥补供应不足。改革开放新时期，

我军官兵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广泛开

展“红管家、好当家、小行家”等活动。

一路走来，正是因为坚持勤俭建军、勤

俭办一切事业，人民军队不断焕发出新

的蓬勃朝气。

当前，我们的经济实力虽然显著

增强，我们的生活条件虽然越来越好，

但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传统和作风

一点都不能少、一点都不能丢、一点都

不能变。少了就会丧志丧气，丢了就

会忘根忘本，变了就会变质变色，很难

经受各种风高浪急的风险挑战。历史

也反复告诉我们：没有哪支军队靠骄

奢淫逸能打胜仗，没有哪个军人靠逍

遥享受能履行职责、完成任务。有所

不同的是，今天我们讲艰苦奋斗、勤俭

建军，不是要倡导回到过去吃糠咽菜

的年代，也不是少花钱少办事，更不是

不花钱不办事，而是要聚焦战略管理

运行不畅、国防资源使用效益不高等

现实问题，立足现有资源加快先进战

斗力有效供给，走出一条低成本、高质

量的发展新路。

我们要深刻理解“来处不易，物力

维艰”的朴素道理，牢牢记住“奢靡之

始，危亡之渐”的古训，始终秉持“取之

有度，用之有节”的作风；要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的思想，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

科学论证、精打细算，推动有限资源向

备战打仗急需、能力短板弱项、重大关

键项目等聚焦，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每

一个铜板都花出最大效益；要坚持勤俭

有道、以身躬行，努力从自身做起、从小

事做起，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粮

食等事情做起，坚决遏制铺张浪费，大

力倡导勤俭之风，力戒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争做勤俭节约的实践者和推动

者，在艰苦奋斗、勤俭建军中不断展现

新作为新业绩。

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
■淮 楚 吴洪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