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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日

军媒视窗

棉絮般的白云飘过山峰，河谷中，雪

水融化而成的河流奔涌向前。虽是仲夏

时节，但在海拔 5400 多米的高原，河水

依然凉得扎手。

河畔，新疆军区某部某连指导员李

希凡正向新兵讲述连队“传家宝”的故

事：“60 多年前的冬天，在此驻守的官兵

就是在这条河里凿冰取水。营房大厅里

展示的那些镐、铁锹和脸盆，就是他们当

年使用的工具……”

作为这个连队的老连长，我对连队

20 多件不同时期的“传家宝”再熟悉不

过。其中，唯一一件纸质“文物”、一张 55

年前的《解放军报》，还与我有些“渊源”。

前几年，我带领连队官兵在附近修

缮营区第一代老营房时，看到墙上贴着

几张军报。由于年代久远，报纸大都残

缺不全，除了报头，上面的铅字多已模糊

不清。我将其中一张保存相对完整的军

报小心翼翼地揭下来，其他的仍原封不

动保留在墙上。我们把揭下来的这张军

报塑封后珍藏了起来。

有人曾问过我，这张报纸上并没有

刊载与连队有关的内容，仅仅是一张旧

报纸，为什么成为连队的“传家宝”？我

回答：因为它见证了连队的历史。

上世纪 60 年代初，上级命令一支小

分队在此设卡，官兵们骑着骆驼、带着帐

篷，在冰天雪地中安营扎寨。当时，上高

原交通极其不便，除了物资供给困难，官

兵们还要忍受难以想象的孤独和寂寞。

每次驼队带物资上山，一起送来的军报，

就成为官兵了解外界信息和丰富精神文

化生活的主要渠道和载体。为此，他们

开展了读报抄报评报活动，将一些稿件

内容抄写在石头上，抄写在地窝子的木

板上，抄写在土坯砌成的营房外墙上。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营房很长一段

时间没有进行修整。前几年，为改善官

兵守防条件，上级决定在附近新建阳光

板房。为了高标准建成新营房，上级选

定一支长期在高原进行施工建设的地方

队伍，可他们将建筑材料运上来后，许多

人员因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迟迟无法

施工。

“我们自己动手建！”连队官兵从施工

队伍手中接过修建任务。为了激发大家

的自建动力，我和指导员带领官兵到第一

代营房前追忆老前辈的奋斗历史。面对

墙上斑驳的字迹，许多干部骨干带头表

示：“当年老前辈在生活保障极其困难的

情况下，靠着双手用土坯建营房、修工

事。今天，我们要像老前辈一样，用自己

的双手修建我们的新营房。”

官兵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通过自学、远程连线专家等方式，学习钢

架结构知识、了解地基构筑技巧、掌握线

路布设技术，最终按时保质建起新营房。

住进新营房，连队官兵没有忘记“我

们从哪里来”。在集体建议下，我们按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对第一代营房进行

了修缮。官兵们说：“那里是咱们的根。

有根在，连队就有魂。”

近年来，连队不仅建起了制氧方舱、

活动室、蔬菜工厂，还健全了阅读角、野战

报架等文化设施，便于开展读报、听报、评

报活动。伴随连队建设蒸蒸日上，连队的

相关报道也陆续刊发在军报和其他军队

新闻媒体上，激励官兵以更饱满的热情、

更昂扬的斗志投入学习和训练中。

那一年，连队要创作连歌。在你一言

我一语的讨论中，官兵们将在高原战风斗

雪的故事写入歌词、将拼搏奋斗的时光唱

进旋律：“冰天雪地中，我们傲然挺立；让

青春之花，在冰莲山绽放……”

（黄路飞、本报记者朱宏博整理）

云端哨所的“传家宝”
■周贵福

1961 年，我从炮兵技术学院毕业，

坐着火车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报

到第一天，我领到一把铁锹，受领的第

一个任务是建设点号。

春秋沙尘扬，夏天蚊虫咬，冬天风

雪吼。点号建设初期，在恶劣的环境

中，我们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至今，

我还记得那时流传的一首歌谣：“点号

远，点号遥，点号青菜见不着；点号镐，

点号锹，点号吃水扁担挑。”当地井水含

碱量大，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官兵们就

挖坑积雨水饮用，俗称“涝坝水”。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靠着一股不

服输的劲头，自己动手烧沥青、拉砂石浇

筑楼体，脱土坯、捆芦苇搭建临时住所。

1963年 5月，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营

房顺利竣工。一天吃早饭时，旭日东

升，阳光洒在崭新的营房上。主持施工

的股长张忠元来了灵感，说：“这地方就

叫‘向阳’吧！”

“向阳！向阳！我们的队伍向太

阳。”在欢呼声中，我们的点号有了自己

的名字，这片荒漠从此也多了一个叫

“向阳”的地方。

1972 年，我和张股长联系地方运来

一 些 树 苗 ，组 织 大 家 在 沙 海 种 下“ 希

望”。渐渐地，营区修建了道路和篮球

场，种植了百余亩小麦和蔬菜，建起了

卫生所，营区建设初具规模。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确很苦很难，但

也很锻炼人，一代代官兵在这个“苦地

方、远地方”磨砺成长。1976 年，我调至

某测量站任副股长。离开向阳点号时，

测地搜索中队中队长孙飞交给我一副望

远镜，说我在新岗位用得上。对我来说，

这副望远镜就是向阳精神的象征，常常

让我想起在向阳点号艰苦奋斗、攻坚克

难的岁月，激励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

难。后来每次执行任务我都带着它，陪

我一次次深入大漠。

1979 年的一天，我带队执行搜索任

务。我们每人只揣着一个干馒头，因为

穿着防护服，不敢吃多喝多。在茫茫沙

海搜寻，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艰难地

徒步前行，一点点扩大搜索范围。忽然，

一支分队在一处长满骆驼刺的沙丘下发

现一个任务目标。这一喜讯鼓舞着大

家，在苦苦搜索中陆续回收很多有价值

的目标。15 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在天黑

前完成搜索任务。回到营区，我的眼眶

留下望远镜的压痕，视力都有些模糊。

后来进行复盘，大家都认为能圆满完成

任务，靠的是决不放弃的精神和敢于挑

战不可能的勇气。

1983 年 4 月，我已是某测量站副站

长。那一次，执行某项搜索任务时，人

员已提前一天在场区就位，计划第二天

展开任务，当天返回。可那晚天气骤

变，狂风大作，我们与场区内任务人员

失去联络，不仅任务进展情况不清楚，

物资也无法投送补充。

第三天风速依旧不减，坐立不安的

我直接跑到气象台预报室里等待，傍晚

天气稍好后立刻安排直升机起飞，给场

区内任务人员空投食品和水。听机组

人员讲，场区内的战友们看见直升机来

了都没有欢呼的力气，两天断水断粮让

他们十分虚弱。

短暂就餐后，任务人员没来得及休

息就收到任务开始的通知，立刻展开搜

索。直到第四天凌晨，任务分队终于归

来。当看到这群步履蹒跚、浑身沙土的

战友脸上疲惫的笑容，我们知道任务完

成了。我带来的这根伞绳，就是当时参

加任务归来的杨栓和交给我的。

退休离开新疆时，我带走了那根伞

绳，并特意向单位申请买下那副望远镜

留作纪念。今天，我把这两个老物件捐

赠给部队，希望同志们不要忘了我们

“从哪里来”，希望老一辈“大漠守望者”

不会被忘记，希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革命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题图：1979 年，驻疆某部官兵跋涉

荒漠执行任务。

图①：1962 年，驻疆某部官兵割芦

苇搭建临时住所。

图②：张长文（右）与杨栓和（左）在

新老兵交流会现场拥抱。

图③：1975 年，驻疆某部官兵在执

行任务。

供图：张建烨、张皓源

制图：扈 硕

沙海茫沙海茫茫茫 向阳而行向阳而行
——驻疆某部两位老兵回忆坚守大漠的艰苦岁月驻疆某部两位老兵回忆坚守大漠的艰苦岁月

有个地方叫“向阳”
■驻疆某部原副总工程师 张长文

““当年当年，，我们就是通过这副望远镜搜寻到一个个目标我们就是通过这副望远镜搜寻到一个个目标。。这根伞绳这根伞绳，，是杨栓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找到的……是杨栓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找到的……””
近日近日，，在驻疆某部新老兵交流会上在驻疆某部新老兵交流会上，，受邀前来的受邀前来的 8484岁该部原副总工程师张长文岁该部原副总工程师张长文，，和他曾经的老部下和他曾经的老部下、、原测量站五原测量站五
队队长杨栓和队队长杨栓和，，共同回忆坚守大漠的艰苦岁月共同回忆坚守大漠的艰苦岁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长文张长文、、杨栓和先后奔赴大漠戈壁杨栓和先后奔赴大漠戈壁。。从在茫茫大漠里修建点号从在茫茫大漠里修建点号，，到前出一线执行任务到前出一线执行任务，，
他们始终坚守在任务最前沿他们始终坚守在任务最前沿。。““这两个老物件陪了我几十年这两个老物件陪了我几十年，，现在把它们交给你们了现在把它们交给你们了。。””交流活动结束时交流活动结束时，，张长文张长文
向老部队捐赠了那副望远镜和那根伞绳向老部队捐赠了那副望远镜和那根伞绳，，希望年轻官兵传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希望年轻官兵传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续写荣光在新时代续写荣光。。

1976 年底，我入伍来到驻疆某部。

新训结束后，我满怀好奇走进了测绘搜

索连。

进入戈壁大漠之初，漫天黄沙给我

心头“蒙”上了阴影。碗里的掺沙饭，杯

里的“涝坝水”，都让我难以下咽。然而，

看到老兵们吃得那么香，看到大家都能

坚持，我也不好意思叫苦叫累，咬咬牙挺

了过来。

后来，听战友们说，连队承担着当时

国防领域最先进装备的测量搜索任务。

我们的岗位，就在最危险的“靶心”，可以

说是装备的“质检员”和“回收站”。

“怕吃苦、怕受累、怕死的人，在搜索

连是干不下去的。”战友们的话，激起了我

的斗志，也让我认识到，能成为一名搜索

兵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使命光荣，重任在

肩。因此，再艰苦的环境我也不觉得苦

了，每天想的是如何能尽快胜任岗位，完

成上级赋予的各项搜索任务。

1978 年深秋，执行某项任务时，装

备落在一处流沙地带，钻入地下，挖掘和

回收困难很大。当我们挖到 5 米深时，

流沙突然将一名战友埋进深坑，情况十

分危急。在场的官兵都非常着急，想用

铁锹去挖，连长大喊一声：“不能用铁锹

挖，小心破坏装备。”他急忙跳到坑里用

手去刨，大家也纷纷跳下去，争先恐后地

用手刨。半小时后，那名战友得救了，可

不少人指甲掉了、手掌破了，却没有人叫

一声疼。

1979 年，我被任命为代理排长，同

年光荣入党。那一年，进行某装备定型

试验时，我们奉命在场区搜索装备残

骸。当时，由于目标掉进大漠深处危险

区，搜索非常困难。“养兵千日，用兵一

时，当了兵就不能怕牺牲！”我们进行了

充分准备，进入任务区。

穿着防护衣，戴着防毒面罩，我们几

番搜索仍没有发现目标。技术人员考虑

到我们体力消耗太大，建议不要再找了，

但也流露出惋惜之意。因为如果找到残

骸，可以鉴定装备某项性能；如果找不

到，损失不可弥补。

“要找，必须找到！”当时，测量站副

股长张长文果断下令，重新规划线路，亲

自带队进入危险区继续寻找。当我们找

到残骸回到宿营地，脱下防护服时发现，

皮肤都被汗水泡白了。

1984 年夏天，我们奉命在和田地区

执行任务。任务地域气候变化无常，不

仅是汽车，连骆驼也难以通行。一次测

量中，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和一名战士

背着钢标、仪器，踏着松软滚烫的黄沙艰

难跋涉。完成任务返回时，沙暴突然袭

来，顿时天昏地暗。我俩手拉着手与风

沙搏斗，终因干渴、饥饿栽倒在沙梁上。

我觉得身上的皮肤先是像冒出一层油一

样黏腻，后来像树皮一样干皱，舌头干涩

得动都动不了。

那时，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信念，就

是爬也要爬出去。就这样，我们爬一会儿

晕过去，醒来后接着爬，一直爬了近 5 公

里，终于坚持到营救队员赶到。那 50多个

小时里，我们与死神进行了一场顽强搏斗，

最终拿到测量全部数据，圆满完成任务。

1985 年，我获得“全国边陲优秀儿

女”金质奖章，赴京参加颁奖大会。这份

荣誉，应当归功于组织的培养，更应当归

功于和我一起战斗的战友。

后来，因为家庭原因，我转业回家照

顾父母。离开部队时，我的内心真的非

常不舍。在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中，我和战友们参加了 50 多次

搜索回收任务。我只是尽了一名搜索兵

的义务，但组织给了我很多荣誉，我先后

4次荣立三等功。

驻守戈壁大漠的部队苦，在大漠深

处担负搜索任务的官兵更苦。即使现在

条件越来越好，但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

传统不能丢。老部队成立 50 周年时，我

回来过一次，欣慰地发现老一辈留下来

的精神没有变。也许没有人知道我们的

名字，但我们的事业是光荣的，我们的使

命是崇高的！

（高浚峰整理）

我的战位在“靶心”
■驻疆某部原测量站五队队长 杨栓和

6 月 18 日，空降兵某旅某营班长

张建川在沙盘室为全班战士讲授沙

盘堆制的基本步骤和操作要点，耐心

帮 大 家 修 改 和 补 充 沙 盘 中 相 关 要

素。不一会儿，一个逼真的小沙盘轮

廓便呼之欲出。

“不愧是全旅沙盘堆制大赛的冠

军，班长真有两下子！”面对战友投来

的钦佩目光，张建川直言：“我这两下

子，都是从‘班长夜校’学来的。”

张建川是今年初新任职的一名

班长，上任不久就因识图用图、野战

生存等专业本领过硬，获得肯定。他

能迅速进步，还要从前期参加所在营

组织的“班长夜校”说起。

班长的素质高低、能力强弱，直

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生成。去年底，

该营营长刘晶晶发现，营里一些新

任班长对自身职责、成长路径、能力

短板缺少清晰的认知。为进一步提

高新任班长的履职能力，该营党委

一班人商议决定，定期开办“班长夜

校”，重点解决新任班长队伍存在的

理论知识掌握不深、专业能力存在

短板等问题，通过“理论辅导+实操

强 训 ”的 方 式 ，为 新 班 长 们 加 钢 淬

火、打牢根基。

授课前，营党委细致筹划，根据

新班长任职中面临的现实矛盾困难

制定授课方案。为确保授课质量，

他 们 在 全 营 范 围 遴 选 工 作 经 验 丰

富、专业本领过硬的老班长、老骨干

集中授课，重点讲述带兵经验、专业

技能等方面的知识。“班长夜校”一

经开办，就受到全营新任班长的普

遍欢迎。

“通过在夜校的学习，让我对本

职岗位涉及的专业知识有了更深入

了解，但仅靠学习业务，能否实现带

兵能力的跃升？”刚任职两个月的班

长谭帅威，在一次“班长夜校”学习

后，向刘晶晶提出疑问。

谭帅威的问题，帮刘晶晶打开思

路。经营党委研究决定，扩充调整

“班长夜校”的教学内容，增设党史军

史、安全法规、政治理论和装备操作

等方面的内容，将营连主官、技术干

部和专业能手补充到教员队伍。

“班长夜校”得到旅党委的认可，

在全旅进行推广。本着“夜校帮班长

强能力、不给班长添负担”的原则，该

旅结合实际对“班长夜校”的组织方

式进行适当调整，部分“必修”课程将

全体班长都纳入培训范围，“选修”课

程按照任职能力需要和个人兴趣自

行选择，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可

以去其他营连“蹭课”。

“夜校”架起成才梯。该旅某营

任职刚满 3 个月的班长彭浩浩表示，

通过在“班长夜校”学习，工作干得越

来越顺畅。体能训练水平较高的他，

正在准备相关教案，计划在接下来的

“班长夜校”中与大家分享快速提升

体能成绩的训练方法。

空降兵某旅着力提升新任班长履职能力—

“班长夜校”架起成才梯
■张渲卓 刘雪峰

6 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第 71 集

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教导队教员黄

佳杰观摩完某营轻武器实弹射击后，

回到帐篷第一时间结合观摩内容仔

细 修 改“ 夜 间 轻 武 器 实 弹 射 击 ”教

案。自该旅今年开展野外驻训后，这

样的场景已经成为教导队教员的工

作常态。

“ 体 制 编 制 调 整 改 革 以 来 ，这

是 教 导 队 首 次 成 建 制 参 与 野 外 驻

训。”教导队队长马劲元介绍，去年

底，该旅依托教导队组织“四会”教

练员集训与评定，教员们做了精心

准备，但不少参训官兵却反映无论

是 教 员 讲 课 内 容 还 是“ 教 案 库 ”教

案，都和营连实战化训练存在一定

程度的脱节。

教导队的授课得不到官兵认可，

何谈发挥“随营军校”的作用？这引

起旅党委一班人思考。他们调研发

现，近几年教导队无论是承办、协办

各类集训，还是编写教案、试讲示教，

大部分工作都在营区内完成。部队

野外驻训时，他们往往是留守分队，

渐渐拉开与营连训练场的距离。

教 员 远 离 火 热 的 训 练 场 ，教 学

怎能与训练同频共振？于是，该旅

今年结合新大纲要求和营连训练实

际，为教导队“量身定制”驻训任务：

全队教员分批次、分时段、分专业到

营连跟班跟训，了解部队驻训情况，

指导部队训练，同时优化教案、组训

方法、场地设置等教学内容，提升教

学质量。

既谋变化，也找问题。教员们在

野外驻训过程中，发现部队实战化训

练存在的一些痛点、堵点，着手对症

下药研究改进组训方法。前不久，在

观摩官兵开展 3 公里武装越野训练

时，教员曾优发现，训练地形虽然相

对复杂，但路线固定，官兵关注的重

点还是时间，和实战要求有所背离。

为此，曾优和分队教练员一同研

究，决定借助队里配备的某型单兵装

具，采取有“敌情”背景下的复合训练

方法——不指定固定路线，只限定距

离，且沿途设置特情。官兵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隐蔽或“交火”，被判定“消

灭敌人”或“伤亡”的，都会在最终成

绩上体现。

从单一标准到复合标准，这样的

训练模式很快受到官兵认可，也激励

教导队教员们融入野外驻训一线、深

入研战教战的热情。不仅如此，他们

还对野外驻训中采集的数据、发掘的

办法、发现的难点进行梳理，向旅党

委提出多项训练“金点子”，助推实战

化训练走深走实。

第 71 集团军某旅提升教导队教学质效—

“随营军校”搬到驻训场
■朱宇伦 高骏峰

7月 8日

近日，第 77 集团军某旅在驻训期间开展文化活动，丰富官兵生活。图为战士

们展示石头画作品。 廖毅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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