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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内蒙古巴彦淖尔军分区组织

民兵运送草料铺设草方格。

李恩泽摄

图④：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

为驻地群众进行健康检查。

隋嘉乐摄

图⑤：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秦长城。

李 红摄

版式设计：扈 硕

续写北疆新时代“长城故事”
■本报记者 韩国贤 梁金凤 贺志国

汽车疾驰，车窗外，戈壁苍茫辽阔。
公路两旁，沙山一座接着一座，山丘一个
挨着一个，沙海一片连着一片……远处，
不时有城墙和关隘出现。

这是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的居延汉
长城。随着岁月变迁，部分段落不复存
在，现存总长约 150公里。它沿弱水河由
西南向东北穿戈壁、越沙漠，断断续续蜿
蜒而去。

看着眼前的景象，记者不禁想起一首
歌：“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
多长……”

北疆的长城到底有多长？沿着边境
一线行走，记者心中的答案逐渐清晰。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阿拉善盟额

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武装部会议室，

遇上民兵赛西雅拉图刚从一家企业走

访归来。

“我们和一家边境企业进行信息

互通，掌握辖区边境一线动态、人员活

动情况等。”赛西雅拉图说，将企业纳

入联合工作群，是对党政军警民联合

管边控边机制的拓展。

“驻地边境线长 500 余公里，稳边

固防责任重大。”额济纳旗人武部领导

介绍，牧区人口少、外来人口流动频

繁，他们利用边境企业人地两熟的优

势，吸纳 8 家企业参与守边固防，发挥

前沿预警作用。

作 为 祖 国“ 北 大 门 ”，内 蒙 古 有

4200 余公里的边境线。近年来，内蒙

古军区持续建强“党委把方向、政府总

协调、军队当骨干、警方抓治理、群众

为基础”的边防管控体系，指导 7 个沿

边军分区、19 个人武部，不断完善党

政军警民联合管边控边机制，提高边

境防卫管控能力，锻造卫国戍边钢铁

长城。

行走边境一线，记者了解到，军地

联合巡逻、演练已成常态。

“有不明车辆冲闯哨卡，已被我执

勤组拦截！”在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

三岔边检站，一辆“可疑车辆”猛加油

门冲过哨卡。见状，执勤民兵立即进

行拦截，并向指挥员报告。

这是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联合

民兵队伍、边境管理单位开展的军警

联编联勤规范化演练现场。

“本次演练重在巩固深化边防连

队指导民兵依法参勤、常态联勤、高效

执勤的经验成果，达到练指挥协同、协

调配合、联合行动的目的。”该边防连

连长孙武介绍，近年来，他们根据驻地

边情特点，适时开展联合演练，提升管

边控边能力。

“ 沿 西 北 方 向 继 续 前 进 ……”走

进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值班室，大

屏幕上实时显示边境管理区重点道

路、卡口等地段影像。值班员韩国喜

观察视频画面，指导执勤分队处置现

场情况。

“这套视频监控系统具有信息识

别、车辆抓拍等功能，有利于提升边境

一线感知能力。”韩国喜说，有了科技

助力，处置边情的效率大大提高。

新时代的“长城”之固，离不开科

技赋能。针对边境线长、口岸多的实

际，内蒙古军地充分运用新技术，强化

管边控边效能。他们注重编实无人机

侦察等民兵新质力量，加快实施一批

“智慧边防”工程项目，推动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运用，构建

“人网合一”的新型管控体系。

新时代的“长城”之固，离不开勠

力同心。为吸引更多人到边境地区置

业安居、守边戍边，内蒙古制定“水电

路讯”基础设施军地一体化建设三年

行动方案，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推进卫生医疗、物流运输等资源统

筹建设和开放共享，夯实戍边基础，推

进兴边稳边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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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行驶在 307 国道上，戈壁滩远

处片片绿色闪现，为满目荒凉平添生机

活力。登高俯瞰，腾格里沙漠东南缘，

一条绿色林带蜿蜒延伸，犹如一道牢不

可破的屏障，阻挡了腾格里、乌兰布和

两大沙漠的汇合。

这条宽约 4 公里、长约 30 公里的林

带是阿拉善军地 20 余年推进治沙造林

的成果。时间回到 2001 年春天，时任

阿拉善军分区司令员李旦生带领官兵

奋战多日，在腾格里沙漠东缘种下 30

亩耐旱灌木，腾格里沙漠绿色画卷由此

起笔。

经过阿拉善军民接力攻坚、持续播

绿，到 2023 年底，共种植“青年世纪林”

“军民生态林”等 46 万余亩。在沙漠边

缘、荒山之上，立起一道绿色长城，阻挡

了风沙侵袭。

“过去春秋季节风沙特别大，出门

只能眯着眼睛，嘴里、鼻孔里满是土。”

家住距“青年世纪林”林带 1 公里处的

村民王永明见证了这些年的变化，“荒

沙地变成了林场，风沙明显小了，环境

好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是生命的象

征。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

最全的生态功能区，生态状况关系华

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内

蒙古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均占全国

的近四分之一，是“三北”防护林体系工

程建设的重要地区。

内蒙古军区领导介绍，他们始终把

参与生态建设作为支援地方经济社会

建设的重要内容，组织部队官兵和民兵

积极投身地方生态建设，吹响了向荒山

进军、为沙漠播绿的号角。截至目前，

他们先后参与 60 余个生态基地和胡杨

林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一个个草方格锁住沙丘，一群群牛

羊进了棚圈，一片片绿色的草木持续扩

展，在祖国北疆构筑起一道东起呼伦贝

尔市、西至阿拉善盟的绿色长城。

扩绿、兴绿、护绿，“长城”仍在“生

长”。来到赤峰市敖汉旗敖润苏莫苏

木，记者看到，一排排蓝色光伏板整齐

列阵，光伏板下绿草随风起伏。

“我们在光伏板下铺设草方格，春

天播撒沙打旺的种子，现在已长成优质

牧草。”敖汉旗民兵应急连连长李秀杰

告诉记者，光伏板可以挡风、减少蒸发

量，提高植被存活率，实现生态和经济

效益双丰收。

敖汉旗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三

北”工程攻坚战，科尔沁沙地是主战场

之一。“为了啃下‘硬骨头’，我们想了

很多办法。”敖汉旗人武部领导介绍，

近年来，他们积极参与“三十二连山大

会 战 ”，建 设“ 民 兵 号 工 程 ”。 现 在 以

“民兵号工程”命名的万亩以上生态工

程有 43 处。

从黄沙漫天到绿染戈壁，岁月深情

凝望的，不仅是从一棵树到一片林的巨

变，还有一代代治沙人刻在骨子里久久

为功的苦干实干。

“山绿了，沙漠小了，牛羊肥了，产业

多了，农牧民的收入增加了。”阿拉善军

分区领导说，群众生活富裕，人心稳定

了，固边守边的意识也更强了。防风固

沙，为大地植绿，他们将一直坚持下去。

构 筑 绿 色 长 城

播 种 万 亩 生 态 林

“敕勒川、阴山下，万里长城与滔滔

黄河在这里握手，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文

化……”骤雨初歇的午后，记者走进呼

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喇嘛湾镇民族小学，

县人武部部长靖火元正结合呼和浩特

地区长城修建历史，为学生们讲述胡服

骑射、昭君出塞等故事。

“我很喜欢听解放军叔叔讲故事。

没想到呼市的长城有这么长，和长城有

关的故事这么多。”下课后，蒙古族学生

都仁骄傲地告诉记者，呼市有战国、秦、

明等历代长城 600余公里，清水河县正以

明长城为主体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这所小学是清水河县第一所军民共

建民族团结示范校，官兵每月为学生进

行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学校每季度

举行一次红色研学活动。

近年来，内蒙古军区组织 100 余个

师团级单位与全区 165 所军民共建民

族团结示范校和 82 所国防教育示范校

结成对子，帮助青少年扣好爱党爱国爱

军爱社会主义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第一粒扣子”。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

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内蒙古

军区领导介绍，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的自

治区，民族团结一直是内蒙古的优良传

统，先后涌现出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

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为航天等典型事

迹。他们组织宣教队伍，讲好新时代民

族团结进步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的坚固思想长城。

内蒙古军区以各军分区（警备区）、

人武部上校以上军官为主体，整合政治

干部、离退休老干部、国防教育讲师团成

员、民兵教练员骨干等人才资源，组成强

大的宣教队伍，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党政机

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

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新区

文化艺术中心，记者见到准格尔旗乌兰

牧骑民兵分队队员时，他们正在为当晚

的公益演出作准备。

“当年，烧瓷的乔家来咱这儿讨生

计，和奇家结成了蒙汉兄弟……”19 时

30 分，非遗文化漫瀚调音乐剧《同心记》

正式开演。

演员张丽霞介绍，《同心记》以准格

尔地区两代蒙汉群众生活变迁和成长

记忆为主线，讲述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

齐心致富、同心筑梦的故事。

文艺演出走进千家万户，润物细无

声。内蒙古地域辽阔、地广人稀，加之农

牧区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乌兰牧骑

民兵分队发挥分布广、灵活机动的优势，

将“人民楷模”都贵玛、“草原英雄小姐

妹”等先进人物事迹和推动民族团结进

步的典型故事编创成情景剧、快板、舞

蹈，送到街道社区和苏木嘎查，展现各族

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风

貌，强化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孕育出更加丰硕的“石榴果”。

迎着旭日，我们踏上归途。群山之

间，巍峨壮丽的长城穿过历史长河，以

崭新的风姿走向未来。北疆大地军民

团 结 一 心 ，续 写 新 时 代 的“ 长 城 故

事”……

铸 牢 团 结 长 城

结 出 丰 硕“ 石 榴 果 ”

我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

长大，大学毕业后参军来到边防，成长为

驻巴丹吉林沙漠腹地某边防连的一名主

官。在这里，我充分发挥“蒙汉兼通”的

优势，担任连队蒙古语教员，带领官兵深

入牧户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宣传边防政

策法规，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连队驻守的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全

年 干 旱 少 雨 ，大 风 天 气 达 240 天 以 上 。

我认为，越是艰苦的环境军民越需要紧

密团结在一起，作为子弟兵更应该为牧

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帮助。

连队附近山脚下，住着一位孤寡老

人，名叫达西道尔吉，今年 82 岁，曾是一

名放牧守边的护边员。了解老人情况

后，我便与他“认亲”，时常带领官兵陪老

人聊天，帮助打扫卫生、搬运驼草、饲喂

牲畜等。“达西爷爷没有孩子，我们就是

他的孩子”成为连队官兵的共识。

一次，牧民杨巴特尔家正在卸载 10

吨牧草，眼看着天气越来越恶劣，靠着家

里几个人无法完成转运工作。情急之

下，杨巴特尔拨打电话向我求助，我第一

时间组建党员先锋队，带队前往他家帮

助卸车，解了燃眉之急。

这些年，连队持续开展“我为牧民办

实事”活动，将连队 3 个哨点作为“惠民

驿站”、4 口水井作为“爱心水源”，组织

为牧民义务劳动、送医送药等活动 200

余次。就这样，在全连官兵共同努力下，

连队与牧民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心也越

来越近。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牧民自发组队护边守防，他们发挥“蒙古

包哨所”“边民信息员”触角广、民情熟的

优势，与我们一同守护边境线。

（戎军整理）

为牧民办实事
■ 北 部 战 区 陆 军 某 边 防 连

指导员 额尔德尼

樟子松漫山遍野，树上鸟儿啼鸣。

走进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

镇的“国防林”生态基地，一片生机勃勃

的景象。就在 10 余年前，这里还是九道

光秃秃的山梁，沟壑纵横，沙砾伴风飞，

被称为“九秃梁”。

为民服务，守土有责。2008年始，东

胜区人武部向区委、区政府请缨，组织官

兵和民兵走进“九秃梁”开展生态治理。

从此，我们开始了与砒砂岩的“战斗”。

在“九秃梁”，10 余厘米的土层下多

为坚硬的砒砂岩。砒砂岩形似土、质如

岩，一锹下去一道白印，一镐下去一个白

点。种树的第一个春季，我们连一面山

坡的坑都没有挖好。效率太低怎么办？

多方打听后，我们从包头农机厂买了一

台打坑机。

有了打坑机，效率大大提升，一个小

时就打了近 50 个标准的树坑。可是，两

天之后打坑机“趴窝”了，钻头触点全部

磨光。大家沮丧又着急，我把钻头拿回

库房研究改装，更换钻点材料。经过多

番试验改造，打坑机种树效率倍增。

然而，当地流传“一年种，二年黄，三

年进灶膛”的说法。天缺水、地缺营养，

树就难种活。如何给山上供水保证成活

率？我们外出取经受到启发，打造聚源

蓄水工程，开挖集水渠引流雨水至山底

水窖，解决了生态建设用水问题，同时减

少了水土流失。

这些年，我们总结出换土法、根部保

水法等砒砂岩地质植树“五步法”，使苗

木成活率提升到 90%，让“九秃梁”3.2 万

亩荒山披上绿装。我们还探索出砒砂岩

地质种植庄稼和经济作物的办法，为群

众致富提供新思路。

科学治沙，成果丰硕；科技创新，永无

止境。我们研发轨道式、箱组化拖车，实

现人员装备同步出动，大大减少民兵应急

出动时间，我本人也因此被东胜区表彰为

科技创新先进个人。 （杨建荣整理）

让“九秃梁”披绿装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人武部职工 张 强

亲历者说

图①：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

兵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民兵开

展联合训练。 殷子涵摄

图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民兵分队为牧民演出

现场。 巴亚尔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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