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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寒天，冰封雪裹。

经过两天的雪原颠簸，记者终于踏

上了通往陆军某旅某边防连伊木河哨

所的最后 95 公里土路。

伊木河哨所，位于祖国版图“雄鸡

之冠”顶端，年平均气温零下 5 摄氏度，

最低气温零下 57 摄氏度，“六月雪、八

月霜，十月一片白茫茫”是真实生活的

写照。

一路上，方圆上百公里渺无人烟，

满眼皆是一望无际的白桦林和连绵起

伏的雪山。距离哨所还有 60 多公里，

汽车被道路中央凸起的一个个“冰包”

拦住了去路。

同行的该旅一名干部告诉记者，在

大兴安岭林区，“冰包”是一种常见的自

然现象。冬季，山上的暖泉漫溢路面，

太阳落山后气温骤降，结冰的暖泉逐渐

积累增厚，便形成了“冰包”。

在长期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哨所

官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每年夏天，他

们都会在容易长“冰包”的地方挖坑蓄

水，再埋上铁皮，减缓暖泉漫上路面的

速度，等到冬季来临时，新形成的“冰

包”就会小得多。通过“冰包”路段时，

官兵先拿油锯在“冰包”上划开几道口

子，再用电镐凿出两条车辙，洒上炉灰

渣，汽车便可从冰道上缓缓通过。

汽车通过“冰包”路段，继续前行，

很快到达连队营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是额尔古

纳河边一个荒废的流动游牧点，连队官

兵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建起“木坷楞”

营房。从此，一茬茬官兵驻守大兴安岭

深处，一年四季与森林为伍、与界河为

伴。2010 年 3 月，连队被原北京军区授

予“伊木河模范边防连”荣誉称号。

从连队出发，往坡上走 1.4 公里就

是伊木河哨所。夜色渐浓，额尔古纳河

静谧无声。连长马泽群边走边告诉记

者，前年，在上级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

连队升级了光伏发电系统，安装了新的

太阳能板，供电储能系统大幅升级，储电

量显著提升，官兵用电难题得到较好解

决。不仅如此，从前年冬天起，连队和哨

所开始使用由秸秆、稻草、木屑等环保材

料压制而成的生物质颗粒燃料供暖。

马泽群告诉记者：“有了环保燃料，官兵

烧锅炉再也不会‘灰头土脸’了。”

从连队去往哨所的路上，有一座墓

碑。墓碑下方，安葬着连队老连长杜

宏。2015 年 12 月 30 日，杜宏在前往哨

所检查工作途中，不幸跌落悬崖，壮烈

牺牲，后被内蒙古军区批准为革命烈

士。墓碑旁，矗立着他的一尊雕像，身

穿笔挺的军装，头戴棉帽、肩背钢枪，眼

神坚定地望着远方。

一级上士冯德刚给记者讲起杜宏的

故事。在连队官兵眼中，杜宏是个敢打敢

拼的硬汉。一次参加上级组织的考核，在

400米障碍课目中，他的左臂突然脱臼，从

云梯上摔了下来。为了不影响连队的整

体成绩，他咬牙坚持，连续三次返回云梯

起点重新尝试，但因左臂使不上劲，上去

一次摔一次。快接近终点时，杜宏用尽最

后的力气，朝着终点冲去……

讲 着 讲 着 ，冯 德 刚 忍 不 住 湿 了 眼

眶：“在我们连队，每一名官兵都是为了

捍卫连队的荣誉在拼搏，老连长在看着

呢！”在该连，干部总是干在前、冲在先。

无论训练还是执勤，连长马泽群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便是：“我是连长，我先来。”

到达哨所，记者沿旋转楼梯缓步登

上哨楼顶部的瞭望哨位。越往上走，哨

楼玻璃上的层层霜花越是明显。哨位

上，两名哨兵正在值勤，一名负责操作

视频监控系统，一名负责观察边境前沿

动态。马泽群告诉记者，赶上特殊天

气，哨兵还要轮流站在屋外，利用红外

望远镜观察边情。

此刻，室外滴水成冰，记者看了一

眼温度计：零下 45 摄氏度。哨兵身上

穿着厚厚的大衣，但寒风仍然刺骨。不

一会儿，他们的面罩上便凝起一层霜，

连睫毛上也挂着几片。银霜在月光的

辉映下，衬着他们清澈的眼神，更添几

分专注与坚毅。

哨长郝薪源是去年刚下连的新排

长，这是他第一次以干部身份带哨。眺

望着暗黑无际的雪野，这名脸上带着几

分青涩的哨长告诉记者：“哨兵要有一

双鹰的眼睛，每时每刻都要提高警惕、

保持专注……”

一 级 上 士 王 鹏 龙 ，已 戍 守 伊 木 河

15 个年头。迎着风雪上夜哨，对他来

说早已习以为常。他告诉记者，夜里站

哨时，有白雪、森林为伍，有月亮、星星

做伴，并不觉得孤独。王鹏龙说，他喜

欢月夜站哨，看着月光照在雪地上，映

出闪闪的清辉，有一种令人心安的踏实

感。诗词里的“边关冷月”，在那一刻变

得具象化了。

走出哨所，已是深夜，山外的人们

早已进入梦乡。侧耳倾听，哨楼上哨兵

的脚步声依稀可闻。

返回连队的路上，记者碰上一队刚

执行完潜伏哨任务的官兵，便与他们一

路同行。上等兵王举告诉记者，执行潜

伏哨任务时，官兵需要长时间趴在雪地

里一动不动，对大家的抵抗力、意志力

是极大的考验。每次潜伏，他习惯先清

理一下积雪，捡一些松针和落叶铺在地

上，然后卧倒在上面。森林里时常能听

到远处的狼嚎，好在有军犬为他们“预

警”，大家心里踏实许多。

回到连队，被寒气“咬”得麻木的手

指渐渐回暖，阵阵刺痛逐渐从指尖传

来。王举告诉记者，尽管潜伏任务又苦

又累，但每次任务结束他都会走到界碑

旁，庄重地敬个军礼。“界碑上的‘中国’

二字，意味着国土、象征着主权。向界碑

报告，是一种神圣使命，这种神圣的力量

激励着我们成长。”王举说，“在边防官兵

心目中，界碑是‘最温暖的太阳’。”

连队荣誉室的一面墙上，贴着官兵

自己创作的一首首小诗——“边关无小

事，事事连使命；林海有涛声，声声诉衷

情”“风雪把战士铸成界碑，战士把风雪

堆成国门”……字里行间，写满了边防

军人的忠诚与奉献。

记者在连队采访时，正赶上二级上

士郑旺的家属王槐兰来队探亲。王槐

兰的到来，让这里多了欢声笑语。从重

庆一路向北，王槐兰在路上整整走了 4

天。她跟记者说，尽管不太适应北方的

气候，但她告诉自己要忍住，因为不想

让爱人感觉自己“脆弱”。

不过，王槐兰最终还是没忍住。离

开连队那天，汽车驶出营门，回头看到

雪原上那句鲜红的标语——“一生只做

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两行热泪还

是流了下来。

标语一侧，一群年轻的边防战士整

齐列队，目送她乘车离开。那一个个挺

拔的身影，一如身后那一棵棵高高挺立

的白桦。

上图：该连官兵夜间巡逻。

穆 林摄

伊木河畔：我战冰雪守北疆
——探访陆军某旅某边防连伊木河哨所

■艾弘博 程晓栋 本报记者 郑茂琦

寒冬，东海之滨，战车轰鸣。

“发现可疑船只，火力单元迅速前

出……”随着一声令下，东部战区海军

某团数辆导弹发射车紧急出动，组成作

战编队奔赴任务地域，一场多科目对海

打击训练火热展开。

“‘敌’无人机抵近！”行进途中，车

队突然接到特情通报。指挥员姚建平

立即下令启用信号干扰器实施干扰，同

时命令官兵利用无人机侦察行军路线

周边地形。

无人机操作手张天博侦察发现，前

方道路两旁树林密集，视线受阻。姚建

平综合研判后，果断下令：“车队重新编

组，分散机动至目标阵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号编队机动

途中遭‘敌’袭扰。”面对接踵而至的特情，

姚建平研判“敌”情后下达指令：“编队车

长立即组织官兵依托周边地形展开反

击，应急支援小组迅速前出……”官兵闻

令而动、密切配合，成功处置特情。

“这次，我们没有在‘标准模板’上栽

跟头。”谈及特情处置，姚建平感触颇

深。原来，平时参加类似训练，官兵面对

“敌”无人机侦察的特情，构设伪装、释放

烟幕等应对措施是“标准操作”。然而，

这种“理所当然”的处置方案，却让他们

在团里组织的实兵对抗中接连受挫。

“以‘考试心态’应对战场状态，无异

于刻舟求剑。”复盘总结时，该团领导一

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把考场思维转变为

战场思维，在日常训练中练强本领、练活

战术，才能在实战中以变应变。姚建平

处置特情跳出“标准模板”的探索，是该

团不断强化官兵战场思维的一个缩影。

一路特情不断，一路硝烟弥漫。编

队抵达目标地域后，各车立即占领发射

阵位，官兵迅速解除伪装、展开设备。

然而，就在此时，指挥所突然接到“阵地

暴露”的通报。

“立即转移！”战场态势突变，姚建

平立即下达指令，编队迅速撤收装备，

机动转移至备用阵地。

设备开机、装定参数……不多时，

导弹锁定目标。“3 号战车通信光缆发生

故障，发射筒开盖异常！”正当各发射单

元接收射击诸元时，特情又至。面对

“超纲考题”，姚建平果断下令：警戒组

放飞无人机保持警戒，火力单元立即排

查故障，保障组同步更换通信光缆。

“备用通信手段还在，为什么要分

散兵力更换通信光缆？”这个看似“多

余”的处置措施，让车长胡勇有些疑惑。

“别忘了上次实兵对抗的教训。”姚

建平的提醒，让胡勇恍然大悟。

那次对抗中，作战编队遭“蓝军”强

电磁干扰后，立即套用平时训练的处置

方式：启用备用通信手段。没想到，“蓝

军”不按“套路”出牌，不仅实施强电磁

干扰，还破坏了火力单元的通信光缆。

更换光缆、恢复通信、装定诸元……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发控号手果断按

下发射按钮，导弹呼啸出膛，精准命中

目标。

“特情越设越真，处置越来越活，才

能有效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复盘总

结会上，该团领导引导官兵进一步培塑

战场思维，真正做到“仗怎么打，兵就怎

么练”。

东部战区海军某团强化官兵战场思维——

特情设置没有“标准模板”
■乐俊鹏 本报记者 向黎鸣

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

要内容和载体，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

育、管理和监督的重要形式。提高党组

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必须燃旺组

织生活的炉火，提高组织生活的质量。

党章明确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

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

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

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习主席强调，“共

产党员这个称号，是一个组织称号，在组

织里的人，就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组织

活动的人，也就脱离党了”。严格党的组

织生活，是锤炼党员党性的重要形式，是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是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是我们党的优良

传统和政治优势。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

平时期，不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

坚持按照党章要求统一过组织生活。一

名党员干部党性强不强、作风好不好，同

是否经过严格的组织生活锻炼密切相

关。长征途中，周恩来同志担任军委副

主席和红军总政委，工作千头万绪。但

是，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都积极要求参

加党小组会议。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规定：“党组织要严格执行组织

生活制度，确保党的组织生活经常、认

真、严肃。”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是健

全党的组织生活、提高党的组织生活质

量的根本保障。党支部 7 项组织生活制

度，是我们党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实践探

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好比党支部这

台机器的 7 个齿轮，是保证系统有序运

行、相互咬合、缺一不可的重要构件。落

实好组织生活制度贵在“经常、认真、严

肃”，不能“想到就抓，忙了就算”，而应把

它作为加强党支部建设最重要的经常性

工作常抓不懈，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一项

系统工程，逐项抓好落实。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

在于方法。基层党组织应着眼时代发

展的新变化和党员队伍的新需求，积极

探索创新组织生活方法手段，增强组织

生活的时代感和针对性。比如，在落实

党课制度上，可以采取专题式、体验式、

情景式、访谈式等形式，坚持线上线下

相结合，让党课更加入脑入心、生动鲜

活。着力解决会议程序不规范、谈心谈

话走形式、民主评议走过场等问题，不

断增强组织生活的原则性战斗性，确保

党组织以严的制度、严的要求、严的管

理开展组织生活。

领导干部能否自觉参加党的组织

生活，是组织观念强不强、党性修养高

不高的具体表现。作为领导干部，应正

确认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时刻牢记自

己是一名普通党员。不管工作有多忙、

任务有多重，都应认真对待每一次组织

生活、认真参加每一次党日活动、认真

准备每一次思想汇报。带头坚持真理，

坚持原则，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性原则的人和

事作斗争。带头履行党员义务，诚恳接

受党支部、党小组分配的任务，接受组

织的监督和教育，努力使自己在组织生

活的大熔炉中锤炼党性、净化思想、升

华境界。

提
高
组
织
生
活
的
质
量

■
杨
佳
旺

付

嘉

本报讯 孙学伦、记 者孙兴维报

道：日前，由陆军第 949 医院提出的“冻

伤防治规范化方案”在体系部队全面推

广使用。该院探索创新的一批严寒条

件下冷损伤防治成果，助力部队提高了

训练质效。

该院所属体系部队大多驻守高原

高寒地区，官兵在严寒条件下执行任

务，易出现冻伤情况。近年来，该院着

眼官兵严寒条件下战创伤医疗保障需

求，与多家科研院所密切合作，创建科

研创新研究基地，围绕严寒条件下人员

冷损伤防治展开系统研究，建立严寒条

件下冷损伤健康数据库和样本资源库，

科学规范各类冷损伤的防救措施，有效

降低官兵冷损伤发生率。

该院领导介绍，为提高严寒地区卫

勤保障水平，他们定期组织实战化卫勤

训练，储备特制保暖担架、低温可用药

品等抗寒物资，建立完善冷损伤伤员后

送机制，优化作战场景下批量伤员救治

流程。此外，他们定期组织医护人员进

行冻伤救治、复杂地形伤员搬运、高寒

山地救治等专项训练，提高严寒条件下

伤病员救治能力。

他们注重将研究成果辐射应用到

一线部队。建立冷损伤防治指导站，针

对基层官兵训练中常见的训练伤情种

类，设置冷疗区、热疗区、牵引治疗室、

康复训练室等 9 个专门治疗区域；配备

下肢智能反馈训练系统、低温冲击镇痛

仪等 12 类医疗器材；研究制订并推广

使用“冻伤防治规范化方案”，为基层官

兵防治冻伤提供科学参考。

为提高体系部队的防治冷损伤水

平，该院还定期举办科普讲座，帮助基层

部队培训卫生骨干，建立“科研院所—体

系医院—部队卫生机构”三级冷损伤防

治网络，有效提升了严寒条件下官兵执

行任务时的自我保护能力。

陆军第949医院

瞄准冷损伤防治开展科研攻关

新年伊始，西藏军区某旅组织飞行训练。

胡其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