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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上旬，南部战区空军

某旅开展飞行训练。

姜广振摄

冬日的川西南，银装素裹。雪山、冰

川环绕中，有着一处一听名字就让人感

觉“流淌着金色暖阳”的地方——稻城。

这处宁静绝美的高原秘境，是游客

心中的“诗和远方”。然而，对于武警四

川总队稻城中队官兵来说，这座被雪山

环绕的高原小城，却是他们常年坚守的

战位。

飞机刚降落在四川甘孜稻城亚丁

机场，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就

给记者来了个“下马威”：一步三喘、头

疼欲裂……剧烈的高原反应，让记者瞬

间领教了大自然的威力。随着熙熙攘

攘的人群走出机场，在扑面而来的寒风

中，整齐行进的迷彩队列让人感到格外

安心和温暖。

每逢旅游旺季客流量陡增，稻城中

队官兵都要在海拔 4400 多米的机场执

勤 ，每 天 人 均 巡 逻 6 个 小 时 。 三 九 寒

冬，室外寒风如刀割一般。由于四面没

有遮挡，想要在大风中保持整齐行进，

对新战士的体能是一个极大考验。

“00 后”战士李靖龙至今记得，自

己第一次执勤时班长刘桂滨的提醒：

“深呼吸，调整气息，抬头挺胸，保持良

好形象。”

李靖龙告诉记者：“有时执勤间隙

感觉喘不上气了，我就停下来望一望远

处的雪山。洁白的冰雪，时刻提醒我永

葆军旅初心，也为我提供坚守战位的不

竭动力。”

该中队领导告诉记者，中队有着厚

重的红色历史和优良传统。中队前身

随部队解放大西南时进驻康定地区，经

历过数十次战火考验，后因任务需要留

在雪山守护一方平安。

走进该中队营区，几棵银装素裹的

杨树映入眼帘。这些几乎与营区同龄

的大树，陪伴着一代代官兵扎根这片高

原净土。山里的夜静谧无声，坐在树

下，仰望星空，听班长讲述塔黄的故事，

是许多新兵入营后的难忘经历。

塔黄是该中队官兵巡逻途中常见

的一种植物。“幼时的塔黄矮小平凡，如

同一棵不起眼的白菜，匍匐在流石滩

上，静静汲取养分，与大风严寒抗争。

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它们就会华丽转

身，长成周围最高大、最亮眼的植物。

希望你们像塔黄一样，扎根高原军营，

书写精彩青春。”刘桂滨告诉记者，下队

之初，他的班长就用扎根一世只为绽放

一时的“塔黄精神”，激励他立足岗位、

建功高原。在该中队，一茬茬官兵与他

一样，都是在“塔黄精神”激励下不断成

长进步的。

一次，中队组织 3000 米跑。在冲

刺阶段，刘桂滨发现个别新兵产生了放

弃的念头。“缺氧不缺信念、缺氧不缺精

神！”关键时刻，刘桂滨不停地为新战友

们加油打气，陪着他们坚持到终点。

“高原就是这样，刚开始很难适应，

但我们必须把根扎下去，像塔黄一样在

艰苦的地方绽放出最美的色彩。”说着，

刘桂滨拿出手机，给记者展示自己拍摄

的塔黄照片。

“高原艰苦，你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吗？”记者问他。

“也曾犹豫过、彷徨过，但戍守高

原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我

很珍惜。”刘桂滨告诉记者，在高原的

日子越长，他越是热爱脚下这片热土，

“面朝冰峰雪山，背靠祖国人民，这种

感觉真好”。

该中队领导告诉记者，官兵担负着

稻城亚丁自然保护区的武装巡逻勤务，

这个外人眼中的“美差”，对不少年轻官

兵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步喘三喘，头晕又目眩’是我

们巡逻时经常遇到的情况。”戴好棉手

套，穿上作训大衣，正为执勤做准备的

二级上士苏鹏告诉记者，执行巡逻任务

期间，官兵不仅要克服身体上的各种不

良反应，还要随时准备处置非法穿越、

救助被困游客等突发情况。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正在巡逻的苏

鹏突然接到景区管理局的通报：“一名

游客误闯入未开发野地，随时可能面临

危险，请求官兵救援。”

“时间就是生命，动作要快！”救援

官兵出发前，苏鹏一再提醒大家。官兵

徒步搜寻 7 个多小时，终于在半山腰的

一 处 峭 壁 上 找 到 蜷 成 一 团 的 被 困 游

客。见游客被冻得浑身发抖，苏鹏当即

将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披在他身上。

返回营区，已是凌晨两点，中队官

兵列队迎接他们。“那一刻，我们感到所

有的苦累一扫而空！”忆及当时的情景，

苏鹏深有感触地说。

仙乃日雪山下、珍珠海旁……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中队官兵忠诚守望着

脚下这片土地，守护着人民安全。在游

客眼中，一道道迷彩身影总在人们最需

要的时候出现，那是与雪山同辉的一道

别样风景。

指着远方圣洁的雪山，苏鹏告诉记

者：“我刚入伍时，由于交通不便，后勤

保障难度大，中队生活条件比较艰苦。”

那时，新兵下连要过三道“坎”：一是坐

车，从教导队到中队要坐两天一夜，除

了颠簸，晕车也是常态；二是缺氧，适应

高原环境对来自内地的新兵是一个不

小的挑战；闯过前两关后，还得扛住第

三道“坎”——三九时节刮不完的寒风。

“那会儿宿舍里冷，钻进被窝好长

时间都暖不起来，我们下哨就干脆睡

在下一个哨兵的被窝里，避免被窝‘预

热’时间过长。”苏鹏告诉记者，“这几

年，在各级的关心关怀下，稻城面貌焕

然一新，公路翻新将原来的路程缩短

到 10 个小时，还修建了机场，一个多小

时 就 能 飞 到 成 都 。 为 解 决 高 原 部 队

‘六难’问题，上级还为中队配发了取

暖器和高原特需药品，‘冻疮’一词已

成为过去时。”

说话间，苏鹏带着记者走进营区北

面新修建的温室大棚。“这些新鲜蔬果，

在过去可是‘奢侈品’，如今我们自己也

能种了。这些年，中队条件越来越好，

官兵扎根高原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

在一茬茬官兵的接续努力下，该中

队先后被总队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中

队”“基层建设先进中队”，荣立集体二

等功 1 次、集体三等功 3 次。

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采

访结束，离开营区，记者脑海中不断浮

现塔黄绽放的样子。那华丽绽放的姿

态，仿佛在告诉官兵：“和我一起，把根

扎在这里……”

上图：官兵执行任务途中。

曾 伟摄

守望稻城：我为雪山添风景
—探访武警四川总队稻城中队

■王贵弘 本报记者 张磊峰 马嘉隆

纪律是党的生命。习主席指出，各级领导

干部“要加强纪律修养，增强纪律观念，自觉在

思 想 上 政 治 上 行 动 上 同 党 中 央 保 持 高 度 一

致”。军队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纪律修养的重

要性，把纪律修养作为提高自身修养的硬指

标，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标志

和独特优势，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不断

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经验。马克思指出：“我

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

成。”无论对党的整体、党的组织还是党员个

人，党的纪律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

谓纪律修养，就是党员通过不断学习和接受考

验，养成遵守纪律的意识、维护纪律的意识、同

违纪现象作斗争的意识。作为党性修养的重

要组成部分，纪律修养是党性修养的底线和保

证，能够有效促进党员干部强化自律、提高觉

悟、锤炼党性。

习主席强调，“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

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使

守纪律成为浸在骨子里、融在血液中的自觉修

养”。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

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党员干部只

有自觉加强纪律修养，把纪律的外在约束力转

化为内在的自制力，内化为自觉的意志和信

念，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念，才能不断增

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自觉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新

征程上，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必须坚持

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让党员干部更加注重纪

律修养，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军队之所

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

具有自觉的纪律”。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必须树立铁的纪律意识，把严肃军纪、执纪

如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确保全军纪律严明。

对军队党员干部来说，严守纪律不仅是外在要

求，更应成为内在遵循；不是被动接受，而应主

动践行。心有所戒，方能行有所止。军队党员

干部必须把培养“自觉的纪律”植根于理想信

念、熔铸于党性修养、体现于实际行动，努力形

成遵规守纪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加强纪律修养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各

级党组织应坚持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

效化，引导党员干部主动在学纪、知纪、明纪、

守纪上下功夫，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

内化为言行准则。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深化运用“四种形态”，以从严执纪

的惩戒震慑强化纪律观念，引导党员干部守住公与私的“警戒线”、是与非的“高

压线”、情与纪的“分界线”。坚决维护纪律的权威性严肃性，让铁纪“长牙”，让

铁规“带电”，切实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种违纪行为，努力把全面从严治

党、全面从严治军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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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寒冬，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组织

舰艇编队，解缆起航奔赴某任务海域，展

开一场反水雷训练。

“‘敌’在我重要航道布设水雷。”舰

艇 编 队 刚 抵 达 任 务 海 域 ，特 情 不 期 而

至。“进入‘雷区’，战斗警报！”张家港舰

指挥员下达作战命令。一时间，作战指

挥室内信号灯闪烁，官兵迅速奔赴各自

战位。编队其他舰艇也做好战斗准备，

对水下可疑目标展开搜索。

面对水下复杂环境，声呐兵不断变

换探测频率和探索方位，加强对水下目

标数据的收集研判。参训官兵结合平时

训练探索的扫雷模式，在真打实抗中锤

炼提升声呐探测和识别能力。

“锁定目标，准备投放扫雷具！”声呐

兵屏住呼吸，凝神注视着水下动态。随

着舰艇驶入扫雷区域，张家港舰指挥员

果断下令：“扫雷具通电！”很快，“敌”布

设的沉底水雷被“扫爆”。

特 情 接 二 连 三 ，官 兵 见 招 拆 招 。

“‘敌’机在我附近海域布设多枚‘浮雷’，

立即前往侦察并清除。”接到指令，舰艇

编队各战位迅速做好应战准备。“浮雷”

在海面上若隐若现，枪炮战位不断调整

火炮瞄准镜，牢牢锁定目标。随着指挥

员一声令下，炮弹直扑目标，“浮雷”被精

准摧毁……

该大队领导介绍，在连续数天的训

练中，他们紧盯薄弱环节，融入实战背景

临机设置多种特情，把各作战要素融为

一体练指挥、练协同、练谋略、练技能，实

现作战体系联动联训、战术训练有机嵌

入，检验和提升了部队作战能力。

挺 进“ 雷 海 ”
——海军某扫雷舰大队反水雷训练见闻

■高 杰

隆冬时节，第 77 集团军某旅一场全时域、全

要素对抗训练，在大漠戈壁火热展开。

“‘敌’机释放电磁干扰。”雷达方舱车内，显示

屏上一片“雪花”，雷达操作手立即采取抗干扰措

施。然而，还没来得及捕获，目标便迅速“消失”。

“‘蓝军’电磁干扰手段多、范围广、强度大，

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升抗干扰能力。”一轮对抗结

束，该旅某连雷达号手臧庆达总结道。

第二轮对抗展开，“蓝军”战机发挥装备性能优

势，灵活规避地面雷达搜捕，向目标地域快速逼近。

另一边，雷达操作手王能刚发现目标，雷达

再次遭到强电磁干扰。王能全神贯注紧盯屏幕，

一边快速展开抗干扰操作，一边请求支援。接到

求援信息后，该旅电子防空力量迅速采取反制措

施，与其他作战分队联手协作搜捕目标。

无形战场你来我往，对抗过招异常激烈。很

快，地面雷达成功捕获目标。随着一声令下，操

作手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成功命中目标。

“要想练就过硬本领，必须多与强敌对手过

招。”该旅领导介绍，此次训练，他们加大干扰强

度、提升训练难度，在真打实抗中验证组训思路、

改进演训方案，有效提升防空分队复杂电磁环境

下的整体作战能力。

为更好发挥对抗训练的“磨刀石”作用，他们

抽组骨干成立战法训法研究小组，与厂家技术人

员共同研讨挖掘雷达装备潜能的方法路子；常态

组织官兵学习“蓝军”的先进作战模式，组织红蓝

双方指挥员共同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定期开展互

为对手训练，锤炼提升部队打赢能力。

训练结束，该旅防空分队与“蓝军”官兵齐聚

一堂复盘检讨，剖析问题短板，研讨改进措施。

“瞄准强敌练，紧盯对手训，才能锻造‘防空坚

盾’。”该旅某营魏营长表示，通过与“蓝军”硬碰硬

展开较量，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该旅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认真梳理近年

来积累的演训数据，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不断优化改

进战法训法，推动实战化训练进一步走深落实。

第
七
十
七
集
团
军
某
旅
扎
实
开
展
互
为
对
手
训
练—

真
打
实
抗
锻
造
﹃
防
空
坚
盾
﹄

■
杞
卫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