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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关“花木兰” 丹心映雪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74团女民兵护边员戍边守防纪事

■艾孜买提 刘春雷 本报记者 贾广宇

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女扮男装，征战沙场。
今有女民兵担当奉献，一身戎装，戍边守防。
1962 年，12名平均年龄只有 18岁的女青年响应

国家号召，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74团木兰
站，成为团场第一批女民兵护边员。位于昭苏高原西
南角的 74团，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 35摄氏度。女民
兵护边员白天开荒种地、修建工事，夜晚在油灯下学

习军事、农业知识，用双手在高原荒滩中开辟出生命
绿洲，在兵团屯垦戍边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光长卷不断铺展。60多年来，一茬茬女民兵护
边员屯垦戍边、接续奋斗，守护着边境线上的一草一
木，守卫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与幸福。她们不爱红装
爱武装，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华丽
篇章，展现了新时代“花木兰”的风采。

初夏的昭苏高原牧场，草木葱茏，绿

意盎然。

“出发。”清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四师 74 团木兰站，10 名女民兵护边员整齐

列队，踏上巡边路。

“ 注 意 脚 下 的 碎 石 ，每 一 步 都 要 踩

实。”巡逻队伍里最年长的郑海燕边走边

提醒年轻的女队员。郑海燕是在边防成

长起来的“兵团二代”，她的母亲李淑英是

第一代女民兵护边员。

李淑英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从山东入伍

到兵团的女兵，退役后响应国家号召，和

丈夫一起到 74 团支边，是团场第一批女民

兵护边员。那时候，丈夫戍边巡逻，她负

责农业生产，就像电视剧《戈壁母亲》里的

剧情一样，一家人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

融化的雪水，吃的是干馍。

“我的记忆里，不管巡边、生产多苦多

累，妈妈总是干劲十足、毫无怨言。”谈起

母亲，郑海燕一脸自豪。1963 年 4 月，师里

调拨 4 台拖拉机给 74 团，可团里缺少驾驶

员。以前学过驾驶的李淑英踊跃报名，成

为兵团第一批女拖拉机手。

当时的昭苏高原残雪尚存，为抢抓播

种开荒时间，李淑英和战友们黑夜驾驶拖

拉机犁地，白天抢时播种。那年春天，全

团开荒播种春小麦、油菜、马铃薯 6000 多

亩，超额完成开荒播种任务。

“妈妈总是对我说，守好边境线，就是

守好祖国的大门。”回忆起母亲的谆谆教

诲，郑海燕脸上透着温情。2015 年 7 月，从

团场职工岗位退休的郑海燕得知木兰站

急需一名女民兵护边员，她主动报名。

当时，交通极为不便，冬季大雪封山，

车辆无法通行。郑海燕赶在入冬前储备

好 4 个月的过冬物资，一直坚守到第二年

冰雪消融。

后来，木兰站通了柏油路，各项设施

日渐完善，郑海燕便把母亲接来同住，两代

民兵护边员同守边防。2021 年春节，90 多

岁的李淑英陪郑海燕在站里过年，留下两

代民兵护边员同升国旗的动人画面。

时代在发展，观念在更新，兵团人的家

国情怀在传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青

年像郑海燕一样，加入民兵护边员队伍。

“莫道女子皆柔弱，不让须眉绽芳华。”女民

兵护边员的铮铮誓言回响在边境线上空。

和郑海燕一样，“兵团二代”、28岁的冉

春燕也是受母亲感染，主动加入民兵护边

员队伍。5 年前，回乡探亲的冉春燕，看到

母亲陈月琴巡边的身影，暗下决心：“我要

像母亲一样，做一名新时代的‘花木兰’。”

狂风肆虐、蚊虫叮咬、大雪没膝……

守边的日子孤独又清苦，可冉春燕心中的

那团火焰越烧越旺。她说：“我现在真正

理解了妈妈常说的‘没有国，哪有家’。”

在 74 团，母女共同戍边守防的例子还

有不少。2022 年，从南京大学毕业的高龙

珠，在母亲韦哈的鼓励下，回到团场，加入

女民兵护边员队伍。

工作中，无论是巡逻执勤，还是农业

生产，高龙珠样样干得出色。她还发挥特

长，利用农闲时间组织牧民群众开展形式

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我为祖国守边防”，既是女民兵护边

员的初心，也是她们肩负的使命。如今，

由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多个民

族女民兵护边员组成的“木兰”女民兵护

边队，像一朵多民族融合的绚丽花朵，绽

放在边境线上。

有一种传承，叫“我为祖国守边防”

“五一”前夕，木兰站女民兵护边员全

副武装，组织节前战备训练。

紧急出动、山地搜捕、隐蔽伪装……

在女民兵护边队队长乌登带领下，队员们

个个斗志昂扬，进行体能、技能和战术基

础动作等多个课目的训练。

“只有练强体能、练精技能，才能快速

高效处置各类边情特情。”乌登说，强健的

体魄和坚忍的意志，是女民兵护边员遂行

守边护边任务的基础。

乌登今年 31 岁，曾在新疆军区某部服

役。2016 年 9 月退役后，她放弃到大城市

发展的机会，回到家乡加入民兵护边员队

伍。她说：“与大城市相比，我更愿意守护

在祖国的边境线上，听着风声，看着界碑，

这样的人生更有意义。”

巡逻执勤、处置特情、日常训练、整理卫

生……乌登总是干在前、冲在前。队员们的

内务整理不规范，乌登带着她们一遍遍练

习，将被子叠成“豆腐块”，把衣物整理得井

井有条。对于新来的年轻护边员，乌登格

外上心，就像在部队时带新兵一样，生活上

给予热情帮助，训练中则严格要求。“可能

每个女孩都会穿上婚纱，却不一定能穿上

军装。我有幸穿上了‘迷彩绿’，成为守护

祖国和人民的一块砖。”乌登自豪地说。

边境线，在地图上只是一段段黑色的

线条，而对女民兵护边员来说，则是每天

要用脚步丈量的道道沟壑、条条山脊。

每天一大早，乌登带着女民兵护边员

徒步巡逻，爬陡坡、蹚冰河，10 多公里的山

路，风雨无阻。巡逻途中，她们仔细查看

每一段边境线及相关设施，发现有损坏的

铁丝网及时修复，并认真记好巡逻日记。

入队 9 年，乌登对边境线上的一草一木非

常熟悉，被大家称为“边防通”。

2023年 6月，边境线外燃起的山火蔓延

至木兰站管段。乌登向团部报告火情后，迅

速组织女民兵护边员展开灭火行动。疏散

附近牧民、开辟隔离带……她带着大家连续

奋战一天一夜，扑灭大火。为防止火情复燃，

她主动申请到监控值班室值守。那段时间，

她瘦了5公斤，孩子生病了也没顾上照看。

近年来，兵团第四师和 74 团党委着眼

改善女民兵护边员工作生活条件，加大边

防 一 线 建 设 力 度 。 随 着 高 清 预 警 看 台 、

“智慧哨所”监管系统等建成投入使用，边

境管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前不久，“木兰”女民兵护边队组建无人

机巡边小组，队员们仔细钻研，很快掌握了

操作要领。现在，队员们不仅掌握步巡、马

巡等传统巡边技能，还能操控无人机实时监

控边境线，回传影像并进行数据分析。“我们

既要传承好老一辈兵团人的精神，也要运用

新技术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乌登说。

在加强自身训练的同时，女民兵护边

员还积极参加兵团大冬训、民兵基地化轮

训、兵团“党政军警兵民”六位一体联合训

练等，提高管边控边能力。几十年来，她

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和担当，在边境

线上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29岁的霍尔蔓，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

2020年，她加入“木兰”女民兵护边员队伍。

5年来，她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出色完成卡点

布控、查缉堵截等任务。因表现突出，霍尔

蔓于2023年光荣加入党组织。

有一种担当，叫“不爱红装爱武装”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边境线上的每一

寸土地，都承载着女民兵护边员浓浓的家

国情。60 多年来，她们始终与团场职工群

众保持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亲如一家。

去年秋天，团场郭建、牟文革、孙杰等

5 户村民家的数百亩小麦收割后，因天气

原因出现杂麦，收购方拒收并压价。得知

情况，乌登、林丹等 10 余名女民兵护边员

自发组成帮扶小组，帮助村民清理杂麦的

同时，积极协调收购事宜。最终，5 户村民

家的小麦均按市场价出售。村民纷纷竖

起大拇指：“女民兵，就是我们的亲人。”

除了生活上给予帮助，女民兵护边员

还积极投身团场精神文明建设。她们组

建文艺小分队，利用业余时间编排丰富多

彩的文艺节目，将党的惠民政策、民族团

结故事融入表演，走进连队、社区巡回演

出，既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还让党的声音

传播到团场的每一个角落。

“石榴花开天天好运来，三百六十五

天幸福乐开怀……”一次“民族团结一家

亲”主题演出中，“木兰”女民兵护边队自

编自演的歌舞《石榴花开》赢得现场群众

热烈掌声。哈萨克族牧民巴图说：“看到

她们的笑容和身影，就感到很亲切。”

心相印、手相牵，女民兵护边员用实际

行动绘出民族团结“同心圆”。农忙时，她们

协助村民春耕秋收、看护牛羊；农闲时，她们

帮助牧民修缮房屋、搭建羊圈；大雪封山，

她们为职工群众运送物资，提供药品和生

活物资保障……女民兵护边员的付出，大

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许多牧民群众自

发陪她们一同巡边，提供巡边所需物品。

“姑娘们能干又心善，村民的收入连

年增加，离不开她们的大力帮助。”团场领

导介绍，近年来，职工群众的农耕设备和

种植条件不断改善，农作物生产规模逐渐

扩大，可销路不畅成为大家的烦心事。为

此，女民兵护边员把村民的特色农产品搬

到团场的旅游集散中心，向游客推介。

“紫皮大蒜含有硒等微量元素，能调节

胰岛素，对糖尿病患者有益”“紫薯富含蛋白

质，有丰富的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作用”……

女民兵护边员王云晶推介农产品的同时，向

游客介绍哈萨克族木杯、小冬不拉等特色商

品。她运用互联网知识，帮助牧民群众开通

网络销售平台，实现增收致富。她还利用所

学知识，开办文化夜校，宣讲基础文化知识

和法律法规等，受到村民好评。

从高原荒滩到绿洲沃土，从青春年少

到鬓染霜华，一茬茬女民兵护边员始终坚

守在祖国西北边陲。对她们来说，“木兰

守边关”是一种责任使命，也是一种精神

传承，更是对新时代兵团女性“爱岗敬业、

戍边守防、保家卫国”的生动诠释。

一山一水，都是家园；一草一木，皆为

中国。几十年来，我国边海防基础设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是一代代护

边员与人民子弟兵一道，用热血和生命践

行使命，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祖国的边

境线上。

有一种温暖，叫“水乳交融鱼水情”

女民兵护边员巡逻途中。

女民兵护边员为队友过生日。

巡边途中，女民兵护边员

相互帮助爬上陡坡。

女民兵护

边员向群众宣讲

政策法规。

第四师 74团木兰站全貌。

女民兵护边员擦拭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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