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昌都电（土登旺修 周建文）近日，驻藏某部组织“三会一

好”政治教员能力培训暨授课评比竞赛。由机关到基层推荐而来

的 13 名优秀政治教员唇枪舌剑，同台竞技、一展风采，一场没有硝

烟的“政”面交锋正式打响。

据悉，此次竞赛设置能力培训、授课评比 2 个板块，统筹“学、

讲、鉴、研、考、评”6 个环节组织实施，围绕基础理论测试、精品大

课演示、模拟情况处置、微课宣讲评比 4 项内容进行激烈角逐，最

终评选出优秀政治教员 3名、精品示范课 3堂、精品微课 3堂。

选手们按照所抽教案题目，结合理论所学、工作所思、实践所

得，引经据典、精心选材，将大道理、正道理、实道理融入身边事、

身边人，将党的创新理论、当下热门话题和官兵“活思想”结合起

来，一篇篇精心准备的教案打动人心。

通过竞赛，进一步打造了该部“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

好”的政治教员队伍，提升了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质效，为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了坚强人才支撑和思想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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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2观察哨：山石作见证
成长，需要一点坚持

下哨走出阵地，列兵李于靖静静凝望戍

边石上镌刻的“5592观察哨”几个红色大字。

他伸出手，轻轻拭去石上的积雪。

“戍边石见证我的成长。”李于靖回忆，他

在媒体上看到这块石头，内心升腾敬意，毅然

报名参军。一年多来，戍边石拉近了他和雪山

的距离，陪伴他坚守哨所，也见证了他的坚持。

刚到连队时，李于靖第一次上观察哨执

勤，班长就曾提醒他：“守哨，是需要一点精神

的。”那是怎样一种精神？彼时，他的内心没

有答案。

阵地营门前的空地上，戍边石默守雪

山。老兵说，每个守哨的战士，都会在这里留

下一点痕迹，纪念他们的青春。

这些石头上，官兵用心描绘着上哨、潜

伏、执勤时的情景，也描绘着眼中的风景。每

次下哨，细品戍边石上的画面，李于靖都有种

穿越时空的“碰撞感”。

“哨所不大，环境艰苦，咱靠什么守得

住？”带着这个疑问，李于靖不由得更加留心

哨所的人和事。一次巡逻归途，连长潘洪帅

脚下一滑，一只脚溜进冰缝。回到车上，撩开

裤腿，他的左脚被冰碴磨出了血。

翌日巡逻，潘洪帅坚持带伤出征。那趟

巡逻路上险情较多，熟悉路况的骨干有的休

假、有的在外学习，出发前作动员时，连长的

一番话让队伍中的李于靖情不自禁心生敬

意：“走进这支队伍，我们就是祖国的战士。

今天我们不出征，祖国的边防谁来守护？”

当守护成为一种责任，再高的山都在脚

下。过去的一年，李于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也是在被这些人、这些事感动后，

他逐渐读懂了老兵们在戍边石作画时的心

情：“把最热烈的情感，镌刻在最冰冷的石头

上，他们想让山与石见证自己的青春担当。”

担当，就是一种成长。一年前，潘洪帅调

入营队，主动申请到观察哨任连长。在连队

的荣誉室，他学习了连队老排长阿旺罗布的

英雄事迹：一次潜伏任务，阿旺罗布在齐腰深

的雪中一动不动观察数小时，全身上下结满

冰碴子。

观察哨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潜伏观察。

每隔一段时间，连队干部都要带队在不同地

域执行这项任务。一次，潘洪帅凌晨带队在

一个风口潜伏，一个新兵打报告说“坚持不下

去了”。

这以后，那名新兵再也未被安排参与潜

伏任务，直到有一天他敲开潘洪帅的宿舍

门。作为连长，潘洪帅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

到来。

他语重心长地给这位新兵讲述连队光荣

历史：第一批驻哨官兵一边建设，一边执勤，

有时执行潜伏任务大衣都不够穿，他们为什

么能够坚持下来？如今，哨所建起了健身房、

氧气室，山下物资输送快捷便利，我们还有什

么理由叫苦叫累？

成长，必须首先认识到成长的重要性。

第二天，这名新兵主动报名参加潜伏，潘洪帅

在出发前叮嘱他：“山上风大，多穿点，坚持下

来，你就胜利了！”

新兵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他在班

长带领下来到戍边石前，重温军人誓词，完成

了自己的“成人礼”。

哨所还有一块特殊的戍边石，刻画了军

嫂探亲来队，与爱人深情相拥的温馨场景。

那年冬天，时任连长王旭的妻子，瞒着爱人悄

悄奔赴边防。上山途中，她遭遇了严重的高

原反应，历经千难万险。

得知这一消息后，王旭在山顶心急如焚，

直到军车停在营门口。伴着漫天的风雪，夫

妻在哨所团聚，他们拥抱的场景感动了雪山

和战友。

戍边石记录了这个感人的瞬间。从哨所

回到家里，王旭的妻子给全连战友写信：“如

果没有上过雪山，我不懂守哨的不易；如果没

有那次探亲，眼泪也不会那么滚烫。”

昆木加哨所：玫瑰在盛开
快乐，可以很简单

海拔 4900多米的昆木加哨所，冬季最难

度过。这里的氧气含量极低，官兵在严寒环

境下巡逻、执勤、训练，需要健康的体魄、完善

的保障，更需要强大的意志力。

如今，哨所过冬还那么难吗？再次登上

哨所，笔者看到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天刚亮，连长就带领战士在营区跑步，呼

号声回荡耳畔。战士步伐铿锵，呼出的呵气

在头套上凝成冰霜。

训练归来，中士杨军喜欢用冷水洗脸。

如今哨所已实现 24小时热水供应，他还是保

持着当年的习惯。

“当年班长带我时，教我用冷水洗脸强身

健体。如今我带兵，也要求新兵保持这个习

惯，这也是一种传承。”他笑着说。

只有吃过苦的人，才懂快乐的真正滋

味。巡逻执勤，在杨军带的队伍中，他格外

关注几个新兵。随着海拔的升高，新兵们

有些扛不住了，可是杨军并没有立即拿出

随身携带的吸氧机，而是建议大家用休息

代替吸氧。

“巡逻有了便携式吸氧机，战士们吸氧有

保障。但要适应高原环境，不能过于依赖吸

氧，适时适量吸氧才更科学有效。”每次巡逻，

杨军都会为新战士传授训练技巧，要求他们

在攀登过程中加强锻炼，让身体更快适应缺

氧环境……

“哨所用氧充足，想看绿色，也能看个

够。”杨军带笔者来到植物工厂，一进门，他用

力吸了一口空气，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

5年前，上级在哨所建起植物工厂，官兵

们学习无土栽培技术，掌握了光线调节、营养

液浓度调配、温度控制等方法，彻底解决哨所

种植难题。如今，哨所四季都能吃上自种蔬

菜；封山期，植物工厂也是一派春光。

2022年，官兵在植物工厂试种鲜花。经

过反复尝试，终于让鲜花在哨所扎根。种植

员、下士佘迅说，他的妻子把玫瑰长出花苞的

照片作为“微信头像”，每次有人问起这个头

像的来历，她都会自豪地说：“这是爱人在高

原栽种的玫瑰。”

花开的幸福，来之不易。佘迅以种植豌

豆尖为例，向记者介绍种植原理：他们安装

LED灯，在进水源头加入营养液，经植物吸收

过滤后流回到蓄水池，构成水循环；同时安装

太阳能板，将光能转化为电能……

鲜花盛开，战士们的快乐加倍。那天，哨

所自种蔬菜被端上餐桌，官兵们高兴极了。

“哨所冬天温暖如春，战士们的心头也洒满阳

光。”作为一名戍守边防多年的老兵，一级上

士秦辉内心最大的快乐，是看到哨所一年比

一年好，官兵训练生活有保障。

“这几朵玫瑰，我可以预定吗？”那天在植

物工厂和家人视频通话，女儿看到绽放的玫

瑰，高兴得拍手叫好，她和父亲约定，今年春

节到高原探亲，和妈妈一起来看高原玫瑰。

查果拉哨所：运动有达人
激情，是青春的底色

午饭后，海拔5318米的查果拉哨所，上等

兵高云林习惯性地踏上放在餐厅墙角的电子

秤，显示屏立即跳出数字：56.8kg。

“哨所的运动达人越来越多。”高云林兴

奋地说，新大纲提高了军人体能标准，哨长鼓

励我们虽然身在雪山前哨，体能训练标准却

不能落后，这无形中给大家增加了科学锻炼

的压力和动力。

3年前，哨所建起阳光棚，官兵训练有了室

内场地；如今遇上恶劣天气，也能完成当日训

练任务。哨所还会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小比

武、小竞赛，调动大家的训练热情。

2023年 12月，哨所策划了一场室内运动

会。一级上士李存冬带人筹备了多个项目，

大家跃跃欲试，准备在运动会上一展身手。

李存冬说，过去受基础设施条件制约，查

果拉哨所一直是季节性哨所，官兵每年春天

进驻，封山前回撤。近年来，哨所用电线路接

入国家电网、新建保温营房、安装暖气和制氧

机、加盖阳光棚……随着保障能力的提升，官

兵常驻哨所有了保障。

“夏天睡觉戴棉帽，冬天盖 4床被子的时

代一去不返了。”李存冬说，如今守哨，大家就

考虑一件事：练好本领，卫国戍边。

哨长亲自策划运动会，集思广益确定了

多种小比武、小竞赛项目，同时安排李存冬用

摄像机记录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

运动会当天，一班与二班的拔河比赛率先

登场，其他班的战士自觉站在两边当“啦啦

队”。比赛中，大家憋着一口气，谁也不愿认

输，“加油，加油！”阳光棚中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激情，是青春的底色。高云林上哨没多

久，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趣味比赛，由于体力不

支，比拼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2022年 10月，上级为哨所配发一批健身

器材，“工型俯卧撑架”受到运动达人们的热

捧。“赶紧练起来。”李存冬对高云林充满信

心，鼓励他说，“只要科学练习，你也能成为运

动达人。”

“2 人一组掰手腕”“5 人一组仰卧起坐”

“吹气球竞赛”……哨所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寓

练于乐，官兵们比出了开心、赛出了友谊，占

地不大的阳光棚充满了“阳光气氛”。

最考验官兵的还是“排椰雷”，这是中士

高允聪最期待的特色比赛，因为奖品是一个

盛满水果的“椰子”。

为了筹备这个项目，大家从网上买来椰子

壳，又让山下团队送来新鲜水果。获胜者将赢

得椰子壳作为纪念，还能饱餐一顿新鲜水果。

一想到这一幕，高允聪就高兴得合不拢嘴。

随着一声哨响，参赛官兵纷纷使出“十八

般武艺”。选手们面对“椰子雷阵”，一个个神

情紧张，额头不时滴落汗珠。

“在这里！”下士周江红率先发现“椰雷”，

赶紧拿出工兵锹挖起来。可没挖几下，哨长

“嘟”一声哨响举起红旗，示意他操作违规，忘

记排除“椰雷”引信了。

“果然是心急排不了‘椰子’。”虽然被判

“出局”，可周江红依然心情愉快，一句话逗笑

了大家。

查果拉，藏语意为“鲜花盛开的地方”，但

几乎看不到一草一木。这里没有万家灯火，没

有家人陪伴，却有边防官兵们最平凡的坚守，

最长情的告白。李存冬说：“身处边防一线，我

们必须练就戍边强能的过硬本领。只有这样，

才能坚决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离开查果拉时，笔者耳边响起戍边官

兵雄浑的歌声。远处，阳光铺洒在洁白的

雪线上……

▲ 5592 观察哨的一位战士在石头上作

画。 刘煜钦 摄

高原哨所的高原哨所的““暖暖””故事故事
郭丰宽郭丰宽 王恩生王恩生 邬邬 军军

图为林周县黑颈鹤民兵巡护分队绕水巡逻，保护生态环境。

任宝荣 朱辰 摄

又见高原“吉祥鸟”
朱辰

驻藏某部

开展“三会一好”政治教员授课评比竞赛

本报昌都电（张连元 朱永涛）连日来，为不断提升官兵专业训

练质量，巩固前期训练成果，驻藏某部结合各单位专业训练实际，

积极开展夜间训练，有效提高官兵技战术水平。

据了解，此阶段夜训以专业训练为主，涵盖通信设备操作、轻

武器射击、线头接续、侦察计算作业等 20 余项课目。同时，穿插基

础体能训练，确保整个施训过程安全托底、成效显著。

夜训期间，该部骨干还围绕新兵所学课目开展理论讲解、实

操示范，对学习能力较差、动手操作较慢的新兵开展一对一帮

带，做到“时间、内容、人员、效果”四落实，有效调动了新兵的训

练热情。

驻藏某部

抓好夜间训练提高官兵技战术水平
▲昆木加哨所的植物工厂。

刘煜钦 摄

查果拉哨所坚守的战士查果拉哨所坚守的战士。。 刘煜钦刘煜钦 摄摄

▲昆木加哨所战士开展“掰手

腕”比赛。 刘煜钦 摄

小雪飘洒，冬闲的青稞田披上一层白纱，成群的黑颈鹤漫步

其上，好似薄纱上精心设计的纳绣，美不胜收。

“那边有好多黑颈鹤，咱们去那儿！”拿起手中的相机，顾不得

车子刚停稳，笔者便向黑颈鹤方向飞奔而去。

2020 年 11 月，笔者跟随某新闻报道组第一次来到拉萨市林周

县，有幸见证了林周县黑颈鹤民兵巡护分队的成立，也是那一天，

第一次遇见了雪域“吉祥鸟”——黑颈鹤。

但见三只黑颈鹤伫立水边，神态悠闲，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抖

动双翅，时而翩翩起舞，时而引吭高歌，姿态高雅、舞姿曼妙，在初

冬的高原偶遇这群仙子，令人沉醉。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黑颈鹤数量稀少，加之正值初冬时

节，其大部队还未抵达林周湿地。那次林周行，笔者只见到了三

只黑颈鹤，略留遗憾。活动结束后，在给巡护队民兵扎西群丹拍

摄工作照时，与其约定如有机会，一定再来看看这些高原“精灵”。

三年转瞬即逝。2023 年 12 月，正在休假的笔者突然接到扎西

群丹大叔的电话，“小朱，‘冲虫’（藏语意为黑颈鹤）回家过冬了，

今年特别多，过来看看啊。”听着这充满藏腔、更充满诚意的邀请，

笔者的心立即被拉回了三年前的林周县卡孜水库旁。于是，笔者

提前一天返藏，前往林周县赴“黑颈鹤之约”。

故地重游何所见，除蓝天白云依旧，还多了良田美舍和漫天

飞鸟。“这几年驻地部队和我们一起植树造林、一起保护湿地，环

境越来越好，黑颈鹤越来越多，比我小时候见到的加起来还多。”

扎西群丹大叔一边开着车，一边开心的向笔者介绍黑颈鹤的境

况。

颗粒归仓的青稞田上，波光粼粼的水库旁，成群的黑颈鹤悠

然自得，笔者举着照相机东拍西拍，忙得不亦乐乎……

到林周区域内的湿地来越冬的黑颈鹤逐年增多得益于这里

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林周县人武部积极落实“四件大事”，主动参与生态

环境建设，多次组织民兵结合双拥共建、乡村振兴、征兵宣传等工

作，大力开展环境保护宣讲，与驻地群众一道治理河道、清扫林

区，受到百姓高度赞誉。

“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战斗力！”林周县人武部有关负责

人告诉笔者，为完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他们先后成立了黑颈鹤

民兵巡护分队、热振寺国家森林公园民兵巡护分队等具有“生态

环境保护功能”的民兵巡护队，既当守卫国土的后援部队，也当青

藏高原的生态卫士。

如今，“黑颈鹤”已逐渐成为林周县乃至拉萨一张闪亮的“生

态名片”。

伴着冬日暖阳，白雪尽散，黑颈鹤在田间地头追逐飞舞，民兵

巡护分队绕水巡逻。放眼望去，好一幅“人鸟共生”胜景。笔者与

扎西群丹大叔也再次约定，待到下次鹤归时，一定共赏“吉祥鸟”。

编者的话：

风雪，在黎明前停了。朝阳跃升的

一刻，绵延雪山，闪耀着太阳的光辉。

岁末年初，正值封山期，西藏日喀

则军分区 5592 观察哨阵地上，一名战士

站得笔直，沐浴阳光，眺望远方。距他

不远的一片空地上，静静伫立着一块高

约 2米的戍边石。

兵 与 石 相 伴 ，渐 渐 有 了 磐 石 的 坚

毅。山石立于哨前，仿佛也成了守哨一

兵。大雪封山，守在海拔 5500 多米的山

巅，战士内心可会感到孤寂？

大学生士兵李于靖的回答，似有超

出年龄的成熟：“享受孤独是每个人的

成长必修课。”

两年前，李于靖上哨当天，连长潘

洪帅鼓励他，环境对一个人的磨砺，会

使人加速成长。两年过去了，大树又多

了两道年轮，候鸟又完成了两次迁徙，

驻守观察哨的“00 后”战士们身上，也留

下深深的成长印记。

过去的一年，接受风雪洗礼，新战士

们对“成长”的定义，已然有了比过去更

为深刻的理解。连长潘洪帅见证了新兵

的拔节成长，也从他们身上汲取着蓬勃

的动力：“他们对快乐的理解并不是浮于

表象，而是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更关

注人生经历与收获；他们懂得在思考和

权衡后，做出高于个人利益的选择。”

过去的一年，哨所条件持续改善，但

艰苦环境仍是一道考题。“在阵地执勤，

时间过得慢；山上飞鸟不度，寂静将人吞

没，执勤时容易想家。”李于靖说，他想念

冬天家里的暖气，想念校园里热闹的球

场……但他还说，这种寂静，也让人学会

坚强，拥有了战胜懦弱的勇气。

过去的一年，当内心的获得感转化

为动力，任何困难都不再是前进路上的

绊脚石，而是攀登道上的垫脚石。两个

多月前，暴风雪压垮了 5592 观察哨的阳

光棚，战士们立即组织抢修，连续奋战

数日，反而借机进一步扩大了阳光棚的

面积。周末，潘洪帅组织官兵与家人视

频通话，大家没有一句抱怨话，说的都

是发生在连队的暖心事。

“周末吃了火锅”“新基站建好了”

“阵地安装了取暖器”……时代飞速发

展，发生在雪山上的故事，说大也不大，

说小也不小。

年终岁尾，让我们走近高原几个哨

所，品读戍边人的成长故事，从中汲取

更多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