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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 米的昆仑山巅，被世人称为“人类

的生命禁区”。武警青海省总队二支队十

七中队驻扎昆仑山隧道近 10 年来，在高寒

缺氧的恶劣环境中，有效处置险情 346 起、

热心救助群众 6363 人，连续 5 年被总队评

为“正规化执勤一级单位”和“基层建设先

进中队”。

巍巍昆仑、茫茫雪域，该中队官兵镌刻

了新一代革命军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

有品德的忠诚坐标。

有一种信念如“磐石”

“唐古拉山风云，汽车轮儿漫滚。今日

锨镐在手，铲平世界屋顶……”在中队“继

承前辈传统、忠诚职责使命”专题教育课

上，新兵骆琦宇声情并茂地吟诵起了“青藏

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那首充满冲天豪气

和凌云壮志的诗句，官兵个个听得热血沸

腾、斗志昂扬。

自 2006 年 7 月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上

勤以来，中队通过开设“青藏公路精神”教

育局域网论坛专栏、组织官兵参观慕生忠

将军纪念馆等形式，把官兵的情感和思绪

拉到老一辈筑路英雄“住帐篷、吃干菜、战

风雪、斗严寒、抗缺氧的激情岁月”，引导官

兵感悟、学习、践行老一辈“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激励官兵

树立扎根昆仑、建功警营的坚定信念和青

春理想。

2014 年 10 月 1 日，两位特殊的客人被

邀请到了中队“点赞会”现场，他们是罗生芳

老人和他的儿子罗正廷，父子两人先后参加

过青藏公路整治改造和青藏铁路二期建设

工程。去年 9月，罗正廷又将他的儿子罗昌

强送到了中队，守护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

方。“爷孙三代”的“昆仑情”激起了官兵的强

烈共鸣、如潮掌声。

“孩子，这里这么艰苦，工资也就 5000

多元，回家帮妈经营生意吧!”湖南籍战士文

庚去年二期士官将满，怕儿子年底不复员回

家，7 月底母亲就早早赶来给他做工作。作

为家里的独生子他很理解母亲，但在中队呆

了 8年的他，更明白自己最需要什么。他含

着泪对母亲说：“妈，我真的还想留下来，不

是为了钱!我真的很爱隧道、很爱战友，我的

青春属于昆仑山!”

笔者感到，终有一天，他们也会不得不

离开中队，但他们的灵魂就像昆仑山生长着

的芨芨草一样，已经把根深深地扎进了昆仑

山的泥土里！

有一种追求叫“过硬”

值守昆仑隧道的中队官兵深知：在环境

恶劣的昆仑山上“执勤守隧”，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光靠满腔的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

练就过硬的本领，方能确保遇有突发情况从

容应对、处置无失。

2013 年，支队组织狙击手大比武，当时

还是上等兵的路豆主动向中队申请参加比

武。训练场上，一个简单的射击动作，他每

天重复上百次；为提升专注力，他不厌其烦

地练习针穿米粒、报纸寻字……功夫不负有

心人，比武中他一路过关闯将，取得了第 9

名的成绩，成为支队此次比武唯一取得好名

次的义务兵。

实战是检验、提升训练成效的唯一标

准。在中队，“实兵演练”一直都扮演着训练

“裁判员”和“寻差强能”的角色。

在一次雪中抓捕嫌犯演练中，班长刘利

浩带领全班一马当先：扰乱敌心、果断击发、

命中次要、制服嫌犯……战斗顺利结束。在

一片赞扬声中，新兵王永富却有了不同的看

法：“雪中视野受限，使用枪弹不仅效果不

好，还容易造成误伤。”

王永富的“不合时宜”如醍醐灌顶。于

是，“庆功宴”变成了“研讨会”。在几番深入

的探讨之后，中队决定成立 2 个擒敌突击

班，着重开展空手对白刃、一招制敌等近身

格斗训练。当月，成了“功臣”的王永富登上

了中队训练光荣榜。

多年来，中队官兵坚持用实战眼光看待

训练，相继总结出了“情况处置梯次增援

法”“紧急避险六法”“除雪盲四口诀”等许多

宝贵的经验做法。

在日复一日的执勤中，中队官兵还熟

练掌握了“听音辨位”法，练就了“只要听声

音就能判断出火车到达的概略时间、是货

车还是客车、是上山还是下山”。凭着这项

绝活，中队官兵先后成功处置了 10 多起突

发事件。

有一种担当叫“血性”

面对危险，中队官兵总是毫不顾忌、毫

不退缩，敢于上、向前冲，个个英勇顽强、不

怕牺牲。

2011年 10月，官兵在翻越雪山时，突然

遭遇暴风雪。士官刘雪鹏回忆说，当时天昏

地暗，真有种世界末日的感觉。在暴风雪

中，人根本站不稳，只好全部趴下。狂风卷

起雪粒直往脖子里灌，大家紧紧地掐着衣

领、捂着棉帽……

风雪稍稍减弱了些，官兵们纷纷抖落

身 上 的 积 雪 ，但 小 刘 却 坐 在 地 上 不 愿 起

来：“队长，我想睡会儿！”张斌急了，含着

泪恳求道：“不能睡啊！睡了就再也起不

来了啊！”那天，小刘是在大家的搀扶下走

回营区的。但第二天，他又跟着队伍巡逻

去了。

即使面对手持凶器的嚣张歹徒，官兵

也毫不顾生死，果断“亮剑”。2012 年 7 月

20 日，官兵配合公安机关在西大滩堵截一

名在逃抢劫犯。恼羞成怒的劫犯，拔出一

把锃亮的利刃挥向战士郭志鹏，原指导员

朱运来一把推开小郭，右手被歹徒挥来的

利刃划中，顿时鲜血直流。但他强忍疼痛，

一声大吼，勇猛向前，一个卷腕夺刀将劫犯

制服。

“宁可生命透支，不让使命欠账。”中队

官兵一直保持着、恪守着、践行着这样的血

性准则。9 年来，中队官兵始终视“守隧”使

命胜过生命，在危险和困难面前戮力向前，

武装巡逻无人区铁道 3200多次、累计行程 2

万余公里，排除铁路落石、野生动物上道、铁

轨冻冰等险情 236起。

“生命禁区”镌刻忠诚
武警青海省总队二支队十七中队官兵昆仑山隧道上勤纪实

□ 王金兵 刘晋磊 陈延杰■军中典型

在晴川历历、芳草萋萋的武汉光谷腹地，有一支特

别的“红色娘子军”，她们胸怀万里江山，坚守三尺讲

台，高擎创新理论的鲜红旗帜，带头践行“四有”革命军

人要求，为打造坚定举旗人、合格接班人默默耕耘、布

道播火，有力推动了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主席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在基层官兵和群众中落地生根。

她们就是武汉军械士官学校的女政治教员团队。

把信仰之根扎深立稳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因为它汲取的是红色营养，

传承的是红色基因。

娘子军佘颖颖有个小红本，被官兵形象地称为

“掌上的习大大”。小红本的扉页上醒目写着：“红，

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行动。”这是红色娘子军共同

的心声和追求。十八大以来，为了紧跟党的创新理

论步伐，佘颖颖开始一点一滴记录着习主席重要讲

话，不断更新动态，及时总结梳理。如今的小红本成

了娘子军们理论学习的宝典。今年 4 月，在娘子军们

的推动下，小红本变身网络版《习主席系列讲话检索

系统》，正式上线后，日点击突破 2000 次，成了官兵精

神“补钙”的优选平台。

面对社会众多鱼目混杂的声音，为了让正确的话

语更加洪亮，娘子军们有自己的“定盘星”和“导航

仪”。娘子军李莉的“百宝盒”就是一个“秘密武器”。

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报刊网络微信上，只要看见或

听见消极的、质疑的、别有用心的信息和声音，她就会

记下来放进这个“百宝盒”，回头和大家一起探讨解

决。这些问题为传播创新理论竖起了标靶，也为娘子

军坚定主心骨打上预防针和强心针。

“问题倒逼、问题牵引，让人更警醒，更激励着政治

教员铸牢灵魂教书育人。”李莉感慨地说。

红色娘子军还注重精神加餐，聘请南京政治学院

何怀远、国防科技大学易金务、装备学院郭大方和装甲

兵工程学院满开宏等专家教授为顾问团，每逢疑难问

题都会主动取经问路。她们建立了固定的“红色学习

日”制度，每周四晚上集中研讨理论热点难点问题。

政治工作教研室主任关雅囡告诉笔者：“每当遇到

这种社会热点问题，我们都会展开激烈的讨论，甚至安

排分组辩论，让大家在相互启迪中澄清思想迷雾，增强

政治定力。”如今，“红色学习日”已坚持了 4年之久，从

未中断过。

将课堂阵地打牢盘活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李晓，我们教研室有三多，李

姓多、年轻人多、女的多，而我是集这三多于一体的‘李

三多’。”在新开的《军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上，李晓的自我介绍迅速拉近了距离，消除了“政工课

能讲出什么新意”的疑问。凭着幽默不失严谨的教学

风格，李晓一点点征服了学员的心。一次聊天中，她得

知一些学员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利于全面发展，便结

合严守纪律课，开展了“评一评我身边的‘严守纪律之

星’”课堂活动。专门安排这些学员作候选人，借鉴选秀节目设置了风采展示、亲友团拉票环

节。学员们热情高涨、全力以赴。课后大家纷纷感慨：“上李教员的课真带劲！”

三尺讲台不大，却影响着军队“脊梁”的未来；士官教学层次不高，却关乎装备保障的

明天。

“士官大讲堂”是“红色娘子军”倾心打造的特色舞台。从 2009年开始，每周三晚与士官

学员相约。6 年间，先后邀请军事科学院罗援将军、著名作家二月河、南京政治学院姜延军

教授等作辅导报告，80 余名学员、战士走上讲台。截至目前，士官大讲堂先后举办 160 余堂

辅导讲座，参与人数超过 3万人次，成为学员磨砺淬火的熔炉、筑梦扬帆的港湾。

“舆论阵地你不占领就会被敌人占领。”娘子军的“领头羊”之一何颂经常警醒大家。为

了在网络时代牢牢掌握话语权，娘子军们在 2015 年伊始，创办了面向广大学员和基层官兵

的“红色娘子军”微信公众号，通过转载权威理论解读、时政要闻、文史知识和精美图文，占领

学员“微”思想和“微”心理阵地。

在每年的红安军政拉练中，娘子军们都会为学员精心准备精彩纷呈的课目。今年 5月，

红安县七里坪中学的大草坪上，娘子军黄贻苏为大家精心编排策划了“红安革命故事会”，士

官学员激情澎湃地讲解了“持梭镖上战场”“为了 6毛钱作检讨”和“扁担俘敌”等鲜活的英雄

故事，持续激发学员的血性。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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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陆军第 40 集团军某炮兵旅

首批新战士，肃立在董存瑞雕像前，一起聆

听英雄的故事，在铿锵对话中净化心灵、砥

砺精神、获取力量。

“官兵上的第一堂教育课是听英雄故

事，读的第一本书是《英雄谱》，参加的第一

个活动是参观英雄事迹展，组织的第一次宣

誓是争做英雄传人……久久为功，铸就勇敢

顽强、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集团军政委徐

贵福说。

这支因为张思德、董存瑞、雷锋和“岳烟

三勇士”“兴济七壮士”而闻名的部队，有着

一个坚如磐石的思路，官兵平时生存的环境

离英雄越近，就越能萌生英雄情结。

在各个旅团营区，成百上千个灯箱展示

的是清一色的英雄模范人物；数十个文化广

场，210多个巍巍雕像栩栩如生，3万多米文

化长廊围成蔚蓝壮观的“英雄园”，内植郁郁

葱葱的“英雄林”，外绘动人心魄的“英雄

墙”……将士们行走在这儿，“英雄”二字不

时闪现。置身其中，热血沸腾，一股向上的

磅礴力量在内心升腾。

前不久，集团军建制班大比武大幕开

启。某摩步旅大学生士兵黄建锋所在班上

场那天，他突发胃肠感冒，高烧 41℃持续不

退，但他咬牙坚持完成 4 个课目的比试，并

以超过第二名 32秒的成绩夺得武装越野的

冠军。跑到终点之时，他一头栽倒在坚硬的

石板地上。

戴着英雄花的黄建峰，被请进旅“红军

血脉”电视台直播间，作为“身边的英雄”栏

目嘉宾与战友谈使命话责任。他英雄无畏

的先进事迹，还被业余文化骨干拍成微电

影、编成小品和相声发到集团军政工网上，

点击量超过 2万人次。

“英雄的爆发往往只在一瞬间，而英雄的

培育却需要持之以恒。”秉承这一理念的集团

军政治部主任许凤元，发动各个部队汲取部

队驻地丰厚的英雄文化，建立起以辽沈战役

主战场为主的“辽沈大课堂”、塞北古战场为主

的“塞北军旅文化圈”等15个英雄精神实践教

育基地，邀请230多名老英雄、老模范登台为

优秀士兵、优秀干部戴“英雄帽”；评选表彰“学

雷锋标兵”“董存瑞式尖兵”等时代英雄人物，

组织撰写“英名录”“功臣榜”，营造出人人可当

英雄、人人争当英雄的浓厚氛围。

2010 年 8 月，如注的暴雨停歇，与洪水

决战决胜的殊死搏斗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某摩步旅长张国忠和政委毕可弟走上堤坝，

将首批 32 枚金光闪闪的“张思德奖章”，逐

个戴在满身泥巴的抗洪勇士胸前。

伴随着五年的时光流转，张思德奖章颁

出358枚，不忘英雄传人的教诲牢记在胸，顽

强拼搏的英雄精神不断发扬，使全旅官兵超

越“要我做”的层次，进入“我要做”的境界。

满心欢喜走进特战营的勾喜峰，第一次

攀爬高楼手上磨出血泡，就打起退堂鼓，接二

连三逃避训练。可是，当他看到一枚枚“张思

德奖章”戴在与他同年兵胸前时，羞愧地低下

了头。从那一刻起，他决心成为一名“困难面

前作风不软、生死关头骨头不软”的尖兵。

一心向着目标勇往直前的人，整个世界

都会给他让路。两年后，身上落下 11 块伤

疤的勾喜峰，不仅光荣地戴上“张思德奖

章”，还当上尖刀班班长。

血与火，淬炼军人的胆气与豪迈；生与

死，考验军人的血性与担当。曾经连夜路都

不敢走的二连战士刘建华，前不久在车站送

战友时，面对持刀闹事的歹徒临危不惧，与

派出所人员一起将其擒获。他事后对人说：

“人生就应该荡气回肠走一遭。”

经风雨、受历练，砥砺着官兵的豪气与

霸气，也倍增着“垂示范而励来兹”的英雄价

值。不久前，某装甲旅参加“跨越—2015·朱

日和 F”实兵对抗演习，官兵们直面刀尖上

舔血的考验，在 20余人出现骨折、头部受伤

等流血的情况下，取得所有参演部队中得分

最高的成绩。如今，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军

人不怕牺牲、敢冲敢上铁血精神的英雄故

事，被写进集团军军史，成为官兵心目中的

“战狼”。

永远和英雄在一起
陆军第40集团军弘扬英雄文化纪事

□ 林少聪 特约记者 姜玉坤 杜善国

科技日报讯 （李奎 关振涛）武警河南总队新乡支队衡量抓基

层建设效果不看汇报材料，只问是否达到战斗力标准，使过去一些

机关抓基层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得到有效遏制。近日，在交接班会

上，2名机关干部因蹲点只重面子工程而受到通报批评，3名把功夫

下到战斗力提高上的干部受到表扬，8名机关干部在指导基层中提

出的 18条建议被采纳。

“抓基层要抓出实效，就必须注重打基础、使实劲，力戒形式主

义和一切不实际的做法。”这是党委“一班人”的一致意见。该支队

建立起抓基层质量责任追究制度，在抓基层中，谁出现做虚功、不务

实、抓基层效果不明显等情况，板子就打到谁身上，年底不能评功评

奖，不能提前晋升；对于抓基层效果显著者，在职务晋升，立功授奖、

晋级调衔等方面优先考虑。同时，支队党委每季度召开一次基层建

设形势分析会，常委每月给机关干部讲一次课，机关干部每季度汇

报一次抓基层的情况。

武警河南总队新乡支队

用战斗力标准抓基层成效

9 月 21 日，武警工程大学训练基地

新训六营黑板报展评前，一幅幅速描引

来了学员们的驻足围观。前不久，大学

政治部主任沈德富少将亲自到训练基地

与新学员共进晚餐、辅导讲座和交流互

动。该营 11 连新学员林勃辰结合自己

亲身与首长交流的经历，用素描之笔，形

象地勾画出了将军关心关爱新学员，激

发广大官兵学习训练热情的感人情景。

林勃辰今年以超出当地一本线 29

分，考入了心中梦寐以求的武警工程大

学。但面对艰苦紧张的军校生活，以及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不禁打起了退

堂鼓。这时，大学政治部沈主任来到新

学员中间，他结合自己 35 年来从学生兵

成长至今的历程，从“远大理想要不要？

选择军校对不对？当兵习武到底苦不

苦？钢筋铁骨到底练不练？”四个方面给

大家作了专题辅导，并就当前基层普遍

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与 2000 多名新

学员进行对话交流。小林作为其中一名

新学员感触颇深。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是时

下一句社会流行语。如今社会纷繁复

杂，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并存，如何保证

军校学员又红又专？”“9 月 3 日，中国

隆 重 举 行 纪 念 抗 战 胜 利 70 周 年 大 阅

兵。70 年前，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价值，是任人宰割、任人欺凌的，可是

现在呢？49 个国家派出代表团、30 多

个国家元首出席，它展示了中国的强

大。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

的人生，要把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命

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国家好了，国家强

大了，我们个人才有前途和命运，我们

要在纷繁世界里找准自己的定位，要

弘扬正能量，走正道，干正事，这就是

价值所在。”小林心中第一个疑问，不

仅随着与沈主任心与心的交流而化解

开了，也让他懂得只有把个人梦融入强军梦，才能实现一名军人

的真正价值。

起初让小林起了“离心”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感到大学规矩太多，

吃饭要排队，走路拐直角，见了干部要敬礼，早上起床要按时，没完没

了的整内务、站军姿——特别是听到考上地方大学的同学对校园生

活的轻松描述，更让他觉得自己走错了路、进错了门。“部队规矩再

多，只要你不去碰它，就会过得舒坦。就像我们身边许多法律条文一

样，你自觉遵守了，就不会感到处处受到约束。”专题辅导中，沈主任

的讲解，既让他懂得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也让他坚定了留

下来的决心。

“学习这么苦，训练这么累，让我怀疑当初自己的选择……”“吃

苦就像拦路虎，你无所谓，那它就是一只纸老虎。你们将来都是未来

的武警部队的一线指挥员，对大家来讲，要的不是一点点变化，不是

一般的改良，而是完全的、彻底的转变，是脱胎换骨般的凤凰涅槃，这

样才能履行好军人的神圣职责，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在与

将军面对面的交流中，不禁让小林心潮难平：“我的梦想就是在部队

百炼成钢，时刻准备驰骋疆场。从现在开始，我就要为将来奔赴战场

储备能量！”

教育细无声，深深触灵魂。入学入伍一个月以来，随着一个个心

中疑团的破解，小林从懵懂少年到内务标兵，从独来独往到融入集

体，从害怕苦累到训练标杆，实现了顺利“转身”。从小喜欢素描的

他，拿起手中的笔将首长关心关爱学员，激发大家训练热情的火热场

面画下来，勾画出了一幅幅强军奋进图。

我
为
将
军
画
个
像

□

张
锦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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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廷

武汉军械士官学校“红色娘子军”在集体备课。 李浩摄影报道

科技日报讯（邢驰川 李跃庭）近日，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全

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上，由装甲兵工程学院学员

曾圆、张凯、杨茗皓等 3名学员设计制作的“坦克加温器废弃过滤净

化装置”获得一等奖。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国 281 所高校的 2534 件作品参赛，该院作

为唯一一所军事院校参加了此次比赛。近年来，该院先后投入

200 多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搭建集创新性、专业性、启发性于一体

的学员创新平台，每年举办科技文化节、电子设计竞赛、数学建模

竞赛、信息化主题演讲比赛等系列活动，进而提升学员的创新能

力和发展后劲。该院积极鼓励学员参加各种国内外、军内外竞

赛，让学员在参赛中提升素质，锻炼能力。2010 年以来，该院学员

先后荣获国际级奖项 204 人次，国家级奖项 565 人次，军队级奖项

198 人次。

装甲兵工程学院学员项目

获大学生节能减排竞赛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