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扇营门，一方哨位，山河永固，坚守永在。
近年来，驻区部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守好祖国“北大门”、首都“护城河”，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为

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即日起，本报开设《北疆国防》专版，每月一期，全方位、多角度挖掘、报道驻区部队在国防教育、军队建设、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助力自治区完成好两件大事等方面的有力举措、先进经验和丰硕成果，凝聚维护国家安全的磅礴力量。

把新闻写在火热军营，把温暖送进官兵心坎。亲爱的读者，我们热切期待着您的关注和参与，让我们在日新月异的万千气象中，共同触摸新时代
人民军队基层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劲脉动。

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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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上校进百校 爱国种子植心田

穿越染毒地带训练。 徐亮 摄

实弹射击训练。范兆阳 摄

骆驼骑乘训练。 王鞅 摄

□本报记者 许敬 通讯员 陈发海

数九寒天，暖流涌动。近日，在内蒙古武警某部，一场由呼和浩
特警备区牵头组织的医疗健康义诊活动火热进行，来自内蒙古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11个科室的专家为官兵们把脉问诊并赠药。

“这是我们响应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双向奔赴 服务官
兵’倡议，联合武警内蒙古某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的第一次活
动。”呼和浩特警备区负责人说，军地有关部门将继续创建和打造医
疗乌兰牧骑“‘双向奔赴’医疗行”党建文化和志愿服务品牌，把优质
医疗资源带到“最可爱的人”身边。

呼和浩特市始终把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作为社会和民生建
设的重要内容，千方百计排忧解难。完善各项双拥制度，巩固发展
军政军民关系，积极服务驻区部队各项建设，努力解决“三后”问
题，用实际行动诠释拥军优属光荣传统。

让军人不为后路担心。各地各单位主动增强拥军意识，尽职
尽责服务退役军人。武川县委书记杨星晟说：“2023年，我们妥善
安置11名退役军人、帮扶92名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让军人不为后方分心。5年来，呼和浩特市政府拿出近200个行
政事业岗位安置了近百名随调家属，拿出部分国企岗位安置随军无工
作家属，使一大批官兵告别了常年两地分居和家属无工作的困扰。

让军人不为后代忧心。2020年，为建立完善军人子女优待政
策，呼和浩特警备区联合市教育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印发《呼和浩
特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细则》，明确了优待范围、形式、标准
等。近年来，已有1180多名军人子女按意愿入学入托。

让“最可爱的人”没有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陈春艳 通讯员 徐雄英

“一名老干部意外摔倒，需要现场进行创伤包扎、建立静脉通路！”
一声令下，来自内蒙古军区第二干休所的参赛选手迅速展开救护演练。

为进一步加强休干系统队伍建设，提高工作人员服务保障能
力，近日，内蒙古军区休干系统精心部署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活
动。竞赛设置基础体能、医疗救护、车辆排故、炊事烹饪4大类12个
比武竞赛项目，来自各干休所各工作岗位的80余名选手齐聚练兵
场，赛业务水平、比保障技能。

在军事基础体能考核现场，参赛选手们斗志昂扬、互不相让，
3000米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皆是体能与意志的比拼。

“3号楼201户老干部突发心衰，请紧急前往救治！”“智慧养老”系
统发出警报，医师于春雨、护师侯婷婷迅疾启动应急预案，依托一人一
册保健档案开展病情判读、心肺复苏、担架转运，科技赋能、操作准确，
全流程“精、准、快”。

与此同时，炊事技能比武也拉开了帷幕。生火、切菜、烹饪,炊
事员纷纷亮出“拿手绝活”，锅铲翻飞、灶火熊熊。煎、炒、蒸、炸、
煮、焖……一道道菜品端到了评委面前。

以比促训、以考促练、强能补弱，内蒙古军区休干系统立足岗
位练精兵，温情服务强保障，把工作做到了老干部心坎上。

训练场上尖兵对尖兵

□佚名

我是被“骗”进军营的。人生能有一次骑着骏马在“天苍苍、野
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弛骋，既英武帅气又气势
磅礴，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每每想起接兵干部的这句煽情
的话，我都情不自禁地激动。

1999年我就打起了报名参军的主意。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
家人时，家里人都不同意，尤其是我奶奶，不是怕我吃不了苦，而是
担心我。可我就是死心塌地要干成一件事，十匹马都拉不回来。
结果，我是痛快啦，可奶奶她老人家却因为想我病了很长一段时
间，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对不住她。

在澳门回归的那天晚上，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它载着我的梦
想，驶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从
此，我便与大漠、草原、边关有了难分难解的军旅情缘。

忘不了，第一次走进边关军营时由兴奋变成失望的木讷，这里
没有草原，只有戈壁滩和光秃秃的山；忘不了，第一次在班长帮助
下将草绿军被叠成豆腐块的感动，这里没有亲人，只有亲密无间的
战友情谊；忘不了，第一次骑上骏马时的激动，豪情壮志瞬间充满
全身……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我从一名懵懂青年，成长为一
名合格军人，也从八千里边防一线走进团级、师级、军级的机关。

是这片热土给了我不竭的动力。这里的蓝天白云滋养了我宽
广豁达的草原胸怀，这里的大漠戈壁磨砺了我不屈不挠的胡杨意
志，这里的雨雪风霜贯注了我坚忍不拔的骆驼品格，这里的厚重文
化底蕴给予了我勇往直前的骏马雄风。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那些
散落在群山之中的营盘、哨所，以及矗立在“生命禁区”的界碑、界
桩，虽历经岁月侵蚀依然挺拔傲立；那些遍布沙漠戈壁的古要塞、
古战场、烽火台，像黑城遗址、高阙塞、元上都遗址、秦汉长城……
无一不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和戍边人的金戈铁马。

我想起了那一茬茬义无反顾走进边防，又依依不舍离开边防的
战友，他们一入伍就在人迹罕至、荒凉寂寞的边境线，一干就是十几
年，甚至二三十年，用双脚反复丈量着祖国北疆的每一寸土地。

我想起了长眠于此的张良、李相恩、杜宏等“北疆卫士”，他们
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边防事业，用青春和热血爬冰卧雪战
风斗沙书写军旅的荣光，用流星般的火焰刻画出生命的灿烂。

边关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假如再重新选择一次，我还会心
甘情愿地被“骗”一次，还会义无反顾地走进大漠戈壁，走进林海
雪原……

那一抹无法割舍的记忆

以尺寸之功积千秋之利
——内蒙古军区组织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参与生态建设纪事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林海幽深，草原辽阔，大漠浩瀚……
祖国北疆风光独特，美如画卷。

作为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
全的生态功能区，内蒙古的生态状况
如何，不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
发展,而且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
全国生态安全。近年来，内蒙古军区
组织全区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
积极参与地方生态建设，持之以恒防
沙治沙，以尺寸之功积千秋之利，筑牢
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

牢记嘱托向绿而行

有些关怀，让我们永远铭记于心。
时光回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

度重视内蒙古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对
内蒙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中，
关注最多、论述最多、部署最多的就是
生态文明建设，赋予内蒙古建设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

殷殷嘱托，重如千钧。全区上下
以强烈的感恩之心和奋进之志，扛起绿
色使命，铆足劲头、苦干实干，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树林一天天扩大、沙地一天天缩
小，大家打心眼里高兴。治沙造林，我
们会一直坚持下去！”近日，巴彦淖尔
市杭锦后旗双庙镇的民兵李军国说。
这些年，他和妻子在乌兰布和沙漠边
缘植树固沙，培育经济林木，绿植面积
已扩大到近 300亩，不毛之地焕发勃
勃生机。

巴彦淖尔地处华北、西北结合部，
是“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的重要节
点。据巴彦淖尔军分区机关负责人介
绍，进入新时代，巴彦淖尔军分区机关

和杭锦后旗人武部、磴口县人武部在
乌兰布和沙漠东北部先后种植沙枣、
梭梭、柠条等苗木 30余万株，筑起一
条长48公里的防风阻沙林带。

“要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
功，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
奇迹，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屏障
构筑得更加牢固，在建设美丽中国上
取得更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巴彦
淖尔考察并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
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
设座谈会上的殷殷嘱托，广大部队官
兵谨记在心。

内蒙古军区把参与生态建设作为
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持续向荒山进军、为沙漠播绿。”

近年来，内蒙古军区组织部队官兵
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积极投身地方生态建
设，先后参与60余个生态基地和胡杨林
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已
累计完成50余万亩生态林建设。

一茬接着一茬干

长420公里、宽1至10公里，横跨
5个旗县的生态防护林带，在浑善达克
沙地南缘筑起一道坚固的绿色屏障。
从2000年开始，锡林郭勒盟依托京津
风沙源治理、两大沙地治理和草原生态
修复等一系列工程，完成治沙任务535
万亩，沙化得到基本遏制。

绿进沙退，曾经的风沙源，实现了
“沙中找绿”到“绿中找沙”的转变。这也
有锡林郭勒军分区官兵的一份功劳。

去年10月26日，浑善达克沙地歼灭
战现场推进会召开当日，锡林郭勒盟坚
决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重点工程
2023年秋季会战启动。

“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是建
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之

举，军分区全体官兵将和驻地干部群众
一道，坚定必胜信念，坚决完成任务。”锡
林郭勒军分区干事李战涛话语铿锵。

位于我区东部的赤峰，浑善达克、
科尔沁两大沙地穿境而过。治沙不仅
要有滚石上山的精神，还要有科学的方
法。如今有了科技助力，挖坑机钻土挖
坑、无人机飞播种子、水枪在沙地冲出
种植树孔等方法，大大提高了防沙治沙
质效。打赢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
灭战，全体官兵信心满满。

“打好浑善达克、科尔沁两大沙地
歼灭战，我们要发挥民兵队伍成建制、
能突击、肯吃苦的优势，积极参与草原
沙地综合治理、退耕还林还草和退化
草原生态修复等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赤峰军分区负责人表示。

驻区部队官兵一茬接着一茬干，
持续巩固集宁植树基地、商都植树基
地等生态基地建设成果，主动参与“乌
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保护岱海母亲湖，我们在
行动”等，逐年加大阿拉善左旗“青年
世纪林”、杭锦旗防沙治沙示范基地、
兴安盟“爱民生态林”建设力度，形成

“东部抓水土保持和小流域治理、中部
抓绿化荒山、西部抓防沙治沙”的生态
建设格局。

沙窝窝产出“金蛋蛋”

隆冬时节，行走在广袤的腾格里沙
漠，沙拐枣和红柳坚挺的枝条迎风摇曳。

阿拉善军地 20 年如一日推进治
沙造林、兴边富民工程，建设“青年世
纪林”“军民生态林”，腾格里沙漠东缘
现已形成一道长约 3万米、宽约 4000
米的绿色长廊。

时间回到2001年春天，时任阿拉
善军分区司令员李旦生带领官兵奋战多

日，在腾格里沙漠东缘种下30亩耐旱灌
木，开启与腾格里沙漠的绿色情缘。

“快看，活了！”第二年春天来临，
星星点点的绿芽给官兵带来无限希望
和动力，当年植树造林面积增至 400
亩。涌动的绿色，成为漫天黄沙里最
动人的风景。

经过20多年的接力攻坚、治沙播
绿，广大官兵在这片“生命禁区”创造
出绿色奇迹。如今，由政府统一规划
和指导，阿拉善军分区、盟林业局和
生态建设专业组织牵头建设的梭梭
苁蓉产业基地、沙生灌木采种基地等
五个基地已初具雏形。

“梭梭树是防风固沙的耐旱植物，
还可以孕育‘沙漠人参’肉苁蓉。”阿拉
善右旗巴丹吉林镇民兵谢宝民说，
2004年，他在旗政府和人武部的支持
下，积极退牧还林、发展特色生态产
业，并承包草场治沙造林，经过多年苦
心经营，柠条、甘草、苁蓉等林间经济
作物已创收10多万元。

阿拉善军分区还联合军地单位，帮助
农牧民建设生态种植养殖合作社，打通

“种、养、育、订、运、销”链条，形成“基地+合
作社+农牧户”的产业模式，为集体经济注
入循环发展的动力。

沙窝窝产出“金蛋蛋”，林业基地
成了“绿色银行”，保护生态与改善民
生步入良性循环。“山绿了，沙漠小了，
牛羊肥了，产业多了，农牧民的收入增
加了。”阿拉善军分区负责人说，“老百
姓生活富裕了，人心也就稳定了，固边
守边的意识自然就强了。”

久久为功，换来生生不息。内蒙古
军区广大官兵牢记习近平主席的嘱托，
一茬接着一茬干，巩固和发展“绿进沙
退”的好势头，持续为筑牢祖国北疆万
里绿色长城作贡献，永做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
行者。

□见习记者 高辉 通讯员 许博

“听了周叔叔的英雄事迹，让我打
心底敬仰英雄、感恩英烈。今后我要
向英雄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023年 12月初，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
旗第二完全小学三年级学生王旭翔听
完旗人武部政委朱进泽宣讲的周昆训
烈士事迹后激动地说。

朱进泽介绍：“在乌拉特后旗第一
完全小学、第二完全小学，以‘学主席回

信，听英雄故事，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
题，利用图文声像立体多维开展宣讲，
让学生深扎爱党爱国爱军爱社会主义
的思想根子。师生们听得很认真，不少
学生都流下了眼泪。”

这是内蒙古军区开展“百名上校
进百校”活动的一个缩影。自2023年
3月活动启动以来，内蒙古军区所属
团以上单位的上校军官纷纷走进区
内 160多所“军民共建民族团结示范
校”和 82 所“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
校”，开展系列宣讲活动，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内容，宣传普及国防知识，引
导广大青少年弘扬优良传统、厚植爱
国情怀。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系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至关重要。”内蒙古军区政
治工作局有关负责人说，军官们根据不
同年龄段学生接受能力差异，分门别类
编写教案讲稿200多套，同步利用好线
上平台，通过“传统+科技”强化师生国
防观念。

除此之外，军官们还指导军训教
官开展学生军训，协调开展“军营开放

日”活动，组织“国旗班”每周一举行升
旗仪式；策划青少年军事冬（夏）令营、

“青春边关行”“守望相助·北疆有我”等
国防实践活动。

内蒙古军区各级在组织“百名上
校进百校”活动的同时，先后投入经费
400 多万元建设了“校园爱国主义和
国防教育活动室”、英模墙、国防教育
长廊、国防读书角等红色阵地，打造了
军区“北疆忠诚卫士”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防教育，增强青
少年的国防意识，激发爱国热情。

磨砺斗志

近日，阿拉善、呼伦贝尔、鄂尔多斯军分区组织现役官兵、文职人员、武装专干、民兵开展冬季适应性训练，按照“实案化演
练、全过程检验、全要素评估”的思路，全面锤炼部队，磨砺斗志，增强作战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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