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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北疆大地“长城故事”聚焦

文苑

□杨佩潇

晨光洒满内蒙古大地，唤醒了沉睡中的哨楼。我，一名
武警内蒙古总队赤峰支队某基层中队的普通战士，正站在哨
位上，目光如炬，紧握手中的钢枪，守望着这片宁静的土地。

大学毕业后，为了实现自己穿上军装、手握钢枪的梦想，
我携笔从戎毅然入伍，迈出了人生中最坚实的一步。或许是
被荧幕上的英雄渲染得热血沸腾，让我以为军人的生活便是
无尽的训练与战斗。然而，现实却让我明白了军人的另一种
使命——坚守。

成为一名武警战士之初，除了每天要刻苦训练外，还需要至
少站岗4个小时。站岗，这个简单却神圣的任务，赋予我前所未
有的责任感。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我学会了坚韧与担当，明白
了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都在为一方安宁默默奉献。

回想起第一次站岗，我和战友步伐整齐、昂首挺胸向哨
位出发，小小的岗楼矗立在墙角，像是时刻警戒的堡垒，更像
是我上阵杀敌的战位。记得有一次，我发现一位青年试图用
手机拍摄营区，便立即上前制止，坚定而礼貌地要求他删除
录像，并耐心解释了其中的必要性。我的举动得到了中队的
肯定，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坚定站好每一班岗的决心。

每逢节日时执勤，面对万家灯火、漫天烟花，我心中难
免会涌现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家人的牵挂。但我知道，哨位
就是我的战场，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用忠诚与勇气，守护
这片安宁。

我，一名哨兵，虽身处平凡，却心系祖国北疆。我愿将
青春与热血，洒在这片我深爱的土地上，用实际行动诠释

“忠诚、奉献、无私、无畏”的铮铮誓言。在这条漫长的守望
之路上，我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因为我深知，正是这无数
个平凡的日夜，铸就了国家的安宁与辉煌。

只为那一份守望

鱼水情

□本报记者 郝佳丽 通讯员 马惠敏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们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
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一曲《南泥湾》回荡在内
蒙古军区第二干休所，赢得大家阵阵掌声。

近日，内蒙古军区干休所区域医疗保健中心为驻呼老
干部们举办了一场聚会活动。多年未见面的老同事、老战
友、老朋友相互诉说着彼此的思念，大家一起品茶聊天、拍
照留念、体验智能游戏，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住在内蒙古军区第四干休所的郭慧文和住在第二干休
所的张静仪是好朋友，过去经常走动，后来因张静仪身体原
因，多年未联系，这次来参加聚会，郭慧文最想看看张静
仪。虽然张静仪因病痛折磨记性不好，但当见到郭慧文时，
立刻叫出了她的名字，这一幕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郭慧
文动情地说：“这样的活动真是办到我们心坎里了。感谢
党、感谢组织，为我们创造这么好的条件，提供这么好的服
务，我们感觉特别幸福。”

前不久，内蒙古军区干休所区域医疗保健中心医护人
员巡诊时，总有老干部询问居住在其他干休所的老战友、老
同事的近况，有的反复念叨：“如果能把大家聚在一起，见见
面、聊聊天，那就再好不过了。”“老干部的需求就是我们努
力的方向。”内蒙古军区干休所区域医疗保健中心的刘如
说，以后尽量多举办类似活动，让老干部们多交流感情，促
进其身心健康。

“这样的活动办到我们心坎里了！”

□本报记者 杨柳

“升国旗仪式开始！”“齐步——走！”近日，包头市石拐
区苏蒙实验学校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升国旗仪式。清
晨的阳光洒满校园，800 余名师生和家长整齐肃立，由现
役官兵和小学生共同组成的护旗方队迈着铿锵的步伐向
国旗台缓缓行进，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
冉冉升起。

升旗仪式结束后，200名学生组成的方阵进行军体拳
展示。“准备格斗，弓步冲拳！马步横打！”学生们挺拔的身
姿、矫健的动作、嘹亮的“杀”声，赢得阵阵热烈掌声。

这是包头市石拐区人武部联合石拐区委宣传部与驻区
部队，共同开展“国防育青苗，同筑强国梦”主题活动的一幕。

今年以来，包头市石拐区人武部联合石拐区委宣传
部、石拐区教育局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共同向辖区
3所学校推出“国防教育套餐”，包括开设一个国防教育图
书角，建立一处国防教育橱窗，举行一次主题升旗仪式，
开展一次军事体能训练，组织一次国防教育宣讲，通过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浸润少年心田，激发学
生的爱国情怀。

为进一步关怀和支持学生，包头市石拐区人武部还采
购了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送到学生手中，勉励他们努力学
习，不断增强自己的学识、提升自己的能力，长大后为国防
建设贡献力量。

包头市石拐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孩子是祖国的
未来，承载着人民的期望和历史的重任。在未来的工作中，
石拐区人武部将不断丰富宣传形式和内容，深化国防教育
内涵，持续开展国防教育宣传进校园活动，引导更多少年儿
童提升国防意识，激发爱国热情，营造关心国防、支持国防、
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

国防教育润青苗

视界

联编联勤联编联勤 稳边固防稳边固防

7月上旬，兴安军分区在兴安盟科右前旗举行民兵联编联勤规范
化现地观摩会，通过组织开展民兵参勤演练、联合行动演示、勤务组织
等训练课目，进一步提高民兵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近年来，兴安
军分区全面统筹边防管控力量，持续开展民兵联编联勤活动，强化军
地协作机制，不断强化控边合力，进一步筑牢边境地区安全防线。

本报记者 安寅东 通讯员 陈晓雪 摄影报道

巡逻组对可疑印记进行检迹巡逻组对可疑印记进行检迹。。

民兵与移民管理警察联合编组民兵与移民管理警察联合编组。。

联合巡逻联合巡逻。。

红色研学

□本报记者 陈春艳 通讯员 韩国贤 贺志国

驱车行驶在阿拉善盟额济纳，窗外的戈壁滩苍茫、
辽阔，远处，城墙和关隘不时闪现。

这里是居延汉长城，沿黑河由西南向东北穿
戈壁、越沙漠，断断续续蜿蜒而去。

如今，内蒙古党政军警民众志成城合力强边固
防，内蒙古大地，钢铁长城固若金汤，绿色长城绵延
不绝，思想长城坚不可摧。内蒙古军地以强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绘就山青水绿、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的新画卷。

强边固防，锻造钢铁长城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温图高勒
苏木武装部会议室，正遇上民兵赛西雅拉图从一家企
业商谈归来。

“我们和一家边境企业进行信息互通，便于掌握辖
区边境一线动态、人员活动情况等。”赛西雅拉图说，将
企业纳入联合工作群，是对党政军警民联合管边控边
机制的一个新探索。

“驻地边境线长500余公里，稳边固防责任重大。”
额济纳旗人武部负责人介绍，牧区人口少、外来人口流
动频繁，他们注重发挥边境企业人地两熟的优势，吸纳
8家企业参与守边固防，发挥前沿预警作用。

作为祖国的“北大门”，内蒙古有4200余公里的边
境线。近年来，内蒙古持续建强“党委把方向、政府总
协调、军队当骨干、警方抓治理、民众为基础”的边防管
控体系。内蒙古军区指导7个沿边军分区、19个人武
部不断完善党政军警民联合管边控边机制，提高边境
防卫管控能力，锻造卫国戍边钢铁长城。

“有不明车辆‘冲闯’哨卡，已被我执勤组拦截！”在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三岔边检站，一辆“可疑车辆”
猛加油门冲过哨卡，执勤民兵立即发出警报，并向指挥
员报告。

这是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联合民兵队伍、边境
管理单位开展的军警联编联勤规范化演练现场。

“本次演练重在体现边防连队指导民兵依法参勤、
常态联勤、高效执勤的经验成果，达到练指挥协同、练
协调配合、练联合行动的目的。”该边防连连长孙武介
绍，近年来，他们根据辖区边情特点，适时开展联合演
练，提升管边控边能力。

“沿西北方向继续前进……”走进北部战区陆军某
边防连指挥情况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边境管理区重
点道路、卡口、河槽等地段影像。值班员韩国喜观察视
频画面，指导执勤分队处置现场情况。

“该系统具有信息识别、车辆抓拍等功能，有利于
提升边境前端感知能力。”韩国喜说，有了科技助力，处
置边情的效率大大提高。

“长城”之固，固在科技赋能。针对边境线长、口
岸多的情况，内蒙古军地充分运用新技术，强化管边
控边效能，注重编实无人机侦察等民兵力量，加快实
施一批“智慧边防”工程项目，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运用，构建“人网合一”的新型管控

体系。
“长城”之固，固在勠力同心。为吸引更多人到边

境地区置业安居、守边戍边，内蒙古制定“水电路讯”
基础设施军地一体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加大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卫生医疗、物流运输等保障资
源统筹建设和开放共享，夯实戍边基础，推进兴边稳
边固边。

沙海播绿，筑起绿色长城

驱车行驶在G307高速路上，远处的片片绿色为辽
阔的戈壁滩平添了生机与活力。登高俯瞰，腾格里沙
漠东南缘，一条绿色林带犹如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止了
腾格里、乌兰布和两大沙漠的汇合。

这条宽约4千米、长约30千米的林带是阿拉善军
地 20余年治沙造林的成果。时间回到 2001年春天，
阿拉善军分区官兵奋战多日，在腾格里沙漠东缘种下
30亩耐旱灌木，腾格里沙漠绿色图景由此起笔。

经过阿拉善军地接力攻坚，持续播绿，到 2023年
底，“青年世纪林”“军民生态林”等面积达46万亩。在
沙漠边缘、荒山之上，延伸出一道绿色长城，阻挡了沙
漠的“入侵”。

“过去春秋季节风沙特别大，出门只能眯着眼
睛，嘴里、鼻孔里满是土。”家住“青年世纪林”1公里
外的村民王永明见证了这些年的变化，“荒沙地变
成了林场，风沙明显小了，环境好了，日子也越过越
好了。”

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
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生态状况关系华北、东北、
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他们始终把参与生态建设作为支援地方经济社会
建设的重要内容，组织部队官兵和民兵积极投身地方
生态建设，吹响了向荒山进军、为沙漠播绿的号角。截
至目前，内蒙古军区各级先后参与60余个生态基地和
胡杨林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一个个草方格锁住沙丘，一群群牛羊进了棚圈，一
片片草木持续扩展，在祖国北疆构筑起一道东起呼伦
贝尔、西至阿拉善的绿色长城。

扩绿、兴绿、护绿，长城仍在“生长”。来到赤峰市
敖汉旗敖润苏莫苏木，记者看到，一排排蓝色光伏板整
齐列阵，光伏板下绿草茵茵，随风起伏。

“我们在光伏板下铺设草方格沙障，春天播撒沙打
旺的种子，现在牧草长成，能为牛羊提供优质牧草。”敖
汉旗民兵应急连连长李秀杰告诉记者，光伏板可以阻
挡风沙、减少水分蒸发量，提高植被存活率，实现生态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敖汉旗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三北”工程攻坚战
主战场之一就在科尔沁沙地。敖汉旗人武部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他们积极参与建设“三十二连山生态工程”

“民兵号工程”等，现在，以“民兵号工程”命名的万亩以
上生态工程有43处，营建民兵林16万亩。

内蒙古军民一茬接着一茬干，实现了从“沙进人
退”到“沙退人进”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推动“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山绿了，沙漠小了，牛羊肥了，产
业多了，农牧民的收入增加了。”阿拉善军分区有关负

责人说，“老百姓生活富裕了，人心稳定了，固边守边的
意识更强了。”

守望相助，构建思想长城

“敕勒川，阴山下，万里长城与滔滔黄河在这里握
手，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里是多
元一体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骤雨初歇的午
后，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喇嘛湾镇民族小学
看到，该县人武部部长靖火元正结合呼和浩特地区长
城修建历史，讲述胡服骑射、昭君出塞等故事，厚植学
生家国情怀。

“没想到呼和浩特市的长城有这么长，和长城有
关的故事这么多。这里有战国、秦、明等历代长城
600余公里，县里正在以明长城为主体建设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这样的课程让学生都仁很有收获。

喇嘛湾镇民族小学是清水河县首所军民共建民
族团结示范校。近年来，内蒙古军区鼓励 100 余个
师团级单位与全区 165所军民共建民族团结示范校
和 82所全民国防教育示范校结成对子，帮助青少年
扣好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和维护民族团结的第一粒
扣子。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
民族和睦之魂。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的自治区，民族团
结一直是内蒙古的优良传统，先后涌现出“齐心协力
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为航天”等历史
佳话。多年来，内蒙古军区各级组织宣教队伍，讲好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着力构建维护国家统一和
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

内蒙古军区以各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上校以
上军官为主体，整合政治干部、离退休老干部、国防教
育讲师团成员、民兵教练员骨干等人才资源，形成强
大的宣传教育力量，推动国防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进党政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牧
区、进家庭。

走进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新区文化艺术中
心，只见准格尔旗乌兰牧骑民兵宣传队正为当晚的公
益演出做准备。

“当年，烧瓷的乔家来咱这儿讨生计，和奇家结成
了蒙汉兄弟……”夜色来临，非遗项目漫瀚调音乐剧
《同心记》正式开演。

准格尔旗乌兰牧骑戏曲队队长张丽霞介绍，《同
心记》以准格尔地区蒙古族和汉族两家两代人的生活
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了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
下齐心致富、同心筑梦的故事。

既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做“润物细无声”
的事情。内蒙古地广人稀，乌兰牧骑民兵宣传队发挥
分布广、灵活机动的优势，将“人民楷模”都贵玛、“草
原英雄小姐妹”等先进人物事迹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的典型故事编创成情景剧、快板、舞蹈，送到城市街道
社区和苏木嘎查，全方位展现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风貌。

群山之间，巍峨壮丽的长城穿过历史长河，以崭
新的风姿走向未来。北疆大地，军民团结一心，书写
全新“长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