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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守 在 神 舟 升 起 的 地 方
——阿拉善军分区组织保障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

飞天
鱼水情

冲锋号

视界

□本报记者 陈春艳 通讯员 李玉松 王鞅

东方风来，春色无边。
4月 25日晚，位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中

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航天城）载人航天发射场，
一切准备就绪，长征二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巍峨矗立
在发射塔架旁，在聚光灯的照耀下，格外庄严神秘。

“各号注意，我是零号，1分钟准备！”
“5、4、3、2、1，点火！”20时 59分，随着零号指挥

员“点火”口令的下达，烈焰喷薄而出，火箭腾空而
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乘坐神舟十八号载
人飞船飞赴太空。

阿拉善是神舟系列飞船升起的地方，也是一片
凝聚深深爱国情的热土。驻扎在阿拉善的部队官兵
与当地各族人民始终以支持服务国防建设为己任，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推进军民共建，助力航
天事业发展。

为了协助做好这次发射保障工作，阿拉善军分
区周密部署、细化措施，制定了《神舟十八号飞船发
射保障方案》，成立了发射保障组，并召集民兵、退役
军人、农牧民组成了军地联合搜救队伍，担负航天发
射护路护线、群众安全防护、飞船返回对空观测和搜
救等任务。各人武部也组建了军地联合搜救队，依
托军分区作战值班室受理情况任务后，立即前往现

场指挥所，建立任务分队和友邻部队间的通信联络，
协助现场搜救力量开展逃逸塔搜寻、警戒、转运等工
作。在装备保障方面，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人武部
预征运输车、指挥车，作为现场协调组、警戒处置力
量、急救队的运输车辆。

“赛汉陶来观测点到位，巴丹吉林沙漠搜救分队
到位……”4月25日凌晨，阿拉善军分区组织民兵分
队迅速抵达指定位置，执行道路封控、对空观察、护路
护线等支援保障任务，扎实筑牢发射场外围屏障。

阿拉善军分区统筹编组对空观测、应急搜索、安
全警戒和多个搜救分队、观察点，采取购置储备、预
储预征等方式，按照“守、望、搜、报、封”的原则，召集
民兵骨干提前熟悉发射场区域地形，认真研究警戒
观察点位设置、人员组合和车辆装备配置，动员农牧
民群众千余人，在东风着陆场及扩大区布设观察点
位近千个，确保支援保障任务定人、定位、定车、定
责，万无一失。

巴图查干是额济纳旗东风镇古日乃嘎查牧民、
退役军人，先后 5次执行神舟载人飞船安保搜救任
务。他勘查备勤区域地形，去牧民家开展保密安全
和政策法规宣传，累计里程上千公里，入户达百余
次。“我们嘎查在戈壁滩上，经常会遇上酷暑、严寒和
风沙天气，每次入户宣传都挺辛苦的，但我心甘情
愿。每当看到飞船从我的家乡飞向太空，我的心情
就无比激动，付出辛苦也觉得值。”巴图查干说。

“我多次参加神舟系列飞船飞行支援保障任
务，既是辉煌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感到
非常荣幸。”谈到此次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外
围安保工作，额济纳旗人武部职工陈明生感触良
多。按照预案，他提前进驻岗位，巡逻守卫，确保
万无一失。

远在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布拉格苏木乌仁图雅嘎
查牧民车仁巴图，一听到苏木征集民兵参加保障神
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工作的消息，就按耐不住激
动的心情去报名。“家里的200峰骆驼正是换毛的时
候，你不在谁来剪驼绒？晚几天毛就掉光了！”妻子
疑惑地拉住他问道。车仁巴图摆摆手：“驼绒，少一
点没关系。但是神舟发射，我要去！”

34岁的车仁巴图是初次参加这样的任务，设
卡、走访、排查、宣传……他一丝不苟，斗志昂扬。载
人飞船从发射到进入预定轨道，只需要约10分钟，
但为了确保每一次发射任务的成功，大家付出了太
多心血。

随着支援保障任务的常态化，阿拉善军分区将进
一步健全联合指挥机构，建强应急搜救队伍，加强协调
对接，完善任务程序，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从鏖战大漠、拓荒天宇，到几问苍穹，阿拉善这
片热土记载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也彰显了
阿拉善军地各方面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协作的
可贵精神。

□本报记者 郝佳丽 通讯员 王志辉

“大青山白石林场发生火灾，令你部迅速组织民兵分队前去支援
保障！”日前，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一场紧贴实战的民兵分队拉
动考核正在进行。接到指令后，土默特左旗人武部迅速启动应急预
案，组织编组在某企业的民兵分队快速出动。

这是土默特左旗人武部提高民兵战斗力的具体举措。该旗人武
部紧紧围绕辖区规模以上企业多、产业集群规模大的特点优势编建民
兵，并依托化工企业编建化学污染洗消分队、依托能源企业编建新能
源保障分队、依托热电厂编建供电设施抢修分队。目前，该旗已建成
数支专业对口率高、分布合理的企业民兵队伍。他们不仅成了遂行应
急应战任务的拳头力量，还在企业生产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

“企业组建民兵队伍，不仅让社会多了一支应急力量，也让企业有
了一支生产骨干力量，真是一举两得！”谈到企业编建民兵队伍时，土
默特左旗某企业负责人感慨道。

近年来，土默特左旗人武部及编兵企业组织民兵多次出色完成了
应急抢险、生态建设等各类任务，为受困群众紧急驰援饮食物资50余
吨，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企业民兵的风采风貌，实现了军事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互利共赢。

扛起锄头能生产，拿起武器能战斗。土默特左旗人武部始终坚持
深挖潜力做动员储备、着眼需求建民兵队伍，依托辖区某行业龙头企
业，组建各类民兵和预备役分队20余支，并把该企业1600余名退役军
人和3000余名科技研发人员作为编建民兵的人才“资源池”，积极创新
企业民兵“编、建、育、管、用”工作方法，打造企业民兵编组新格局。

据土默特左旗人武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提高民兵分队的应急
处突能力，他们按照提升编组质效、建强骨干队伍等重难点问题进行集
智攻关，每年结合实际修订完善10多种应急预案，并采取集中训和分
步训、基地轮训和岗位自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防火、防凌、防汛等课目
的拉动演练，动员重点方向、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民兵分队进行重点目
标防卫等针对性训练，确保能够随时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

土默特左旗有支“硬核”民兵队伍

□本报记者 陈春艳 通讯员 浩秀琦

近日，在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苏木雅老人家里，西乌珠
穆沁旗民兵白马连队员苏米亚正动情地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苏木
雅微笑倾听。

这是苏米亚以民兵白马连“民族团结宣讲团”成员身份开展的第
3次宣讲。作为同乡人，他十分清楚如何用简单贴切的语言与群众交
流，为群众答疑解惑。

连日来，以民兵白马连队员为骨干成立的“民族团结宣讲团”
奔走在广袤的草原上，引起牧民广泛关注。他们骑着矫健的白马，
穿梭在草原各地，将党的声音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递给牧民
群众。

组建民兵白马连“民族团结宣讲团”，是西乌珠穆沁旗人武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具体举措。“之所以从民兵白马连中挑选
宣讲团成员，主要是因为他们来自草原、了解牧民、熟悉党的政策，且
连队历史悠久，有着光荣的传统，能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西乌珠
穆沁旗人武部负责人说。

工作中，宣讲团成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事例，面对面
向牧民们讲解党的理论、民族政策和国防建设等知识，将民族团结和拥
军爱国的信念植入群众心中。此外，成员们还结合实际，向适龄青年及
家长介绍征兵政策，鼓励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投身国防事业。

民兵白马连“民族团结宣讲团”自3月初成立以来，通过扎实、生动
的宣讲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响应。广大牧民纷纷表示，通过
聆听宣讲团成员的宣传，更加坚定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信心和决心。

“马背宣讲”传递民族团结好声音

□实习记者 高辉 通讯员 范义德

“求您救救我奶奶吧!”前不久，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人武部部长
苏晓兵接到一个陌生的求助电话。电话那头，一个女孩焦急地哭诉。

女孩名叫孟雪，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镇人。当日，她75岁的奶奶
道尔玛因突发胃出血紧急就医，医院检验的血液化验单显示血小板为
0，急需补充A型血血小板。而分离提取血小板，需要有血型相同且血
液指标都正常的献血者。孟雪求助了身边所有的亲戚朋友，没有人符
合献血条件。如果送往几百公里外的大医院救治，长途跋涉老人情况
将更加危险。

孟雪在医院急得团团转,关键时刻她想起了电视上经常说的：“有
困难找解放军！”于是，她通过阿拉善右旗团委要到了苏晓兵的电话号
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过去求助。没承想，就是这个号码，为奶奶求
得一线生机。

苏晓兵接到求助电话起初感到意外，了解到情况危急后，他毫不
犹豫地回答：“我马上联系驻旗部队，你等消息。”

生命危在旦夕，输血刻不容缓！挂断电话后，苏晓兵立即联系驻
旗部队并告知详情，积极寻找符合条件的官兵，希望帮助老人脱险。

“我是A型血”“我报名”……驻旗部队官兵踊跃报名，不到3分钟便有
28名A型血的官兵主动报名。

很快，医院门口就站满了人民子弟兵。经过一系列检查，确定武
警官兵中有2人符合献血条件。一个半小时后，提取血小板完成。输
血后，道尔玛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在献血站门口，孟雪的泪水止不
住地往下流，这既是对奶奶的担心，也是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激。

两天后，孟雪在阿拉善右旗团委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阿拉
善右旗人武部和武警中队赠送锦旗。她流着泪说：“解放军永远都是
最值得信赖、最值得依靠的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

近年来，阿拉善右旗人武部充分发挥军地桥梁纽带作用，协调地
方政府为驻旗和来旗部队解决困难问题20余件；协调来旗部队为该
旗支援乡村振兴款400余万元，为牧民打井、修路等，受到了群众的一
致好评。

这血，是子弟兵对人民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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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警内蒙古总队的座座军营里，有
这样一群年轻的战士，他们穿上戎装、背
起行囊，来到军营训练场。他们在军营中
历经春与秋磨砺、夏与冬的洗礼，曾经的
稚嫩面容愈加硬朗，曾经的不羁眼神愈加
坚毅，成长为执剑报国的忠诚卫士。

2004年出生的王生伟，是武警内蒙
古总队参谋部警卫勤务大队警勤中队的
一名年轻战士。刚进入大学时他就报名
参军，问及参军初衷，他说：“希望能进入军队这个
集体，实现我的价值。”进入部队后，他先后被评为

“四有”优秀士兵、中队执勤标兵并获得一次个人嘉
奖。王生伟说，他最近正在准备2024年的军校招生
考试，“如果有幸能被军校录取，我会再接再厉，为
强军事业贡献我的力量。如果考试失利，我也会转
改士官继续为部队服务。”

选择军营，就选择了与奋斗为伍，与吃苦相
伴。警卫勤务大队警勤中队指导员顾奇硕说，作为
总队担负执勤安保任务的中队，他们的任务之重、
强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对战士的身体素质
要求高、日常训练抓得紧。“不论是怎样的高强度训

练，我们的战士从无任何抱怨，还总是自觉加练，就
怕自己稍一懈怠就会落后。有时候看他们练到精
疲力竭，既心疼也欣慰。”

从学校学生到军队战士，角色转变了，而王生
伟一往无前的初心却从未更改，努力奋斗的拼搏劲
儿从未退却。在武警队伍中，与他一样的“热血”青
年还有很多。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最西端，在
那里，有一群忠诚卫士——武警阿拉善支队额济纳
中队官兵，他们一年又一年，像沙漠中的胡杨一般，
扎根在这大漠中，条件艰难却从不后退。

额济纳中队一名来自山东青岛的战士说：“刚

来的时候心理落差挺大的。我家是一个
出门能见到海的地方，来额济纳之前从
来没见过这么荒凉的地方，经常是我们
去执勤回来，领口的沙子都能抖落下来
不少。”

不仅是风沙大，常年的缺水、干旱
和高温，也让这里战士们的日常生活和
工作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然而，就是这
样的一个地方，武警战士们以满腔热血

和青春，用一年又一年的坚守、一代又一代的奔
赴，在戈壁滩上靠着用车推、肩扛、脸盆端的办法，
修建训练场、硬化营区，建起了绿色军营，担负起
保卫一方安宁的重任，谱写着当代军人的责任和
使命。

“一身迷彩装铮铮好儿郎，战士胸怀和平的梦
想，挺起铁脊梁扬我剑锋芒，一切只为祖国安康。”
成为军人，走进军营，“奋斗”二字就成为牢牢钉在
官兵心头的螺丝钉，奋斗就成为他们最亮丽的青春
底色。这些有志青年将目光望向未来，用迷彩装扮
青春，让人生在爱党忠诚、爱国奉献、爱军精武、爱
岗敬业中绽放绚丽之花。

我的青春在军营
□本报记者 许敬 通讯员 张峥

赤子丹心

军警民共植新绿军警民共植新绿。。 王磊王磊 摄摄

培土栽苗培土栽苗。。 于丹丹于丹丹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