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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投身脱贫攻坚战，成为了日喀则脱贫

攻坚战场上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海拔 4700米的马泉河畔：
军爱民，民拥军

马泉河畔，牧歌高扬，军民携手共护

祥和边关。

“通过互助互学，促进互利互惠。”刚

走出军民共建课堂的西藏军区“里孜戍边

模范连”政治指导员高军杰坚定地表示。

课堂上，老兵杨雄志正向驻地村民

传授高海拔地区种植技术，“先把土地翻

松散，然后利用现有条件，在土壤中加入

适量羊粪、牛粪，确保土质肥沃……”

老兵讲得入神，村民听得入心。

2019 年 10 月，该连队开展“惠群众、

暖民心”活动，组织官兵进村到户、下田

进地为群众解难送暖，从传授种植养殖

技术到维修日常电器，官兵们手把手教

学，心连心互动。

那年２月，防区内的吉拉、帕羊等５

个乡镇连降大雪，500多名牧民、2万多头

牛羊受灾。该连昆木加哨所官兵迅速组

成“抗雪救灾突击队”驰援灾区，鏖战 28

天，让群众转危为安。

官兵投之以桃，边民报之以李。

该连防区点多面广，边防管控任务

繁重。多年来，驻地群众义务担负部队

导向员、联络员、信息员，塑造了“生产是

执勤、放牧是巡逻，人人是尖兵、户户是

哨所”的边境管控格局。

2017 年，在边境放牧的欧珠发现山

口有疑似非法潜出的痕迹，他立即将情

况通知连队官兵，并和随后赶来的连队

官兵在雪地里潜伏 6个多小时，成功阻止

了非法潜出，维护了边境安全。

“边境线就是家园防线，只有边平才

能家安。”这是驻地群众的共识。“子弟兵

在群众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帮难济困让

大家渡过了一个个困难时刻，守护边境

不仅是解放军的任务也是大家的责任。”

嘎玛村村民扎西介绍。

有一年隆冬，该连官兵巡逻途中突

遇暴风雪，迷失方向，危难之际，驻地群

众罗布闻讯及时赶到，充当“风向标”“导

航仪”，巡逻官兵得已脱困。

受此启发，官兵们常把罗布请进讲

堂，传授恶劣天气辨别方向的“秘诀”，确

保巡逻官兵安全风里来，雪里去。

“指南针‘失灵’，我们要在雾中仔细

观察植物的头朝向以及雪山的覆盖厚度

来辨别方向……”罗布说得尽心，官兵听

得用心。

走遍边防防区，一路流传着许多军

爱民、民拥军的互助故事。2019 年 7 月

牧民达瓦家中羊群突发慢性疾病，官兵

接到救助后火速前往帮助救治；今年初，

该连官兵驾驶的巡逻车陷入雪坑，附近

村民火速驱车前来帮助脱困……

海拔 4500米的珠峰脚下：
鸭儿肥了，家底厚了

夏末，走进西藏“湿地王国”定结县，

雪山下偌大的广告牌上，“芒热村散养肉

鸭”几个大字格外抢眼。沿着蜿蜒曲折

的“天路”行至村内，灰白相间的鸭子正

在湿地戏水觅食，河滩上低矮的灌木丛

中零星分布的鸭蛋光滑圆润，河岸边的

游人或持相机静待肥鸭展翅争食，或打

开手机与雪山湿地合影……一幅欢乐祥

和的画面映入眼帘。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谁能想到，西

藏军区某边防团官兵像魔术师一样，让

珠峰脚下这片亘古贫穷的河滩，不到 3年

时间就变成了“金沙滩”。

芒热村位于定结县西北部，全村共

42 户 170 人，农业基础薄弱，致富门路单

一，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 户 18 人。部

队开展扶贫前，村民主要经济收入为畜

牧业和种植业。

2017 年，该团深入芒热村调研发现，

该村自然条件艰苦、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但湿地面积广袤、水源充足，进行肉鸭养

殖不仅饲养资源丰富，还可借助“湿地王

国”和珠峰名片提升品牌知名度。

随后，团扶贫工作组与县政府开展

芒热村肉鸭养殖可行性调研，为村里兴

建肉鸭养殖基地、修建温室大棚、购买拖

拉机等生产设备，建起全县第一个肉鸭

养殖基地。

生产容易销售难，找准销路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村民贫困问题。为防止成

品 肉 鸭 及 鸭 蛋 因 滞 销 影 响 贫 困 户 收

益，在团常委带头购买、官兵自愿采购

的基础上，积极联系蔬菜供应商、日喀

则 市 及 周 边 各 县 销 售 商 赴 村 采 购 ，并

在 旅 游 景 点 进 行 广 告 宣 传 ，帮 助 村 民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有 效 解 决 了 肉 鸭 的 销

路问题。

2018 年 3 月底，芒热村实现了整体

脱贫。县扶贫办工作人员旦增达伟说：

“天然养殖的芒热村肉鸭肉质肥美供不

应求，鸭蛋远销日喀则、拉萨等地，旱鸭

子登上了雪山广告牌，成了全县脱贫致

富的名片。”

“多亏了这个养鸭场，让我有了稳定

收入。”村民仁增旺九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3 年前，仁增旺九一家生活过得紧

巴巴的，家庭生活来源主要靠他平时打

零工维持，遇到用工淡季便没有收入来

源。养鸭场建成后，他每月都能从鸭蛋

售卖收益中分红。

“村民虽已脱贫，但我们的帮扶力度

仍然不会减弱。”该团政治工作处主任李

军介绍说，为做好精准扶贫“下篇文章”，

团里计划为村民购置耕犁、洒水车等生

产生活工具，帮助村民扩建养鸭场、添养

鸭苗，扩大肉鸭养殖规模，以实际行动帮

助村民将芒热村散养肉鸭的名气打得更

响、销路更远。

海拔 4000米的秀美田园：
禾苗壮了，生活美了

过去，部分群众认为风调雨顺、增产

丰收是神灵保佑、上天馈赠，说啥也不愿

花时间给庄稼上肥。他们普遍认为肥料

很脏，吃了施肥长出的蔬菜瓜果，会生病。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党委感到，改变这

些错误观念，既要去伪存真，更要帮扶志

向。针对群众的这种心理，各部队借派军

医送医送药之机，讲清“地不施肥长不好

庄稼，人缺少维生素会生病”的道理。

他们趁热打铁，帮助群众“思想脱

贫”，涵养以勤致富、增产创收的自觉性，

提高帮扶“瞄准度”。各部队利用军民联

欢契机，有针对性地编排节目，进藏乡搭

台唱戏，寓教于乐、巧妙说理，最大限度

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某部编排藏语版

的《懒汉相亲》小品，好比亮出一面镜子，

既照射尴尬，又给人启迪。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今，

已成“蔬菜大王”的白玛，还能想起当初

参与联欢带来的思想冲击。他说，人穷

不能志短，脱贫贵在立志；只要跟着党

走、借力部队、自我努力，就能摘掉贫困

帽、过上好日子。

实践出真知。白玛本人就尝到部队

扶贫攻坚的甜果。

日喀则军分区面向群众举办技能培

训班，地方推选 50名思想端正、热爱学习

的青年参训，白玛有幸位列其中。这次培

训成为了一次致富拐点，白玛第一次接触

换季种植、无土栽培、科技嫁接等技术。

更多人靠科技改变命运。在官兵手

把手帮助下，当地群众通过改良品种、合

理施肥等措施，使青稞亩产翻了两番，达

到 200 多公斤。群众还盖起了塑料大棚

开始种菜。示范引导带来以点到面的跨

越，如今，驻地有了许多蔬菜专业化生产

村，菜民成为率先脱贫的群体。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高原迎来新

的发展契机，该军分区所属某团先后拿

出 3 万余元，帮助日喀则市曲夏村修建

“双棚一场”，拓宽致富渠道。

过去不少边境群众没有吃蔬菜的习

惯，由于缺乏维生素，体质较差。为了帮

助他们养成文明的生活方式，有的连队还

把炒好的菜送到边民家里让他们品尝，帮

助他们养成食用蔬菜的良好饮食习惯，同

时与群众一起建起“爱民温室”，手把手地

传授高原大棚蔬菜种植技术，派专人长期

负责指导温室种植，如今家家户户都盖起

了温室大棚。

在脱贫攻坚战场立新功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官兵参与驻地扶贫记
晏良 许凌康 宋小理 王乾

“ 谢 谢 你 们 用 专 机 转 运 我 们 的 孩

子。”8 月 22 日，重庆市西南医院 ICU 病

房外，西藏军区两名重伤员的亲人得知

两人意识已经恢复，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对医护人员和机组人员连声道谢。

8 月 22 日清晨，西藏军区与空军拉

萨指挥所合力搭建起应急医疗救援平

台，运用空军医疗运输机将 2名头部受重

伤、生命垂危的边防官兵紧急从拉萨送

往重庆市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完成

了一场跨越 2300公里的极速抢救。

8 月 19 日，西藏军区某通信旅勤务

连指导员晋美贡丹、战士焦翔工作时被

重物砸伤，生命垂危。该旅迅速将两人

转运至西藏军区总医院，经诊断焦翔系

创伤性开放性颅脑外伤，晋美贡丹系颅

内 出 血 ，二 人 均 第 一 时 间 被 安 排 进 入

ICU 病房观察治疗。

由于两人陷入深度昏迷，为争取更

好的医疗条件，西藏军区总医院建议立

即将两人转运至重庆市陆军军医大学西

南医院进行治疗。然而，战士焦翔颅内

出血严重，同时伴有创伤性脑肿胀、网膜

下腔出血、肺炎等多种症状，暂不具备转

运条件。

“为了战士的生命安全，一刻都不能

耽误。”西藏军区总医院立即为焦翔进行

了开颅探查术、颅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

减压术，清除了颅内血肿。手术结束后，

经神经内科、急诊科等专家集中会诊，认

为焦翔经过手术生命体征较为平稳，已经

具备了转运回内地继续治疗的条件。

8 月 22 日，西藏军区与空军拉萨指

挥所紧急搭建应急医疗救援平台，派出

一架运九医疗运输机将两名伤员紧急转

运至重庆市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继续

治疗。为确保途中转运安全，空军还派

出医疗专家团队全程进行监护，随时准

备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西藏边防部队驻地海拔高、道路交

通不便、医疗送诊难等问题，一直是军区

领导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西藏军区总

医院领导介绍，今年年初以来，西藏军区

已逐步建立起“首诊军医—部队作战值

班室—军区作战值班室”3 级直升机医疗

救援应急链路，并在 6月份利用陆军直升

机成功转运 1 名伤病员。此次与空军联

合搭建应急医疗救援平台，不但丰富了

空中医疗救援应急链路，拓宽了空中生

命救援通道，还为高原地区跨军种联合

应急救援积累了宝贵经验。

据了解，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已

经安排专家组，对两名伤员进行集中会

诊，目前两名伤员生命体征比较平稳，均

已脱离生命危险。

西藏军区、空军拉萨指挥所合力搭建应急医疗救援平台，利用空军

医疗运输机成功运送 2名危重伤员——

陆 空 携 手 架 起 空 中 救 援 通 道
王德思 许凌康

本报拉萨讯（郭宏）近日，正在

川藏线执行训练任务的西藏军区川

藏兵站部官兵利用训练间隙来到十

八军进藏修建的窑洞群旁，开展“厉

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传统教

育，聆听老一辈进藏筑路、运粮、创

业的故事，教育引导官兵抵制“舌尖

上的浪费”。

川藏线道路艰险，雨、雪、塌方

等自然灾害频发，每一趟运送物资

任务都要翻越数十座高山，历时 7 天

以上，为了保证粮油损耗率最低，汽

车兵不仅出发前要做好各项准备，

途中夜间宿营也睡在驾驶室与粮食

为伴，驾驶员王凯在川藏线上跑了

60 余次，他介绍说：“高原夜间小动

物比较多，现在又正值雨季，为确保

运送的物资不遗失不损坏，睡在驾

驶室里面我心里感觉要踏实得多。”

同样，在海拔近 4500 米的高原

兵站，为丰富过往部队战友们的菜

盘子，官兵们在冻土之上建起了蔬

菜 大 棚 ，种 出 了 数 十 种 新 鲜 蔬 菜 。

在炊事班，接到保障过往部队的任

务后，他们根据夏季野外高原训练

特点和战友们饮食喜好，合理安排

饮食，全程实施快餐化保障，保证既

能吃出战斗力，又避免铺张浪费。

兵站还结合实际，大力推进保

障模式改革，通过配发高原电蒸饭

柜、面点机等设备，举办业务技能培

训，开展岗位练兵比武活动，提高炊

事加工制作水平，制作宣传海报，开

展督导检查等多措并举的方式，有

效制止餐饮浪费，培养官兵节约习

惯。

1954 年伴随着川藏公路通车而

组建的川藏兵站部，半个多世纪以

来，一直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高原

上，担负着以完成进藏运输保障为

中心的艰巨任务，先后有 661 名官兵

长眠雪域高原。

本报拉萨讯（郝月强 陈仕波）今

年以来，达孜区人武部严格落实《军

队基层建设纲要》规定和上级指示

要求，坚持以建设民兵应急力量为

抓手，着眼任务需要，立足本单位实

际，下大力狠抓正规化建设。

为改善基础设施老化、功能不

全 、布 局 不 合 理 等 问 题 ，在 达 孜 区

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达孜区人

武部先后投入 20 多万元用于升级改

造，为办公楼安装了政务公示电子

屏，翻修规范了营门值班室、粉刷了

营院围墙、整修了营院绿化等。目

前，营院道路平整、绿化较好、给排

水畅通，营造了良好的工作、生活环

境。

同时，该部针对战备库物资不

配套、数量短缺等问题，着眼应急应

战要求，投入专项经费 8 万余元购置

配齐了民兵装备器材，完善了“一室

四库”（即战备器材室，反恐维稳器

材库、抗洪抢险器材库、抗震救灾器

材库、民兵战备物资库），实现了集

约化、模块化、标准化管理，日常战

备水平明显提升。

此外，投入近 400 万元的民兵训

练中心建设项目已开始前期地质勘

察和图纸设计，预计 2021 年底前完

工；作战值班室建设业已纳入党委

议事，预计 9月底前交付使用。

川藏兵站部

引导官兵杜绝餐饮浪费

达孜区人武部

瞄准战斗力 抓好正规化建设

西藏山南军分区某团自组建以来，认真贯彻党

中央“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

实基础”重要原则，坚持“定期帮与跟踪建、普遍帮

与重点带、解难题与领路子相结合”的共建共育思

路，充分发挥团队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技术优势、

力量优势等，建立长期稳定的联创共建机制，不断

助力驻地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定制“私人套餐”，幸福生活有盼头。西藏山南

军分区某团扶贫调研车队刚驶入驻地贡嘎县扎庆

村村口，村民远远地迎了上来。“感谢党！感谢解放

军！”一看到部队官兵来了，住上了新房子的村民旦

增白玛兴奋不已。以前，她住的是土坯房。2018

年，该团携手地方政府开展定点帮扶，旦增白玛不

仅住上了新房子，官兵还为她家添上了新家具。

该团通过走访调研扎庆村致贫原因，发现村民

存在不同程度的“等靠要”思想，普遍存在脱贫信心

不强、底气不足，针对贫困户的实际情况，驻地营连

经常到贫困户家中走访，鼓励他们重拾信心，及时

落实各项惠民政策，解决贫困户的实际困难。针对

不同的致贫情况，帮扶人员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

“问需式”原则，改变以往扶贫政策“大水漫灌”的弊

端，实现因户施策，精准扶持。通过由以前的“配

餐”走向村民“点菜”，为每户贫困户量身订制扶贫

“私人套餐”，推动脱贫对象由被动的扶贫政策接受

者转变为扶贫项目的参与者，让“私人套餐”成为脱

贫致富的“神兵利器”。通过开展精准扶贫，该团定

点帮扶的扎庆村 11 户 31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 年

底全部如期脱贫。

爱心助学，再燃学子希望。为做好教育脱贫工

作，该团 9名团常委分别资助 1名品学兼优的贫困生

直至小学毕业。贫困生白玛嘎珍曾是团长赵贤福的资助对象。2016 年底，10

岁的白玛嘎珍家中突遭变故，只能靠体弱多病的父亲种地来维持生计，白玛

嘎珍几乎走到辍学回家务农的边缘。赵贤福了解了情况后，立即与她联系，

确定她为助学对象。

为助力白玛嘎珍顺利完成学业，赵贤福一家开启了“全家总动员”模式。

2017 年 1 月，正值春节和藏历新年，赵贤福一家人到白玛嘎珍家中，为她送去

节日祝福的同时，赵贤福上初中的儿子给白玛嘎珍带去了学习用品和复习资

料，现场为她解疑释惑，并建立起“远程帮学”模式，通过电话、网络定期为嘎

珍解决学习上的困难。一学期下来，嘎珍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班级排名上

升到第 4名，201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山南市重点高中。

近年来，该团 20 余名官兵主动与驻地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子，累计资助 9

万余元，助力 18 名学子走出寒门。2019 年 6 月，乃东区昌珠镇完小校领导送

来一面锦旗，上面“心系祖国安危、情牵贫困学子”12个大字，格外惹眼。

脱贫不脱钩，军民同绘幸福生活。走进驻地曲松县琼嘎村梅拉扎西老

人 家 中 ，圈 里 即 将 出 栏 的 7 头 牛 和 5 只 羊 膘 肥 体 壮 。“ 有 部 队 帮 忙 协 调 贷

款、联系技术人员，这牛羊我养得心底很踏实。”梅拉扎西一脸幸福笑容地

说。

“原以为脱贫了，部队就不会来我家了。没想到，部队对我家的帮扶还像

以前一样。”梅拉扎西说，2018 年他家脱贫后，部队又继续帮助协调贷款，扩大

养殖规模，还帮着解决了销售问题，农忙时驻地部队还会过来帮忙。不光如

此，他的女儿在部队的爱心助学下，大学毕业后在福利院工作，现在还入了

党。他的儿子在部队学到了开挖掘机的技术，退伍后，在建筑公司开挖掘

机。他家现在年收入 9万余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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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西

藏军区各部坚决贯彻习近平

主席决策指示，把参与脱贫攻

坚作为重要政治责任，自觉走

村入户向贫困群众宣传党和

国家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

署和优惠政策，坚定群众用辛

勤劳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

心决心。

图 为 那 曲 军 分 区 官 兵 到

曲果仁毛村开展党建帮扶活

动，培养致富带头人。

黄世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