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边疆

治理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出“治国必治边”的战略思

想，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

2015 年和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对边境

地区的发展稳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9 年和 2021 年又通

过回信的方式给独龙江乡的乡亲们和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

村老支书们送去问候，叮嘱大家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

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强调，要全面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

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边境地区建设，抓好稳

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面旗、两条腿，三代人、四方民，踏遍
千里边疆，共守万里河山

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

玉麦乡，自 20 世纪 60 年代，父亲桑杰曲巴和两个女儿卓嘎、

央宗，在全乡仅一家三口的情况下，秉持“家是玉麦，国是中

国”的坚定信念，几十年如一日用放牧巡边的方式守护着祖

国 3000 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央宗的儿子索朗顿珠和卓嘎的

女儿巴桑卓嘎毕业后也回到玉麦，为家乡作贡献。

受卓嘎、央宗一家事迹的感召，周边乡镇也有越来越多

的村民申请迁往玉麦，加入放牧巡边的行列，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地守护着脚下的土地，靠自己的双手建设美丽家园。

你家在玉麦，我家在金厂，守的是自己的家，爱的是同一

个国。

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金厂镇金厂村，从

188 号界碑到 193 号界碑，这条来回 20 多公里的路，从熊光泽

的奶奶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已经接力守护了 72 年，累计巡

边 16万公里。

“ 从 奶 奶

到 父 亲 ，再

到 我 ，我 们

一 家 三 代 都

是 护 边 员 。”

熊 光 泽 倍 感

骄傲，“奶奶没

念 过 书 ，唯 独

会写的两个字

就是‘中国’。”

慢慢地，熊

光 泽 一 家 三 代

守边护边的事迹

传 播 开 来 ，当 地

越来越多的村民

申 请 加入巡边队

伍，守护边境线的

力量越来越壮大。

在 边 境 一 线 的 村

寨、联防所、卡点，

党 旗 、国 旗 成 为 最

耀眼的一抹红色。

戍边精神
代代相传，他们
用生命描红界

碑，让国旗高高飘扬在边境线上，汇成了崇山
峻岭中一抹永不褪色的中国红

军民一心，边境富强，云南和西藏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

固防，抓党建引领聚合力，促团结进步固边疆。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打洛镇曼厂村，有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曼厂村巾帼服务队。这支 20 人的队

伍，穿上迷彩服成为了边境村寨的守护者。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村里联合打洛边境派出所在巾帼服务队基础上成立

了巾帼护村队，巡逻是这支巾帼护村队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近年来，云南省狠抓“边疆党建长廊”建设，通过抓党建

促强边固防、守护好神圣国土，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建设好美

丽家园，抓党建促基层治理、维护好民族团结。云南历史性

建成边境立体化防控设施，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治边格局

更加巩固，边境管控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筑牢了祖国西南

安全稳定屏障。

巡逻队负责人、西藏军区某团“高原戍边模范营”

营长陈祖元下达命令：“共产党员走前面！出发！”

西藏岗巴“雪山红色卫士”边境一线巡逻志愿服

务队和部队官兵步调一致，行进在某点位

巡逻的路上。

岗巴军地持续推进“五共五固”结对共建活动，以“两个

支部一起建，两个堡垒都建强”为目标，军地党员“共学理论、

共上党课、共过党日”，坚持党旗插在前哨、支部筑在前哨、党

徽亮在前哨、党员战在前哨、干部炼在前哨，绘好军民共同守

边固边的同心圆。

近年来，西藏持续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大力实施边

境党建红色长廊工程，深化并坚持共学党的理论固信仰信

念、共建基层组织固一线堡垒、共促民生改善固脱贫成果、共

树文明新风固民族团结、共守神圣国土固边境安宁，切实凝

聚起党政军警民合力稳边固边兴边的强大正能量。

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一手
抓强边固防、一手抓兴边富民，持续发展固边
兴边富民特色优势产业，一系列措施持续促
进了边疆繁荣稳定

走进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打洛镇打洛村

委会龙利村民小组，寨门上“极边第一村”5 个大字引人注

目。1996 年打洛江突发洪水淹没村寨，面对搬迁到镇区等方

案，村民们经多次协商后选择了长驻边境。

2021 年 11 月，云南省委、省政府作出部署，力争用 3 年时

间将 374 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初步建成“基础牢、产业兴、环

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的现代化边境小康村。龙利

村紧紧抓住契机，陆续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水电路网实现全

通，并积极打造“橡胶+水果种植+农作物+庭院经济”的特色

产业结构，“林中有橡胶、田里有作物、院内有瓜果”的生态经

济景观带成为国境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受益于近年来西藏实施的边境小康村建设，曾经“养在

深闺人未识”的边陲村落日喀则市定日县绒辖乡陈塘村，如

今面貌焕然一新。

“这两年，村里建设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扎根边

陲，这里变得越来越稳固和繁荣。”陈塘村村委会主任达瓦扎

西说，随着水电路讯网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边境群众也迎

来新发展机遇。

着力提升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把方便实惠送给群

众，把项目资金更多向边境一线倾斜，把公共服务向边境地

区延伸……2021 年底，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取得新成效，

624个边境小康村全面建成。

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国家安宁才有万家

幸福，祖国西南边陲的村村寨寨，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与活力。

（本报记者 甘英吉卓玛 云南日报记者 谢炜 郭星余

陈创业 吕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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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卓嘎（右）给女儿巴桑卓嘎讲述她为国守边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图为云南文山，边境巡逻队伍从“镇守边关 视死如归”标语前走过。 云南日报通讯员 姚亚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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