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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高墙围起的看守所高处，有两

个不足 10 平方米大小的岗楼，这里就

是武警辽宁总队锦州支队凌海中队官兵

的哨位。

看守所周围是空旷的芦苇荡，到了

夏天，这里的环境可谓“白天炙热烧

烤，晚上蚊虫叮咬”。最恼人的是遇上

起雾，大雾增加了官兵们巡逻的难度。

曾任武警凌海中队中队长的杨毅记得，

有一年的大雾从腊月二十七，一直持续

到大年初三才散去。

官兵们担负着驻地看守所的外围武

装警戒，以及属地反恐处突和抢险救灾

等任务。中队是一个荣誉众多的单位，

曾荣立集体一等功 2 次、二等功 5 次，

被评为武警部队“基层建设标兵中

队”、武警部队“四铁”先进单位。

1951 年，部队奉命抽调一排前往

抗美援朝战场，在运送物资途中突然遭

袭， 33 人拼得只剩下 5 人，为完成任

务，他们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

“英雄一排”的故事至今镶嵌在凌海市

军事志上、刻印在每名官兵心里，成为

中队建设发展的精神之源。

“每个哨位，背后都是责任。”2012
年，在一次交接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

一名嫌犯在停车后挣脱了民警的管控

向街区跑去。哨位上的一名老班长迅速

冲出值班室、跨过栅栏，追上 50 米外的

嫌犯，果断出手，一招就将其制服。

在中队官兵心中，“荣誉比生命还

要珍贵”。2019年标兵中队考核，中队

仅留下炊事班长张伟一人做饭，一不留

神，菜刀切到了手上，为了让战友们能

按时开饭，他只是简单包扎了一下，又

投入到忙碌的“战斗”中。这次考核，

上等兵李金宇在单杠二练习考核中一口

气做了 168个。

近年来，官兵们多次在各类评比竞

赛中摘金夺银，中队先后培养出了党的

十五大代表李贺、总队士官标兵王阿

南、“深知兵、真爱兵”模范马健、“强

军先锋”刘明昊等先进个人。

武警锦州支队凌海中队还曾被武警

部队授予“官兵团结模范中队”荣誉称

号，“官兵团结”是中队一代代人最珍

视的传家宝，中队形成了“把中队当家

建、把战友当亲人”“一家人、创家

业、传家风”的建队育人理念。

1978 年，中队官兵共同栽下一棵

柳树，树苗在官兵们的精心培育下，在

一个主干上生长出三个枝杈，从此这棵

树被取名为“三互树”。如今，走进中

队大门，一眼就能看到这棵“三互

树”，它象征着互学互帮互教，表达了

大家扎根军营、同根同心、共同成长的

美好愿望。

从中队营房到训练场原本是一条坑

洼不平的小土路，2013 年夏天的一个

周末，官兵自己动手把路铺平，用鹅卵

石摆出“团结连”三个字。慢慢地，

“团结路”也被人们熟知。如今每年新

兵下连，都会开展“浇灌三互树，铺好

团结路”活动。

“浇花要浇根，带兵要带心，不会

带兵就去爱兵。”中队政治指导员李凯

说，在凌海中队，战士有困惑难题，所

有干部骨干都是兄长朋友。有一次，新

疆籍战士斯兰别克心事重重地向班长借

钱，又不愿意说出原因。中队干部通过

和他家人联系，才得知他父亲生病住院

了。战友们第一时间自发捐款，中队为

他申请了特困补助，帮助斯兰别克和家

人渡过难关。

斯兰别克退役后，给中队寄来一个

舵手造型的时钟，他说，“在我困难的

时候是中队帮我找准了方向，中队就是

我人生道路上的舵手”。

2007年 7月，中队收到了退伍战士惠

兴富的一封感谢信，这位老班长 1977年
入伍，1980年退役，他在信中讲，中队关

心每一名战士，帮助他学文化学技术学

做人，官兵互爱像兄弟一样，有了困难人

人向前，有了成绩互相谦让，他做梦都想

再回中队看一眼。

后来，官兵们就把惠兴富老班长邀

请回中队，圆了他的梦。老班长还执意

要求在班排宿舍住一晚，重温当年的兵

味。这正印证了凌海中队官兵常说的那

句话，“进了凌海门、就是凌海人，几

年凌海人、一生凌海魂”。

在武警凌海中队，很多官兵把外出

叫“出门”，把归队叫“回家”，老兵退

役，大家都叮嘱常“回家”看看。在

“把中队当家建”的氛围中，图书阅览

室没有借书卡，无需提醒归还，没有一

本书破旧丢失，还经常多出来不少书；无

论是老营区还是新营房，炊事班下水道从

来没堵过，看到杂物有人捡、东西损坏有

人修、遇到问题有人管。

“团结出人才，团结出好风气，团结

出战斗力。”中队长张晨说。近年来，中

队官兵不仅在比武场勇争第一，还在实

战中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在总队、

支队编成内，圆满完成了抚顺清原抗

洪、世界园林博览会警卫安保等大项任

务，已连续 59年被评为先进。

“平时亲如兄弟，战时生死相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通讯员 刘芳辉 汪 杰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

林。”初冬时节的阳朔，青山碧水在雾

气笼罩下多了几分神韵，尽管天气已经

转凉，仍有大批游客慕名来到这里。

漓江岸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武警

广西总队桂林支队阳朔中队的执勤官兵

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全副武装，笔直地

站在自己的哨位上，随时准备应对各种

突发情况。

“兵哥哥真帅！”“小伙子好样的！”

往来的游客们不禁赞叹，在拍摄美丽山

水的同时，也将这些军容严整、目光坚

毅的战士们记录在画面中。

阳朔作为旅游胜地，年接待游客

2000 多万人次，驻守在这里的武警阳

朔中队，不仅担负着执勤目标外围武装

警戒任务，还常年担负城市巡逻、景区

警戒、处突反恐、抢险救援等任务。

“在执勤一线，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

人民群众看在眼里。”中队门前的大圆石

上，刻着醒目的两个象形艺术字——

“窗口”，远远看去像两扇开着的窗子一

样，每当新兵补入时，中队的教育课便会

从这里开始。中队长肖明辉说：“我们必

须尽全力完成每一次任务，当好展现武

警部队形象的‘窗口’。”

2022年 4月，肖明辉来到中队担任

中队长，站在满是金色牌匾和鲜红锦旗

的荣誉墙前，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

“窗口部队”的深厚底蕴，也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

“带兵打仗，军事素质必须全面过

硬。”刚来队里的那段时间，他总是第

一个出现在训练场上，晚上处理完队里

的工作后，又扎进训练馆给自己加练。

为了提高中队集体五公里武装越野

课目的成绩，他在 3 个月里磨坏了两双

鞋，带领官兵累计跑了 600 多公里。终

于，在 2022 年年底的考核中，他们勇夺

支队第一名，刷新了中队的最好成绩。

靠着在训练场上的这股拼劲儿，肖

明辉成为官兵心中的榜样，换来了他们

的信赖，也带动了一个个训练尖子在中

队涌现。

对于中队官兵来说，“军事素质过

硬只是基础，战时打得赢才算真本

事。” 自中队成立以来，执勤目标连续

40 多年安全无事故。官兵坚持每月一

次支委议训、每月一次战备形势教育、

每季一次比武竞赛、每周一次战备拉

动，常态保持每半年与驻地应急部门开

展一次联合训练，每一名官兵都参与其

中，建言献策、贡献力量，他们总结制订

出了适用于景区、车站执勤的“快速查验

处置六步法”、应对自然灾害的“抗洪抢

险出动六步法”等一系列措施预案。

“金宝乡突发山洪，请求武警支

援。”2022 年 6 月，驻地金宝乡遭受洪

灾，当地政府紧急向中队求援。中队迅

速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在极短时间

内请示上级获批、集结救援兵力出动。

抵达现场后，中队针对多面受灾、

多点暴发的情况，组织官兵多路出击，

协同当地救援力量展开救援。积水较浅

的地方，他们用救生绳相连，在洪流中

一字排开，背上年迈的老人，抱起年幼

的孩子，手手相接，将受困群众转移至

临时安置点。

受灾严重的区域，救援官兵只能乘

坐冲锋舟前往。在灾区深处，应急班班

长张彬发现了一位老人，被困在一栋已

被冲毁半边的民房二层，他冒着房屋随

时倒塌的危险，精准操纵冲锋舟靠近，

与战友合力将老人救出。

冲锋舟空间有限，有时为了能转移

更多的群众，张彬只能和战友泡在积水

中，用绳子将身体与冲锋舟相连，通过较

浅的区域时，他们还需要推着冲锋舟前

进。最终，在官兵的努力下，一条条“生命

通道”成功开辟，受困群众被安全转移。

当兵 17 年的一级上士张彬，不记

得自己完成过多少次这样的抢险救援任

务，几乎每次任务他都主动请缨、冲锋

在前。“人民群众需要我们的时候，必

须拉得出、打得赢。”他说。

去年已经满服役期的张彬，向上级

递交了延期服役申请，他对战友说：

“我舍不得这身军装，舍不得这片守护

过的土地。”

“营区门前那条以我们命名的‘武

警路’，是人民群众对官兵的肯定，也

时刻激励着我们当好‘窗口’部队。”

指导员韦扬介绍，中队官兵这些年来始

终坚定“驻桂林山水、建窗口部队”的

信念，在阳朔美丽的山水中形成了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中队连续 28次被武警广

西总队表彰为“基层建设 （标兵、四铁）

先进中队”，获评武警部队“基层建设标

兵中队”，“全军先进基层单位”，荣立集

体一等功 1次，集体二等功 1次，集体三

等功 17次。

前不久，中队官兵前往阳朔镇凤鸣小

学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并为学生发放学习

用品。一进校门，孩子们便认出了武警叔

叔，拉着他们的手不愿松开。

2020 年的那场洪水，中队官兵帮助

学校转移受困人员和物资，并在灾后与师

生一起清淤恢复校园面貌。他们从那时起

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隔一段时间，武

警叔叔就会来学校看望学生们。

“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幸福社会，困难再

多再大也不怕。”临别之际，四年级学生何

诗琪作为学生代表，向官兵致谢：“武警叔

叔们的帮助，给我们增添了战胜困难的信

心和力量，让我们享受着幸福、美好的生

活。我们一定会刻苦学习，长大后和武警叔

叔们一样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贡献。”

当好“窗口部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通讯员 甘 剑 毛文秀

冬日暖阳驱散了笼罩鹦哥岭的云

雾，阳光穿过茂密的丛林洒在武警海南

总队儋州支队执勤六中队营区，伴随着

此起彼伏的鸟叫虫鸣，已服役 12 年的

老兵凌志强，手握一根两米长的木棍，

踏上了军旅生涯最后一趟执勤路。

头顶是陡崖绝壁，脚下是幽谷激

流，这条日夜巡逻的十里山路，凌志强

早已熟记于心。两年前，作为驾驶员的

凌志强，因上级配发巡逻车被调到中

队，时任指导员杨兴科带领他与其他新

入队战友，在这里一边熟悉巡逻路线，

一边开展入队教育。

“自 1972年中队组建以来，官兵一

直扎根深山、艰苦奋斗，忠诚守卫着目

标单位，‘一棍两人十里路’是我们巡

逻的日常。”杨兴科介绍，大山深处环

境十分恶劣，执勤哨兵除了自身的武器

装备，还会携带驱赶野兽蛇虫的木棍、

清洗伤口或冲制解毒剂的水壶，以及装

着雨衣和药品的挎包。

有战士曾经计算过，两年执勤走的

路程大概有两万五千里，加上山路崎岖

费鞋又磨脚，大家常常是“两年一趟长

征路、两月一双解放鞋”。

沿着溪流一路而上，新兵们来到位

于山谷尽头已经不再使用的 20号哨所，

哨楼悬在溪沟旁，与 10多米高的瀑布对

峙。20 世纪 80 年代，这里成为一个长期

驻扎的备勤点，官兵每周轮换一次。当时

建设资源匮乏、经济条件落后，官兵自己

动手建楼造林、修墙铺路，甚至在山谷中

开辟了一块器械训练场。1997 年，20 号

哨所被总队评为“优秀哨位”。

“满目大山茅草房，苍蝇娱蛤山蚂

蝗，还有毒蛇爬上床……面对如此环境，

大家不比艰苦比奉献，长年累月坚守在

执勤第一线。”老哨楼内，杨兴科介绍陈

设的床铺桌椅、运送物资的“二八大杠”，

通过墙上挂着的一个个展板，讲述老兵

忠诚奉献的故事，洗礼着每一名新兵的

心灵，也让已经当兵 10年的凌志强下定

了“尽职尽责、再立新功”的决心。

后来，凌志强依托驻地交通条件锤

炼出了过硬的山路驾驶本领，在没有驾

驶任务时积极参与站哨执勤，在执行重

大任务时带头冲在一线，成为中队的骨

干之一，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中队荣誉室

的“风云人物榜”中：“凌志强在任务

中表现突出，平时能够很好完成本职工

作，发挥了警士模范带头作用。”

2007 年，目标单位进行安全升级

改造， 20 号哨所不再需要人员驻守。

官兵们在撤哨时一致同意，把“深居大

山显忠诚”的哨训写在了哨楼旁的宣传

墙上，并约定每年老兵退伍时把字描红

一遍。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中队开展教

育的场所，激励着一批批来队官兵。

当天，凌志强与巡逻搭档万龙最后

一次来到 20 号哨所，两位老兵一笔一

划地把哨训墙上“深居大山显忠诚”7个
字再一次描得鲜红。

“忠诚是什么？”前不久，已到大队

任职的杨兴科回到中队，在哨训墙前组

织官兵展开了一场关于忠诚的教育课。

一级上士张彬上台讲述了自己 12
年前初来中队时的感受，由于环境恶

劣，当时他一刻都不想多待，盼着两年

服役时间早点结束，退伍回家。

刚开始站哨时，张彬被蚊虫不停地

叮咬，湿气闷得他喘不过气，几天下来

身上起了好几片疹子。夜间巡逻途中，

他遇到了一条粗壮的眼镜蛇盘踞在路

上，吓得他不敢乱动。只见身旁与他一

起执勤的班长冯云亮，从容地走上前，

用木棍将毒蛇轻轻挑开，继续带着张彬

前进。

“班长，山里条件这么艰苦，你为

什么能在这里待这么久？”巡逻路上，

张彬好奇地问班长。

“一开始感觉苦，但时间久了就扎

下了根，舍不得离开了。”冯云亮说，

“当年琼崖纵队就在我们身后的大山里

打游击，他们坚持了 23 年，终于升起

了海南岛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通过学习当年革命先辈的战斗故

事，在连队老兵的耳濡目染下，年轻的

张彬逐渐明白了忠诚的含义，坚定地选

择留在部队。现在，他保持着五项中队军事

训练纪录，身兼多个训练课目教员，所带

应急班更是叫得响、拉得出，多次在上级

组织的比武中取得好成绩，成为中队的一把

“尖刀”。

2017 年 2 月，张彬在协助公安机关抓

捕涉黑团伙时，虽然提前得知犯罪嫌疑人

可能携带武器，但是他在抓捕过程中没有

丝毫犹豫，迅速破门而入，第一个冲上去控

制嫌犯，与战友一起圆满完成了任务。

“‘深居大山显忠诚’不是一句空洞

的口号，是一代代官兵的精神体现。”教

育活动最后的讨论环节，杨兴科总结说，

“对于我们来说，当好‘忠诚卫士’就是

要积极投身练兵备战，用实际行动履行自

己的职责使命，守护一方平安。”

近年来，中队圆满完成重大警卫、打黑

除恶、抢险救援等任务，连续 27 年保持先

进，10 次被评为“标兵”，2019 年被武警部

队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中队”，2021年被

表彰为“武警部队先进基层党组织”，荣立

集体一等功 1次，集体二等功 1次。

“列兵同志，我已圆满完成最后一班

勤务，即将离开坚守的哨位。希望你能继

续守卫目标安全，守护驻地稳定！”结束

两个小时的执勤任务，凌志强眼含热泪，

把手中的木棍郑重交给接哨新兵。

新兵王尔向老兵敬礼，庄严承诺：

“老兵同志，请你们放心。我们会沿着你

们的足迹继续前行，执好勤、站好岗，扛

起使命和担当！”

深居大山显忠诚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龚阿媛 记者 王裴楠

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摆

在武警陕西总队铜川支队执勤

一大队的图书室内。

地图上不少地方被贴上了

照片，下方密密麻麻的小字写

着：“2月 9日，陕西西安，八

路军办事处纪念馆”“2 月 26
日，贵州榕江，红七军历史陈

列馆”……不久前，从山东烟

台老家休假回来的班长盖懋也

贴上了自己在抗日军政大学胶

东分校旧址拍的照片。

过去，每逢官兵休假归

队，总是会带一些家乡的土特

产，为了引导大家休假时减少

不必要的开支，执勤一大队执

勤一中队指导员高兆坤想到博

物馆和纪念馆都对现役军人免

费开放，不如让官兵们休假

时，去家乡的红色景点走一

走，拍上一张照片，归队时用

红色故事代替土特产，分享给

大家。

武警铜川支队执勤一大队

就驻守在红色土地上。以铜川

市耀州区照金镇为中心的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中国北方第一块山区革

命根据地，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把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

想与陕甘边具体实际相结合的

典范，形成了首批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之一的照金精神。

每年新兵下连，中队指导

员都会给他们讲述老一辈革命

家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故

事，组织官兵到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照金纪念馆开展党团活动，一茬茬官兵伫立

在先辈们的雕像前庄严宣誓，铿锵的誓言回荡在

照金广场。

为了传承和发扬照金精神，官兵们走进照金

纪念馆，在薛家寨革命旧址、陈家坡会议旧址等

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实地教学，他们梳理了红色家

谱，编写出一本照金故事集，全员参与讲好照金

故事。为了让丰富的红色资源动起来、活起来，

执勤一大队官兵将红色历史编排成情景剧搬上舞

台，还自创了歌曲 《高举战旗向前方》。

和革命前辈们一样，大队一代代官兵也常年

驻守在深山之中，用忠诚和奉献书写着单位新的

历史篇章。崔家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夏天蚊虫

多、冬天雪封山，官兵们住的是 20世纪 80年代的老

房子，从营区走到最近的公交站都需要半个小时。

“苦地方、累地方，建功立业好地方。”高兆

坤 2019年 8月在参加新排长岗前集训时，主动提

出要去条件最苦、勤务最重的崔家沟“锻炼”。

他如愿登上了前往崔家沟的大巴车，从市

区到县城，转过盘山路上的一道道弯，高兆坤

成了车上最后一名干部。随着车辆熄火，迎接

他的首先是营区大门口一个长 100余米、倾斜约

40度的坡。

这道坡，承载了一代代崔家沟官兵冬季的

回忆。

夜间寒风刺骨时，伴着满山的乌鸦声，不少

睡眼惺忪的官兵起身换哨，走在湿滑的坡面，常

常会摔个大跟头。遇上积雪，送菜的车上不去，

只能靠人力一点点往上扛。有时，他们干脆把大

斜坡当作溜冰场、滑梯，自娱自乐。

如今，这一切都成为“浪漫而难忘”的回忆。

2022 年 12 月，武警铜川支队执勤一大队完成搬

迁，执勤一、二、三中队官兵告别崔家沟，搬进了新

营区。新驻地周围是宽阔平坦的大马路，房间内冬

天还有地暖，但还有官兵睡觉时喜欢裹着厚厚的

棉袄，这是他们在崔家沟养成的习惯。

崔家沟的经历成为属于执勤一大队官兵特有

的精神财富，“从崔家沟走出来的官兵，通过磨

砺和淬火，很难被困难压垮。”

“搬出了驻守几十年的崔家沟深山，标兵中

队的红旗要怎么传下去？”高兆坤看着中队全新

的设施、宽广的训练场、明亮的哨楼，心里不禁

有一些犯难：没有在崔家沟待过的新兵，如何激

发他们的共鸣和战斗力。

在代表支队参加总队 2023年度优秀政治教员

评比观摩时，高兆坤有了想法，他在战士们面前

立下“军令状”，让大家监督他准备比赛的全过

程，一旦发现他偷懒，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他。他

希望通过拿出成绩回馈中队，给战士们树立一个

好的榜样。

一套套理论测试题，一篇篇教案，高兆坤通

过近 3 个月的奋战，历经 5 天 4 夜的激烈角逐，

他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获得一等奖。

归队后，高兆坤将奖杯放在了中队荣誉室。

他想让战士们知道，只要付出，大家都可以取得

荣誉，标兵中队的红旗就会一直传下去。

新营区、新环境，既是对战士个人能力的考

验，更是对执勤一大队战斗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2023 年 3 月，大队组织了一场实兵追逃演

练，这是在新营区展开的第一次演练，也是 3个
执勤中队第一次协同演练。

随着警报声响起，3个中队的官兵迅速领取

武器装备，按照预案展开行动。听到命令后，执

勤一、二中队作为主要追逃力量，在各自中队长

的带领下信心满满，都认为自己中队能够第一个

抓到“罪犯”，两个中队的“较量”悄然展开。

5 分钟、8 分钟、10 分钟……时间一分一秒

过去，随着演练的推移，几十人进行搜索都迟迟

抓不到“罪犯”，对讲机里不断传出两名中队长

的指令，教导员也焦头烂额。

最终第一次演练耗时 20 分钟，在复盘会议

上，两名中队长翻开地形图，一点点研究起来。

当两名中队长汇报完演练所搜索的区域，此

时教导员敏锐发现，果园内一个不到 10 平方米

的地方，却成了两个中队的搜索盲区，也是观察

小组的监控盲区，大家这时才恍然大悟。

晚上，教导员组织大队官兵进行了总结，

“过去在崔家沟的时候，周边环境复杂多样，两

个中队没在一起，演练都是‘各自为战’，但我

们保证了执勤无事故。希望大家要以此次演练为

契机，强化练兵备战打仗的意识，确保圆满完成

使命任务。”

教导员的总结讲完了，大队官兵在新营区的

战斗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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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儋州支队执勤六中队官兵进行携枪越障训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摄

武警锦州支队凌海中队官兵组织日常训练。 刘向杰/摄

无论北疆雪原还是南域海岛，无论繁华都市还是大漠荒滩，祖国各地到处都有武警官兵站哨执勤的身影、到处都是他们忠诚守护的地方。近期，武警部
队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了“忠诚守护的地方”主题网络宣传活动，对武警辽宁总队锦州支队执勤四大队凌海中队、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执勤四大队阳朔
中队、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执勤三大队执勤六中队、武警陕西总队铜川支队执勤一大队4个先进基层单位进行深入采访报道，集中反映新时代武警部队忠
诚担当使命、守卫社会安宁的坚强决心和坚定行动，立体展现“人民武警爱人民、人民武警为人民”的宗旨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