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思茅区宁洱大道117号 邮编：665099 广告部电话：0879-2122721 广告许可证（思）01号 周一至周日出版 订阅价：一元二角 零售价：一元五角 征订电话：邮政0879-2137743 报社0879-2149822 普洱日报社印务中心印刷

4版
2022年1月30日 星期日

责编：李颜 郑舒文 版式：张宇鹏 监审校对：钟云

那里，没有霓虹
闪烁的惬意。

那里，没有花前
月下的浪漫与陪伴。

可那里，有我们
的他们，有守护万家
的热血，有笑对风雨
的乐观与坚毅。

每天，普洱市投
入边境疫情防控的联
防联控力量2.67万
人次，日夜守护在边
境线上。

他们像一盏灯，
照耀了 486 公里边
境线，照暖了240万
各族人民，照亮了普
洱的万家灯火。

他们把胸膛挺
得笔直，用青春与热
血将边境线护在身
后，因为祖国在身后、
家人在心中。他们知
道，在更远的远方，一
片闪烁的万家灯火之
中，有一盏温馨的灯
火，那是家人牵挂的
目光。

新春佳节，万家
团圆，我们在此向广
大强边固防突击队员
拜年了！也向他们此
刻的坚守，致敬！是
他们赋予了团圆另一
种含义。

冬去春来，守得
云开，愿所有坚守都
奔向团圆。

说不清是从哪一批强边固防
队员起，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边境疫情防控 6-1卡点的那些小
小哨所都有了别致而响亮的名
字：“浪漫满屋”“避暑山庄”“傣
王宫”“品茗居”……它们点点相
望，串联起了 4公里的强边固防
线，接续在江城县由 484个卡点
组成的疫情防控线上，筑起了江
城县 183公里长国境线上的铜墙
铁壁。

今年 53岁的杨兴荣来自普
洱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
是 6-1卡点上的一名强边固防突
击队员。每天除了日常巡逻，他
还要负责统筹好 21个值守点的
值守人员分工。“刚来时每次巡逻
完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中途
还要休息几次才能走完全程，现
在越走越顺畅，走完还有点意犹
未尽。”杨兴荣说。

1月 23日，走进 6-1卡点，民
兵刚刚换防，杨兴荣正在统计此
次轮值换防后的人员情况，安排
轮换人员报到、值守人员分配、伙
食准备等等。他说，值守人员由
45名来自市、县、乡、村各级人员
组成，平日里两人一组值守。来
自江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的罗悠尘说，“我们每天最少要走
8公里的山路，大家吃着一样的饭
食、做着一样的工作，早已不分你
来自哪里，我来自哪里。我们用
自己的方式，克服困难，守护着祖

国边境线。”
远离城市、住着帐篷，每天在

崎岖的山路上来回巡逻，日子虽
然艰苦，但也有快乐。

“夜轻轻 人欲睡 山寨的夜晚
静悄悄 弯弯的山路哟 去向那远
方……”在一个挂着“浪漫满屋”
牌子的值守点传来了吉他弹唱的
拉祜族民歌《朵朵麻栗花》。几名
休息的队员围坐在一起，现任“屋
主”扎拉正拨弄着手中的吉他。
扎拉是普洱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原生态歌手，这是他第
二次参加强边固防。

“疫情防控是大家的事，与那
些每天处在生死一线的值守人
员相比，我们这个不算什么，必
须好好干。”扎拉说，“上次没有
带吉他，休息时就会觉得没事
做。这次带上了吉他，可以练练
吉他唱唱歌，自己的主业也不能
丢不是？再有就是，在卡点上，
大家都没有娱乐项目，也可以给
大家弹吉他唱歌，助助兴、打打
气。”

同卡点的队员刘玉成说，卡
点上的生活很枯燥，但普洱市民
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强边固防
队员负责的值守点每天都是最热
闹、最欢乐的。特别是天一黑，不
少休息的队员们都会带着好吃的
水果和零食来听歌，时间一久，不
少队员还学会了好几首普洱本土
民族歌曲。

据悉，江城县抓牢边境疫情
防控，加强卡点管理，春节前优化
调整卡点设置，将原来的 277个
卡点调整为 484个，每天派出巡
逻值守的人员达2300余人。

（本报记者 胡雪英 李超
刀琼芬）

娜母，属马之日出生的拉
祜族女孩，性格刚烈，像匹倔
强的小马一样好动。

在一年级的寒假里，受
无情之疫情影响，她取消了
回阿婆家的计划，选择陪我
守边。

她背起书包与我一起巡
逻，巡边路上遍满了她的脚
印；

她像条麂子，欢快地奔跑
在茂密的橡胶林里，让我追赶
不及；

她像只鹦鹉，七嘴八舌地
问我何时回家陪她，让我无言
以对！

无聊中，她望着成片的橡
胶树好奇地问：“爸爸，这些橡
胶树上挂着一个碗，难道它们
也会吃饭吗？”“爸爸，你看，小
树上又没有碗，它们不会饿
吗？”

她又接着说：“爸爸，你头

上的那顶帽子实在是太酷
了！”

我说，是真的吗？那我两
合张影发朋友圈，让大伙点评
点评吧。

今夜，她已回家陪我的妻
子她的母亲。

今夜，她已回家陪我的儿
子她的弟弟。

今夜，我依旧在南锡河畔
的巡逻道上。

娜母的身影一直奔跑在
我身前，潺潺流水打破边境漆
黑的夜色，宁静的夜晚不再让
我孤独寂寞。

（通讯员 扎努）

女儿背起书包与我一起巡逻

“娜母的身影一直
奔跑在我身前，潺潺流
水打破边境漆黑的夜
色，宁静的夜晚不再让
我孤独寂寞。”

本着守好边境的初衷和
勇气，我积极报名加入强边固
防突击队，来到澜沧拉祜族自
治县雪林乡不勒给卡点做一
名守边人。

一阵稳重的脚步声缓缓
靠近，急促有力的呼吸声听得
越来越清楚，我连忙起身，掀开
帐篷布往外看，原来是民兵班
打着手电筒在巡视，刚才的脚
步声和呼吸声就是他们发出
的。此时，皎洁的月光照在他

们的脸上显得格外苍白，夜以
继日的值守巡查让一双眼睛
布满了血丝。他们已经很久
没有回家陪伴自己的亲人了，
但他们毫无怨言继续坚守，筑
牢边境线上的铜墙铁壁。

清晨，大雾弥漫，空气异
常潮湿，头发都湿漉漉的。刺
骨的寒风渗入大衣让人钻心
的疼。缓过神来，点长已经煮
好了热腾腾的面条，虽然是罐
头版的，但在这大山顶上，已
然是最好的早点了。

不勒给这个点的巡防距
离不长，但却崎岖不平。我负
责在 2号点值守，2号点在山
顶上，无论从哪条路走都要攀
登一个六十多度的大陡坡，坡
比较湿滑，稍不注意就会滑
倒。2号点在风口，即使是白
天，山顶的风也一阵一阵的刮
得生疼。

2号点没有通水，只能从
4号点抬水上去。细小的水流
装满25升容量的塑料水桶足
足用了半个小时。我和一起
值守的同事用一根木棍抬起
装满水的水桶步履蹒跚地向
大坡顶上攀爬，到达 2号点时
早已上气不接下气，穿在最
里面的衣服也已经湿了一大
片。

夜晚，呼啸的狂风吹得树
林唰唰作响，穿着厚厚的军大
衣还是冻得发抖，厚实的帐篷
也像要被掀开了顶一般，让人
不安。简单洗漱之后，躺在木
桩支立的床上，脑海中是这些
天的守边感悟：作为一名党
员，在强边固防工作中更应该
全力以赴，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坚守好边境线，争做一
名优秀的守边人。

（通讯员 彭俊）

平凡岗位的不平凡坚守

“作为一名党员，在
强边固防工作中更应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全力以赴，坚守好边境
线，争做一名优秀的守
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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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段突击队员们的愿望

“虽然因为驻守边
境而不能跟家人在春节
团聚，但想到自己的坚
守能换来千家万户的平
安，这样的人生经历非
常有意义。”

二十二段突击队员们有
两个春节愿望，一是希望疫情
早日过去；二是希望春节期间
有好天气，巡防回住所时能让
被汗水湿透的身子冲上热水
澡，被子也可以晒一晒。

春节将至，在西盟佤族自
治县新厂镇二十二段，强边固
防突击队员一如既往不松懈、
不松劲，始终以饱满的精神状
态坚守一线。

二十二段住所建在一个
背阴坡树林中，是名副其实的

“独家村”。这里气候独特，
降水充沛，突击队员调侃全
年就一个季节——雨季，即
便是寒冬腊月里，几乎每周

都会下雨。即使是晴天里，
露水也很重，在河边水沟边，
下午四点左右树叶上就已缀
满露珠。

从 2021年 7月派出第一
批强边固防突击队以来，目前
已是第七批，共 5名，主要由
市、县两级单位抽调的突击队
员组成。第七批突击队将驻
守到 2月底，意味着今年的春
节他们将在这里度过。

二十二段巡防距离不算
长，直线距离为1.3公里，实际
距离也只有 2.6公里。可是，
就这短短的一段距离，不通车
路，全程需要徒步巡防，途中
有悬崖峭壁，有河流有深沟。
巡防也不容易，要爬坡过坎，
过独木桥，上下“楼梯”，钻“狗
洞”。突击队员调侃自己为移
动中的“夹心饼干”，在悬崖峭
壁与物防设施之间，是巡防的
必经之路，较为狭窄，一定要
侧着身子找准角度，否则会被
卡在中间，碰到哪边都又硬又
痛，总是进退两难。过独木
桥，上下“楼梯”容易理解，为

何要钻“狗洞”？在一个大陡
坡上，一个数十吨重的大石头
横挡在巡防路上。想翻过石
头，太高无能为力。绕道吧，
要走很长的“冤枉路”。一些
眼力好的队员发现，大石头下
面，有一个刚好够人匍匐通过
的小洞，一些体型稍瘦的队员
可以从这通过。带着巡防的
狗也习惯跟着人往洞里钻，久
而久之，大家都喜欢称之为

“狗洞”。
为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突击队员特意准备了两公斤
罗非鱼，让年夜饭简朴而不失
仪式感，寓意年年有余。1月
24日，突击队员李明 69岁的
母亲做手术，但他仍选择和队
友们坚守一线。5名突击队员
中，有好几个还是第一次离开
故乡离开家人，在外过春节。
大家认为，虽然因为驻守边境
而不能跟家人在春节团聚，但
想到自己的坚守能换来千家
万户的平安，这样的人生经历
非常有意义。

（本报记者 刘绍容）

我们的驻地有了家的气息

“在2022年新春佳节
来临之时，衷心祝福祖国
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
康。我们相信，在守边卫
士的坚守下，祖国的边境
将一派安宁。”

这里有他

“我们用自己的方
式，克服困难，守护着祖
国边境线。”

强边固防线上的“浪漫满屋”

这里有家

PUER DAILY

西盟佤族自治县强边固防突
击队第 49分段驻地地处阿佤山
河谷地带，周遭全是郁郁葱葱的
万亩橡胶林。从去年夏季到今年
即将迎来的春季，突击队员们在
阿佤山巅、原始密林和界河滩涂
经历着四季更替。第 49分段的
队员们和其他段点的队员们一
样，都肩负守护边境，守卫家园的
职责和使命。

在紧张忙碌的巡边工作之
余，队员们可谓使出浑身解数，默
默为段点驻地建设贡献力量。去
年 7月，当第一批突击队员来到
第 49分段驻地时，连续多天阴雨
绵绵，满地泥泞，给巡逻工作和驻
地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人员
的增加，原先的简易房显得异常
狭小，需要尽快扩建。段长岩蒋

找来了石棉瓦、铁丝、钉子等建
材，带领队员们进山采伐木材和
竹料。很快，在入驻段点后的第
三天就扩建完成了居所，建盖了

“标准化”厕所，建造了菜台、灶台
和物资储存库等生活设施，还用
帐篷搭建起了学习和会议场所，
使驻地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
改善。

随着守边时间的推移，有心
的队员们建盖了鸡舍，在驻地里
养起了鸡。每天天刚拂晓，驻地
便响起了公鸡的打鸣声，天一
亮，驻地周边就有鸡在觅食、追
逐，很是热闹。加上每天袅袅升
起的炊烟，驻地上空弥漫着阵阵
烟火气，我们的驻地有了家的气
息。后来，驻地里的母鸡下了
蛋，孵化了两窝小鸡，驻地里更加
热闹了。

在守边工作中，队员们在段
长和临时党支部的带领下，严格
遵守段点工作制度，丝毫不敢懈
怠。不管白天黑夜，无论晴雨，队
员们都按班次正常巡守。春节即
将来临之际，第 49分段驻地里烟
火弥漫，鸡鸭成群，温暖如初。

（通讯员 李扎克）

献给我们的“他们”
清晨，一缕阳光倔强地冲破西

盟佤族自治县岳宋乡佤山云海，星
星点点地映射在南弄河谷原始森
林中。被整夜寒露浸润的林间道，
又多了一列脚印。刚从橡胶地劳
作回家的佤族老乡热情地和“他
们”打着招呼，“诶，你们又来守边
了噶？”

是啊，“他们”又来了，“他们”一
直没走。

2021年 7月 18日以来的每个日
夜，一批又一批的“他们”，来回奔波
在岳宋乡崎岖不平的边境道路上。

虽然“他们”大部分不是土生土长的
佤山人，但是那双双磨平的“解放
鞋”，让他们逐步熟悉了这里的一草
一木，一坑一塘。“那边大红毛树”

“这边的大拐弯坡”，一提这些含含
糊糊的地点名，他们总是可以准确
定位，迅速出动。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修路
架桥的行家里手，有奋战在一线的
执法人员，也有扎根佤山的党建工
作者、农科专家……但在这里，“他
们”只有一个名字，“强边固防突击
队员”。来到边境，有些“他们”成了

建筑家，搭起了个个驻点工棚；有些
“他们”成了美食家，每天变着花样
打造“舌尖上的佤山”；有些“他们”
是艺术家，让枯燥的守边生活仍有
阿佤新歌陪伴。

“他们”是让人钦佩的汉子，是
丈夫、是父亲、是家中独子、是爷爷、
是外公。“他们”有些是已递交退休
申请的“老乖”，有些是刚参加工作
的“零零后”。他再过 3个月就可以
光荣退休，但仍主动向组织申请，三
赴佤山守边；他放弃结婚办喜计划，
挂帅联防所坚守一年；他家中老人

病危仍服从组织安排，没能在临终
前见到最后一眼……

也许此刻，城市早已华灯初
上，年味渐长；也许此刻，家中高朋
满座，忙着筹备年货和过年的新
裳；也许此刻，家中的亲人会有埋
怨，都去了那么多次了，为什么连过
春节了“他们”还在“疫”无反顾？“他
们”总是憨憨地笑着说，今年我们
边疆的“小”家也需要我嘛，不坚守
住这个“小”家，哪来的“万”家团圆
呢？

（通讯员 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