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曲兵团人守护祖国神圣国土的英雄壮歌，这是

一段兵团人捍卫民族神圣尊严的感人故事。

1988 年 4 月 23 日，地处我国西北边境的界河——阿拉

克别克河突发特大融雪性洪水，奔涌的河水流向我国境

内。根据国际惯例，界河中心为两国边界，界河水流到哪

里，哪里就是国界。据测算，如果不堵住洪水，我国就要

失去55.5平方公里国土。

情况万分紧急，封堵刻不容缓。驻守在新疆阿勒泰地

区哈巴河县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一八五团干部职工

和兄弟单位的同事、驻军官兵、地方干部群众团结一心，

历时 16 个昼夜，用血肉之躯，奋勇将肆虐洪水逼回故道，

确保了领土不失。

屯垦戍边是职责

“你看，身前是界河，身后是祖国，我们必须坚定守护

在这里。”站在界河畔，马军武一脸坚毅：“屯垦戍边是兵

团人的职责，我从没后悔自己的选择。”

茫茫雪原上，一间小屋格外醒目，屋前的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让银装素裹的大地更显壮美。这里是军武哨所，

是马军武工作的地方，原名桑德克哨所，马军武和妻子张

正美的家，也是这里的一部分。

33 年前，年仅 19 岁的马军武参与了那场国土保卫战，

以青春之躯勇斗洪魔。

“那时不仅全团出动，还有十师其他单位支援，大家心

往一处使，就是要坚决堵住决口。”说起当年抗洪时的情

形，马军武仍历历在目：“没想到洪水那么猛，大家团结奋

战，勇斗洪水，那场面真让人热血沸腾。”

汛情就是命令，堤岸就是战场。一八五团党委书记、

政委颜俊介绍，1988 年那场洪水吞没了全团 2 万多亩良

田、1 万多亩草场，十几个生产连队、2000 多人被洪水分

割包围，形成了一座座孤岛。

“就像一场激烈的战斗，大家分工明确，分头行动，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与马军武一样，一八五团一连职工

张林，也亲历了那场抗洪。当时，张林在一营机耕队驾驶

推土机，奋战在抗洪一线。

堆石料、填沙袋、扎铁笼……抗洪勇士们不仅有必胜

的信念，还坚持科学应对、协同作战，在物质条件有限的

情况下，取得了最后胜利。“不仅能冲锋，还要能呼应，大

家拧成一股绳。”张林说。

此后，阿拉克别克河又发生过几次大型洪水。每一

次，一八五团职工群众都以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家国情

怀、寸土不失的坚定信念，与援助单位、边防部队、地方

干部群众一道，以血肉之躯铸起坚固的“生命界碑”。

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投入力度的增加，界河堤坝越来

越牢固。如今，洪魔再难肆虐，精神永远传承。在一八五团、

在第十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抗洪守土的英雄壮歌始终

在传唱……

深情守护“西北之北”

地处“西北之北”的一八五团所在地，自然条件十分

恶劣。春季多风，夏日蚊虫肆虐。进入冬季，雪深及膝，

团场变成白色“孤岛”。

“屯垦戍边是我们兵团人的职责使命，不管多苦都坚决

不能退缩。”马军武说，“一八五团就是我的家，总得有人守在

这里。”

在一八五团，老一辈依然意气风发，青年一代则迅速

成长。“苦是苦了点，数‘小咬’最可恨，夏天出门都要全

副武装。”龚素梅初到一八五团工作时在一连，“有各种不

适”。“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但精神上是富足的，边境线是

磨练意志、提高本领的地方。”她笑着说。

“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

稼，边境线旁牧羊牛。”这是一八五团职工群众工作、生活

的真实写照。“对这里有了感情，就不会觉得苦。”在一八

五团出生、成长、工作的赵焕春，对一八五团、对兵团怀

有深厚的感情，“我会一直坚守在这里”。

一八五团人是兵团广大职工群众的缩影。秉承红色基

因，兵团人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国土在我心中为荣，

“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水，不与民争地”，工作生活在风

头水尾、沙漠边缘、边境一线。他们在辽阔的新疆大地默

默奉献，用激情和汗水，谱写出一曲曲震天撼地的英雄

壮歌。

培育区域旅游高地

走进一八五团一连，“西北边境第一连”几个字映入眼

帘。在连队街巷两侧，遍布特色餐馆、农家乐。“旅游旺季时，

这里游客多得很，需要提前订餐。”张林说。

近年来，一八五团打响“边境风景线，传奇一八五”旅游

品牌，大力推介“西北边境第一连”“西北之北”“白沙湖”等旅

游景点。2019 年，全团接待游客 2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208万元，带动近千人就业。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

游业发展放缓，该团通过加强人员培训、改善基础设施等提

升“内功”，为今后发展蓄力。

“在一八五团发展旅游，有着独特的优势。”颜俊表

示，换个角度看，偏僻的地方、特殊的环境也是旅游资

源；抗洪守土事迹、戍边故事也是一种独特资源，能够为

旅游业发展添彩。

随着一八五团知名度的提高，慕名来参观“西北边境第

一连”、团史馆、军垦旧居的游客越来越多，人们在一八五团

深入了解军垦人艰苦的拓荒岁月，感悟兵团发展的不凡

历程。

此外，一八五团还在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支持下，制定了

“北游南牧”和打造寒地田园小城镇的发展思路，推进“一连

一景”“一连一品”，重点打造北部连队旅游线路。目前，该团

一连、二连、三连已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旅游业的发展，让兵团精神的传播与弘扬有了新载体，

抗洪守土的英雄壮歌传播得更远了。曹玉娟退休后成了景

区导游，在为游客介绍景点的同时，她还结合自身经历，与游

客分享兵团人的家国情怀、屯垦戍边的精彩故事。

“我们不仅是景区的讲解员，还是兵团精神的宣传员、

边境地区的护边员、团场发展的信息员。”曹玉娟言语中透

着自豪：“游客回到家乡，一定会对驻守西北边陲的兵团人

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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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祖国当卫士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李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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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988 年，

一 八 五 团 战 洪 魔

现场。

图② 一八五团

抗洪守土纪念碑。

图③ 一八五团

白沙湖景区一角，这

是 兵 团 首 个 5A 级

景区。

（资料图片）

1988 年 4 月，阿拉克别克河发生特大融雪性洪水，

一八五团及支援单位干部职工奋力战斗保住了国土。当

年仅有 19 岁的马军武参加了这场国土保卫战。洪水消

退后，他主动请缨，坚守在边境线上巡逻、守水、

护林。

登塔瞭望、观察分水闸、沿边境线巡逻……从那

时起，在“西北之北”的边境线上，有了马军武的身

影。巡边路长，他随身带着干粮，饿了就啃上几口，

渴了就喝几口河水或吃几口雪。实在寂寞时，就吼上

两声。

因特殊的自然环境，一到夏季，这里便蚊虫肆虐。

在巡逻时，为防蚊虫叮咬，马军武将一块在柴油中浸过

的纱布顶在头上，刺鼻的气味既熏蚊虫，也呛到自己，

一次巡逻下来，往往没了胃口。“边防线总要有人守，

界河总要有人看，兵团人就是来克服困难的。”面对艰

苦的环境，他这样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师一八五团抗

洪守土事迹，马军武“一生只做一件事，

我为祖国当卫士”的戍边故事令人感

动。在祖国西北角不断续写的传奇，浓

缩了这个边境团场的奋斗历程，折射了

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

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

数万里，屯垦在天山。”脱胎于人民军

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传承红色基

因，始终忠实履行党中央赋予的维稳戍

边神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和对兵团定

位要求，紧紧围绕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工作总目标，聚焦兵团职责使命，

推动新时代维稳戍边事业取得新成就，

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在凝聚各族群众方面不断展现新作

为，在发挥生态卫士作用上愈发明显，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进程中接连

取得新突破，在构建以新型工业为主导

的产业发展格局上迈出新步伐……最近

一年来，兵团坚持不断增强维稳戍边本

领，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与此同时，兵团大力推进先进文化

示范区建设，切实发挥在“文化润疆”中

的特殊作用，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传播先进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阵

地，推动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

家园。

践 行 初 心 使 命 ，书 写 时 代 答

卷。眼下，兵团人正以不吃老本、

再立新功的精神状态投身各项

事业。我们相信，广大兵团职

工一定能够继续履行好维稳

戍边的神圣使命，聚焦新疆

工作总目标，为建设团结

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

步、安居乐业、生态良

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疆作出

更大贡献。

续写屯垦戍边新传奇
乔文汇

1992年 1月，马军武与张正美结为夫妻，夫妻俩开

始共同在哨所坚守。“守住了界河，就是守住了国土！”

“攻不破的边防线，摧不垮的军垦魂。”夫妻俩常用这

样的话语互相鼓励。在马军武心中，妻子的支持和陪

伴是他坚持的动力。张正美说，是丈夫用坚强的臂膀

支撑着自己。

一次，界河发生汛情，冲倒了上游一棵大树，

树木横插在堤坝的麻袋上，随时有决堤危险。为处

理险情，马军武跳上由 3只轮胎制作成的简易皮筏

子。行进中一个大浪冲来，皮筏子被掀翻，马军

武落水。

张正美来不及多想，便沿河道向下游跑，边

跑边喊马军武的名字。当看到马军武站在岸

上，张正美嚎啕大哭。原来，马军武拽住岸边

的树枝，慢慢游上了岸。

“其实，我们只是想努力把分内的事做

好。”马军武坚定而自信地说，“有我们在，

边境线就一定会安全！”

“ 一 生 只 做 一 件 事 ， 我 为 祖 国 当 卫

士”早已成为马军武的誓言。他们夫妻

的守边故事渐渐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

常会有游客认出他们。“导游特意介绍了

你 们 的 故 事 ， 非 常 了 不 起 ， 向 你 们 致

敬。”每当游客向马军武竖起大拇指时，

他 总 是 腼 腆 地 笑 笑 ， 为 游 客 讲 述 当 年 抗

洪 守 土 的 故 事 ， 宣 传 边 境 管 理 法 规 ， 解

读兵团精神……

马军武、张正美夫妇驻守在边境线上。他们所在的

哨所被命名为军武哨所，被誉为“西北民兵第一夫妻

哨”。图为马军武、张正美在瞭望塔上瞭望。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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