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
一
度

2 0 2 2

年8

月3

日

星
期
三

责
任
编
辑

邢
建
祥

责
任
校
对

王

曈

技
术
编
辑

宋
凯
元

5

黄骅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武帝豪和董秀丽小两口同赴西藏守卫边疆，平时经常联系
不上。武帝豪住在集装箱里，每天被风雪冰雹“叫醒”——

边境线上的沧州“夫妻档”
本报记者 代苗苗 本报通讯员 张晋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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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购物卡
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保重身体，头晕了注意吸
氧。”“你也照顾好自己，多穿点，
别冻着。”

黄骅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
警“夫妻档”武帝豪和董秀丽，同
赴西藏守卫边疆。他们一个在海
拔 5200 米的祖国边境线上巡
逻，一个在海拔 4700 米的派出
所整理户籍信息、处理各类案
件。他们通过时断时续的手机信
号发出简短的问候信息后，又投
入到各自的工作中。

根据上级安排，28 岁的武
帝豪和董秀丽目前在西藏自治
区日喀则市岗巴县进行为期半
年的实践锻炼。他们说，要将家
国之爱书写在边疆大地上。

来到“风吹石头
跑，氧气吸不饱”的岗巴

3月12日，武帝豪和董秀丽
乘坐飞机抵达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的日喀则市。两人都当过
兵，身体素质较好，适应能力也
比普通人强不少。但严重的高原
反应，还是让董秀丽吐了两天。

夫妻俩被分配到了西藏自
治区日喀则市岗巴县。在日喀则
市适应了一周后，武帝豪奔赴岗
巴边境派出所开鲁疫情防控卡
点执行任务，董秀丽则担任岗巴
边境派出所的内勤民警。

岗巴，藏语意为“雪山下的
村庄”，是人口稀少的高寒之地，
平均海拔 4800 多米，空气含氧
量不足内地的60%，最低气温达
零下 40℃，每年有 200多天会刮
8级以上大风。

因为岗巴县环境艰苦，当地
人编了个顺口溜：“天上无飞鸟，
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
吸不饱。六月雪花飘，四季穿棉
袄。”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论
什么困难，总有办法克服。”夫妻
俩互相鼓励道。

住在集装箱里，每
天被风雪冰雹“叫醒”

武帝豪作为带队民警，与同
事们一起搬进了四个集装箱组
成的执勤点。一个集装箱只能放
进两张小床和一张窄桌，一刮大
风，铁皮便轰轰作响。

为了防止房子被大风吹走，
大家还在集装箱的四角堆放了

大石头。
屋里没有电，照明要靠太阳

能板。生活用水和食物三五天才
能下山去运一次。用水要节省，
一小盆洗脸水，洗完抹布再涮拖
布。洗澡要等轮休时去镇里的澡
堂，一个月才能洗上一次。

“海拔太高了，我刚来到执
勤点时，如果不吸氧，会头疼得
睡不着。”武帝豪说，这里平均气
温为零下2℃，早上七八点天亮，
晚上九点半天黑。赶上雨季，每
天都要下雨、下冰雹。

武帝豪白天穿秋衣、保暖衣
和棉服，晚上铺三层褥子、盖两
层棉被。天太冷，屋里要生煤炉，
为防止一氧化碳中毒，他们必须
打开窗户，头靠着窗户睡。

“不用定闹钟，每天早上，雨
点、带冰碴的雪或黄豆大的冰雹
会准时砸到脸上、身上，把我们

‘叫醒’。”武帝豪笑着说。

负重 15 公斤爬
坡，每天两次巡逻

每天上午和下午，武帝豪都
要携带重达 15公斤的盾牌、警
棍等装备，带领医生、巡边员、志
愿者等 10人组成的队伍在边境
线巡逻，处理各种突发情况。每
次巡逻，来回路程 10公里，大约
需要两个小时。他们每天需要在
规定路线上巡逻两次。

在氧气稀薄、坡陡石多、寒
风刺骨的环境中行走，体能消耗
极大。即便是适应高原生活、身
强体壮的藏民，小跑 100米也会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大家连续行走 1公里，腿就

会酸麻、胀痛，头也会发晕、发
沉。出于安全考虑，队伍在巡逻
时，每走一段，必须休息一下，吃
点随身携带的馒头、饼子、肉干
等补充体力，有时候还需要吸
氧。

遇上特别陡峭难行的山坡，
大家互相搀扶，才能勉强前行。
每走一步都要非常小心，如果脚
下一滑，后果不堪设想。

武帝豪说，他们巡逻遇到牧
民时，会提醒对方带领牛羊远离
边境线，并给对方分发口罩，讲
解疫情防控知识，提醒其注意个
人防护。他们在执勤点遇到牧民
时，会请牧民进屋喝水进食，分
发一些常用药品和防疫物资。

“牧民们对我们很尊重，每
次见面都会热情地和我们打招
呼。”武帝豪说。

结交藏族朋友，被
当地淳朴民风打动

和武帝豪一起巡逻的医生、
巡边员、志愿者，都是当地藏民
或周边地区的基层干部。

休息时，他们会聊起家长里
短和国家发展。武帝豪跟着巡边
员学会了几句藏语：爸爸是“阿
爸”，妈妈是“阿妈”，爷爷和姥爷
是“波拉”，奶奶和姥姥是“莫
拉”。当地不懂汉语的居民请武
帝豪当老师，教他们说“感谢”

“我爱中国”等词句。
当地群众常常这样说，党和

政府给村里盖了新房子，通水通
电，修了公路，还买了电视机、洗
衣机、冰箱等，大家非常感激。

武帝豪说，有的巡边员或志

愿者会将自家制作的牛肉干、羊
肉干送给他吃，让他补充体力。
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互相帮助
和爱护，已经成了朋友。

“在与淳朴藏民的耐心交流
中，我的爱国情感也在不断升
华。”武帝豪说。

夫妻一个月见一
两次面，经常联系不上

与武帝豪相比，董秀丽的工
作、生活环境要稍好一些。处理
违法案件、制作询问笔录、进行
普法宣传、入户采集户籍信息、
执行安保任务……董秀丽工作
认真、责任心强，很快便成了单
位的“多面手”。同事们都很喜欢
她，亲切地称呼她为“秀儿”。

董秀丽虽然没有到一线站
岗、巡逻，但工作一点也不轻松。
单是排查户籍信息，就要爬山入
户。

每家有多少人，房屋面积多
大，哪些房屋是新建的，有几辆
车、车牌号是什么，家庭成员在
哪里上班或上学……每个家庭
的详细信息，都要一一询问、调
查核实，并录入系统，既费脑力，
也耗体力。

“没事儿，工作时只要注意
不跑不跳，一般不会头晕、头
疼。”董秀丽说。

“我俩工作都很忙，平时相
互照顾的机会很少。虽然相隔不
远，但一个月只能见到一两次，
有时只是匆匆一面。”董秀丽说，
武帝豪驻扎的山上完全没有手
机信号，等到下山拉水、煤、食物
等物资时，手机才能正常通话。

手机一有信号，武帝豪便会
抽空给妻子打个电话。如果时间
允许的话，他们会在派出所见上
一面。轮休时，武帝豪会和妻子
一起做饭、吃饭、洗衣服，享受短

暂的相聚时光。

明知手机没有信
号，每晚还是要给妻子
发一句“晚安”

武帝豪说，妻子做饭手艺不
错，知道他爱吃面食，会在工作
之余专门给他做一些好吃的。

前一阵子，董秀丽掐算着武
帝豪要下山拉水了，便“抢”出时
间给他烙了几张大饼。可是，接
下来她要执行任务，无法与丈夫
见面，便用塑料袋把大饼包好，
放到派出所门口，让他路过时去
拿。

“那可口的大饼，是妻子对
我的牵挂。把大饼捧在手里，我
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武帝豪说，
虽然他的手机大部分时间没有
信号也连不上网，但他还是坚持
每晚通过微信给妻子发一句“晚
安”。

武帝豪的住所海拔太高，气
压太低，用普通的蒸锅、炒勺根
本做不熟饭。做饭时，他们先把
食材放进炒锅里加热一下，再放
入高压锅进行二次加工。一顿简
单的饭菜，要折腾一个多小时才
能做好。

武帝豪来到岗巴县后，由于
吃不惯、休息不好，已经瘦了 15
斤，也被晒黑了不少。

“记住，多吃点，身体强壮了
才能更好地守卫边疆！”董秀丽
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两人见面
时，她手把手地帮助丈夫提高厨
艺，让他学会“自食其力”。

武帝豪和董秀丽结婚刚两
年，即使有说不完的话，也只能
先放一放。“如果平常没什么事，
我们不会过多联系，怕影响彼此
的工作。”董秀丽说，两人是相濡
以沫的夫妻，更是并肩作战的同
事，保大家才能有小家。

再过一个多月，两人就要完
成实践锻炼，返回沧州了。他们
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利用难
得的机会，争取多做些工作。

武帝豪武帝豪（（右右））在当地进行普法宣传在当地进行普法宣传。。 董秀丽在边境派出所整理户籍资料董秀丽在边境派出所整理户籍资料。。

武帝豪带队在祖国的边境线上巡逻武帝豪带队在祖国的边境线上巡逻。。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