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索朗达杰之前，西藏
自治区政协办公厅的同志就透
露，索朗达杰的故事很感人，
不仅仅是因为他多年坚守在海
拔很高的边境线上，还因为他
是 一 个 有 理 想 、 有 志 气 的
孤儿。

和索朗达杰的同事细聊，
才知道索朗达杰出生在西藏自
治区尼木县塔荣村的一个普通

农民家庭。16 岁那年，父母因
故相继离世，索朗达杰成了一名
孤儿，爷爷和哥哥供他完成了初
中学业。毕业后即将面临辍学之
时，恰好赶上了党中央对西藏等
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帮扶政策，
在党员干部与困难儿童的结对帮
扶中，索朗达杰幸运地成为养母
杨华妈妈的帮扶对象。在杨妈妈
的帮助下，索朗达杰考上了大

学，并从那时起立下了誓言：长
大后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绝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不辜
负养母的帮扶之恩。

2009 年，大学即将毕业时，
武警西藏边防总队到索朗达杰的
学校招警。“当时我的脑海里就
冒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到边防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报了名，最

终成为这个光荣集体里的一员。
14 年来，索朗达杰换了一个

又一个工作地点，但始终没有离
开边境派出所。他恪尽职守，勤
恳敬业，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防
线。他告诉记者，普玛江塘的确
很苦，在这里别说工作，就是待
着都难受。“可是都去享受美好，
那国家的边防线谁来守护？”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
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
我也思念。我守在婴儿的摇篮
边 ， 你 巡 逻 在 祖 国 的 边 防 线
……”采访索朗达杰时，记者脑
海中不禁响起了 《十五的月亮》
的旋律，这首军旅歌曲，不正是
对索朗达杰和战友们的生动“写
照”吗？

一个孤儿的选择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木元 谢颖

普玛江塘，在藏语里为“遥远
的地方”之意。普玛江塘乡位于喜
马拉雅山北麓，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浪卡子县西南部，平均海拔5373
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这
里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空气含
氧量不足海平面的40%，因此被
称为“生命的禁区”。

2022年 8月的一天夜里，普
玛江塘边境线附近的冰川气温低至
零下十几度，浪卡子边境大队党委
书记、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原所长
索朗达杰和一起巡逻的战友们，因
碰上冰面裂缝无法前进，被困在了
冰川里。

夜里寒风呼啸，白天巡逻打湿
的鞋子被冻得硬邦邦，索朗达杰和
战友们躲在一个仅有肩膀宽的石头
缝隙里，瑟瑟发抖，情况十分危
急。“我们一定能闯过去！”“千万
别睡过去！”“把包往石头上放，方
便救援队看见。”索朗达杰与战友
们互相打气、互相取暖，凭着坚强
的意志迎来了清晨的阳光，也等到
了前来援救的战友。

在西藏边境基层一线坚守14
年，索朗达杰遇到过各种各样的
危险情况，但他和其他移民管理
警察一样，从未退缩。他们用

“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
的喜马拉雅卫士精神，坚守在祖
国的边境线，让青春闪耀在雪域
高原。

■ 苦干燃烧青春

从浪卡子县驱车前往普玛江塘
边境派出所，大约需要一个半小
时。在山路上一直蜿蜒前行，忽
然，眼前开阔起来，远处碧空如
洗、群山巍峨，山顶的皑皑白雪在
阳光下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太美
了！”看着记者为眼前的美景而惊
叹，索朗达杰笑了起来，随即叮
嘱：“慢点走，说话别太急，这里
海拔高，好多人到了这里高原反应
很厉害的。”

这样的经历索朗达杰印象太深
刻了。2016年，先后在山南边境
管理支队的勒布、吉布、浪坡、库
局边境派出所工作的索朗达杰主动
请缨，来到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担
任副所长。报到第一天，看到这里
的美景，他同样很兴奋。但很快，
大自然便展现了它残酷的一面——
晚上，他高原反应严重，头昏脑
涨，根本无法入睡；白天走路稍快
一点儿就会气喘吁吁。

“总不能这么待着！”调整两天
后索朗达杰便坐不住了，天天往外
跑熟悉辖区情况，所里的工作也一
件一件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在派出所的楼体上，记者看到
这样一句话——与其苦熬浪费生
命，不如苦干燃烧青春。“普玛江
塘驻地高寒缺氧，气温最低可以达

到零下30℃，生存条件恶劣。因
为缺氧严重，日常我们的身体都会
有一种‘负重前行’的感觉。常年
驻守在派出所的民警，看起来都会
比实际年龄老上几岁。”索朗达杰
说得没错，在跟民警们交流时，记
者发现，他们的嘴唇都呈乌紫色，
这是常年处于高海拔地区的一种
表现。

最艰难的工作，莫过于巡逻
了。普玛江塘乡与不丹接壤，边境
线长约 25 公里。在常态化巡逻
中，巡逻队从派出所出发，驱车大
约60多公里，到达岗布冰川附近
开始步行，20多分钟后到达观测
点。在观测点，巡逻队要用望远镜
仔细观察周边各种情况。每年，派
出所还要视具体情况开展2-3次大
型巡逻，这种巡逻需要带上简单户
外装备，到达冰川脚下海拔约
5500米的地方后休整一晚，第二
天一早7点钟攀登冰川，登顶后在
海拔 6000 多米的边境线附近巡
逻，最终返回出发点，大约需要12
小时。往返途中天气变幻莫测，风
雨雪雹都可能会遇到，几乎每次巡
逻都是对身体的一次严峻考验。

2020年，索朗达杰离开普玛
江塘边境派出所，到浪卡子边境管
理大队任职，但遇到重要的大型巡
逻，他还是会回来。“能够工作在
最前沿，能够和战友们战斗在一
起，觉得特别荣耀。”让索朗达杰

高兴的是，所里的年轻人成长很
快，现在都能够出色地完成巡逻
任务。

每次在边境线巡逻，索朗达杰
和战友们都会沿途喷绘国旗图案、

“中国”字样和巡逻的次数，至今
已达 300多次；每次到达冰川顶
部，他们都会列队向国旗庄严宣
誓。巡逻路上的图案、文字、数字
和足迹，见证了索朗达杰和战友们
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我们站立的
地方就是中国的坐标，我们的每一
次巡逻都是对国家主权的宣示，我
们的工作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充满
了神圣感。”索朗达杰说。

■ 生死救援 绝不轻言放弃

岗布冰川位于浪卡子县南部、
普玛江塘草原深处。这里冰塔林形
态各异、壮丽秀美，让人叹为观
止。随着在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
台上的广泛传播，岗布冰川在网上
越来越有名气，时常有慕名而来的
游客。

岗布冰川很美，但毕竟是无人
区，海拔很高，地形极为复杂，既
没有明确道路前往，也没有手机信
号覆盖，经常有外来车辆和人员被
困。所以，冰川救援，也成了索朗
达杰和战友们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2020 年 3 月，一天深夜 11
点，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4名游

客被困岗布冰川。索朗达杰和战友们
立即驱车2小时赶到事发区域。当时
冰川正在下雪，气温极低，风吹得人
连站立都困难。因为风太大，无人机
无法使用，大家只能凭经验，沿着事
发率比较高的区域开展搜寻。为了确
保安全，他们出警的6人用背包绳和
卡扣连成一列爬上冰川，然后一边在
冰面上慢慢挪动身体，一边用手电筒
照向各个角落，同时嘴里还不停地喊
着“有人吗？有人吗？……”

3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一个人影
都没看到。“雪越下越大，风也刮得
越来越猛，当时我们就想，他们肯定
是凶多吉少了。可是人命关天，大家
都不想轻易放弃。”索朗达杰和战友
们冒着掉入冰崖的风险，继续往冰川
深处搜索。又过了大约1个小时，终
于听到了游客的求救声，最终在一个
冰凹处找到了正蜷缩着身子的4名游
客。由于极度缺氧，加上长时间受
冻，4人都患上了严重的高原肺水
肿，开始咳血。此时索朗达杰和战友
们也已经体力透支，强忍着剧烈的高
原反应，将所有游客背了出来，并立
即送到医院救治。后来，这4名游客
回到内地后，专门为派出所寄来了锦
旗和感谢信，感谢索朗达杰和战友们
的救命之恩。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索朗达杰回
忆说，在普玛江塘这几年，派出所先
后组织了200多起救援，成功解救了
500多名游客和200多台车辆。“无
论什么情况，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
地点，我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
救被困人员。”

有过多次救援经历后，索朗达杰
和战友们也在思考——虽然救援很重
要，但预防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为了避免被困事件一再发生，他们加大
了前往冰川无人区巡逻的力度，并在沿
途设置警示牌，提醒游客注意安全。

■ 敬最可爱的人

2019年 5月，普玛江塘派出所
收到了一箱包裹，打开一看，里面全
是保暖用的围脖。包裹里还留着一张
A4纸，上面写着“敬边境派出所最
可爱的人”。后来派出所联系了寄件
人——海南大学的赵红亮老师，“经
过了解才知道，是赵老师在河南老家
务农的80多岁父母，在电视新闻里
看到了关于我们派出所的报道，非常
心疼我们，于是花了近一个月时间亲
手编织了围脖，并托儿子寄给了我
们。”看到围脖和纸条，索朗达杰的
眼眶湿润了，“我们这个地方确实很

寒冷、很艰苦，但是祖国不会忘记我
们，祖国的亲人们时刻牵挂着我们，
我们感到很温暖。”

在冷与暖中，守边人不断淬炼着
宝贵的喜马拉雅卫士精神，而支撑这
股精神的，是一个又一个脚踏实地、
辛苦付出的日日夜夜。

因为长期在边境一线工作，索朗
达杰和战友们每年只有休假时才能回
家与家人相聚。有的战友回到家里，
刚想抱抱许久未见的孩子，孩子却扭
过了身子：“你不是我的爸爸，我的
爸爸在手机里。”这样的心酸时刻，
每个人都有过。虽然对家人心怀愧
疚，但回到岗位，索朗达杰依然忘我
工作，“我们是守边人，国土在哪
里，我们就要坚守在哪里！”

2020 年 10月 23日，全国移民
管理机构首届“十大国门卫士”表彰
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索朗达杰光荣
地成为“十大国门卫士”之一。此
外，他还获评公安部二级英模、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殊荣。“我就是
一个普通的边境派出所警察，没有想
到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这
也将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索朗
达杰谦虚地说。

今年年初，索朗达杰成为第十二
届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这是一份
很重的荣誉，也是一份责任。在这个
新的平台上，我一直在努力学习，积
极调研，争取多为边境生态环境保护
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建言呼吁。”
在今年西藏自治区政协全会上，索朗
达杰结合南山边境一线实际情况，提
交了《进一步加强山南边境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的提案》，得到了自治区和
山南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反馈。

今年6月，索朗达杰还参加了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暨新任委员履职培
训，培训后的他更加充满信心：“参
加培训收获很大，我真切感受到政协
委员责任的重大，同时对于未来履职
有了更加清晰的方向。”

“有国才有家，在边境线工作再
苦再累，我们也不能有丝毫懈怠。”
索朗达杰一边和记者说话，一边和
旁边的战友们打招呼。再过几天，
战友们又要到边境线巡逻了，他嘱
咐大家带好装备、食物和水，注意
安全。

虽然离开了普玛江塘边境派出
所，索朗达杰坦言，他心里一直挂念
着这里，战友们每一次在风雪边关巡
逻，他都会详细了解相关情况，“虽
然不在一线了，但我和战友们的心始
终在一起，我们始终是并肩战斗的国
门守护者……”

风雪边关的守护
——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原所长索朗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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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我们的每一次巡逻
都是对神圣国土的丈
量，也是对国家主权的
宣示。我们的工作不仅
很有意义，而且充满了
神圣感。

——索朗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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