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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初，我有幸赴新疆与同事们一道深入新疆喀

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对中巴边界进行实地勘查。

这是我入司以来第一次实地参加“走边护边”工作，九天的

工作经历不仅给了我一个深入学习边界业务的机会，更给我

留下难忘的回忆：深入边界无人区这段外交人员鲜有的独特

经历，让我对边界和边界工作艰难困苦有了深刻认识，不由

让我对地方的边界干部和护边员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回京后，

这些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驱之不散，遂执笔将其中见闻

记录一二。

一、心潮澎湃，准备出发

这次我们去往的中巴边界地处高寒高海拔无人地区，世

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就坐落于中巴边界，此行的主要任务

是获得中巴边界线 8、9、10 号三个界桩的测绘数据。由于

条件过于艰苦，海拔高，路途遥远（往返 80 公里），无法



开车进入，已经多年没有对这三个界桩进行过实地调查。

4月 3 日，调查组一行从塔县出发，一路跋山涉水，翻

过两座高山，越过一条河流，走过一段塌方路，终于来到了

我们的最后休整营地-塔吐鲁沟边防连。

车队涉水过河

守卫边界线的边防连队



二、吹净黄沙，始到边界

4 月 4 日天还未亮，我们在塔吉克族老乡家里吃过简单

早餐后，正式开始徒步上界工作。这次测量需要海拔 3300

米以上的高原上行走 80 公里，到处都是无人区，路是牧民

踩出来的小路，往返只能靠双腿，需要整整两天一夜的时间。

这对每一位调查组队员的体力、意志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尤

其对来自常年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我们，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首次走边不仅仅是山路难行，还要考虑到高原反应，万一坚

持不下来，个人疲惫事小，拖累了队伍进程、无法按期到达

就比较严重了。想到这儿我便暗暗在心里给自己打气，绝不

能半途而废。

老乡家里的早饭（奶茶和烤馕）



出发前的动员

经过短暂的动员后，调查组队员们背上自己的睡袋、物

资开始了自己的征程。涉水渡过刺骨冰冷、齐腰深的河流后，

就正式踏入了征程。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到处都是“大漠孤

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心情也随之欢快起来。

无限风光在险峰



但随着不断的前进，体力的下降，再也没有精力观看这

景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早点到达目的地，同时不

断鼓励自己坚持下去，作为一名边海人，就要时刻发挥攻坚

克难的精神，向优秀的边界干部看齐。

山路陡峭（将近 90°的斜坡）

中巴边界 12 号界桩

4月5日晚12点，勘察界碑的队员们终于胜利完成任务，

顺利返回。当队员们看到营地的那一刹那，简直有一种热泪



盈眶的感觉，瘫坐在地上一动都不想动。但在经历了如此艰

难的一段行程并成功战胜它之后，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洋溢着

满满的成就感。

三、可亲可敬，为国护边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总人口 4万余人，有塔吉克、

柯尔克孜、维吾尔、汉、回等民族，其中 90%都是塔吉克族

人。而在这些塔吉克族中，有将近 7500 名护边员守护着这

里的边界。在新疆广袤的边境管理区，一座毡房就是一个哨

所，一个护边员就是一名哨兵，他们世代生活在边境地区，

把放牧、守边作为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他们就像一座座“活

界碑”，为祖国边境铸起一道铜墙铁壁。

队伍中的护边员（塔吉克族大叔）



民族团结的体现

后记

作为一名边界工作者，亲自走在边界线上，对边界的认

知不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地图上，而是有了一个直观、

立体的印象。更为感动的是，这一行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干

部同志、连队官兵和普通护边员扎根于边境地区，舍弃了温

暖小家，为维护我国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与

牺牲。回到工作岗位上后，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边海工作对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要意义，今后我将继续加强学习、

提高业务能力，为国家边海事业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