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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边20多年，他13次与死神擦肩

卫国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
身体恢复情况良好

巡逻途中，祁发宝和战友骑马穿越湍急的河流。（资料图片）祁发宝。图据央视

四位戍边烈士遗属
优待抚恤细节公布

得知陈红军等4名官兵英勇牺牲的消
息后，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第一时间
会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相关部门认真研
究情况。当月，4名官兵全部被评定为烈士。

与此同时，烈士家属所在的福建、河
南、甘肃、陕西等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积极配合部队，隆重迎回
安葬烈士，告慰英烈，优待抚恤烈属。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分别与部队对接，成立善
后处理小组，委派专人陪同烈士亲属前往
新疆参加追悼仪式，将烈士隆重接回，分
别在甘肃兰州市烈士陵园，河南漯河市烈
士陵园、延津县烈士陵园，福建屏南烈士
陵园举行庄严肃穆的安葬仪式。相关省、
市军地负责同志参加仪式追悼英烈。

记者从福建、河南、甘肃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获悉，4位烈士的烈士褒扬金、一次性抚
恤金已全部按标准迅速发放到位，符合领取
定期抚恤金的烈士遗属也开始享受待遇。

与此同时，福建、河南、甘肃还分别给
烈士遗属发放慰问金。

福建、河南、甘肃、陕西省退役军人工
作部门分别安排专人与烈士遗属直接对
接，了解实际困难，协调做好关心关爱工
作，为烈属家庭悬挂光荣牌，在重大节日
期间多次走访慰问，切实解难纾困。

陈祥榕烈士母亲一直在外地打工，为
照顾其生活，福建屏南县为其提供工作岗
位。烈士姐姐原在福州某单位见习，当陈
祥榕牺牲后离职回原籍照顾母亲，当地妥
善安排了工作。

河南漯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协调解
决王焯冉烈士的妹妹在漯河市第一中专
就学、实习问题。河南有关部门还帮助肖
思远烈士家庭依法维权。

陈红军牺牲时，妻子已怀孕5个多月。
因她已落户西安市，陕西、甘肃两省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密切配合，为烈士妻子提供周到
的孕产期服务。得知烈士妻子为声乐专业
硕士研究生毕业，陕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主动对接教育部门，协调她到西安音乐学
院教师岗位工作。2020年10月25日，陈
红军烈士的儿子出生后，陕西省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协调相关部门将其落户在西安市。

退役军人事务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告
诉记者，目前，他们已将烈士遗属列入常
态化联系服务对象，近期将前往走访慰
问，深入了解生产生活状况，督促指导落
实优待抚恤政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下一步，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会同地方
和军队相关部门深入挖掘英烈事迹，依法
处理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烈事迹和精
神的行为，还将积极开展有关政策研究，
更好地履行服务部队备战打仗职能。

2月21日，陕西安康电视台发布了一段
大年初九（20日）朋友看望卫国戍边英雄团长
祁发宝的视频。报道称，祁发宝身体恢复情
况良好，画面中的祁发宝笑着与朋友合影。

另据报道，经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的
专家们精心救治，祁发宝已于春节前伤愈。

戍边20多年，祁发宝曾遭遇几十次
暴风雪和泥石流，13次与死神擦肩。面
对生死，面对肩上的责任，他说：“不是所
有人都能理解我的选择，但我无怨无悔！”

20多年戍边生涯
他13次与死神擦肩

今年42岁的祁发宝，于1997年高中
毕业后报名参军，后在乌鲁木齐陆军学院
学习，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军事课目
考试。

祁发宝向组织申请：到高原去、到斗
争一线去。此后，他扎根阿里高原，身处
恶劣环境不言苦，挑战生理极限不畏难，
直面生命威胁不怕死，在雪域高原展现
了当代革命军人的风貌。

2015年，祁发宝获得第19届“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当时的他入伍18年，3
次放弃到条件较好单位工作的机会，坚
守在阿里高原。

祁发宝驻守的阿里高原平均海拔
4500 米，低温、缺氧、强辐射、高原病随
时都可能夺去人的生命。

然而，祁发宝说：“再难再险也动摇
不了我们对党忠诚的信念和为国守防的
决心。现在，强军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在
了我们肩上，要挑起这副担子，必须敢于
担当，这既是党和人民的期望，也是新一
代革命军人应有的政治品格。”

阿里高原，冬季大雪封山、夏季洪流
频发，执勤路上步步惊涛骇浪。祁发宝
深知，在这里谈信念要靠“身体力行”，与
战士苦到一起、干到一起。

当排长时，有一次祁发宝带队骑马
巡逻，途经一段不足 50 厘米宽的马道
时，军马突失前蹄，重重摔下悬崖，瞬间
被河水卷走。就是这条河，曾夺走 2 名
巡逻官兵年轻的生命。这次祁发宝被军
马掀翻到悬崖壁上昏了过去，背部被划
出 6 道血口，鲜血直流。其他战士紧紧
靠在崖边上，死死地拉住身边军马缰绳，
生怕军马受惊。祁发宝挣扎着站起来
说：“我们不能对不起肩头的责任，危险
再大也要到达点位！”

行动是无声的号令。担任连长不久
的祁发宝带队巡逻。那天，他生病未愈，
四肢无力，在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某达
坂时又遭遇暴风雪。突然，巡逻车无论

怎么加油都在原地打滑。祁发宝艰难地
推开驾驶室车门，发现 4 个轮子已陷进
积雪里，巡逻路也被大雪覆盖。他二话
没说，拿起铁锹开始挖雪，战士一个个跟
上。6个小时，5公里的“生命线”被打通，
可他却突发肺水肿，因抢救及时才捡回了
一条命。

20多年来，祁发宝先后上千次带队
组织巡逻执勤，带领执勤分队出色完成
急难险重任务，曾遭遇几十次暴风雪和
泥石流，13次与死神擦肩。

把军营当成家
他把战士当成家人

边防斗争中，各级指挥员与官兵同
住地窝子、同爬执勤点、同吃大锅菜、同
站深夜哨、同背给养物资，平时铆在一
线、战时带头冲锋，凝聚起以命相托的生
死情谊和团结战斗的强大力量。

祁发宝所在团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
“规定”：“对峙时干部站前头、战士站后
头，吃饭时战士不打满、干部不端碗，野
营时战士睡里头、干部睡风口。”

一次渡河的经历让战士张明难忘：
“巡逻途中路过一条冰河，祁发宝带头跳
下水探路，张明和几名战士也准备直接
蹚河，却被团长叫住了：“水很凉，我背你
们！”本已过河的祁发宝蹚水回来，把张
明背起来一步一晃往前走……”

2014年，祁发宝带队在某前哨执勤，
每天徒步巡逻距离达30公里以上。为了
能在哨所里用上热水，让战士们在睡前洗
个热水脚，祁发宝想尽办法改造取暖火
炉，利用晚饭后到点名前的时间给大家烧
洗脚水，又利用熄灯后的时间烧第二天喝
的开水。

2015 年，祁发宝曾接受央视采访。
当时，为了节约物资，大家常去山里打
柴。他要求战士每次背柴不超过50斤，
但他却背100多斤。“两条绳子勒到肩膀
上，都勒到肉里边了。”

2016 年，记者采访祁发宝，问他有
什么新年愿望。他说想在新的一年里搭
起大棚，让官兵们吃上新鲜蔬菜。另
外，年轻战士们恋爱难的问题也让祁
发宝很是头疼，他希望新的一年里，这
些问题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或者一定
的改善。

几年后，在各级部门共同努力下，任
务部队已经住进了保温营房，看上了卫
星电视，穿上了防寒被装，打上了亲情电
话，吃上了新鲜蔬菜水果……

“尽忠到极致
也是一种孝道”

祁发宝是边疆的一位好战士、好团长，
他尽忠职守，不畏艰难，守护着祖国的安
全。但对自己的家人，他总是充满遗憾和
愧疚。

孩子刚出生，祁发宝就匆匆归队，妻
子生病时他总是不在，父亲去世时他因
执行任务未能及时赶回……

2009 年 7 月，祁发宝的父亲突发
重病，而他却远在千里之外带队参加比
武竞赛，没来得及看父亲最后一眼，这
成为祁发宝一生的遗憾。忠孝难两全，
自古如此。祁发宝说：“我们驻守边防，
是为了守护更多的家庭圆满喜乐，我们
为国尽忠，是为了给更多老人孩子一
片平安乐土。尽忠到极致，那也是一
种孝道。”

由于任务需要，祁发宝曾经 8 个多
月没给家人打过一个电话，直到任务结
束才向家人报平安。电话那头的妻子泣
不成声地说：“你还活着呀？我还以为你
不要我和孩子了呢！”

20多年来，祁发宝与家人总是聚少
离多，他说，“亲人的感情债可以慢慢还，
戍边大事耽误不起。”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综合《解放军
报》、央视、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青年
报》、《光明日报》、中国退役军人杂志等

祁发宝（左）身体恢复情况良好。视频截图

孩子刚出生，祁发宝
就匆匆归队，妻子生病时
他总是不在，父亲去世时
他因执行任务未能及时
赶回……20多年来，祁
发宝与家人总是聚少离
多，他说，“亲人的感情债
可以慢慢还，戍边大事耽
误不起。”

中印第十轮军长级会谈举行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记者从国防

部获悉，2月20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
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行第十轮军长级
会谈。

双方对前期班公湖地区一线兵力实
现脱离接触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一个
重要进展，为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
区其他问题提供了基础。双方就西段实
控线地区其他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
保持沟通对话，稳控现地局势，稳步有序
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共同维护
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