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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敏文

特朗普在他的上个总统任期内，大力
催逼北约欧洲盟国提升防务开支，导致与
盟友关系紧张，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北约

“脑死亡”的警告。此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当选之后，扬言美国将退出北约。果真如
此，那将是二战后国际局势的重大改变。在
俄乌冲突久拖不决、美国政府政策明显转
向、欧洲强化自我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北约
究竟何去何从？

谁占谁的便宜

早在2018年7月的北约年度峰会上，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火力全
开：“多年来，许多北约国家欠了我们一大
笔钱——把过去10或20年的费用加起来，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为此，在2019年12
月的北约年度峰会暨成立七十周年大会前
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英国《经济学
人》杂志采访时，发表了“北约正在脑死亡”
的言论。北约前景陷入愁云惨雾之中。

2024 年 12 月 8 日，特朗普已经当选
美国总统，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
访时表示，“北约在占我们的便宜……这
简直是耻辱”“我们还保护他们，这是双
重打击”。特朗普声称，“如果他们 （北
约盟国） 支付账单，公平地对待我们，
美国会留在北约”，而如果 （北约盟国）
做不到这一点，他“绝对会”考虑让美国
退出北约。

在今年1月20日就任总统后，特朗普
倒是没有再提“退出北约”。但他班子里的
重要成员，“政府效率部”实际负责人、亿万
富豪马斯克在3月3日提出“美国应该退出
北约和联合国”，随后在3月9日再次提出

“美国为欧洲的防务埋单是没有意义的”，
美国应该“现在就退出北约”。

那么，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到底谁
占了谁的便宜？

首先，仅从绝对军费开支和防务开支
占GDP的比例来看，美国远超其他北约
盟国是事实。当特朗普的上个总统任期催
逼北约盟国提升防务开支时，美国占北约
集团总军费开支的七成以上，美国年度军
费占GDP的3%以上，而其他北约盟国军
费开支的总和不及北约集团的三成，防务
开支达到GDP的2%的国家也不多。

历经上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虽
然特朗普大力催逼，在拜登政府任期内爆
发俄乌冲突，北约的欧洲盟国在美国率领
下大力援乌，军费开支大幅增加。但由于美
国的年度军费从上届特朗普政府开始时的
6000多亿美元，增加到拜登政府卸任时的
接近9000亿美元，美国在北约集团中的军
费开支仍占超过七成，相对占比不降反升。

其次，从实际效果来看，很难说谁占
谁的便宜。北约是二战后美苏阵营对抗的
产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
华约，在东西欧乃至全球形成冷战对抗的
阵营。美国固然保证了北约国家的安全，
但美国率领北约在冷战中取胜，却是北约
整体上发挥作用的结果。美国地缘战略大
师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在全球至高无
上的地位，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
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为支撑的”。毫无疑
问，北约是支撑美国“至高无上地位”的
联盟体系中的关键要素。

另外，从后冷战时代美国所发起的屡
次战争来看，恰恰是美国的北约盟国在充
当美国战争、战略的“马前卒”，也就是
说，是盟国为美国所用。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
英、法等国不仅参战，而且支付了高额的
战争费用。1999 年美国率北约盟国对南
联盟发动科索沃战争，共有英、法、德、
意、加、荷等 13 个北约盟国参战。2001
年开始的、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英

国、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北约
国家一直参与，日本、韩国等为其提供后
勤保障。即使是规模小得多、时间也不长
的美国武装干涉利比亚，英国、法国等北
约盟国也一直奉陪。

因此，是北约盟国占美国的便宜，还
是北约盟国拱卫美国？算清这笔账并不容
易。算账之说，反映出的是美国与北约盟
国关系已现裂缝、相互已生嫌隙而已。

欧洲能否自保

2022年2月24日开始的俄乌冲突，打
破了欧洲战后70多年的整体和平，让欧洲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三年来，美
国率一众欧洲国家，共计全球40个国家
和组织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但战事久
拖不决，局面胶着。在此背景下，特朗普
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不仅将贸易大棒
对准欧洲盟国，而且公然谴责乌克兰是冲
突的肇始者，这使其欧洲盟友感到彻骨的
寒意和更加紧迫的不安全感。

不管欧洲国家和欧盟领导人嘴上怎样
强硬，但客观的现实正如波兰总理图斯克
所言：“5亿欧洲人，要求3亿美国人保护
自己，免遭1.4亿俄罗斯人的侵害。”这很
荒唐，但却是基本的事实。对此，欧洲国
家及组织、北约的欧洲盟国采取一系列举
措应对局面。然而，欧洲真的可以自保
吗？结论恐怕并不乐观。

此番美国与欧洲矛盾的暴发，以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访美不欢而散为起点。3
月11日，由法国发起的30多个国家的军
方首脑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提出组建一
支所谓“国际安全部队”为乌克兰提供安
全保障。其中，最具实质性内容的是3月
6日的欧盟峰会，会议通过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提出的“重新武装欧洲”特别
融资计划，即在未来几年筹措总额达
8000 亿欧元 （约合 8680 亿美元），构建

“一个安全且具有韧性的欧洲”。
简单地看 8000 亿欧元似乎不少，但

美国 2024 财年的年度军费即达 8860 亿美
元，超过这笔款项 180 亿美元。更何况这
8000 亿欧元不仅尚需筹措，而且是分年投
入，摊到每一年就更少。欧洲国家长期军费
投入不足，计划数年增加投入 8000 亿欧元
来弥补，效果如何恐怕很难乐观。

此外，欧洲国家实现团结也不容易。在
近期的欧洲国家伦敦峰会、欧盟布鲁塞尔特
别峰会上，欧洲国家和欧盟领导人在发言
时，无不表情坚毅、语调铿锵。但是，在具
有实质性的 8000 亿欧元的筹款计划及开支
上，欧盟主要大国法国和德国的意见就很不
一致。

因为欧洲主要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多年
来北约追求防务一体化，武器装备的一体化
是防务一体化的基础，因此，欧洲的北约盟
国大多采购美国武器。这既有利于北约防务
一体化，也节省了欧洲各国各自研发武器的
开支，但同时也导致欧洲国家在武器生产方
面的短板越来越严重。在计划中的“重新武
装欧洲”特别融资计划 8000 亿欧元中，有
1500 亿欧元是用来借贷给欧洲各国加强武
器生产的。对此，德国等主张这笔资金主要
投向英国、挪威、瑞士等非欧盟国家，而法
国的意见正好相反，主张用于支持欧盟内武
器研发与生产。法德之间的不同意见，使得
各自的小算盘和算计尽显无遗。

“重新武装欧洲”特别融资计划发展的
后续变数还包括，美国在相关问题的立场上
出现变化，美欧之间的分歧变小，使得“重
新武装欧洲”计划的重要性降低；欧洲各国
因经济发展不力，难以提供计划中的款项等。

会不会一拍两散

欧洲感觉到加强自身防卫能力的必要，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完全离开欧洲
将使美国的联盟体系分崩离析。各种因素和
事情的发展趋势显示，美国与北约盟国之间
一拍两散的可能性极小。

一是拜登政府预设障碍。2019 年，美
国国会通过《北约支持法案》，明确要求总

统不得从北约退出。2023 年，由美国国会
通过、时任总统拜登签署的年度《国防授权
法案》，明确规定退出北约需获得参议院三
分之二多数议员支持或国会法案授权。一旦
成为法案，其作用和效力就不会因为一届政
府的下台而改变。这是阻拦特朗普政府在退
出北约问题上肆意妄为的两道“阻拦索”。

当前，虽然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在国会
参政两院拥有多数席位，但优势微弱，获得
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没有可能。更何况，像
退出北约这样的极端行为，即便是特朗普所
在共和党内，也不太可能得到普遍支持。

二是双方均无彻底分手的意愿。泽连斯
基的白宫之行得以成行，得力于法国总统马
克龙的大力撮合。在泽连斯基离开白宫之
后，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方
面在支持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姿态上表现得
非常坚决，另一方面也明确要求泽连斯基修
复与特朗普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泽连斯基被迫放低姿态，反复表示“感谢特
朗普”，并愿意“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实现
和平”。

英、法领导人的行动，无疑清晰地表明
欧洲无力、也不愿单独承担支持乌克兰的责
任。在 3 月 6 日欧盟领导人布鲁塞尔峰会
上，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方面表示欧洲必须加
强防务自主，另一方面表示“欧洲虽然仍致
力于维护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就连在特朗
普竞选期间即表示要“警惕特朗普重回白
宫”的现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在接待泽连斯
基的同时，表示“相信美国是可靠的盟友”。

三是牺牲弱友毫不留情。虽然美国退出
北约的可能性极小，美国与欧洲的北约盟友
之间大概率是在责任、经费支出等方面将达
成新的平衡，其间的动荡不可避免，欧洲更
加自主也是必然。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这样一句话：
“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但是做美国的盟
友则是致命的”。美国在关键时刻抛弃盟友
的做派并不新鲜，前车之鉴可以为任何狐假
虎威者镜鉴。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北约究竟何去何从
□ 胡 铮 齐彦西

春天的新疆疏附县乌帕尔镇，天蓝得像被水洗过。不久前的

一天上午，县人武部政治工作科科长邢兴带着军士参谋吴龙义穿

行在乡间柏油路上，一旁跟着的还有县公安局、教育局、乡镇武

装部等部门的相关人员，他们朝着预征青年如斯太木·麦麦提艾

力家的方向走去。

刚推开如斯太木家的铁门，羊圈里就传来“咩咩”的叫声。如

斯太木的母亲正在院子里打扫卫生，见着穿军装的客人来，忙用

围裙擦了擦手迎上来。土坯房前的葡萄架下，吴龙义接过老人递

来的茶，瞥见墙上挂着的相框里，照片上的如斯太木的爷爷穿着

老式军装，在喀喇昆仑山哨所前站得笔直。

“您看，这是最新的入伍优待政策。”吴龙义展开《征兵宣传

手册》，指着用红笔勾画的条目：“如斯太木要是能顺利入伍，大

学学费不仅可以全免，退役后还可以实现学历‘升级’，县里还给

军属发‘荣誉家庭’门牌……”

这是吴龙义连续第四年担负征兵家访任务，在详细了解如

斯太木的个人基本信息、主要经历、入伍意愿、政治立场及其家

庭成员等基本情况后，便进一步向如斯太木宣讲大学生应征入

伍的政策待遇。

到访人员了解得知，如斯太木的爷爷在 1951年参军入伍，

在解放军部队服役 5 年。“我是从小听着爷爷参军的故事长大

的。”如斯太木说，爷爷一直是自己的偶像，父亲麦麦提艾力·托

合提也是一个好榜样。如今 47岁的父亲是一名有着 23年党龄的

农民党员，在十里八乡的口碑非常好。

说起爷爷和父亲，这个小伙子的言语里满是自豪：“参军报

国是我的梦想，如果这次能如愿，我一定好好干，不给父辈们丢

脸，争取当个好兵。”

其实，如斯太木对于“当个好兵”有自己具象化的“目标”。

去年年底，邻村的一个伙伴麦合木提·图尔贡在部队立了三等

功。那一天，他放假返乡，正好目睹了令人羡慕的一幕：人武部

和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来给麦合木提家送喜报，一路上锣鼓

喧天，麦合木提的父母戴着大红花、披着绶带，这庄重的仪式彰

显了对军人的尊崇与敬意，也更加鼓舞了如斯太木参军报国的

热情。

听完如斯太木的讲述，吴龙义在花名册上“如斯太木”名字

旁画上了一个五角星。

走访完如斯太木家，上午的时间已经过半。邢兴介绍，乌普

拉特村是疏附县最偏远的一个乡村，此行单程近 60公里。今年

全县报名参军的青年超 800人，参军热一年高过一年，通过初审、

初检和体检等程序的淘汰，最终名单上的序号截止在“51”号。

邢兴说，为切实做到严把征兵“政治关”，确保将政治合格、

思想上进、无不良病史等问题的优秀青年送到部队，喀什军分区

要求这次征兵家访必须每一个家庭都走访到，每一户家长都见

到，每一名应征青年都谈到。

车行在乡村泊油路面上，道路两侧悬挂的“一人参军，全家

光荣”“以青春之名，许国家安宁，征兵路上，期待你的身影”等征

兵宣传标语不断映入眼帘。

40分钟后，车子停在了塔什米里克乡艾斯开村应征青年依力亚尔江·依马木

家的门口。人武部官兵等一行工作人员的来访让依力亚尔江家顿时热闹起来。

“我这个巴郎（维吾尔语：孩子）要是也能去当兵，我一定让他在部队干满 12
年，甚至更久。”老人将烤得金黄的馕饼塞给官兵，拍拍手上的面粉笑着说。

依力亚尔江的哥哥刚从部队服役两年退伍回来，屋内墙上悬挂着哥哥身着一

身帅气军装的照片，照片的旁边挂着哥哥获得的“四有优秀士兵”喜报。

“哥哥当完兵回来，身体素质也好了，思想素质更好了，主要是真正用实际行动

在保卫祖国。我也想像他一样，当个真正的英雄。”依力亚尔江说。

尽管有父亲强有力的支持，可依力亚尔江对自己的身体复检还是有些担忧。他

的第一次体检因血糖偏高未能通过，他担心后期喀什地区组织复检的时候自己过

不了，就会与装上军装的愿望“失之交臂”。

邢兴耐心嘱咐他：“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要始终做到‘一颗红心、两手准

备’，如果顺利入伍，要刻苦训练，在部队大熔炉里不断磨炼自身意志。如果未能如

愿，也要正确看待、积极面对，始终保持爱党爱军的家国情怀。”

依力亚尔江听后，心里多了一分坦然和从容。在吴龙义的指导下，他在一份表

格上填写了相关信息，签字后将表交还给吴龙义。随着一份份表格放进手提袋，走

访过的预征青年家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木什乡吾斯坦布依村的 20岁女青年热伊麦·玉散江，是截至目前全县唯一一

名实现体检和政审“双合格”的预征女青年。吴龙义在家访完时，特意进行了一次普

法宣传：“除非是我们人武部带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来家访，其他一切以‘交钱可以

100%实现参军入伍’的‘上门政策宣讲’都是不可信，甚至骗人的。一定不要信，要

及时向我们反映。”

原来，这里的乡村地处偏远，消息闭塞，青年参军热潮又持续高涨，有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群众普遍的“求成”心理，上门实施“交钱可参军入伍”等一系列诈骗，所以

宣传“廉洁征兵”也是家访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同参与家访的疏附县公安局民警阿卜力孜，还主动将自己的手机号存入热

伊麦父亲手机，并叮嘱道：“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不放心、有疑惑的事，随时给我打电

话，我会及时上门来处理。”

“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热伊麦的父亲玉散江·麦麦提握着阿卜力孜的手笑

着说。

迷彩越野车离开热伊麦的家，继续行驶在乡间道路上。一路上不时遇到在道路

两侧玩耍的孩子，他们看到军车，立即停下手中的游戏，面向军车争相敬礼。越

野车连续鸣笛，向孩子们“回礼”。

连日来，疏附县人武部工作人员驱车 800多公里，赴 3乡 6镇 23个村与 51名
预征青年及家长、邻居进行谈话。

“随着国家征兵政策越来越好，退役安置政策和相关待遇的逐步完善，不断

吸引着更多的热血青年参军报国、投身军营。”疏附县人武部部长齐金山介绍，

这几年，全县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热情高涨，呈现连年递增趋势，去年全县大学生

征兵率达到 100%。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屈旭文 王军强

3 月的英阿特土地回暖，白杨林又长

出嫩芽。明媚的阳光让新疆军区英阿特边

防连的官兵们无比欣喜，他们早上起床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小树苗卸下冬季的保

暖“棉衣”。

这是英阿特边防连一代代官兵共同种

出的林海。他们用了 15 年时间，在荒凉的

戈壁滩上打造出一片鸟语花香的绿色家

园，生机勃勃的白杨见证着一茬茬官兵驻

守西陲边关的坚韧与忠诚。

希 望

又一个春天到来，一级上士马春兴拿

起红漆和画笔，在他的“坚强树”上描摹下

“坚强”二字。这是他每年独有的仪式，今年

已是第 15个年头。

16 年前，马春兴从河北参军，踏上了

前往英阿特的征程。他清晰地记得，那时通

往山区的道路还是砂石路，四周一片荒凉，

没有树木河流，只有连绵起伏的山脉和一

望无际的戈壁滩。

狂风、沙尘、飞雪……这是英阿特最初

留给马春兴的印象。这里“天上不见鸟，地

上不长草”，恶劣的环境一时让这个在中原

地区长大的年轻人难以适应。

2010年，连队党支部决定在营区周围

种一些白杨树，为边防增添一点绿色，马春

兴是第一批参加的人。当时这里大部分是

盐碱地，并不适宜树木生长，种树计划刚开

始就遇到了难题。

官兵们集思广益，想出一个搬运泥土

的办法。他们从山上运来泥土，铺在砂石

上，自己“造”出了一片可以种树的土壤。

土来了，希望也就来了。官兵们齐心协

力，挖土、栽树、浇水，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

苟。在他们心中，种树不仅仅是为了美化环

境，更是为了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留下生

命的痕迹。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因为海拔高、气

候干燥等原因，刚种好的树苗很快就一棵

接一棵地枯萎，最终成活下来的不足 10
棵。马春兴的那棵树是全连长势最好的，小

树苗逐渐生根发芽，枝干长得笔直粗壮，一

派勃勃生机景象。

在马春兴的精心照料下，一年后，这棵

小白杨长高了两米多。马春兴用刻刀在树

干上刻下“坚强”两个字，并用画笔描红。从

此，这棵树成了全连的“坚强树”，也变成

官兵们克服艰苦条件，驻守边关一往无前

的精神寄托。

小白杨的茁壮生长让马春兴看到了希

望，他期盼看到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英

阿特，鼓励大家继续植树造林。后来，连

队党支部也决定将一年一次的植树计划增

加到 3次，越来越多的官兵加入到种树的

行列中来。

为了提高树木成活率，官兵们自发联

系园林工人请教学习，连队也组织战士进

行专业的种植培训。渐渐地，营区边的一

棵小白杨变成了一片小树林，戈壁滩上的

边防连被包围在绿意中。

如今，已是老兵的马春兴最喜欢讲的

就是在连队种树的故事。每一茬新兵来了，

他都会带大家去参观那棵亲手种下的白杨。

马春兴说，他希望能借此激励新战

士，告诉他们要像这棵白杨一样，“每个人

都可以在军营中扎根成长，为边防贡献自

己的力量。”

团 结

2016 年，当地理雅·买木提里从新疆

博乐的一个小村子来到英阿特边防连时，

他惊奇地发现，同为戈壁滩，英阿特居然

有着与家乡不同的颜色。

这里绿意盎然，一排排笔直的白杨就

像一个个挺立的哨兵，和官兵们一起守护

着这个坐落在边境线上的小山村。

为了让更多村民参与到植树中来，地

理雅自觉充当起官兵与村民沟通的翻译。

他不仅帮助官兵向村民们解释植树的意

义，还积极协调村民们参与植树的时间与

方式。

在他的努力下，村民和官兵之间的关

系更加紧密了。受到连队官兵的感染，大

家开始自发地参与到植树造林的行动中

来，男人协助劳动，女人带粮油帮炊事班

一起做饭，小孩子们则在旁边兴奋地加油

助威。很快，一片郁郁葱葱的“双拥林”

便铺展开来。

套改军士后，地理雅又接手了与村子

间的联系工作。他常到村民家中走访，了

解他们的生活需求和困难，同时也将边防

连的情况介绍给村民们，引导大家更加理

解和支持官兵们的工作。

一次，与护边员联合巡逻过程中，地

理雅结识了护边员阿卜来提。得知他家庭

情况困难，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地理

雅便主动提出帮助他。此后的 6 年时间

里，地理雅每个月向阿卜来提家捐赠

500-1000元的助学金。

“边防连的官兵们不仅为我们守护边

境，还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如今，阿卜来提

逢人便说，“他们是我们的亲人啊！”

见证了军民一家亲的“双拥林”里，除

了白杨，还有一片茂盛的果树，那是战士文

添带领战友们种下的。7年前，文添来到英

阿特边防连，看到成片的白杨林，就琢磨着

要再种些不一样的。

他找来一群志同道合的战友，共同探

讨研究，查阅果树种植资料，最终决定种

植能够适应当地环境的海棠树、沙棘树和

杏树。

果树需要更加精细的照料和管理，从

挖坑、栽树、浇水，到施肥、修剪、防虫，每一

个环节他们都尽心尽力。经过几年的辛勤

耕耘，双拥林中的果树逐渐长成了枝繁叶

茂、果实累累的样子。

如今，每到果实成熟时，官兵们就会邀

请村民一起来品尝果实，还会制作沙棘饮

料送给大家。果树下，大家其乐融融，围坐

在一起，在欢声笑语中不断续写着属于英

阿特的军民鱼水情。

传 承

“爸，您看，我种下的那棵樱花树已经

长得比我还要高了！”营区外，上等兵曾智

鹏兴奋地拿起手机，通过视频画面展示着

自己亲手栽植的樱花树。

这是去年春天，新兵曾智鹏带给英阿

特边防连的新树种。曾智鹏的爷爷曾是一

名海军战士，爸爸也当过民兵。受家人的

感召，曾智鹏来到军营，立志要干出一番

成绩。

但很快，现实给了曾智鹏不小的打击。

一项接一项课目的不合格，让他一度对未

来的军旅生涯失去信心。看出曾智鹏的迷

茫，班长崔育静带他来到了营区外的林地。

“初到部队时，我也曾感到迷茫，但当

连队安排我参加种植培训，目睹了战友们

充满期待的眼神，我意识到自己也能成为

众人瞩目的焦点。”崔育静边说着，边向他

介绍每棵树的由来。

“这棵杏树是李秀文在 2019 年栽种

的，今年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批果实”

“这棵柳树是刘晓雨在 2021 年种植的，

他给它取名‘戍边柳’，希望能在部队长

期服役……”崔育静坚定地告诉曾智鹏，

“我们就像这些树一样，只要坚持不懈，没

有闯不过的难关、过不去的坎儿。”

依照惯例，每年新兵下连后，连队都要

进行种树活动，象征着年轻的战士从此扎

根边疆，与树木一同成长。曾智鹏请父亲寄

来了一棵全家人都喜欢的樱花树苗，决定

把它种在这片戈壁滩。

从那时起，樱花树成了曾智鹏在边防

连的“另一名战友”。伴随着树木生长，曾智

鹏也在一点点进步。他每天坚持早起晚睡，

有空就到训练场上加练，还利用闲暇时间

学习了摄影摄像技术，希望将来能像班长

崔育静那样，自己用相机记录下每棵树木

的发芽、成长、结果。

几个月后，在曾智鹏的照顾下，樱花树

从 20厘米的小树苗长到两米高，枝头生出

嫩芽，曾智鹏也成了连队的训练标兵。

在英阿特边防连待久了，曾智鹏爱上

了种树。他主动向崔育静请教种植技术，

学习识别土壤质地、选择合适树种、修剪

树枝等种植技巧。如今，他还主动承担起

更多的责任，帮助崔育静管理营区外的林

子，还组织战友们一起植树，呼吁更多人加

入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英阿特的环境在一天天变好，边防线

上，曾智鹏看到了更多的黄羊、雪鸮等国家

保护动物，也更加坚定了驻守边防的决心。

他计划着继续深造摄影摄像技术，用

镜头记录下连队官兵们的生活点滴和这片

土地的美丽风光，以此让更多的人了解边

防、关注边防。曾智鹏要告诉他们，在英

阿特边防连，有一群官兵像他的那棵樱花

树一样，经历了风雨的洗礼，绽放着最美丽

的花朵。

种出一片边防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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