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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忠诚镌刻在云端

清晨，笔者从喀什出发，一路向西，
途经红山口、流沙河、卡拉库里湖、慕士
塔格峰，颠簸 9个多小时，终于抵达地处
塔什库尔干县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

这一路，时而狂风大作，时而雪花
飞舞，一起前往边防团的喀什军分区干
事姜胜民笑言：“这叫‘一天走四季’，这
也是高原的‘常见表情’。”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走进红其拉甫边防连，营院内的一条条
横幅，格外引人注目。连队荣誉室内，
50多面锦旗整齐悬挂。这一面面锦旗，
见证了连队官兵使命如山的责任担当。

指导员王立指着一张黑白照片介
绍说：“‘人在边关，铁心向党’，是红其
拉甫边防连最为厚重的政治底色。”

上世纪 50年代，连队老一辈戍边人
以“三峰骆驼一口锅，三根木棍搭地窝，
储冰融雪当水喝”的豪迈气概，在帕米
尔高原扎下根；70年代，连队官兵以“不
怕苦、不畏难，雪域高原建家园”的雄心
壮志，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亘古荒原
上垦荒造田、卫国戍边……

在这苍茫的雪域高原，风雪阻不断
他们的巡防脚步，艰险隔不断他们的边
防情。

上世纪 70年代的一个严冬，排长何
玉带领 3名战士在边境线巡逻，返回时
遭遇暴风雪。当营救人员赶到时，只看
到 4座无言的“冰雕”——他们手中紧握
钢枪，向着连队的方向，依然保持着前
进的姿态。

一个故事讲述着一种传统，也传承
着一种精神。“这些故事，不仅是每年连
队给新兵上传统教育课的重要内容，也
成为官兵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激励着
一代代红其拉甫人扎根高原，把忠诚镌
刻在云端。”王立自豪地说。

边疆不可一日无防。只有走进边
防连队，踏上巡逻路，才能如此真切地
感受到戍边人的职责和祖国的安全、人
民的安宁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王立说，正是靠着这样一种坚定的
信念，一代代红其拉甫官兵如雪松般深
深根植于帕米尔高原。

有着 12年军龄的卡拉苏边防连上
士赵芳军，曾连续多年没有回老家过
年，唯一一次过年回家探亲，还是因为
母亲病重；而那位经过 3年爱情长跑，终
于与女友完婚的边防战士黄斌，还没度
完蜜月就又回到连队。官兵们说，虽然
一年 365天，我们只有几个月、几个星期
能与家人在一起，但我们无怨无悔。作
为国门卫士，我们不坚守岗位，哪来千
家万户的平安？

守卫界碑是心中信仰

阿然保泰，塔吉克语意为“一线
天”，海拔 4050米。阿然保泰边防连坐
落在帕米尔高原两座雪山之间，是该边
防团日照时间最短的连队。

去往连队的山路，只能容下一辆车
通行，道路两侧满是从山上滚落的巨
石；道路一旁的深沟内，几辆被巨石砸
毁的车辆残骸，令人不由心惊。

悬崖峭壁间，越野车在山路上艰难
爬行。司机冯振说：“在这条路上开车，
可不敢轻易鸣笛，如果喇叭声惊扰了山
顶的黄羊，说不定会有石头滚落下来！”

冯振的家乡在“天府之国”四川，10多
年前他初到连队，当时只觉得这里真是艰
苦。“时间长了，倒不觉得苦了，越来越喜
欢上这里了。”他的话语中，透露着真诚。

冯振记忆中的阿然保泰，一年四季
缺水断电。上级配发的一台风力发电机，
不到一个月就被狂风吹断了发电机叶片。

最难熬的是孤独与寂寞。阳光稀
少，山风肆虐。话题早已聊完的官兵，
寂寞时习惯于埋头读书，可因为缺氧，
读过的内容常常记不住。
“每次有巡逻任务，不管多远多险，官

兵们都抢着上。用战士们的话说，多一次
巡逻对个人而言就多一次历练，对祖国就
多一次奉献！”连长马明星介绍说。

当日，连队官兵正要踏上通往斯如
依达坂的巡逻路。通往32号点位的斯如
依达坂，海拔 5295米，途中尽是冰川、峭
壁，巡逻一趟需要2天，路途艰险。

出发前，下士胡海龙对笔者讲述了
一段亲身经历——那年 7月，胡海龙第
一次踏上这条巡逻路。在指导员程龙
伟带领下，他和战友艰难跋涉了近 10个
小时，眼看还有 20公里就要到达点位，
却不小心崴伤了右脚。

为不影响队伍行进，胡海龙没有吭
声，强忍疼痛，一瘸一拐。程龙伟注意
到他的伤情后，赶紧让随队卫生员为他
检查，初步诊断为：踝关节骨折。
“指导员，我没事，就是爬，我也要爬

到点位！”胡海龙咬紧牙关，表情坚毅。
考虑到胡海龙伤情严重，程龙伟最

终还是和战友一起将他背到一个牧民家

里，为他留下了一些药品，待巡逻队返程
时再带他回连队。
“那天，看着战友们的身影消失在

夜幕中，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胡
海龙说，第一次巡逻就没走到点位，令
人遗憾。
“界碑和点位，那是祖国领土的象

征，守卫界碑就是我们心中的信仰。”跨
上马背，胡海龙意气风发。

他说，如今连队每次组织巡逻斯如依
达坂，自己都争着去，“行走在高原，心中
只有一个目标：亲眼看到界碑完好无损！”

一名战士就是一座界碑

有这样一个故事。10多年前的一
个隆冬，暴风雪突至。转眼间，从红其
拉甫边防连前哨班到国门哨所的道路
被积雪覆盖，前往国门接哨的 2名哨兵
寸步难行。

国门哨位上，战士赵爱国、郭虎坚
守了 2个小时。到了下哨时间，他们依
然挺立在风雪中，纹丝不动。

直到 4个小时后，排长柏元庆带着
接哨战士在积雪中挖出一条通道。此
时，他俩都快冻成了冰雕。

许多年后，这一幕再次上演。去年
初春的一天，气温骤降，200余名巴基斯
坦游客迎着刺骨的寒风参观国门，下士
李世龙主动请缨担负警戒任务。他手
握钢枪，昂首挺立，下哨时身体冻僵，迈
不开腿，挪不动步。

后来，有人问李世龙：“当时，你就
不能活动一下吗？”他的回答坚决：“站
在国门前，我代表着国家形象，一举一
动都不能有丝毫差池。”

哨位连着祖国，军威连着国威。站
在国门前，一名战士就是一座界碑。

连长杨映伟说：“为塑造新丝绸之路
上国门卫士的良好形象，连队在开展战

术训练的同时，每天都要组织大家‘集合
练站相、列队练走相、上课练坐相’，从着
装仪表到日常养成，一招一式地练。”

只有平时过得硬，关键时候才能冲
得上。随着边境口岸对外交往日益增
多，边防连队守防任务也随之拓展。

几年前，一辆由中国发往巴基斯坦的
国际大巴，行驶到红其拉甫达坂时意外侧
翻，车门被挤压变形无法打开，32人被困，
情况紧急。闻讯而动，连队官兵冒着风雪
紧急救援。他们用手刨雪，砸开车窗，将游
客从车内一个个救出。

见有的游客年纪较大，衣服单薄，
官兵们纷纷脱下军大衣，披在他们身
上。一名巴基斯坦老人十分感动，他紧
紧抱住战士田壮，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连
连说道：“谢谢你，我的孩子！”

其实，在雪山相映的国门下，深受
感动的岂止这位巴基斯坦老人。他或
许不知，红其拉甫哨所及戍守在这里的
边防军人的故事，早就名扬四方。

红其拉甫边防连前哨班周围属于
军事禁区，虽然立了警示牌，但仍有一
些好奇的游客会闯入拍照、参观。一
次，一对夫妻来国门参观时忘记办理边
境通行证，被边检人员阻拦。眼看国门
就要关闭，夫妻俩从边检站盘查点一侧
翻下路基，慢慢向国门靠近。

警惕的哨兵及时发现了他们，并予
以制止。谁知这对夫妻竟发起火来，哨
所官兵始终有礼有节耐心劝说……

渐渐地，这对夫妻体悟到官兵的真
诚，明白了违规越界导致的严重后果，
诚心道歉后下了山。

边境无小事，事事连着国家安全。
“作为边境口岸上的哨兵，我们既要‘守
好门’，还要‘讲好理’，人人争做传递文
明与友谊的国门卫士！”红其拉甫边防
连前哨班班长周林平如是说。

上图：新年伊始，阿然保泰边防官兵

在边防线上巡逻。 姬文志摄

我们是慕士塔格峰一棵雪松
■孙进军

喀喇昆仑隆冬的夜，黑得深邃，冷
得出奇。

一阵坦克发动的轰鸣声，划破了夜
的寂静。新疆军区某团五连官兵乘着夜
色，驾车向前方进发，在规定时间内如期
抵达海拔4000多米的冲击出发阵地。

战车声息，帐篷立起，征战了一天
的官兵迎来了第一次大休。依山而设

的帐篷内，官兵们挤在一起抵御寒流，
都想着美美地睡上一觉。帐篷外，哨兵
们瞪大眼睛，竖起耳朵，警惕地监视着
周围随时可能出现的“敌情”。
“不好，有狼群！”首先听到远处狼

嚎的哨兵王延伟，立即向连长车文兴报
告。随即，宿营地响起急促的哨音，官
兵们闻令而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之前，上级通报了“两名地方‘驴友’
在宿营地附近遭狼群袭击，险些丧命”的
消息，一些战士还将信将疑。而此刻，当
暗夜中一个个攒动的“绿光”出现在官兵
帐篷周围时，心里面有点发紧。

过硬连队，遇“敌”不慌。依照车连长
“只驱不杀”的指令，以及“狼群怕光、怕声
响”的习性，官兵们随即行动起来——手
电、车灯齐亮，车笛声、敲击声齐鸣。

真是来者不善！只见位于前列的
10 多匹狼摇了摇脑袋，并没有马上离
开。驾驶员王彬彬见状，从车内拽出几
块沾油的擦车布点燃，扔到了前方。一
会儿工夫，熊熊的火光燃起，吓得狼群
掉头向远方的山坳跑去。

遭遇一次“狼出没”，留下许多新思
考。夜深沉，车连长仍不厌其烦地叮嘱
大家：“身在战场，无论是真狼还是‘敌
狼’，都要提高警惕。危急关头，绝不可
有半点迟疑懈怠！”那一夜，哨兵们口哨
没离手、手电不离身，战士们还在床前
放了一把工兵锹。
“全车注意，正前方‘敌’坦克，歼灭！”

第二天拂晓时分，随着一枚红色信号弹升
空，连队与“蓝军”展开紧张激烈的战斗。
双方你来我往，杀得难解难分……

夜战遭遇“狼出没”
■唐继光 乔红旺

近日，在雪域高原大雪封山前，川
藏兵站部圆满完成川藏线沿线 20余
个偏远高原兵站的“菜篮子工程”和全
天候晾衣场建设任务，长期困扰官兵
的冬季吃鲜菜鲜肉难、晾晒衣物难的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川藏兵站部所属兵站大部分驻守
在平均海拔 3500 米以上的川藏线
上。由于驻地偏远、交通不便、自然环
境恶劣，种植养殖难度较大，官兵冬季
大多食用土豆、干菜和冻肉，晾晒衣物
更要“看天气”。

官兵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为解决长期困扰官兵的冬季生活
难题，该部在上级大力支持下，历时 4
年对川藏线沿线 28个单位的农副业
生产设施进行整治改造升级。新建、
改造日光温室大棚 61栋、养殖设施 23
座、晾衣场 18个，确保每个单位至少
有一座蔬菜大棚和保温猪圈。

据悉，目前兵站各类日光温室大
棚，全年可种出 30余种绿色蔬菜，各
单位蔬菜自给率达 80%，猪肉自给率
可达 90%，即使遇到大雪封山、暴风雪
等恶劣天气，也能基本满足官兵一日
三餐需求。在海
拔 4000 余 米 的
左贡兵站，官兵
们亲手种植的萝

卜清脆甘甜。
为解决官兵冬季取暖安全问题，

赶在隆冬来临前，兵站机关党委还为
高原官兵宿舍配备了一氧化碳监控
报警器，让高原官兵温暖过冬，安心
戍边。

上图：今年刚下连的新战士，前往新建

晾衣场晾晒衣物。

黄 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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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兵站部历时4年改造升级生活设施—

真情服务让高原官兵温暖过冬
■严贵旺 曾晓宇

元旦前夕，寒风刺骨，海拔 4655
米的詹娘舍哨所成为名副其实的“生
命禁区”。哨长、上士詹华在高原驻守
了 10多年，是位“老高原”。入冬前，
为顺利度过漫长的封山期，他带领战
友做好了各项准备。

不过，詹华的心里却横着一个
“梗”——他臀部长了一个硬块，拖了
很久没来得及治疗。之前没什么不良
反应，经卫生员简单处理后，他没太当
一回事。谁知最近，这个“硬块”开始
隐隐作痛，还时不时渗出脓液。

继续坚持，等到今年春天开山时再
下山，又怕病情加重……正当詹华犯难
时，哨所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成都总医院 5名医
护人员。作为一项提升边远艰苦地区
官兵医疗服务水平的具体举措，成都总
医院派医疗队深入边防一线哨所巡诊。

在詹娘舍哨所，了解了詹华的具
体病情后，带队的医院副院长杨海伟
立即为他进行检查，并初步查明病因：
硬块由皮脂腺囊肿发炎引起。

医护人员说，由于长时间发炎、化
脓，詹华身上的囊肿具有一定的顽固
性，必须立即手术……如果治疗不及
时，很有可能引起更大面积的感染溃
烂，甚至引发全身感染。

前来巡诊的医护人员凑在一起反
复商议，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将手术设
备带上山，在高原哨所为詹华实施手术。

尽管“皮脂腺囊肿切除术”的流程
并不复杂，但在 4600米以上的高原进
行此类手术尚属首次。哨所条件简
陋，这次手术在消毒、麻醉、照明等环
节，面临着诸多风险。
“边防官兵用生命守卫祖国，我们

要想尽一切办法，最大限度帮助他们
解除病痛。”医疗队返回临时驻地后，
立即展开手术准备工作，大家反复讨
论手术中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并精
心设计了多套手术方案。

翌日一早，医疗队携带器械、药
品，再次向雪山进发。道路难行，队员
们在积雪中艰难跋涉。由于严重的高
原反应，大家一路走走停停，终于在上
午10时抵达哨所。

医护人员顶风冒雪而来，哨所官
兵深受感动，全力配合医护人员进行
手术准备。没有手术室，就直接利用
班排宿舍；灯光不好，就打开窗户借
光……最糟糕的是没有取暖设备，詹
华憨笑地说了句：“我扛得住！”

消毒，麻醉，切除，缝合……手术

进行得十分顺利。术后经过观察，詹
华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

医疗队要下山了，临行前，杨海伟
反复叮嘱詹华：“两个星期后你就可以
完全康复，这期间一定要注意多休息。”

没想，詹华穿好军装，一瘸一拐地
下了床，执意要送医护人员到哨所门
口：“‘艰苦不怕苦，困难不怕难’是我
们哨所的光荣传统，你们放心吧！”

看着詹华坚毅而乐观的笑容，医护
人员这才放心与官兵们依依告别……
迎着寒风，他们向下一个巡诊点进发。

上图：新年伊始，身体基本康复的

詹华（左）和战友在哨位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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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帕米尔高原，冰雪覆盖，寒气逼人。边防线上，一

队巡逻官兵在风雪中艰难跋涉，阳光洒在他们坚毅的脸庞上。

平均海拔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自然条件恶劣，空气中氧

含量只有平原的60%。在这片高寒缺氧地域，正常人行走都吃

力，而这群边防军人携装负重，一天的巡逻任务时常要持续到

太阳落山。守卫祖国西北边陲，目送最后一缕阳光离去，这就

是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兵的生活常态。

走进一个个边防连队，你会发现，这里的官兵来自五湖四

海，但受高原自然环境的影响，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特征——

古铜色的皮肤。官兵们说，连队海拔高，离太阳近，古铜色、

高原红是最美的肤色。戍边军人用青春守望这里的蓝天白

云，守护这一片净土的祥和安宁，正如他们喜爱的一首歌里

唱的那样：“我们是慕士塔格峰一棵雪松，扎根在雪山履行使

命……最高的地方攀上天，最冷的地方来站岗。”

边关趣闻
边关传真

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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