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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新春来临之际，遥望祖国北疆西陲，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皑皑白雪，情怀如歌，为座座军营披上别样的节日盛装；剔透晶

莹，激情豪迈，锁不住边关哨卡春的气息。
关于冰雪的咏叹，千百年来不绝如缕。冰雪，也被人们寄寓了丰

富的意蕴。
在古人眼里，冰雪“厉清操”，对少年来说，冰雪“照青春”，而对于

坚守边关的军人来说，冰雪意味着更多——可以“映肝胆”，可以“悟
精神”，也可以“见韬谋”。

作为边关节日军营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冰雪”亦被赋予了更多
的文化内涵。

看，战友们用灵巧的双手精雕细刻，借雪言志，一座座冰雕迎风
而立、一尊尊雪塑惟妙惟肖，这一件件冰雪作品，不仅活跃了军营节
日氛围，也见证着战友们的戍边岁月、青春履痕。

追寻“冰雪”背后的感人故事，我们既能感受到冷峻外表下戍边
将士的热血奔涌，更能体味到那种“一家不圆万家圆”的使命担当与
火热情怀。 ——编 者

风雪边关，飞来冰雪“闹春单”

“咔嚓”一声，9岁的余秋实举起右手，比了一个
“V”的手势……一家三口灿烂的笑容被永远定格。
为了这张来之不易的全家福，小秋实已经等了5年。

照片的背景是皑皑白雪，树枝上结满晶莹的
冰花。这是让小秋实日思夜想的“冰雪世界”。

余秋实的爸爸叫余刚，是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
某营营长。从小在南方长大的小秋实一直有个梦
想：“跟着爸爸上高原看雪。”2013年，余刚向刚满4
周岁的儿子许诺：一定要在高原拍一张全家福。

没想到，余刚却一再食言。这些年，小秋实
每年夏天都随妈妈到高原探亲，却始终未能“约
会”高原的雪。

不是余刚不想兑现承诺。那一年，妻子周琴
娟带着5岁的小秋实高高兴兴地踏上探亲路。谁
知，母子俩刚在成都下火车，小秋实就发起高烧。

担心小秋实不适应高寒缺氧的高原环境，继
而引起肺水肿等并发症，无奈之下，周琴娟只好
带着儿子“打道回府”。

打那以后，只要一想到那次经历，夫妻俩始
终不敢再冒险。
“我的爸爸爱爽约。”这是小秋实时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小秋实刚上一年级时，余刚就答应
儿子“一起到北京爬长城”，可那年，部队突然接到
命令执行紧急任务，他不得不一再推迟休假时间。
“儿子，很抱歉，爸爸有很重要的工作……”

电话那头，小秋实哭得稀里哗啦。
哪个高原军人对家人没有亏欠？只是他们心

里清楚，与肩头扛起的使命责任相比，孰轻孰重！
为了能时常看到儿子，余刚喜欢用相机记录

与家人相处的时光。他的手机中，至今存储着一
张珍贵的全家福——那是在 2008 年冬天，余刚

第一次休假回家过春节，一家三口特意到
县城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那一年，小秋实刚出生。也是从那时
起，儿子成为了余刚最柔情的牵挂。

今年元旦期间，一场大雪不期
而至，余刚特意拍摄了一组高原雪
景发给妻儿。看到照片，小秋实越
发想见到父亲，
他一有空就缠着
妈妈，用手机跟
爸爸视频通话。

这 不 ，期 末
考试刚结束，小
秋实就嚷着“上
高原找爸爸”。
“立春”节气

刚过，周琴娟打点
好行李、准备了必
备药品，带着小秋
实 踏 上 探 亲 的
路。母子俩一路
赶火车、转飞机、倒汽车，颠簸了3天
2夜后，终于抵达部队驻地。

只是当时，余刚正带领一支巡
逻分队执行巡逻任务。母子俩翘首
等待了 10 多个小时……第二天中
午，执勤归来的余刚一路小跑推开
房门，小秋实一下子冲上去紧紧抱住余刚：“爸爸，我看到雪
了！解放军叔叔戍守的雪山特别美。”

巍巍雪山下，一对父子紧紧相拥，两行热泪融化了
冰雪。

迟到的“冰雪全家福”
■李国涛 本报记者 郭丰宽

春节前夕，晨曦初露，雾气未散，驻守在海拔 4700
米帕米尔高原上的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官兵，起了个大
早，一场别开生面的“冰壶大赛”即将开启。

该连驻地冬季天寒地冻，室外最低气温达-35℃。
虽然身处冰峰雪岭，但官兵们个个是体育迷，不少人还
是中国冰壶队的“铁粉”。

下士余强说：“今年冬天特别冷，咱们能不能也搞
场冰壶赛？”他的提议得到指导员扶念的支持，大家立
刻动手开始查资料，建冰壶场。

有了冰壶场，冰壶又该如何制作呢？一名战士提
出用洗脸盆装水冻冰的方法。当大家捧着冻好的“冰
壶”准备一较高下时，却发现这个“冰壶”脆弱得不堪
一击，几次碰撞后就“歪七扭八”了。

后来，战士孙晓坤找来一些废旧器械，用彩纸包
裹起来，制作成两个“仿真反坦克地雷”；几名战士也
突发奇想，以扫把为“冰刷”……经过试验，一举成
功！看到彩色“冰壶”在冰面上飞舞，战士们都乐了。

2月6日一大早，侦察班和步一班的战士约好，要在
冰壶场上一决高下。大伙儿参照国际比赛规程，制定了

比赛规则，条件虽然简陋，却凝聚着战士们的聪明才智。
小小冰壶场边，战士们纷纷登场，争先恐后，尽享

冰壶带来的乐趣。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重在比出精气神！”裁判

员、塔吉克族战士巴依克大喊一声。
远处，参加首轮比赛的战士马浩和陈路标，已经

摆好姿势。“开始！”随着巴依克一声令下，马浩和陈路
标分别将“冰壶”推向营垒区，紧接着，俩人敏捷地抄
起“冰刷”一阵猛刷……
“加油！加油！”观战的战友们热血沸腾，助威声

响彻山谷。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只见马浩暗暗发力，娴熟地将

“冰壶”推入营垒区中心。“得分！”现场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好家伙，过瘾！”陈路标为马浩竖起大拇指！
短短几分钟，战士们睫毛上、面罩上结满一层冰

霜。第二轮比赛结束后，走下“冰壶场”的指导员扶念
满头大汗：“当你真正参与其中，所有身心不适都会烟
消云散——既活动了筋骨，又振奋了精神，这就是高
原冰雪活动的乐趣所在！”

“帕米尔冰壶”乐趣多
■肖博文 胡 铮 刘武鹏

图①①：马背竞风流；图②②：滑雪比拼；图③③：冰上拔河；图④④：雪雕言志；
冰雪节目单：雪地斗鸡赛；贴“福”来迎春；赏雪音乐会；雪野健身

忙；雪地拼球技；高原滑雪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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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呼伦贝尔大草原银装素裹。一望无垠的
雪野上，阿日哈沙特的军民“冰雪那达慕”进入了高潮。

一大早，悠扬的“蒙古长调”响起，10余匹骏马
飞奔着冲向终点。马蹄翻卷，雪花飞溅，驻守草原深
处的某边防旅蒙古族战士韩黎杰一马当先，夺得赛
马比赛冠军。
“‘阿拉坦乌纳钦’（蒙古语意为‘金牌赛马手’）名不

虚传！”回到连队，战友们一拥而上，兴奋地向韩黎杰祝贺。
大伙儿都知道，韩黎杰打小就骑着马在大草原

上驰骋，但能在“冰雪那达慕”上夺冠，确实令人骄傲！
入伍前，韩黎杰已是远近闻名的“阿拉坦乌纳钦”，并

多次获得嘎查（蒙古语意为“村”）举办的赛马比赛冠军。
好骑手离不开良马驹。作为连队的军马饲养员，

韩黎杰爱马出了名。无论多忙，他每天有几项工作雷打不
动——遛马、备鞍，白天给马洗刷、深夜给马喂料。

在韩黎杰精心照料下，连队的军马个个背平臀
圆、体格健壮，一次次圆满完成巡逻、运送物资任务。
战友们逢人就夸：“‘无言战友’训练有素，多亏了‘阿
拉坦乌纳钦’。”

因为懂马而爱马。这些年，韩黎杰每天围着军马
转，他对每匹军马的习性都了如指掌。军马消化不
良，他赶紧为其调理治疗；遇上军马撒野打架，他自
创驯马“高招”……

“这次赛马比赛，和我一起夺冠的军马名叫‘勇
士’，说起来，我们还是‘同年兵’呢！”聊起特殊“战
友”，韩黎杰打开了话匣子。
“勇士”性格倔犟，刚到连队时有点桀骜不驯。那

年，韩黎杰刚入伍到部队，每次去马厩，他总会抓一
把马料单独喂“勇士”，逐渐培养起了感情。

一次军马队列训练，“勇士”异常暴躁，谁都不让靠
近。战士们着急了：“不行打它几鞭子，看它老不老实！”
韩黎杰跑上前夺下马鞭，轻轻抚摸“勇士”的鬃毛——
经过查看，原来是马肚绳勒到了“勇士”腹部的旧伤。
“马是有灵性的，你对它的好，它都记着。”第二

年寒冬，连队派韩黎杰去给牧民的马看病。返回连队
途中，天色已晚，加之遭遇暴风雪，他一时迷了路。

正当韩黎杰不知所措时，“勇士”竟一步步顶风
冒雪，驮着他找到了来时的路……打那以后，韩黎杰
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勇士”培养成一匹优秀的战马。
“勇士”生性暴烈，韩黎杰一点点降伏，逐个动作

反复练习，在经历了数十次被甩下马背的艰辛后，硬
生生把它驯服了。

没有一股子拼劲，怎能成就一番事业！带着这样的
劲头，韩黎杰在军马饲养员的岗位上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他说：“在强军路上‘策马追风’，丝毫懈怠不得，无论
身处什么岗位，时刻准备打仗才是军人应有的姿态。”

强军路上“策马追风”
■本报记者 武元晋 通讯员 徐嘉宁 牛兴强

临近新春佳节，辽东半岛普降大雪，气温降至-20℃。
驻守在鸭绿江畔的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红九连”

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冰雪美食会”正在进行。
“天气严寒，不少第一次在北疆过冬的新战士，

很难适应单调的守防生活，我们专门策划了这次活
动，让大家感受别样的冰雪文化，激发戍边豪情。”
连队指导员王涣元介绍说。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老东北”，王涣元对儿时
记忆中的“雪趣”如数家珍：“滑雪、观雪、赏雪……
数九寒天‘冻’出的别样美味，更值得一尝！”

冻梨、冻柿子、冻花红，常被驻地百姓称为冬季
“老三样”。近几年，随着边疆经济飞速发展，边防官
兵的冬季供应保障日益丰富，一些“冰冻美味”渐渐淡
出冬季餐桌……一听说连队要举办“冰雪美食会”，炊
事班班长菅新提出了“一起制作‘老三样’”的想法。

在菅新的家乡，一直有制作“冰冻草莓”的传统。
想到这里，他赶忙拨通了母亲的电话，了解制作方法。

当天下午，菅新就和战友们一起用“丹东大草

莓”试了试“身手”。先将草莓洗净去蒂，再按一定
比例熬制糖浆，待糖浆尚未冷却时，大伙儿一起动
手将草莓浸入其中。

冷鲜保存是制作这道美食的关键。“一定要在糖
浆还未完全凝固时，将草莓放入冰箱冷藏，才能维持
水果的鲜味。”说话间，菅新小心翼翼，将一颗颗裹满
糖浆的草莓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冰柜保鲜盒内。

翌日一早，他从冰柜中取出保鲜盒。大伙儿迫
不及待地围了上去，个个脸上写满激动。眼前的
“冰冻草莓”娇艳欲滴，晶莹剔透，惹人垂涎。

“这是大家一起制作的‘秘制美味’，每个人都
有份！”王涣元端起保鲜盒递给身边的上等兵李航，
笑盈盈地说：“来！一人一颗，一起品尝！”

保鲜盒传到了广东籍新战士郑康辉手中，他迫
不及待抓起一颗“冰冻草莓”塞到嘴里：“一咬‘嘎嘣
脆’，这草莓可真甜！”

屋外寒风阵阵，室内笑声阵阵……春节前的连
队营区多了几分温暖，几分家的和谐。

数九“冻”出别样美味
■王立军 赵 坤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北疆黑龙江边防线上，寒风
凛冽，呵气成霜。

驻守这里的某边防旅八岔连官兵，在寒
风刺骨的黑龙江上搭设冰雪哨卡，制作冰雪
雕塑，不畏严寒放哨执勤，打造独树一帜的
“冰哨文化”。

来到该连距国境线仅数米远的 5号冰
哨，浓浓的节日气氛
扑面而来。一对 3米
高的“金犬迎新”冰雕
栩栩如生；挂在执勤
板房一角的一串大红
灯笼分外夺目；板房
四周的冰墙晶莹剔
透，置身其中仿佛“水
晶宫”一般。

战士们说，每年
冰河封冻时，大家便
开始在河中采集冰
块，并在冰面上砌成

半米多厚、一米多高的冰围墙。
“如果雪下得大，还可将积雪压实筑

成冰雪观察哨，官兵巡逻至此，一来可以
登高远眺，二来还能避风休息。”连长苏剑

辉介绍说，这样的简易哨位，既赏心悦目，
又是一个实用的战位。

在1号冰哨的围墙上，几行火红大字引
人注目：“边关有我，请祖国放心”“戍边官兵
赤胆忠心守北疆”……

围墙内，官兵们还用冰块搭起一个简易
“国旗台”，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旗杆上。
底座上镌刻的一幅象征祖国版图的“雄鸡图
案”，则是出自官兵们的一双双巧手。

冰哨一旁，矗立着象征英勇顽强的“虎
头冰雕”，连队“冰雕能手”张郭伟说：“要完成
一件冰雕作品绝非易事，需要四五个人，利
用业余时间精心雕琢一个星期才能完成。”
“修建冰哨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世

纪 70年代。”苏剑辉说，冰哨最初只是根据
边境实际情况增设的，最多时，每年要建
10余个，“如今随着信息化管控力度的加
大，冰哨正在逐年减少，但其仍然发挥着
一定作用。”

2月 7日，深夜的东极温度低至-30℃。
全副武装的八岔哨所哨长李明明正在冰哨
执勤，他的帽子、面罩上结满冰碴：“能在最
寒冷的时候守护界江，为祖国和人民守岁，
即使披霜挂雪，内心也是暖的。”

冰河哨卡炫美东极
■张裕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