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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英姿飒爽，因为穿上这身军装，从此将青春梦想和
追求，融入这片绿色；她们不让须眉，因为敢于拼搏奋斗、乐
于奉献，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寄情于事业，倾注于军旅。

她们自强不息，为了强军梦想，为了祖国安宁，把火热
的青春融入戍边事业，书写壮美诗行，让自己成为边防建
设的一朵浪花，雄伟长城的一块基石……

她们是强军路上的一道特殊风景，是绽放在新时代的

木兰花。从北疆草原到南方丛林，从海防前哨到导弹发射
场，从野外训练一线到特战竞技赛场，处处都有戎装女兵
特有的绚丽风采。

春回大地，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让我
们聆听几位边关女兵的别样故事，同时也向全军女战友致
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编 者

元宵节当天，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女兵文艺小分队与驻地乌兰牧骑一起，为
该旅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节目。

刚下连不久的女兵格日乐，演唱了
一首汉语版《为你点赞》，战友们一下记
住了这个蒙古族姑娘。

汉语不好学。要不是现场听到格
日乐演唱汉语歌曲，谁也想不到，刚下
连那会儿，她还是个连说话都会涨红脸
的腼腆姑娘。

从小到大，格日乐与家人都是通过
蒙语交流。上学后，虽然学校也开设了
汉语课，可用汉语与人进行交流，对于
一个土生土长的蒙古族“草原女孩”来
说，也绝非易事。
“以前，每次说话前，我都要在脑子

里反复构思，不仅语速慢，还词不达
意。”格日乐不好意思地说。

格日乐记得，入伍前，每年草原上
都要举办那达慕大会，她时常被参赛的
“绿色身影”吸引：“马背上的解放军叔
叔，特别英武！”

格日乐十多岁时，一颗“绿色军营
梦”就在她心里扎下了根。

大学一年级刚结束，格日乐偶然听说
“部队到学校征兵”的消息，她毅然报了
名。经过严格体检、面试和考核，格日乐如
愿以偿穿上绿军装，成为一名话务女兵。

话务专业对普通话要求很高，难题
随之而来——

测试电话号码表，格日乐不是写错汉
字偏旁，就是忘记笔画；学习勤务用语，简
单的短句，她练上大半天也掌握不好。

班长王晓鸥是个热心肠。那阵子，
她反复领着格日乐朗读散文，课余时间
手把手教她抄写汉字。功夫不负有心

人！两个月过去了，格日乐的汉语说得
越来越流利，背记电话号码的准确性也
大大提高。

春节前夕，连队组织所有下连新战
士每人写一篇“家乡故事”。格日乐又是
查字典，又是请教战友，一连铆在连队自
习室几个晚上，拿出了一篇几
百字的文章。

文章虽然不长，但战友们
看了都说写得好，这让格日乐
信心倍增。

在文章的结尾，她写下这
样一段话：“学汉语，真愉快，我结识
了新朋友，学习了新知识，我的性格
开朗了，扎根军营的信心更足了！
让我感到最自豪的是，作为一名蒙
古族女兵，追逐强军梦的征途上，有
我洒下的汗水、奋勇前行的足迹！”

腼腆格日乐的AB面
■徐嘉宁 于智杰 刘 想

南沙岛礁远离祖国大陆，守礁女兵

的幸福感、获得感从何而来？

南沙女兵们说，在沧海孤礁的坚守中

收获深厚的战友情谊，在日复一日的守卫

中砥砺忠诚品格，在无怨无悔的付出中实

现青春梦想。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战友们说，她们，是南沙盛开的最美

“太阳花”。

“妈，身体好点了吗……我这里一切

都好！”元宵节一大早，通信兵贺茜拨通

了母亲的视频电话。贺茜是家中的独生

女，入伍4年多，她春节还没回过家，本

想今年休假回家过年，但却接到了上礁

执勤的命令。

同样的一份牵挂，初为人母的卫生员

周雅凌体会更深。

每次与2岁半的女儿视频，她都强忍

泪水……为这，姐妹们很少和她聊起女

儿，只怕触动她那根脆弱的神经。

不见灯火阑珊的繁华，没有家人陪

伴的温暖，在四周碧波万顷的礁盘上，战

友情显得愈加珍贵。女兵们相互帮扶，

相互鼓励，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平日里，谁家捎来好吃的，都是大家

一起分享；闲聊时谁遇到开心事，就说出

来一起乐呵；每个周末，姑娘们一起到海

边散步，沙滩上留下阵阵欢声笑语。

去年，女兵们初上礁时，男兵们既感

到兴奋，又不乏担心：“她们，能完成好守

礁任务吗？”很快，女兵们就用实际行动，

让男兵拉直了心中的问号。

为尽快适应岛礁上的工作生活，姑

娘们利用各自所长成立“互助小组”，一

边跟老兵学习南沙精神、了解岛礁概况，

一边发挥自身优势互相帮带。

通信班女兵白天在机房报务值班、

研习新装备使用技术，晚上则加班加点，

学习专业技术理论；卫生队女兵主动向

医护人员请教，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升

卫勤保障本领。

业余时间，女兵们还发挥自身才艺特

长，为守礁官兵献上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中尉周越是表演专业科班出身。上

礁后，专职从事文化工作的她，受领的第

一项任务，就是筹备春节军营联欢晚会。

“以前在舞台上，我是演员；如今，既要

组织官兵排练，还要协调搭建舞台，可真是

个挑战……”周越很快进入角色，她白天编

排节目，晚上写舞台串词，忙活了好多天，

硬是排练出一台兵味浓郁的节目。

因为热爱南沙而选择坚守，女兵们

守礁的日子，虽然寂寞，但也充满欢乐。

“以往我最担心，自己还没来得及看

一眼南沙，就退伍了……”作为守备部队

守防时间最长的女兵，中士肖慧此前一

直积极申请上礁，但始终未能如愿。

去年12月11日，梦想变为现实。当

女兵们乘风破浪抵达永暑礁时，肖慧和

战友们激动万分。在远离祖国大陆

1000多公里的南沙岛礁战位上，她们成

为首批守礁女军人。

中士周梦真说：“有多少人见过南沙

的美？又有几个女孩儿能像我们这样经

受风浪洗礼？能成为守礁一员，我骄

傲！因为，我站立的地方是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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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高原天气晴好。沙场上，一
群男兵追赶一名女兵，竟然难觅踪迹……

这位女兵名叫张玲玲，是西藏军区
某通信团参谋。心灵手巧、能文能武的
她，在雪域高原演绎了诸多励志故事。

春节期间，高原朔风似剪刀，通往
雪山哨所的电话线突然中断。

雪山高耸，天路漫漫，张玲玲带队
检修保通。在翻越山顶陡坡时，上等兵
陈凯不慎滑倒，袖口被冰凌划破。

狂风顺着袖管往上蹿，陈凯冻得直
打寒颤。细心的张玲玲见状，立即从随
身携带的“百宝箱”中取出针线，帮他缝
补袖口。

望着正在帮他补衣的张玲玲，陈凯
的双眼一阵湿热……

随着海拔的攀升，山巅气温骤降。
官兵们登上海拔 4200 多米的一处山
口，寒风萧瑟，几名战士步履踌躇。
“边防执勤任务紧急，咱们抓紧检

修线路。”张玲玲一边涉险开路，一边想
方设法为大伙儿加油鼓劲。
“我来给大家变个‘魔术’吧！”休息

间隙，张玲玲将保温壶中的水倒入碗中，
并加入几块冰糖，再插上一根筷子……
不多时，一根“天然冰棍”制成。

寒风中，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分享“自
制甜品”，一个个因为寒冷而紧锁的眉
头渐渐舒展开来。

几小时后，故障源被找到，张玲玲
和战士们密切配合，小心翼翼地维修线
路。当哨所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她的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玲姐待我们，比亲姐还要亲，跟着玲

姐巡线，再累心也甜。”有战士这样说。每
年新兵下连，张玲玲都要给新兵上一堂
“缝补课”，她还是女兵连的理发师，哪个
姐妹想理个“青春短发”，都会请她帮忙！
“新春佳节，坚守战位，军人的目光里

有乡愁，但军人的肩头更有如山使命……”
大年初八，团里举办新春演讲比赛，张玲玲
率先登台。

张玲玲的家乡在南方，初到雪域军
营，高原的风物人情，时常震撼她的心
灵，她渐渐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再后
来，在“饭堂广播”做主持人的她，推出
了“励志玲声”栏目，深受战士们欢迎。
“恭喜姐妹们，获得春节知识竞赛

团体冠军！”不久前，团里组织的“答题
贺岁”活动落下帷幕，张玲玲不忘为元
宵节战备值班的战友们作动员：“让我
们以荣誉开启新春，争做新时代高原
‘花木兰’。”

听了这段“励志玲声”，女兵连迅速
开启“备战模式”，开始对“军事通信知
识点”掌握情况进行自我评估，并突出
重点、固强补弱。

入伍多年，这样的故事，张玲玲经
历过很多，在她心里始终装着一句话——
不让一名战友掉队！

去年底，西藏军区印发通令表彰
“优秀参谋”，张玲玲榜上有名。这是她
在2017年，第二次获此殊荣。

一年多前，军区组织预任参谋集
训，张玲玲争得一个参训名额。这让不
少官兵费解——她入伍后的专业是通
信业务，两立“三等功”提干，完全可以
回到机房“重操旧业”。
“新时代女兵要做全能尖兵，必须

破除‘一招鲜，吃遍天’的慵懒思想。”张
玲玲不断给自己加压，“通信女兵既要
抓好服务保障，更要带头练兵备战，提
升战斗力建设的贡献率。”

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位集训队唯一
的女参谋，让人眼前一亮：射击弹无虚
发，标图又快又准，战术训练也是灵活
敏捷；结业考核时，她力挫群雄，取得综
合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

从课堂转向沙场已是盛夏，张玲玲
坐上越野车开赴野外，高原演兵场留下
她练兵备战的足迹。

这几天，张玲玲又一次报名参加西藏
军区参谋集训，她的新年目标是——让自
己更加刚强，让能打胜仗的本领更过硬！

雪域高原，传来“励志玲声”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入伍 8年，大学生士兵、上士梁迎
见证了全军首支女子导弹发射连的成
长，她把青春与汗水，都献给了迷彩军
营里的这支队伍。

一起入伍的战友有的提干了，有的
退伍了，她却始终坚守初心，用热血与
激情顽强打拼、砥砺前行。

可当脸上突然多了一道战伤，她将
如何选择？

深山凌晨，狂风大作，火箭军“常规导
弹第一旅”女子导弹发射连悄然蛰伏，装
备关灯熄火，顿时隐匿于暗夜之中……

躲过“敌机”抵近侦察，避开“敌”卫
星过境，“点火！”发射演练一举成功。

来不及欢呼，她们再次开拔。
“快一点，再快一点！”上士梁迎心

里念叨着——撤收动作快一步，对空暴
露就少一秒，遭“敌”定位打击的几率便
少一分，二次战斗准备就更充分。

车头收整完毕，当梁迎全力冲向车
尾时，却迎面撞上了掩蔽在迷彩网里的
厚重车门。顿时，她像根木棍一般向后
栽倒……疼痛，眩晕，失去意识。
“梁班长……”闻声赶来的战友赶

忙扶起她，却被她的满脸鲜血，惊得不
知所措。一旁督训的副营长路程成见
状，一把抱起梁迎，向野战卫生所飞奔。

再醒来，梁迎已躺在卫生所的病床
上，七八个战友围着她，眼圈全都红红的。

作为全军首个女子导弹发射单元
组建时的“元老”，梁迎参加了 2 次发

射、立过 2个三等功，是女兵眼中的最
美“女神”、最牛“女兵王”。

逐梦 8 年，她经历了无数艰险磨
练，可如今，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脸
上缝了8针的战伤。

万箭穿心！
“为什么？”泪水决堤，她失声哭了

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眼角还挂着泪水的梁

迎，平静了下来。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过往的一幕幕如电影画面在眼前闪现，耳
畔回响起新兵连连长的声音：“你怕不怕
苦，怕不怕死？如果把你放到偏远山沟，
完成一项神秘任务，你愿不愿意……”

2010年 3月，16名大学生女兵来到
了火箭军某团。入营那天，欢迎她们的
数百名官兵，从大门口一直排到礼堂，
掌声不停。

礼堂门口悬挂着一条横幅“热烈欢
迎首批女子导弹操作号手入营集训”，
这让梁迎内心激动不已。

集训时，经历过“实战”检验的老班
长问：“专业难、装备重、训练苦，细皮嫩
肉的大学生‘娇娇女’，能吃得消吗，能
发射导弹吗？”

这一连串质疑，在不服输的女兵心
里，种下了发射梦。

那时梁迎所属的部队还带着“神秘
面纱”，亲友对她的工作一无所知，苦与
累，委屈与眼泪，都要自己消化。直到
首个女子发射单元成功发射导弹，才对

外公开消息。
2012 年夏天，亮剑西北高原。在

“风吹石头跑、氧气吸不饱”的高原，负责
导弹起竖的梁迎，始终在室外操作，一个
多月，嘴唇龟裂、皮肤晒黑，但她心里想
着——为了发射，这一切付出都值得。

都说伤疤是军人的“勋章”，但这个
“勋章”的主人，却是花样年华的少女。

那段时间，旅里组织营级合成训
练，梁迎作为病号留守。一天训练结
束，她带的新兵梁海丽兴冲冲地跑来
说：“班长，今天连长让我操作啦！不久
后，我也能跟你一样成为正式号手了！”

猛然间，梁迎如梦初醒：“走再远的
路，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不能忘记
那个属于导弹女兵的光荣与梦想！”

伤口还未痊愈，梁迎决定参加训
练。她开始每天坚持做俯卧撑和仰卧
起坐，恢复体能；为了克服心理障碍，她
主动把镜子翻出来，挂在床边，告诉自
己——

战斗的伤疤，是军人的无上荣耀。
眼看梁迎一天比一天开朗，连长王

晓彤终于同意让她重返训练场。
一进入操作状态，梁迎的表现依

旧让所有人眼前一亮，攀爬、奔跑、搭
设伪装……动作干脆利落，而且更加
沉稳老练。

看着训练场上那个熟悉的身影，男
兵们纷纷点赞：“女神”回来了，带着属
于自己的“荣誉勋章”回来了！

都说“女儿爱美”，可当脸上突然多了一道战伤，她将如何选择——

“勋章女神”荣耀归来
■段开尚 本报特约记者 杨永刚

去年12月11日，首批南沙守礁女兵上礁。她们说，最爱这碧海蓝天沙滩。 乔宇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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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梁迎精准操作；图②：张玲玲练
习标图；图③：格日乐专注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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