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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江南已是桃红柳绿，而雪域
高原仍然滴水成冰。室外寒风凛冽，西
藏军区某合成旅通信连的温室大棚内
却呈现出一派喜人春色——几排去年
栽种的树苗，一夜间抽出了嫩芽。

得知这个消息，战士们高兴坏了，
他们争相走进大棚，望着一棵棵标注
“姓名牌”的树苗，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一班班长杨大伟负责的这棵，长

势不错；二班王旭栽种的这棵出芽少，
应多加照看……”种植员游洋一边仔细
查看，一边颇为内行地叮嘱战友，生怕
这些绿色生命有什么闪失。

为了种活树苗，全连战士每人认领
一棵“责任苗”。半年多来，大伙儿一有
时间就守在大棚里，给树苗施肥、浇
水。战士们深知，在这缺氧严寒的高
原，每一抹绿色都无比金贵。

去年，这个旅调整移防至海拔
4000多米的日喀则地区。驻地恶劣的
自然环境，给官兵的训练生活带来诸多
不便。
“这里风沙肆虐，每次训练归来，我

们都是满身沙砾。”上士李祥龙说，训练
任务繁重，官兵们在光秃秃的高原训练
场，一待就是大半天，每个人都有一份
对绿色的渴望。

种树！旅党委做出一个决定。
他们积极商讨对策，多次组织种植

员前往驻地种植基地观摩学习；邀请地方
专家现场教学，帮助官兵熟悉高原环境下
树苗生长特性，学习栽苗、除虫技术……
渐渐地，摸索出一套栽种方法。

高原种树不易，但官兵不轻言放
弃。他们努力播种一方绿色，同时也耕
耘一片心田。

去年，新战士沙金灵被分配到通信
连，从小怀揣“特种兵梦”的他，对分配
到通信连本来就有点失落，再一看驻地
环境，心凉了一大截……初到军营，沙
金灵多项考核成绩不合格，只等着两年
后退伍。

这一切被班长许永杰看在眼里。
一次，他把沙金灵带到大棚中，一

边精心浇灌树苗，一边语重心长地说：
“树苗大都耐寒性差，不适合在高原生
长，但只要扎了根，它们便会奋力向上
伸展枝叶……越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越
能砥砺斗志，越是干事创业的沃土。”

看着顽强生长的树苗，再看看身边
战友“缺氧不缺精神”的昂扬斗志，尤其
是不少战友把一个个小目标变成了现
实，沙金灵有所感悟。

打那以后，沙金灵白天强化训练，
晚上加班加点熟悉通信业务，一有空闲
就到大棚照看自己栽种的树苗……几
个月过去了，沙金灵认领的树苗冒出了
嫩芽，他心里乐开了花。

那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片高
原上，树苗能够抵御严寒、生根发芽，我也
要和它一同迎风成长，干出一番事业！”

初春，嫩芽破土而出，那是顽强生
命的写照，又何尝不是边防官兵扎根高
原、奉献坚守的写照呢？指导员张凯
说：“再过三个月，我们将把这批树苗移
植到训练场周围，希望明年春天，这些
绿色能陪伴战士们一起成长。”

驻守高原，与树苗一起成长
■钱秀杰 王 栋

阳春三月，在西北边陲，皑皑白雪
仍是不变的色调。

寒气虽在，春意已至。在边防军人
眼中，巡逻路上日渐消融的冰雪，营门
前微涨的季节性河水，无不预示着春天
已经临近。

连日来，南疆军区迈丹边防连四级
军士长徐海涛异常忙碌。每次巡逻归来，
他都会爬上连队营区对面的小山，捡回一
些形状、颜色各异的石头，装在玻璃瓶中。

他给这份礼物起了个好听的名
字——“碎石花”。
“今年春节没能回家，有点想家……”

性格腼腆的徐海涛说，他要把这份特殊
的礼物，连同思念之情，寄给远在家乡
的妻子。

在官兵眼中，这座不起眼的山，非常
美丽，也独具魅力。站在营区门口放眼望
去，凹凸的山脊线，酷似英文“LOVE”。
每当家属来队探亲，都会相约爬上山顶，
俯瞰连队全貌。久而久之，这座山也成为
官兵心目中爱的见证。

平日里闲暇时，一些官兵也会登上
山顶，随手捡起一块奇石，刻上爱人的名
字。一茬茬官兵来了又走，这个习惯却传
承下来。10多年过去了，官兵们用雕刻
着爱人名字的石头，堆砌成一座一人高的
“石丘”，大家亲切地称其为“爱情峰”。

这个春节，由于肩负执勤值班任务，
徐海涛毅然选择坚守战位，“这些年多亏
她在家照顾老人、教育孩子，我才能安心
守防。”他的语气透露着些许遗憾。
“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三个年头，我

准备了满满三大瓶‘碎石花’寄给她。”徐
海涛的心头溢满甜蜜。他计划着，今年
妻子来队，一定要再次带她看看这座“爱
情峰”，让千里边防线见证他们的幸福。

如果说，徐海涛的故事诠释了边防
军人的浪漫情怀，那么阿然保泰边防连
上士刘忠林的故事，则诠释着边防军人
的执著坚守。

刘忠林是连队的修理技师，平时工
作任务繁重。掐指一算，他已经连续两
个春节在山上度过了。春节前夕，连队
领导瞒着刘忠林，替他递交了一份“休

假报告”，团里也积极协调业务骨干接
替他的岗位。然而，他却微笑婉拒了大
家的好意。
“越是过年，连队保障任务越重，我

过一阵子再休假也不迟。”刘忠林憨笑着
说，不是不想春节团聚，远在家乡的母亲
患风湿病多年，一到开春膝盖就会疼痛
难忍，“但作为技术保障骨干，节日战备
值班任务重，连队更需要我！”

思前想后，刘忠林决定将上级授予
他的“卫国戍边纪念章”寄给父母。这
枚纪念章，是上级对他连续 8年坚守帕
米尔高原的褒奖，更是作为一名边防军
人的荣耀。
“爸妈看到这枚纪念章时，一定能

理解、支持我的选择。”刘忠林说。
鸿雁传书，奖章寄情。那天，正在

检修设备的刘忠林接到了父亲打来的
电话：“我和你妈妈为你骄傲！”

手握电话，刘忠林红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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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幅边防军人“饮冰止渴”的照片，牵动了无

数网友的心。画面中，一名边防战士在巡逻间隙，拿出

一袋已冻成冰坨的牛奶，放在嘴唇上暖化饮用。

在高寒的高原边防一线，官兵们在执行战备巡逻、

作战训练任务时，首先要战胜的就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这不仅考验着边防军人的自我防护能力，同时也检验着

我军野战被装的保障能力。

作为未来战斗员“盔甲”的防寒被装历经多年研制，

我军目前基本形成从里到外多层次搭配，从头到脚全面

防护的配套体系，随着技术进步、材料学研究取得新突

破，一批被装陆续得到改进。

着眼新时代强军目标，新一代防寒被装在设计理念

上更加注重实战性，不仅保暖轻便、防护性能优良，而且

实用性更强。初春，军委后勤保障部组织军事科学院军

需工程技术研究所有关专家，结合边防巡逻任务实际，

对我军20余种新式防寒被装进行试用试穿，本报记者亲

历这次任务，见证了高新技术革新成果给后勤保障带来

的巨大变化。 ——编 者

初春，北疆阿尔泰山仍是一片银装
素裹。清晨，新疆军区可可托海边防连
官兵踏上巡逻路。

这是一次例行性边防巡逻，与以往
有所不同，这次，官兵们全部换上了新
“行头”——身着新研制的防寒被装执
行任务。期间，他们不仅要进行勘察执
勤，还担负着新式防寒被装的试用试穿
任务。

清晨 8时，晨曦微露，巡逻车从营区
驻地启程。车窗外是茫茫雪野，6名身
着新式防寒被装的官兵端坐车内，个个
精神抖擞，神情坚毅。

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中蒙边境的
某执勤点，官兵们将穿越一片冬季无人
区，任务十分艰巨。上士班长陈刚说：“如
今虽已开春，但我们途经的地域平均气温
仍在-20℃左右。而在隆冬时节，可可托
海地区气温更低至-50℃。与严寒抗争，
是边防官兵必须应对的一大难题！”

为实地了解边防官兵试穿试用效
果，参与新一代防寒被装研发、生产的
军事科学院军需工程技术研究所专家，
全程参与巡逻。

天寒地冻，狂风呼啸，官兵在巡逻
途中，需穿插进行多个实兵演练课目。
“停车！”车行数公里后，巡逻队带

队营长余飞，高声下达命令：“进行防偷
袭演练。”6名战斗员闻令而动，迅速抵
达指定地域。

出枪、瞄准、射击……身着新式防寒
服的官兵，动作敏捷，配合默契，迅速占
领有利地形，进入隐蔽伏击状态。

在一旁观摩的军事科学院军需工
程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张华介绍说，新研
发的防寒服在设计理念上更注重实战
性，在兼具保暖、防风等功能的同时，还
具有轻薄、结实、耐磨的特点，可满足多
种条件下的训练和实战需要。

第一个演练课目结束后，陈刚抖落
身上的积雪，满脸欣喜地说：“新一代防
寒服确实保暖！在冰天雪地里巡逻几
小时，感觉并不是太冷……”
“不仅保暖，还很实用！”余飞接过

话茬谈道，“比如，这件防寒保暖作训大

衣，由内外两件服装组成，外服采用迷
彩涂层面料，挡风性能好；内服为可拆
卸羽绒背心，特别轻便，便于迅速完成
投弹、据枪、卧倒等战术动作。”

试穿试用中，不少官兵反映，新一
代防寒服较之前更为轻便——过去进
行战术训练，常常在雪地里一训就是半
天，穿得厚了容易吸湿气，臃肿笨重，行
动不便；如今比过去穿得更厚，反而感
觉比较轻便。

新一代防寒服的高科技元素，也
广受官兵好评。据介绍，吸湿快干内
衣裤采用高新技术材料制成，可在官
兵大量运动出汗后迅速导出汗液，确
保皮肤与服装间保持相对干燥；避免
低温环境中，由运动向静止转换时造
成的冻伤。

寒风凛冽，巡逻队继续向雪原深处
挺进。“全体注意！立即疏散隐蔽！”在抵
达神钟山点位后，余飞又一次下达命令。

仅几分钟后，3个隐蔽小组便消失
在茫茫雪野中。张华介绍，新一代雪地

伪装服的最大创新点在于——具有防
紫外线侦察功能。

通常情况下，官兵穿上普通伪装
服，肉眼基本无法辨识，但在紫外侦察
系统下则易暴露目标。“新一代伪装服
采用特殊材料，无论用望远镜，还是在
紫外侦察系统下观察，都能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伪装。”张华说。

严寒天气下的饮用水保温问题，是
科研人员展开创新攻关的重点和难点。

12时左右，在一处休整点，官兵轻
轻拧开新型多功能保温水壶，只见壶口
仍然冒着热气……

上士陈从跃高兴地说：“巡逻路上
喝上一口热水，既驱寒又提神！过去主
要靠临时烧水，费时费力不说，还容易
暴露目标。有了新型多功能保温水壶，
即使气温再低，我们也不担心水壶里的
水冻成‘冰疙瘩’了！”

张华介绍说，新型多功能保温水壶采
用双层真空保温结构，具有良好的保温效
果，可在-30℃环境下，实现24小时保温。

这次巡逻历时 6个小时，参试的科
研人员全程遂行。虽然天气寒冷，气候
恶劣，但有新一代防寒被装的保障，官兵
们普遍感到，较之以往轻松了不少。

巡逻归来，针对试穿试用中的感
受，官兵们也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比
如：有官兵提出，作训服领口设计，可以
更加柔软、方便折叠；也有官兵提出，单
兵睡袋帐篷的充气垫材质不够结实，易
扎孔漏气……

在边防官兵积极配合下，这次共对
20多个品种的新式被装进行了试穿试
用，通过静态、动态条件下的试验，达到
了预期目的，取得了第一手科研数据。
“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将进一步改进，
确保新一代防寒被装更好地为作战服
务、为官兵服务。”张华代表科研人员坚
定地表示。

图表文字整理：赵 坤；制图：梁 晨

刊头照片：官兵在巡逻途中，使用

新型多功能保温水壶，饮用热水。

边防巡逻，看“盔甲”如何升级？
■本报记者 孙兴维 通讯员 李 琨 张 华

春节后，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四站
的官兵满怀欣喜，从货车上卸下刚配发的
新型取暖装备——电油汀。为改善高山
雷达站取暖条件，该旅集中采购了一批操
作使用便捷的电油汀，目前已全部配发一
线雷达站。

该旅所处滇西高原，冬春两季气候
寒冷潮湿，基层雷达站多分布在大山深
处，受驻地交通、能源等限制，大部分雷
达站没有安装专用取暖设施，过去官兵
主要使用电烤炉等小型取暖器采暖，极
易引发火灾等安全问题。

服务基层不留盲点，官兵利益不当小
事，如何让官兵防寒保暖成为旅党委关注
的重点。该旅保障部助理杨明介绍，电油
汀取暖效果好、安全系数高，非常适合滇
西高原气候特点。他们逐一考察了各雷
达站采暖需求、硬件设施等，在调研比对
市场取暖设备的基础上，统一采购了电油
汀等取暖设备。

用上崭新的电油汀后，某高山站雷
达技师、四级军士长彭勇感慨地说：“我
入伍以来一直驻守滇西高原，过去寒潮
来袭，只能多盖几层棉被、多裹几件大
衣，现在营房配套设施建设愈加完善，全
新取暖设施安全实用，我们扎根高原的
信念更坚定了。”

取暖用上新装备
■陈 韬 本报特约记者 余泓纬

3月中旬，驻守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卡拉苏前哨班官兵，在巡逻途

中寻找绿色，企盼春天。 姬文志摄

瞭 望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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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关传真

今年春节对我而言，意义非同一

般——这是我第一次在海拔5347米的

甘巴拉、这个世界最高人控雷达站过年。

年初，当得知自己即将上甘巴拉

担负战备值班任务时，我兴奋得一夜

没合眼。自从在新兵连观看了甘巴拉

雷达站的纪录片后，我的内心便萌生

了一个“甘巴拉梦”。没想到，这个梦

想这么快就要实现了。

上山值班的日子，正是一年中最缺

氧的季节。但我深知，走上阵地，就意味

着责任。只有在云雾缭绕的阵地尽职尽

责，才无愧于空中防线“巡逻兵”的称呼。

“这个季节，甘巴拉比平原缺氧

50%以上……”刚到阵地那天，二级军

士长王胜全便对我说。早知道甘巴拉

艰苦，但只有真的登上山巅，才有真切

的感受。天蓝得如同碧波一般，四周

看不到一点绿色，除了天上偶然掠过

的鹰，再无任何生命迹象。

很快，强烈的高原反应出现了，头

痛反复袭来，胸口像压了块石头憋得

难受……半个月时间，我的体重就降

了4公斤。

有一次，雷达装备突然出现故障，

雷达技师带着我登上塔台紧急抢修，刺

骨的寒风穿透了厚厚的大衣，缺氧的心

脏超负荷运转，等故障排除时，我和技

师都哇哇呕吐，冻僵的脚已不听使唤。

那一刻，想到因为有我们的坚守，

才有山下千家万户在节日里的喜庆

祥和，我的耳边再次响起那首熟悉的

旋律：是雄鹰你就展翅高原，让歌声穿

过云层之间……

上山 3个多月了，每当心烦意乱

时，我就会找班长王胜全聊天，听他讲

老一辈甘巴拉人的故事。

王班长在雷达站坚守了25年，每

年都坚持上阵地执行战备任务。高原

风霜如刀，40岁刚出头的他，看起来比

实际年龄老了许多。说起家人，班长

眼睛湿润了：“想家的时候，真恨不得

插上翅膀飞回去，看一眼儿子就满足

了。可谁让咱是军人呢？”

岁月不饶人，今年再上阵地，王班

长几乎每天都要吸几次氧以保持体

力。他说，明年还要坚守甘巴拉，能多

守一年就多守一年。

在距离阵地不远的一处山坡上，

安葬着老一辈甘巴拉人张在安。几十

年前，张在安曾经和我们一样坚守甘

巴拉；退伍回乡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

到这个令他魂牵梦萦的阵地上，这成

了他终身的遗憾。弥留之际，他专门

嘱托家人，将他的骨灰埋在甘巴拉。

高原雷达兵的荣誉来自空天，使

命也系于空天。传承“甘巴拉精神”，

当好祖国“千里眼”，这是我，作为新时

代高原雷达兵扛在肩头的使命，也是

我的“甘巴拉梦”。

（徐嘉苑、王山峰整理）

我的“甘巴拉梦”
■西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甘巴拉雷达站上等兵 周 州

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

边关亲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