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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里，追寻着你的足迹，也在心里，为你树起一座丰碑。

你来自何方？你牺牲时多大？你的故事，也许被人熟

知；也许，还有更多的人无从知晓。

在历史长河中，你留下的可考事迹并不多，甚至，我们

只能从你的墓碑上，看见你的名字。

时光荏苒，岁月销蚀了你的身躯、模糊了你的姓名，但

你的英勇壮举，你的赤胆忠魂，早已化作了边关的巍巍青

山。在心里，我们知道，那一段段凝固的历史，就是“有名”

或“无名”的你创造的，正是有了像你一样千千万万个优秀

中华儿女的流血牺牲，才铸就了今天强军梦的基座，染亮了

一个民族最为绚丽的底色。

今天，让我们追寻一位安葬在新疆叶城烈士陵园英烈

的足迹，品读他的故事，追寻心中的崇高，也在这一刻，坚

定前行的脚步。 ——编 者

南疆的春天，总让人有些猝不及
防。西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叶城雷达
站营区里的树苗，一夜间冒出了新芽。

清明节到了，新任排长杨全想起始
终萦绕心头的一件事……
“谁知道烈士李云金的故事？”他随

即拨通了旅机关的电话。

1、谁是李云金？

去年 12月底，杨全到六连报到的第
一天，他随口说出自己的籍贯——江
西。连队文书邓旭满脸欣喜：“哇！你
还是李云金的老乡呢！”

那是杨全第一次听说“李云金”这
个名字。

几天后，一次紧急战备任务后，
油机员张辉一头扎进学习室写“维护
日志”。

临近饭点，杨全走上前询问，小伙
子一脸憨笑：“新装备不断更新换代，我
想赶在清明祭扫前，梳理好操作心得，
向同为油机员的李云金烈士报个喜！”

室外天寒地冻，戈壁滩一片荒凉。
而在连队宿舍的窗台上，摆满了战士们
精心培育的芦荟、仙人掌等绿植，给雷
达站平添了几分生机。

看着杨全入神的模样，雷达技师、
上士张文涛笑着对他说：“让营区四季
常青，是李云金烈士生前常说的一句
话。要想真正在这戈壁滩上扎根，还真
得像这些绿植一样，不畏严寒、顽强生
长……你也种一棵吧！”

又是“李云金”！
眼看杨全任职将满一个月，一天，

连长李刚把他带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叶
城烈士陵园。

在一座大理石墓碑前，两人立正、
敬礼。“云金，站里又来新同志了！能吃
苦、很踏实，像咱喀喇昆仑的兵！”李刚
轻抚墓碑，语气低沉。

李刚说：“50年前，喀喇昆仑山上有
多个临时雷达站，李云金是空喀山雷达
站油机员。在一次执行重大任务时，他
不幸牺牲……然而，牺牲的具体情况，
没有人说得清楚。”

2、追寻烈士的足迹

打那以后，杨全一有机会就会去
陵园转转，去看看这位不曾谋面的战
友——李云金。

他发现，经常有战友前来祭奠烈
士——墓碑前，有时是清晰可见几封
未烧尽的信笺，有时摆放着几个水果，
甚至，他还看到过一包“雪莲牌”香烟。

叶城烈士陵园始建于 1965年，主要
安葬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场边境
自卫反击战中，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解
放军指战员。

一次祭扫时，杨全遇到了陵园守墓
人——维吾尔族老人艾尼瓦尔·依提。

艾尼瓦尔说，父亲艾买尔·依提在
陵园中守护烈士英魂 40余载，而他就曾
参加过那场边境战。
“父亲曾对我说，参战的军人年龄都

很年轻。”一阵沉思后，艾尼瓦尔回忆说，
在海拔近 5000米的高寒地区，这些年轻
的战士，不光要抵御敌军的枪林弹雨，还
要忍受强烈的高原反应和严寒气候……

在艰苦卓绝的战场上，中国军人为
了祖国的疆土浴血奋战，以摧枯拉朽之
势击退了侵略者。
“和平是我们的信仰，战斗是我们

的天职！”那天，聆听着艾尼瓦尔动情的
讲述，想起在陵园的革命烈士纪念馆里
看到的一封封“请战血书”，泪水渐渐模
糊了杨全的双眼……

那一刻，他更想要了解李云金的
故事。

然而，多方了解，依旧无果。一天，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胡有亮对杨全说：“雷
达站老兵陈功来那里，也许有你想要的
答案。”

其实，在杨全追寻烈士足迹的时
候，旅机关也在整理还原英烈当年的战
斗经历。

该旅前身是康西瓦独立雷达营。
这支部队主要驻扎在海拔 4000米以上
的喀喇昆仑山上，担负空防雷达战备
值勤任务。

第一代雷达兵以高山为家，挑战生
命极限，顽强战胜艰难险阻，圆满完成
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结束了“新藏西
线”边境有空无防的历史。

当守防的“接力棒”，传到新时代雷
达官兵手中，赓续光荣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始终是该旅固魂强基、担当强军
重任的力量之源。

旅机关多方联系老部队的退役官
兵，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完善旅史馆建设。

清明节前夕，康西瓦独立雷达营油
机班长陈功来，重回边关，含泪向新一
代雷达兵讲述了李云金的故事。

3、他，就是那书写
在墙上的连魂

据陈功来老人回忆，李云金是当年
冬季换防的新兵，因表现突出、业务过
硬，被选派到最艰苦的空喀山雷达站，
担任油机员。

在海拔 5200米的空喀山上，李云金
出现严重高原反应，连队提醒他注意休
息、减少活动，他却执意要参加执勤。

在一次夜间紧急抢修油机任务后，
李云金累倒了，由感冒引发肺水肿。在
突击队紧急护送他下山抢救途中，这名
优秀的年轻战士，停止了呼吸……

李云金参军入伍时，边境作战的硝
烟尚未远去，厉兵秣马、备战打仗的氛

围，激励着每一位年轻的战士。
一次，在康西瓦烈士陵园祭奠宣誓

后，李云金坚定地向指导员表示：“如果
我牺牲了，请把我也埋在康西瓦！”

李云金并没有被安葬在康西瓦，他
被护送、安葬到叶城烈士陵园——因为，
康西瓦独立雷达营六连，就驻扎在叶
城。时任营长特别叮嘱六连指导员：“照
顾好这个孩子，永远不要让他孤单！”

是的，当时的李云金还是个孩子，
牺牲时，他年仅18岁。

在距离家乡 5000多公里的地方，为
了边境的安宁，他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
备，立下了拼死捍卫祖国疆土的誓言！

六连官兵没有忘记李云金。从此
以后，大伙儿逢年过节就去陪他说说
话，探亲归来也要去看看他；连队谁评
上先进、谁立功受奖，都要去告诉他；为
了让他有家的感觉，一茬茬官兵在火炉
旁、窗台上精心栽种一株株绿植……

李云金没有什么英雄壮举，但杨全
却被深深感染——和平年代卫国戍边，
浴血杀敌的机会也许不一定有；但为了
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甘洒一腔热血的精
气神，一定不能少！

那一夜，杨全辗转难眠，他爬起来，
写下了一份申请参加高原驻训任务的
“请战书”。

就在此前几天，旅机关传来“抽调
人员去喀喇昆仑山换防”的消息，那是
李云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杨全热血澎
湃：他要像李云金那样去战斗！

让杨全没想到的是，当换防的通知
下达后，连队党支部一下收到了 20份同
样的“请战书”。每一份“请战书”里，
都表达了“继承烈士遗志，誓死守护祖
国空天”的强烈愿望。

望着一份份令人热血沸腾的“请战
书”，想起连队荣誉室内悬挂着的一幅
幅奖状……杨全仿佛看到了那个在康
西瓦烈士陵园宣誓的年轻战士：“为了
党、为了祖国和人民，我愿意贡献出全
部力量，甚至鲜血和生命！”
“风萧萧的路上，多少金戈铁马，和

多少雨雾风霜……你走得如此匆忙，我
沿着你的目光，追赶你的方向，我看到
鲜花开满山岗。”清明节当天，杨全再次
和战友们前往叶城烈士陵园祭奠。

陵园里，回荡着这首艾尼瓦尔·依
提老人最喜爱的军歌。

那一刻，杨全强烈地感受到，其实
李云金一直和战友们在一起！他，就是
那书写在墙上的连魂，在一茬茬雷达站
官兵血脉中，延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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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关传真

3月下旬，驻守中蒙边境一线的北
部战区陆军某执勤点哨长孙伟，结束了
一天的巡逻任务，径直回到宿舍。
“只需轻轻一‘扫’，即可体验

‘码’上阅读，真是方便实用。”手拿一
台掌上阅读器，孙伟喜上眉梢：“我们
身处边防一线，如今在训练执勤之
余，也能随时随地徜徉书海、了解即
时信息了！”

走进哨所学习室，一台高约 2米、
宽约 1米的“数字借阅终端机”刚刚调
试完毕。大屏幕上，清晰显示着书籍、
报刊等数十种电子读物。

孙伟现场演示了一本电子书的借
阅过程。他取出掌上阅读器，对准“数
字借阅终端机”上的电子图书二维码轻
轻扫描，不到 1分钟时间，琳琅满目的
电子书便“飞”进阅读器中。
“方便、快捷获取最新资讯”“随时

随地学习充电”“纸质阅读是开卷有益，
数字阅读则是开‘机’有益”……聊起使
用新型电子书借阅系统的感受，哨所官
兵如数家珍。
“即使身处遥远边关，业余文化生活

同样多姿多彩。”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连队
直招士官张学博不胜感慨：“‘掌上阅
读’，使读书活动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人
人能学、时时皆学、处处可学’。现在，我
常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加油充电。”

随着边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
大，一线官兵的工作生活条件显著改
善。不但“不通电、无淡水、吃不上新鲜
肉菜”等难题得到解决，许多边防连队
还接通了互联网，实现了手机信号全域
覆盖。

然而，一些新问题也随之显现。
“新战士大都是‘00’后，对各类资讯的
获取方式更为多元。”旅领导介绍。

过去旅里每年投入经费，定期购
买书籍，充实连队图书室、执勤哨点图
书柜，但由于执勤哨点远离城镇、驻防
分散，有些书籍资料很快就过时了，难
以满足青年官兵日新月异、日益增长
的阅读需求。
“信息时代，边防官兵的阅读方式，

也在发生深刻变革。数字阅读，同样可
以实现开‘卷’有益！”为此，该旅在反复
调研对比十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基础
上，选定某企业研发的新型电子书借阅
系统，定期为部队推送、更新数字资源
借阅服务。

新型电子书借阅系统犹如一座“电
子图书宝库”——藏书种类涵盖历史军
事、小说传记、生活保健、经管理财、文
学艺术等 22 个大类，藏书总量突破
3000册。
“掌上阅读”，必须是安全阅读。旅

里负责政工网运行维护的大学生士兵
刘建成说：“目前，上级定期对新型电子
书借阅系统进行安全保密检查，采取专
网布设、专线连接、专机使用的方式，杜
绝安全隐患和漏洞。”

下一步，该旅还将在丰富“数字借
阅终端机”的视频传输、信息发布等功
能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综合分析青年
官兵的借阅需求和个体学习差异，为他
们精准推送个性化服务。

上图：边防官兵正在展示他们利用

新型电子书借阅系统下载的电子读物。

娄立达摄

3月下旬，一批新型电子书借阅系统落户北疆一线哨所，

哨所官兵正悄然迈向数字阅读新时代——

执勤之余，体验“码”上阅读
■樊 超 陈大帅

云南省盈江县勐弄乡，地处祖国西
南边陲，自古就是边塞战略要地。如
今，南部战区陆军边防某连官兵就驻扎
在这里。

4年前的一场地震，让这里满目疮
痍。清明节前夕，笔者前往勐弄乡麻栗
坡，眼前却是一番崭新景象。

在距边防连老营区不远的山坡
上，新落成的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庄
严肃穆，与远处别致的村落民居相映
相依。

村民郭满洲一脸自豪：“那是万仞
关麻栗坡烈士陵园，地震灾害发生后，
军民齐心重建了陵园。”

现如今，这座陵园已成为驻地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一大早，天空飘起蒙蒙细
雨，笔者前来陵园祭奠，只见许多群众手
捧鲜花冒雨前来；纪念碑前人头攒动，一
个个花圈立于两侧，气氛庄严肃穆……

这座陵园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先后安葬着为国防事业战斗牺牲和因
公牺牲的9名烈士和一条军犬。

据驻地群众介绍，改革开放前，麻
栗坡因属于边境少数民族乡镇，土地贫
瘠，加之地处偏僻，自然条件恶劣。

1961年底，朱启昌在担任部队军医
期间，随部队前往边境一线执行任务，
为救护受伤群众牺牲……

2014年 5月，云南省盈江县相继发
生两次地震，造成麻栗坡 50余个乡镇

不同程度受灾，而万仞关麻栗坡烈士陵
园也在灾害中受损。
“子弟兵同志，请你们帮帮我！”地

震发生后不久，年逾八旬的村民左显兰
来到连队驻地，哭诉了烈士朱启昌为救
她而英勇牺牲的壮举：“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恩人的坟茔被毁，让烈士的英魂无
处可归……”

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为之动容。
事不宜迟！完成救援群众任务后，

全连官兵迅速展开烈士陵园的灾后重
建工作——他们重新收敛烈士遗骨，收
集破损石碑，拼凑完整后，拍照登记造
册；并多方收集整理“烈士先进事迹”等
重要史料。

当地村民闻讯后，也自发参与到重
建工作中。乡亲们组成一支施工队，在
原址重新整修坟茔，并对陵园周边环境
进行整治……凿石板、浇灌水泥、铺路
面，人人争着参与义务劳动，只为让烈
士英魂早日安息。

经过 7个月连续奋战，新建的烈士
陵园很快落成。陵园占地 20多亩，不
仅复原了原有景观，还新增了纪念广
场、烈士陵园介绍碑、英烈事迹馆等。

今年清明节前夕，连队组织全体官
兵来到陵园祭扫。低沉婉转的哀乐声
中，上等兵张刚用毛巾轻轻擦拭朱启昌
烈士的墓碑：“老军医，安息吧！您曾经
战斗过的地方，有我们来守卫！”

4年前的一场地震，对万仞关麻栗坡烈士陵园造成严重损毁，

为让英魂有个新“家”，边防官兵与驻地群众携手重建陵园——

烈士英魂归青山
■周永宝 张中强 张 刚

图①：李云金烈士墓前，杨
全良久驻足，近距离感受烈士

的光辉，他心怀崇敬；

图②：让军营四季常青，
是李云金烈士的心愿。为继承

烈士遗志，杨全和战友们精心

呵护自己栽种的绿植；

图③：杨全与叶城烈士陵
园守墓人、维吾尔族老人艾尼

瓦尔·依提（左一）在交谈中；

图④：望着连队荣誉室内悬
挂的一幅幅奖状，杨全为成为这

个光荣集体的一员而自豪；

图⑤：清明节当天，杨全到
叶城烈士陵园祭扫，纪念碑前，

他庄严敬礼！

图⑥：满怀激情，杨全写下
申请参加高原驻训任务的“请

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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