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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要想收成好，离不开墩苗；年轻干部的成长，离不开

基层沃土。只有经历过基层锻炼，年轻干部才能在摔打历练中

长本事，在丰富经历、积蓄能量中逐渐成熟。

一位作家说，在基层沉淀的厚度，将决定一个人未来发展

的高度。一位指挥员说：“在基层淌的汗水、流的泪水，都是

促人成长的肥水。”

年初以来，来自陆军14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748名军官走

出校园，分赴500个荣誉连队见习锻炼。他们中有不少人下到

边防一线连队，参加巡逻执勤。

本文的主人公，就是一位自愿赴西藏高原边防当兵锻炼的

代职干部。一条巡逻路，一生边防情，雪山巡逻的经历让他真

切感悟：人之所以感到幸福，不是因为生活得多么舒服，而是

因为生活得有希望。

——编 者

“妈，您寄来的家乡特产，战友们
都说好吃！”挂了电话，新疆军区某团
列兵蔺华东打开父母寄来的包裹，眼
圈红了。

半个月前，蔺华东过生日。父母
亲手制作了几样可以邮寄的面食，高
高兴兴地给儿子寄过去。谁知，等蔺
华东收到快递已是半个月后，包裹内
的面食已变质了。

说起“快递”不快这件事，官兵们
个个不爽。

部队驻地偏远，距离最近的乡镇也
有几十公里，当地快递公司基本都是半
个月才上门集中送一次。官兵们为此
很有怨言：“包裹明明到了几十公里外，
却还隔着半个月的距离……”

去年，排长赵哲宇休假返乡，想在
县城用自己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
在了解当地政策后，他把相关材料寄给
战友，让战友去机关财务部门帮忙办理。

谁知，大半个月过去了，眼看归队
时间就快到了，自己的材料愣是没寄
到。无奈之下，他只好先归队。

怎样才能让“快递”快起来？
在随后召开的“为基层官兵解难帮

困”恳谈会上，听着官兵们结合亲身经
历讲述的故事，团政委王迪当即表态：
“请大家放心！这件事关乎每个人的切
身利益，我们会想方设法解决好！”

两天后，一条收取快递的“服务
链”正式建立运行。

团里安排每天到县城接送官兵家
属和子女的班车司机，专门绕道县城
快递代取点取回当天快递。同时，把
原先安排在营区侧门的快递代收点，
重新设置在正门，尽量方便各单位收
取；每晚熄灯前半小时，由各单位派人
将快递取回，及时发放到官兵手中。
“真没想到，两天前家属刚把两地

分居的证明材料寄来，今天就收到了，
我们团的‘快递’真是提速了。”手拿办
理领取两地分居费的证明材料，机关
干事陈武刚说。

一件暖心事，温暖官兵心。“‘快递
提速’这件事，团里没多占一个兵员，没
多花一分钱，却让全团官兵人人受益，人
人称赞。看来服务官兵的关键是要想
得细，做得实。”陈武刚说。

上图：官兵拿到包裹喜笑颜开。

赵明磊摄

咱团的“快递”提速啦！
■杨锐锋 陆江丰

“军装、荣誉证书，一样都不能
少。”7月初，即将休假的中部战区空军
雷达某旅某站中士刘晓龙，满心欢喜。

入伍满 8年了，这将是他第一次
穿着军装出现在亲友面前。

与此同时，百余公里外的某站下士
郑超航，内心同样满怀期待。他将春秋
常服、迷彩服和体能服分类叠好、装进
背囊：“回家可以穿上不同样式的军
装，让亲友见证我的成长！”

今年 5月 1日起，新修订的共同条
令正式施行。对新条令明确军人非因
公外出可以着军装这一新规，驻守山
巅的雷达站官兵纷纷点赞。

在新一批享受新规定休假的官兵
中，18 人不约而同地把军装列为“必
带品”。
“雷达站大都地处偏远，官兵长期

扎根深山高原，离不开亲友的鼓励和
支持。”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认为，官
兵纷纷选择休假穿军装，体现了对军
人身份的认同感和职业荣誉感。

连日来，某站四级军士长刘曙光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几天前，他迎
来了第二个孩子的降生。
“大女儿今年五岁半了，还从没见

过我穿军装的样子。”他一脸乐呵，“这
次回家，一定得穿上军装给孩子们看
看，再多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维护军人

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身穿军装走出营门，不仅
能让我们获得实实在在的荣誉感，也
有利于提升社会对军人家庭的普遍认

同！”刘曙光说。
刘曙光的话，也说到了某雷达站

四级军士长李佩来心坎里。
那年，李佩来还是一名新兵，母亲

突发急症需做手术。部队得知情况，
给他批了假。考虑到他的士兵证尚未
办好，就批准他“换上军装赶路”，并为
他开具相关证明。

身穿军装的李佩来一路绿灯，顺
利返乡。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穿着军
装日夜守护在母亲病床前，病友们纷
纷投来赞许的目光：“从军报国是尽
忠，照顾母亲是尽孝，真是个好男儿！”

提起这件事，母亲言语中总是透露
着自豪。“这次回家，我一定穿上军装，让
母亲高兴高兴！”李佩来说。

某站四级军士长周家刚今年31岁
了，还没找到人生的另一半，亲戚朋友
都为他着急。年初，亲友为他物色了
一个女朋友，就盼着他赶紧休假回家。

家里人对周家刚说，女方踏实、善
良，更是看中了他的军人身份……“穿
着军装去见她，显得正式，应该可以加
分吧！”周家刚不好意思地笑了。
“虽然出台了新规，但我们身着军

装外出，更需注意军容风纪、言谈举
止。”近日，某雷达站指导员张博结合
新条令学习，专门强调了外出如何维
护军人的良好形象。

他说，作为一线带兵人，贯彻落实
新条令，要特别注重从细节抓起，从日
常养成严起！

上图：某雷达站官兵身着军装高

高兴兴下山休假。 代 玥摄

这次休假，穿着军装回家
■张 鹤 杨思聪

盛夏，祖国西南边陲，傣族村寨炊烟

袅袅。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驻守在

距村寨不远的一个山谷中。

连队营区内，一棵古榕树枝繁叶

茂。听村寨的老人们说，这是一棵“神

树”。风雨飘摇数百年，它无数次遭受风

暴、雷击，依旧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这个小村寨，也因为这棵树有了一

个美丽的名字——“神树湾”。

每逢过年过节，三里五乡的乡亲们

总会提着祭品，要求进入营区内祭拜“神

树”，任战士们怎么劝也听不进去。

有一年开春，顶青乡一村的普勒蓝

老人高烧不退，有人说这是“神树”对他

的惩罚……他的儿子小普听到这一说

法，赶忙前往连队营区祭拜“神树”。

时任指导员杨雄兵了解到小普的担

忧，一边劝他，一边派连队军医赶往他

家。经过军医一番悉心救治，普勒蓝老

人很快转危为安，乡亲们都说“还是军医

更神”！

这件事让连队干部意识到，要让乡

亲们彻底摆脱迷信、相信科学，关键要用

事实说话。

驻地属热带雨林气候，雨季容易发

生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村民耕种的农作

物有时颗粒无收。这些年，连队党支部

发动官兵帮村民建大棚、修鱼塘、垒猪

圈，传授种植养殖技术。

村民老黑巴 30多岁了还是个“光

棍”。过去，每到初一、十五他都要祭拜

“神树”，求“神树”赐福，可到头来因为穷

还是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

连队官兵主动与他结成帮扶对

子，为他寻找致富路子，出钱为他买了

10多只山羊。司务长王猛定期上门，

向他传授养殖技术。几年时间，老黑

巴的羊群就发展到百余只，成了村里

的富裕户。

今年初，老黑巴娶上了媳妇，日子过

得幸福美满。他逢人就夸：“哎呀，边防

官兵比‘神树’还灵！”

近年来，驻地更多村民走上了致富

路。如今，祭拜“神树”的人少了，每逢

重大节日，乡亲们自发赶到连队慰问的

多了。

节假日傍晚，官兵和乡亲们围坐在一

起，兴高采烈跳起民族舞蹈，歌声笑声不

时回响在“神树湾”山谷上空……

“神树湾”山谷的笑声
■胡树春 曾浩云

盛夏，高原腹地，晨光熹微。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一连驻地，鲜艳

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蜿蜒的河水奔涌
而去，墨绿色林海雨雾缭绕，与远处的
雪山遥相呼应。

一幅美丽的画卷在眼前呈现。此
刻，我却无暇欣赏这美景，因为我和战
友们已整装待发，目标：扎日雪山。

(一)

此次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扎日雪
山深处的一条边境通道。这一路，海拔
落差大，丛林密布，异常艰险。对于守
防不久的新战士来说，参与这次巡逻任
务是一种挑战。

点名时，第一次执行巡逻任务的列
兵王明张，双手紧握钢枪，脸上写满兴
奋，答“到”的嗓音高亢而略带颤抖。

同样怀着忐忑而激动心情的，还有
站在队尾的我。

徒步前往扎日雪山边防巡逻，除了
道路艰险，可能还会遇到其他意想不到
的险情。

对于连队老兵而言，这段巡逻路也
许都不足以称之为“难”。但对于已经
38岁、来边防锻炼仅 2个多月，且不熟
悉边防情况的我来说，执行这次任务绝
对是一次考验。

几周前，我就开始加大训练强度，
并向连队老兵了解路上情况和巡逻注
意事项。做了充分准备后，我向连长旦
增旺久提出要参与扎日雪山巡逻。

旦增连长面庞黝黑，不苟言笑。常
年戍守边防，让这位藏家汉子看上去沉
稳而干练。
“连长，让我去吧！”看我一脸焦急，

旦增连长点头同意。

(二)

出发!
一路上悬崖千仞，山路崎岖，河中

巨石枯木横卧，湍急河水倾泻而下。
行进在河边小道上，四级军士长段

棋宏带领“尖刀组”前出侦察。
“注意落石和枯木！”每过一处危险

路段，他都要抬头向山上观望，大声提
醒战友们。

刺眼的阳光直射刀削般的悬崖，光滑
的岩体反射着金属般的光泽。

这条巡逻路，段棋宏已走过近百
次，对每一处路段可能遇到的险情都
“心中有数”。即使如此，他也不敢掉以
轻心。

那年，段棋宏和战友们在巡逻途中
遭遇暴雨天气。山上不时有石头滚落，

一棵棵树被砸中，发出刺耳的断裂声。
有了那次惊险的巡逻经历，段棋宏

走在这条路上更加警觉。为了确保战
友们的安全，每次巡逻他都在队伍最前
面负责侦察。

穿过河流，巡逻队快速插入茫茫
林海。

由于刚刚下过一场大雨，原始森林
中的参天大树不停往下滴水，地面泥泞
不堪。官兵们时而在青苔满布的小径
疾行，时而在横卧地面的枯木上跋涉，
脚下尽是湿滑碎石……大家深一脚浅
一脚，用尽各种姿势保持身体平衡。

风险无处不在。看似结实的枯树
一踏即断，走在我前面的列兵石嘉伟一

不小心摔了一跤。
“小心……”我刚要伸手去扶，不料

脚底打滑，腰部重重撞在石头上。
我和石嘉伟爬起来，互相看看并无

大碍，立即检查装具，赶紧追赶队伍。
老兵杨联津一声不吭，抢过我身上

的装具，扛在肩上。他弓着腰艰难前
行，豆大的汗珠滑落脸颊。

没多久，巡逻队来到一处深谷，大
家必须手脚并用攀爬一面悬壁。旦增
连长站在谷底，一个一个地护送官兵
攀崖。

终于，攀上了悬崖，到了一处平坦
地域。休息间隙，下士王鸿给我们讲起
一个故事。

那是一年秋季，连日暴雨，这片深
谷被上涨的河水淹没。他们砍断树木
搭起独木桥，时任连长文中华与 6名老
兵跳进冰冷的河水中，护送战士快速
通过。

轮到王鸿时，他脚下打滑掉进河
里……文中华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拽住。

当时，王鸿只有 19岁，经历了生死
一劫的他，记住了文中华连长告诉他的
话：“军人字典里没有服输两个字，跌倒
了再爬起来，擦干眼泪往前冲……战友
的命就是我的命！”

(三)

正午，气温骤升，迷彩服被汗水
浸湿。

我刚想脱帽擦汗。副连长洛松多吉
上前制止：“丛林蚊子虽小毒性却大，一咬
一大片，奇痒无比，喷防蚊剂都不顶用。”

此时，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山里的
山虱、蚂蟥也不少。

半小时后，战友们都“中招”了——
脖子、手上被蚊虫叮咬，红包一大片。

老兵告诉我，被山虱叮咬后，必须
立即将其扎进皮肤的“触手”挑出来，否
则极易发生感染。

对于原始森林的险恶，中士吴文超
深有体会。

6年前的一次巡逻，他被草丛中的
毒蛇咬伤，情况紧急。战友张禹毫不犹
豫地为他吸出毒液。
“我的命是张禹帮我捡回来的。”吴

文超说，一起巡逻的战友都是生死兄
弟，这份情谊值得一生珍惜！

抵达目的地，官兵们立即对通道进
行勘察和清理。洛松多吉带着几名骨
干，拿着砍刀在前方开路。

一路跋涉，终于来到目的地。检查
完点位，大家展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
旗，合影拍照……

扎日雪山脚下，仰望蓝天，看着身
边一个个年轻的战友，我禁不住扪心
自问：

从军 10余载，是否一直保持“保家
卫国”的初心情怀？是否像新兵时一样
时刻保持冲锋战斗的姿态？是否因为
个人得失而停滞了前进的步伐？

这次扎日雪山巡逻的经历，让我找
到了继续奋进的力量。

(李 斌、王兆宇参与采写)

图①：官兵巡逻到点到位，拍照留
存资料；图②：巡逻官兵踏碎石、踩枯
木，谨慎前行；图③：鲜艳的五星红旗飘
扬在边境线上空。 李 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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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巡逻路，一生边防情，作为一名38岁的“列兵”—

我用双脚丈量巡逻路
■尹威华

边关亲历·扎日雪山巡逻

边关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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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连队官兵精心呵护着营区里的古榕树。 曾浩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