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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特别报道·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

边关哨所，他们这样迎接自己的节日
有一种执着，卫国戍边；有一种守望，捍卫和平；有一种

责任，忠诚担当。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广大边关战友坚守战位，以奋斗

者的姿态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这一刻，他们或巡逻在蜿蜒崎岖

的山路上，奔跑在烈日炎炎的训练场上；或挺立在雪域高原的哨

位上，驻守在距祖国陆地千里之遥的岛礁上。祖国边关每一寸疆

土、蓝天、海域都有战友们捍卫和平的目光，万里边防线的每一

座界碑旁，都有他们挺拔屹立的身影。

对于边防军人来说，“八一”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缅怀先

烈、不忘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的加油站、动力源。军

人的忠诚和担当，体现在他们每时每刻的行动中，体现在日复一日

的奉献坚守中。

家国天下事，社稷一戎衣。今天，本版撷取戍边官兵的几个故

事，以此向广大坚守战位的边关战友送上真诚的节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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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东升，照耀雪山，洒下一片
金黄。
“敬礼！”7月 23日清早，海拔 3160

米，西藏拉则拉哨所的升旗仪式简朴而
庄重。再过一周，八一建军节就到了。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哨所飘扬的五星
红旗分外鲜艳。

每逢“八一”更换国旗，是拉则拉哨
所的传统。

哨所现在使用的国旗，是哨长陈治
强从山下连队背运物资时带上来的。
“在拉则拉哨所，每一面国旗都被

官兵们视若珍宝。”陈治强说，换下来的
国旗，他们都会珍藏在连队荣誉室，这
一面面国旗见证了一茬茬哨所官兵的
忠诚与坚守。

连队与哨所的距离不仅远，海拔落
差竟有500多米，唯一的上下通道艰险陡
峭，连牦牛都上不去。官兵们形象地称
之为“天梯”——最陡处达70度，最窄处
仅容得下一只脚；官兵必须手脚并用攀
爬，3公里的距离往往需要走3个小时。

今年的“八一”快到了，前几天上哨
前，连长尼玛加措郑重地将一面崭新的
五星红旗交给陈治强。

陈治强去年刚被选取为士官，他是
建哨以来“资历”最浅的哨长。今年 5
月初，老哨长彭小平返乡休假，他主动
请缨上哨守防。

陈治强坚持每周 2次带队下山背
运物资。几个月下来，这条“天梯”他
往返了几十趟，一来二去练成了“铁
脚板”。

这次上哨，因为刚下过一场雨，山
路泥泞，加之要背负物资，异常难行。
一路上，陈治强和战友互相搀扶，终于
安全抵达哨所。
“再过几天，哨所上空又有一面崭

新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了！”这个 21岁
的河南小伙子笑盈盈地说：“每次升国
旗、唱国歌，是大家最自豪的时刻！”

哨所还有一位“元老哨兵”。四级
军士长李进入伍 14年了，他已是第 6次
上山守哨。

“新哨楼建成之前，官兵只能挤在
一顶帐篷里，外面大雨，屋内小雨。”说
起往事，李进不胜感慨：“听老兵们说，
哨所的第一面国旗是老连长江白次仁
亲自挂上去的。看着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在绝壁哨所，那种自豪感、责任感油
然而生……”

如今，站在国旗下，李进喜欢眺
望群山。

2016年，李进上士服役期满，妻子
好不容易替他在老家昆明找到一份理
想的工作，他却执意继续留队。
“守哨 10多年，肠胃和心脏都查出

了毛病……”去年底，李进利用休假时
间到西藏军区总医院检查身体，结果多
项指标异常。妻子为此十分担心，从那
时起便总劝他早日退伍回家。
“我没事儿，你放心。”这是李进在

电话里对妻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这
次上哨，李进也是临时受命。“哨所都是
年轻同志，你上去要多帮衬。”

在“走”与“留”面前，像李进一样

毅然选择留队的人，在拉则拉哨所还
有不少。

两年时光飞逝，面对去留抉择，
上等兵田文齐也曾犹豫不决。真正
让他下定决心留队，就是因为受到李
进的感染。
“巡逻上哨、观察执勤、背水做饭，

李班长总是冲在前面……他常对我们
讲的一句话就是，此生能有几年守卫在
这里，这一辈子就值了！”
“在绝壁哨所升起五星红旗，意义

更为深远。我们站立的地方属于祖国，
我们身后有13亿人民！”田文齐说。

从老班长身上，田文齐看到了新时
代边防军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一
名“00 后”，戍边的经历将成为他人生
最大的财富。

走出房间，田文齐回望哨楼上飘扬
的五星红旗。对于“走”与“留”的选择，
他已有了明确的答案——
“我的军旅梦就是早日成为老班

长李进那样的优秀边防军人！”

拉则拉哨所，国旗见证忠诚与坚守
■李国涛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盛夏的北疆阿拉套山，微风细雨，
丝丝凉意。

7月 25日一大早，居住在保尔德沟
深处的哈萨克族牧民布仁达拉夫妇，便
带着 3个孩子起床了。打馕、煮奶茶、
宰羊……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

原来，就在昨天，夫妻俩得知，塞里
克边防连执勤分队官兵第二天巡逻，要
途经他们放牧的草场。
“我们要备上最好的馕和奶茶，请他

们到毡房歇歇脚。”布仁达拉面带笑容说。
边防官兵与布仁达拉一家的故事，

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那是一个严冬，一场暴风雪不期而

至，鹅毛般的雪片裹挟着冰碴打在毡房
上，地处偏远的保尔德沟一夜间成了
“雪域孤岛”。

布仁达拉年仅 7岁的小女儿达伊
利，突然发高烧，情况危急。夫妻俩急
得团团转，走出毡房向远处眺望，唯一
通往镇上的山口白茫茫一片，山路被大
雪封死，夫妻俩一时手足无措。

焦急万分，布仁达拉决定向离他们
较近的塞里克边防连官兵求助。

第二天午后，眼看雪停了，丈夫阿尔
泰在家守护孩子，她自己骑上马，深一脚
浅一脚向连队驻地出发了。积雪太深，
几十公里的路程，她走了整整4个小时。
“解放军，救救我的孩子！”一身风

雪、满脸泪水的布仁达拉向连队说明了
情况。

指导员谭毅一边让布仁达拉赶紧
吃饭，一边安排连队军医王立超备好药
品和器材。20多分钟后，一行 5人便骑
马上路了。

官兵们赶到布仁达拉家时，已是
深夜。王立超当即为达伊利作了检
查，又喂她服用了退烧药。官兵们一
直陪伴在达伊利身旁，安慰夫妻俩：
“不要着急，孩子只是重感冒，等退烧
了便无大碍。”

翌日一早，达伊利慢慢睁开了眼，她
看到眼前一顶顶军帽上的“八一”军徽，说
的第一句话就是：“解放军叔叔图吾斯（哈
萨拉克语：解放军叔叔好）。”

看到宝贝女儿开口说话，泪水顿时
模糊了夫妻俩的双眼……布仁达拉紧紧
握住了谭毅和王立超的手。

又过了一年多，布仁达拉的小儿子
出生了。夫妻俩商量给孩子取名“加德
拉”（哈萨克语：幸福）。布仁达拉说：
“在军民一家亲的遥远边防，有解放军

的守护，我们一家会越来越幸福。”
打那以后，布仁达拉一家与边防官

兵的情谊愈加深厚。无论什么季节，但
凡执勤分队经过家中的毡房，夫妻俩都
会热情款待。

如今，小加德拉已经两岁了。伴着
奶茶的飘香，布仁达拉讲起这些年发生
在她家的变化——

丈夫阿尔泰主动学起了汉语，还担
任了连队的护边员。在巡边中，他多次
制止私自挖参的外来人员，并规劝他们
下山。

布仁达拉成了维护民族团结的“义
务宣传员”，走到哪里就把军民团结的
故事讲到哪里。

去年，边防官兵巡逻经过他们的夏
季牧场，布仁达拉连夜为官兵打了40多
个馕。在夫妻俩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牧民加入爱边拥军的行列。

奶
茶
飘
香
敬
亲
人

■
王
国
鑫

7月 23日清晨，窗外刚泛出一丝光
亮，华阳礁守备部队中士吴炫楦已着装
整齐，准备接岗。他手握钢枪，在楼前
轻喊一声：“‘海豹’该巡逻了！”

随着口令，军犬“海豹”从远处
跑来，围着吴炫楦上蹿下跳。

吴炫楦和“海豹”是巡逻路上的
一对好搭档。几年前，上级组织军犬
驯导员培训，吴炫楦主动申请并顺利
通过考核。从此，他便与“海豹”结
下不解之缘。

前段时间，礁上天气炎热潮湿，
“海豹”身上的一处伤口出现感染，这
可把吴炫楦急坏了。他每天为“海
豹”冲洗伤口，给犬舍消毒，百般呵
护，悉心照料……“海豹”的伤口渐
渐愈合。

海浪轻拂，海岸边一人一犬巡
逻，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这条路，
吴炫楦不知走了多少回。在他心中，
“海豹”成了不可替代的“亲密战友”。

因为有了“海豹”的配合，他和
战友们一次次出色地完成演训任务。
就说那次搜索演练吧——当天夜里，
几名炊事班战士伪装成蓝方特工，提

前藏匿起来，红方负责搜索，时限为
1小时。

演练开始了，红方分成多个小
组，展开地毯式搜索。转眼半个小时
过去了，红方依然一无所获。

这时，吴炫楦提议让“海豹”加
入战斗。起初，战友们都觉得这个建
议“不靠谱”，毕竟“海豹”还没有进
行过专业的搜索训练……
“正好让‘海豹’练练手!”获得

这个允许后，吴炫楦牵着“海豹”仔
细搜寻。来到营地东北侧时，“海豹”
突然停下脚步，双耳耸立，眼睛死死
盯着海岸边的灌木丛，不停吠叫。

吴炫楦轻抚“海豹”，大喊一声“上”！
“海豹”如离弦之箭，冲了上去，咬

住一名“敌特”的胳膊不松口。在“海
豹”协助下，红方顺利完成搜索任务。
“别看‘海豹’平时调皮贪玩，但

关键时候毫不含糊。”吴炫楦边说边蹲
下身子，用手搂住“海豹”的头。“海
豹”也温驯地在他腿上蹭来蹭去。

吴炫楦说，八一建军节当天，他要
带“海豹”继续巡守海岸，“那天对军犬
‘海豹’来说也是个特殊的日子。”

海边，那亲密的巡逻搭档
■王 兵 苏梦奇 本报特约记者 周启青

海拔3700多米的天山别迭里，荒

无人烟。别迭里边防连的后山上，一

道石墙高高矗立。

28年前，别迭里边防连奉命执

行 300多公里长的边防道路施工任

务，官兵们肩挑手抬，历时一年建

成这道防护墙。后来，连队决定将

成绩突出官兵的名字，刻在新建成

的防护墙上，并为这面墙起了个响

当当的名字——“好汉墙”。

八一建军节前夕，“好汉墙”前，

即将前往乌宗图什河前哨排驻防的15

名官兵庄严列队，齐声唱起“别迭里

好汉歌”：“别迭里狂风雪茫茫，我们

有一道好汉墙……”

歌声豪迈，响彻云霄。踏着歌

声，官兵们全副武装，又一次踏上了

巡逻征程。

这一刻，“好汉墙”上镌刻的197

个名字，仿佛在注视着这15名官兵渐

渐远去的身影。

“今天是新战士潘少华、周飞第

一次前往乌宗图什河前哨排。”走在

队伍前面的指导员李国宽说，许多

新兵都是从这里迈出巡逻守防的

“第一步”。

乌宗图什河前哨排是一个季节

性哨所，途中要翻越海拔 4500多米

的穷铁列克达坂，天气多变，道路

难行。

李国宽不会忘记，两年前，时任

指导员陈立带领官兵巡逻，在经过穷

铁列克达坂时，暴风雪不期而至。

雪山上，官兵们手拉着手艰难前

行，每走一会儿就停下来调整呼

吸，清点人数。翻越穷铁列克达

坂，高原反应严重，几名新兵不同

程度出现头痛……列兵周晏旭一度

出现幻觉，陈立在他面前大声说

话，他却什么也听不见。

风狂雪大，官兵们冻得直打哆嗦。

陈立见状大声说道：“同志们，好

汉是什么？好汉就是不怕吃苦、勇往

直前！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大

家必须咬牙坚持。”

官兵们深一脚浅一脚奋力攀爬山

顶、走下达坂。那51公里的山路，他

们走了整整20多个小时。

翌日深夜，团里派出的救援队终

于赶来会合。救援人员找到他们时，

大 家 浑 身 皆 白 ， 个 个 成 了 “ 雪

人”……

每次巡逻对官兵既是一次生理极

限的考验，也是一次意志和毅力的

检验。前往前哨的路上，要连续经

过 36个“之”字形弯道。山路盘旋

而上，随着海拔的升高，体力消耗

越来越大，被官兵形象地称为“绝

望弯道”。

一次，时任排长戴波带队上哨，

得知父亲突然中风，家里盼他速归。

戴波思考了片刻，向连队报告：“请帮

我转告家人，执勤任务一结束，我就

请假回家。”

两个月后，哨所回撤。回到连队

的戴波才得知，父亲已于一个月前去

世了。为了让他安心守防，父亲临终

时嘱咐家人，不要告诉儿子。

就这样，戴波父亲去世的噩耗，

他的家人始终没有告诉连队……当年

底，在连队老兵见证下，戴波成为镌

刻在“好汉墙”上的第一人。

山风呼啸，雪山无言。李国宽讲

完戴波的事迹后说：“‘好汉墙’上的

197名官兵个个都是好样的，人人身

上都有感人的故事。”

稍作休息后，官兵们继续艰难前

行。在攀爬冰川时，潘少华突然脚

底一滑，滑向 10多米外的悬崖处。

电光石火间，李国宽扑上去一手紧

紧拽住潘少华，一手用力将匕首插

入冰层……

经历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新兵

潘少华、周飞仿佛一下子明白了“好

汉墙”的真正含义。

“只有爬过‘绝望弯道’、攀登过

冰封雪岭，才能真正体会到老兵说的

‘人人都有生死经，个个都有历险记’

这句话的分量！”李国宽说。

终于爬上山顶，距离前哨排已经

不远。在李国宽提议下，官兵们又一

次唱响“别迭里好汉歌”……

天山深处响起“别迭里好汉歌”
■李秉梁 靳照文 古 肖

图①：7月23日，陈治强带领守哨官兵在哨楼顶举行升国旗仪式；图②：7月25
日，南沙华阳礁海风轻拂，守备队官兵像往常一样在海岸边巡逻；图③：7月22日，
在庆祝八一建军节活动上，驻地哈萨克族学生与武警兵团总队某执勤支队官兵一

起表演民族舞蹈；图④：7月26日，南疆老山主峰，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官兵结束
了一天的巡逻。

李国涛、乔宇飞、汪泽仁、陈大帅、曾浩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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