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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热潮湿的哨位

上，年轻的士兵渴望建

立功勋

33年前，边境线上那场战斗打响的
前夜，韦昌进一直警醒地趴伏在闷热潮
湿的 6号哨位上。黎明时分，他换哨走
回居住的溶洞，刚放下冲锋枪，报话机就
传来一阵爆响。排长从指挥所急切地传
来通报：敌人将于拂晓发动进攻，重点方
向为 6号哨位，在增援到达之前，你们务
必守住，绝不能丢了阵地！

韦昌进赶紧摇醒战友张泽群和吴冬
梅：穿衣服，准备战斗！又通知在外面趴
伏执勤的成玉山和苗挺龙注意放哨。就
在这时，成玉山在外面大喊：不好了，敌
人上来了！韦昌进还没有来得及转身站
稳，炮弹就飞过来了。炮弹不是一发，而
是密集地进行地毯式爆炸。

震天炮火里，韦昌进和张泽群提着
冲锋枪奔出溶洞投入战斗，负责报话机
的吴冬梅守在洞里呼唤炮火支援。

韦昌进和战友驻守的哨位据点是一
个天然溶洞。最近的位置距离敌人只有
8米远。平时，他们在哨位里交流全靠
耳语，不敢大声说话。晚上执勤还好些，
如果是白天的岗哨，他们就只能趴伏，连
躬身弯一下腰也很危险，对面的敌人随
时在伺机射击。

在枪林弹雨中浸泡了几十个日夜的
韦昌进，已经学会了判断炮点方向。他
趁着第二发炮弹的火光，一头冲进第一
发炮弹的落点位置。借助一块石头作掩
体，韦昌进奋力向冲上来的敌人扔去几
颗手榴弹；硝烟稍淡，又一拨敌人涌来，
韦昌进抓起冲锋枪一阵猛烈扫射后，定
睛观察下周围，没有退路，这个位置必须
死守；他看了看身边，还有两具爆破筒，
他迅速抡起，再次猛力扔向敌人……

第一轮攻防暂时结束，炮火稀落下
来。趁着难得的间歇，韦昌进赶紧压着嗓
子呼唤战友，然而呛鼻的硝烟中只剩苗挺
龙还有回应。他正躲在另外一块大石头
后面，枪筒子里还冒着青烟。韦昌进说：
“情况不妙，赶紧进洞，休息会再打，马上又
一轮炮击就会开始。”两人刚回哨位，一个
炸弹的气浪直接把他们掀到最里面，洞口
岩石哗啦塌落下来。

在战斗进行的同时，排指挥部反复
不停地呼叫 6号哨位，但一直没有得到
任何回应。师指挥所指令韦昌进所属的
战地步兵 6连务必派人前往 6号哨位，侦
察清楚状况。

师指挥所对 6号哨位的重视，让 6连
压力巨大。韦昌进所在的某部 6连，是
抗战结束以后成立的，在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中都没有立功记录。这让 6连在
战斗资历方面明显逊色。

出发前，6连指导员发出动员令：“平
时英雄连队说咱不行，咱不服。不服不靠
嘴，得打给人家看！当以后新的连队成员
来到时，能不能自豪地拿我们做例子，说我
们是战斗英雄老一辈！”战斗打响前，6连官
兵都想着杀敌立功，为连队建立功勋。

侦察 6号哨位的任务，落在曾在 6号
哨位坚守 2个月的老兵李书水和张元祥
身上。由于白天炮火太过密集，同时不
明阵地上敌人情况，莽撞行动必死无疑，
且毫无意义。于是指挥部将侦察 6号哨
位的时间定在天黑时分。

为了祖国，为了胜

利，向我开炮！

哨位上，被炮弹气浪掀进洞里的韦昌
进摔昏在地。醒来后，他摸索了一会，右手
找到枪，支撑着勉强爬起来。刚一站稳，感
觉一个黑影向面部飞来，韦昌进本能地抬
手一挡，右手捂住了糊在脸中间的一个肉
球似的东西。韦昌进想把它扯掉，却发现
肉球连着筋，再一摸左眼窝空荡荡的，这才
意识到想要扯掉的是自己的眼珠子。韦昌
进迟疑一下，迅速把那团黏糊糊的眼珠子
塞进眼窝。

战友吴冬梅撤回时，把倒在洞口的
苗挺龙拖了进去。见苗挺龙和韦昌进都
伤得厉害，吴冬梅赶紧取出急救包为他
们包扎。这个时候，又一发炮弹炸雷般
飞来。韦昌进觉得右胸一疼，弹片穿透
了他的肋骨，再次被炸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韦昌进发现眼前一片漆
黑，炮弹已经炸塌了溶洞上方前伸的巨石，
将洞口堵了个严严实实。韦昌进马上想到
吴冬梅，他对着洞口焦急地呼喊着战友的
名字，但再也没有了回音。奄奄一息的韦
昌进，此时听到外面传来哇啦哇啦的叫声，
他明白这是敌人又冲着 6号哨位扑了上
来。韦昌进屏住呼吸听动静，敌人并不是
要继续进攻，而是打算搜寻我方哨位。

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伤势严重的韦
昌进冷静下来，他顺着洞口两侧悄悄扒出
一个小孔，用右眼看到了七八个走来走去
的黑影。在身边摸索了好一会，韦昌进终
于找到一只弹药箱，他把弹药箱里的十几
颗地雷保险轻轻拔掉，然后呈扇面形将地
雷顺着洞口小孔一个个递了出去。这是
韦昌进在6号哨位的第一道防线；如果这
道防线失效，他做好了在第二道防线与敌
人同归于尽的准备。韦昌进将仅有的几
枚手榴弹用电话线绑一起，平静地等着敌
人进攻上来、扒开洞口的那一刻……

韦昌进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几处伤口

一直在渗血，身上的力气一点一点地在
消失。洞内硝烟呛入心肺，氧气渐渐耗
尽，韦昌进觉得这样坚持不了很久，便慢
慢挪到洞口，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将一侧
小孔扒开一个小小的缺口向外看去。外
面炮火渐息，在地表温度将近 50摄氏度
的战场上，散发着一股腐烂发臭的气息。

找不到目标，敌人开始胡乱地开枪
扫射，子弹在洞口的石堆上蹦跳着嘶
响。一发炮弹打来，但打偏了，弹片向着
外围飞溅。韦昌进冷静判断了处境，他
知道这样越来越危险了。而一旦哨位失
守，6连守卫的高地就危险了。

看着弹药箱旁边的报话机，韦昌进一
阵热血上涌，他迅速调整频道，向排长王国
安申请：“敌人上来了，为了祖国，为了胜
利，向我开炮！立即开炮！”王国安一听就
急了：“韦昌进，这样就把你炸死了呀！”排
长的犹豫让韦昌进百感交集，但战场上机
会稍纵即逝，韦昌进大声高喊：“是我的命
重要，还是阵地重要？我已经不行了，敌人
攻上来了！快打啊！快向我的位置开炮！”

正在前敌指挥所担任战时值守的团
政治处主任一把抓过报话机：韦昌进，根
据你的表现，我立即向师党委给你报请
一等功！

后方的野战炮火呼啸而来，覆盖了
整个阵地，炮声的巨大震荡让溶洞摇摇
欲坠。一丝亮光从石头缝隙里艰难地照
了进来。弹药箱的一旁，苗挺龙躺在一
旁昏迷不醒。韦昌进凭直觉，感觉苗挺
龙应该还活着。他慢慢爬到跟前，使劲
摇了摇苗挺龙，但没有动静。看了看苗
挺龙干裂的嘴唇，韦昌进摸出一盒肉罐
头，用枪刺把罐头盒扎了两个小孔，然后
一滴滴把肉汁滴下去。

喉咙轻轻动了一下，血肉模糊的苗
挺龙终于有了意识。苗挺龙说，我怎么

看不见呀？韦昌进知道苗挺龙双目失明
了。韦昌进说，阵地上就我们两个了，必
须坚守到底。苗挺龙说，我看不见怎么
办？韦昌进大声说，看不见，你可以听，
听到有敌人上来，你就用报话机喊向你
开炮，敌人一个也活不了。

韦昌进把报话机放在苗挺龙耳朵
上，自己爬回洞口守着。趴在那里，韦昌
进觉得，在寸土必争的军人责任面前，在
祖国面前，他年轻的生命因为这场战斗
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当兵就要打仗，为

国战死，理所应当

守在溶洞口，精疲力尽的韦昌进内
心渐渐宁静。外面零零落落的炮声，对
他来说，仿佛少年时代家乡的一场秋雨。

1965年出生时，韦昌进的老家江苏溧
水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落后。由于父亲得了
甲肝疾病不能劳动，8岁时韦昌进就开始
给村里放牛挣工分。韦昌进喜欢看书，从

牛背上一路读到了白马镇中学高中毕业。
毕业后的韦昌进态度坚决地要去

当兵。定兵那天，父亲说：“南方正在打
仗，今年的兵弄不好要去战场，你这娃
仔就不怕？”韦昌进低着头回答：“打仗，
我更要去。”

1983年的冬天，成为解放军鲁中某
部 6连新兵韦昌进的一场特殊记忆。当
时，连队驻地青州的雪下得有几尺厚，营
房屋檐的冰凌有一米多长。从小在南方
长大的韦昌进必须一动不动地趴在雪地
里两三个小时，两手冻得像泡发的馒头，
连军用手套也戴不进去。看到其他战士
两手好好的，韦昌进还自责自己怎么还
是像在家务农打猪草时那么笨，为什么
只有自己的手冻成这样。
“当兵就要打仗”的少年壮志，在韦

昌进入伍一年后实现了。开赴前线的命
令下来后，韦昌进做了一个噩梦，梦里一
颗子弹从暗处射来，正中自己颈动脉。
于是，他辗转难眠，索性起来给正读高中
的妹妹韦海燕写信：“这次战场我必须得
去……如果我没能回来，你就照顾好二
老，嫁到哪儿带到哪儿，要像个男子汉一
样替我把家顶起来。海燕你如果能答应
做好，我就可以放心地扛枪走上战场了。”

信发出去，韦昌进还一直担心妹妹
在家里会伤心哭得不知所措，但谁知妹
妹很快就回了信。打开信就是一顿骂：
“混蛋！哥哥，你真是混蛋！还没上到战
场就死啊活的，你还是个男人吗？还是
个当兵的吗？当兵会死人，就一定是你
吗？就是你又怎么样？你是当兵的，当
兵就要打仗，为了国家战死，理所应当！”

韦昌进没想到还在读书的海燕会回
给自己这样一封信，本有些惆怅的他完
全呆住了。妹妹的一席话，把他骂到了
另一种思维模式上去了。从那之后，韦

昌进再也不恐怖战场，他觉得自己可以
坦然面对了。

接下来的临战训练，每天都要拉练一
二百公里。拉练异常艰苦，几十斤物资的
负重行军，让身材瘦弱的韦昌进时刻都要
竭尽所能。韦昌进的脚几乎一直是肿的，
有时候满脚掌会有十几个水泡。碰到雨
天，两脚泡刺破了，皮都烂得不行，但是韦
昌进从不掉队叫苦。那时候，对于前方怎
么打仗，韦昌进和战友们并不知道，只知
道战场在云南边境。至于怎么适应战场、
怎么战斗、怎么保护自己更是遥远，但对
于韦昌进来说，一切都要撇开不管，跑得
快、能行军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6周后，韦昌进和几百名战友一起
登上军用运输机，直奔云南平阳。在轰
鸣的机舱里，韦昌进不再想着牺牲，而是
暗暗盘算一定要战胜敌人活着回来，如
果有可能，还要带着荣誉、带着军功章回
来。当然，这也是连队指导员在战前动
员时的要求与期望。

短暂的休整之后，按照战地划分，6

连抵达阵地前沿一个拳头状的突出口
岸，负责坚守一处高地。在口岸边上，6
连就此散开，韦昌进和另外 4名战友被
分到高地左边的6号哨位。

炮火断断续续，一直打到晚上 6点。
借着夜色，李书水和张元祥按照指令前往
6号哨位搜索韦昌进。整个6号哨位的山
头都炸平了，李书水感到汹涌的悲痛。

李书水不停呼叫，终于听到韦昌进
的微弱回应。知道战友来救他了，韦昌
进反复提醒：洞口两侧都有地雷，一定要
从中间进来。按照韦昌进给出的位置，
李书水和张元祥迅速扒开石堆。

看到是熟悉的老兵李书水和张元祥，
韦昌进禁不住激动：“你们两个来了，我就
放心了。”李书水和张元祥赶紧去抬韦昌
进撤离，韦昌进却用力推开，指着苗挺龙
说：“不用管我，他伤的重，你们先救他！”

李书水背着苗挺龙先行后撤，张元
祥和韦昌进继续开始做战斗准备。张元
祥的增援给了韦昌进突然迸发的力量，
两个人互相协调，他们就像后方炮群的
一双“眼睛”，牢牢把控着 6号哨位阵地
不落入敌手。大约晚上 10点，李书水带

着 5名战友再次赶来替
换坚守。在热炮与冷枪
之间，张元祥一边爬行，
一边拖拽着韦昌进。一
二百米的距离，他们用
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排
指挥部。这个时候，距
离苗挺龙下去 4个小时
了。

这位英雄的士兵，
引导炮兵先后打退敌军
8次连排规模反扑，独自坚守战位 11个
小时，牢牢守住了阵地。

被战友背下阵地的韦昌进，很快被
转送进战地医院进行精心救治。1985
年 9月，伤势初愈的他，被选进全军英模
报告团，并受邀参加了当年的国庆招待
会。在蜂拥而至的鲜花和掌声面前，戴
上英雄桂冠的韦昌进没有让自己飘起
来，他选择继续扎根于部队基层。

1986年，韦昌进重返南疆战场并被
提干。再之后，从连队排长到军校教员，
一直干到军分区政委，韦昌进始终保持
着一位老兵的风采，埋头实干、积极进
取。30多年来，尽管韦昌进工作地点和
岗位常有变换，但从未忘记 6号哨位上
一个个战友的生死托付，他义不容辞地
履行着战火硝烟里的生死承诺。

当年，与韦昌进一起入伍的枣庄籍
新兵有很多。就任枣庄军分区政委之
后，韦昌进让人做了详细调查统计，一起
参战的滕州籍牺牲战友还有 12户父母
健在。韦昌进特地抽出时间，一一登门
拜访。而当年生死与共的战友们，无论
活着的还是牺牲的，一旦是他或他们的
家人开口说需要帮助的时候，韦昌进总
是满怀热忱，能帮忙就帮忙，能出力就出
力。韦昌进说，这在外人看来可能没有
什么实质意义，但对于曾经炮火中并肩
作战的战友来说，无论活着的，还是牺牲
的，都是一份他人无法体会的特殊牵挂。

有一些东西必须

坚守，我永远不能丢掉

自己的6号哨位

两年前的一天傍晚，正在办公室阅读

文件的韦昌进手机突然响了一下。主动
添加他微信的是一位陌生女士，添加信息
里写着一行字：韦大哥，我是王赛琴。

韦昌进惊得一下子站起来。他迅速
通过添加，激动得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王赛琴是韦昌进生死战友王和平的妹
妹。韦昌进在连队当新兵时参加过“军地
两用人才培训”，王和平是韦昌进在学习烤
面包时的师傅。和爱好唱歌的韦昌进一
样，两人都是高中生，同是连队的文艺骨
干，关系特别密切。在前沿阵地上，王和平
被分到了相邻韦昌进不远的地方。就在王
和平牺牲的前夜，韦昌进还曾去找王和平，
两人彻夜长谈，并相互托付了生死后事。

1986年春天，王赛琴到部队处理哥
哥的遗物时，韦昌进见过她。后来各种
阴差阳错，韦昌进和王和平的家人渐渐
失去了联系。

没过几天，王赛琴从微信里发来一
段语音，说家里有事，需要借 5万块钱。
这个情况有点出乎韦昌进的意料，他一
边答应着，一边赶紧回家去和妻子王萍
商量这个事。

听说又是战友家属借钱，而且还不

能确定对方身份是否真实就答应了，王
萍心里对韦昌进多少有点不满，毕竟家
里买的经济适用房还有几十万贷款呢。
妻子说：“我先和王赛琴沟通一下。”

韦昌进经常念叨王和平，王和平当
年家里的那些事王萍早已烂熟。一番聊
天后，王萍确认了对方的确就是王和平
的妹妹王赛琴。韦昌进一看王萍脸上神
情，知道借钱的事王萍心里还是有点不
情愿。他懂得心地善良的妻子也不是心
疼钱，而是纠结这“借”可能就是“给”。5
万元对于双方父母家庭都在农村的他们
来说，也不是小数字。确实，社会变得这
么快，韦昌进只是在 1986年见过一面的
王赛琴，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了呢？

为了彻底打消王萍的顾虑，韦昌进
安慰她说：“是这个人就行了。她变不
变，咱们不用管，咱们不变就行了，我们
当初在阵地上都发过誓，要照顾彼此的
家人……你想想，假如是她哥哥和平还
活着，会不会帮助她？我们就当做是和
平还活着，帮助妹妹吧……”王萍两眼一
红，抚了一把韦昌进的后背说：“不用再
说了，我现在就去银行转账给她。”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王赛琴还是
当年的王赛琴。仅仅几个月后，她就还
了钱。事后了解，在家做小买卖的王赛
琴，那一年确实遇到不小的困难，想到韦
昌进是哥哥生死与共的战友，没有多想
就开了口。

韦昌进觉得他能走到今天，最应该
是要回报祖国和人民。除了接济众多战
友，他还一直暗地里帮助那些自己了解
到的困难家庭和残疾孩子。前段时间，
韦昌进专门跑到济南章丘山区，看望了
一位他们帮扶多年的残疾儿童。

韦昌进把自己的钱很大一部分花在
了那些非常需要救济的人身上，父母在
农村的房子却一直没有翻修过。女儿小
学快毕业了，韦昌进还没有自己的房
子。2004年，他们终于决定在济南买一
套经济适用房，首付款还是找家里兄弟
姐妹六七家凑齐的。

对此，妻子王萍也从来没有抱怨过
什么。所幸两人都安于过普通的老百
姓生活。平时下班或者周末的时候，韦
昌进习惯于顺路到菜市场买菜。他爱
和那些卖菜的农民聊天，问他们家里盖
楼没有，生活来源怎样。一阵唠嗑下
来，韦昌进有时会问妻子：“我怎么这么
喜欢跟农民聊天呢？我怎么一见到他
们就觉得亲近呢？”和他聊天的农民或
许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
英雄，1986 年中央军委授予其“战斗英
雄”荣誉称号，被誉为“活着的王成”。
2017 年 7月 28日，习近平主席亲自为他
颁授“八一勋章”。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我总

要对得起当年战场上倒下的战友。有一
些东西必须坚守，我永远是普通一兵，永
远不能丢掉自己的 6号哨位。”韦昌进经
常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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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6号哨位
■王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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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8日，韦昌进获“八一勋章”时留影。

就任枣庄军分区政委的第一个清明节，韦昌进给战友李书水打了一个电话：“走，明天我们去一下滕州？”李书水从话筒声音里一下子就明白
韦昌进是想去滕州烈士陵园，那里安葬着20多位当年和他们同在一个团服役、壮烈牺牲的战友。

下着细雨的清晨，曾经同在炮火硝烟中坚守阵地的两个老兵韦昌进和李书水，拎着一些烟酒拾级而上，轻轻走向“张延景”，静静陪陪“张
泽群”……相对无言，韦昌进躬身拂去碑上的一片落叶，说：“老哥哥们，韦昌进过来看你们了……”在这些老战友面前，韦昌进始终觉得自己还
是普通一兵。身边的老班长李书水，当年曾带队把韦昌进救出来。李书水立过一等功，但因伤残一直在老家务农。

望着光洁而整齐的大理石墓碑，两位鬓发斑白的老兵内心难以平静，拨开岁月的风尘，仿佛又回到了枪林弹雨、生死与共的阵地上……

蜜1986年6月，韦昌进从前线返回老家，和母亲汪生兰在自家房屋前合影。
蜜韦昌进为某兵种训练基地官兵讲战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