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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猪年春节前一
天，恰逢立春节气。立春刚过，
各地普遍降温，多地迎来去年
冬天以来第一场雪。

大自然就是这样千姿百
态。春天，并非“立春”一过，就
草长莺飞繁花似锦，而是要经
过春寒料峭，才能迎来草绿花
红、生机盎然。这个等待的过
程，是为了新的出发—等待
冬的余味淡了，踏入春的怀抱，
走进春的故事里。

万物如此，仔细想想，奋进
在强军征程上的我们亦然。通
往“春天”的强军路上，每个人都
会遇到困难挫折，甚至遇上“坚
冰”和“暗礁”，这需要我们保持定
力、攻坚克难，紧握自己“这一
棒”，跑好自己“这一程”，以强烈
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书写属
于自己的合格答卷。

德国电影导演弗里德里希
有言：“故事只存在于故事中，
存在于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继
续中，无须制造故事。”边防军
人的强军故事，将历久弥新，永
远继续。

—编 者

“岁月诗编里，江湖旅色中。”每每

忆及在东海前哨那个2平方公里海岛

上过的那个春节，我总是逸兴遄飞、心

旌摇曳。

岛名叫湖庙子，可迎面激荡的，却

是太平洋汹涌的波涛。驻岛的海防营

隶属陆军部队，采访中看到的却是守

卫海空的雷达与船艇……那年春晚，

有句小品台词流行了一阵子——“我

骄傲”。所以，我在岛上写下的“新春

走军营”系列稿件就叫“我骄傲，我有

军人梦”。

是的，我骄傲，因为我是一名军

人，也是一名军事记者。作为军事记

者能够一灯续日月、片纸写天涯，在日

远山深的边海防要塞关隘之地，和戍

边官兵一起留下一个个金戈铁马、悬

鼓待椎的新春记忆。

记者这个职业，有自己的运行轨

迹。许多时候，你的行程由不得自己

定，许多时候，你都必须迅疾调整工作

乃至生活轨迹。往小里说，是新闻敏

感；朝大里讲，是记者的责任使命。

“故事只存在于故事中。”那些为

了让祖国人民欢度春节，据守于雄关

国门戍边官兵的节日故事，总是有些

传奇的色彩。

上世纪80年代在云南边防一线的

前哨阵地，一个边防连根据任务分驻

在18个猫耳洞和坑道。平日里的艰苦

就不用提了，可过年了，不能和家人团

圆，全连团聚一下总应该吧。

除夕之夜，连队决定将18个阵地

之间的电话“联通并线”拜年。边关军

情变幻无常，不可占时过长，只有三个

程序：连长指导员祝词，各个点说一句

拜年话，最后是合唱京剧《沙家浜》的

唱段“18棵青松”……

家乡在南方的士兵，哪有什么京

韵京腔，但当时正蹲住在连队的我，却

在那浓浓的“兵韵兵腔”中泪流满面。

说到边关节日的歌声，在我记忆中

的每个春节，总有充满兵味的军歌通过

春晚唱遍全国，而它们几乎都诞生在边

防线上。那时春节赴边关的慰问团，有

那么几首歌你若是不唱，不论多大的

“咖”都没人给你掌声。记忆中，连续有

3个春节，在挂着伪装网的吉普车上，在

浓雾弥漫的阵地上，我学会了唱《血染

的风采》《小草》等歌曲，此后但凡写边

关稿件，这些旋律总会涌向笔端。

当然，不是所有边关春节都能听

到歌声。

一次，我在腊月时分到了南陲边

防，一路上年味渐浓，爆竹声响。临近

营区却闻得枪声阵阵，原来部队攻防课

目全天候实兵实弹连贯演练，一直安排

到腊月二十九。采访那些探亲难见亲

人面的军嫂，本以为会有些牢骚，没想

到巾帼豪气不让须眉：“这才有军人的

样子，这才是边防军人该过的节日。”军

嫂的话，让我调整了采访思路，从写“欢

乐军营”改为写“钢铁边防”。

那年大年初一，我来到海军某支

队，军舰上没有挂满旗的热闹，军港里

不见对联、灯笼。支队派往东海某海

域担负战备巡逻任务的舰艇编队，正

在进行海空情况处置、航道封锁等重

点课目训练。一位副舰长的妻子告诉

我，不能回家过年，她本来准备了一堆

解释的话，可家中老父一接电话就朗

声而言：这是我们全家的光荣！

此话亦让我写于海疆的春节稿

件，充满了“硝烟味”——“军港，官兵

枕戈待旦；海上，战舰引而待发。”

前些年，还没有“逆行者”这个

词。但一次次时空之间的“逆行”，却

清晰地标注着边防军人的使命轨迹。

新春佳节，许多驻守边疆的官兵

都希望回内地探亲，与家人过个团圆

年。可是，云南边陲是横断山脉的地

质构造，属地震多发区。地壳“闹起脾

气”来，可不管什么节日。于是，我便

有了两次春节期间随救灾部队“逆行”

边疆震区的记忆。

“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借

用欧阳修的话来形容，执行各种紧急

任务对军人而言已属常态，抢险救灾

中的各种艰难危险无须多说，问题这

是在春节期间啊……

那次赶赴滇西边地救灾，许多已被

批准探亲休假的官兵紧急出动时来不

及告知家里，就连想方设法买来的车票

还揣在身上。刻不容缓的救援黄金期

过后，官兵们的“两个请求”反映到了指

挥所：一是给家里打电话发电报说一声

“回不了家了”，二是帮忙把票退了。

我只记得，当时在场的地方领导听

罢，眼睛顿时红了：“交给我们，马上办！”

还有一次，地震发生在元宵节前，

边防某部在完成紧张救援任务后发现：

正值寒假，教学楼震垮时倒没什么伤

亡，可即将开学，不能耽误孩子们上课

啊……为此，部队马上投入学校重建

中。由于那里属于边疆贫困地区，官兵

们把随身携带不多的钱都捐了出来，为

孩子们购买教学用具和课本。

那次，我用电话一字一句传回的

稿件，发在本报头版头条，题目就是

“节后震区：响起孩子们琅琅读书声”。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

州。”边关春节，既有风云骤涌的记录，

也有春色入毫楮的柔情。

在一个龙年的除夕夜，云南某边

防连连长的妻子，一位空姐军嫂打来

电话，说她当晚12点值乘最后一班航

班，“那架航班，将从你的军营上空经

过，你抬起头，一定能看到我”。

当电视上热热闹闹地敲响新年的

钟声时，我陪这位连长站在空旷的操

场上。夜空中，隐约可见一架飞机的

航标灯一闪一闪，连长扬起头来，不知

这是不是妻子的航班，也不知他的眼

里闪烁的，是星光，还是泪花。

还有一年，我在担负保卫边疆战

斗任务的边防某部新兵营过春节。

当年那些年轻的新战士，如今肯定早

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栋梁，不知他们是

否还记得，在他们参加的第一个军营

春节联欢会上，我朗诵的那首并不合

辙押韵的小诗——“男儿走天涯，边关

即为家。无尽战友情，伴你好年华。”

回忆不仅是温故，更是为了知

新。昔日的荣光，是今天辉煌的注

释。我们这支军队，就是这样，在春天

的序曲里出发。

出发，在春天的序曲里
■郑蜀炎

边关风·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回忆不仅是温故，更是为了知新；昔日的荣光，是今天辉煌的注

释。我们这支军队，就这样——

广西那坡县白水乡那布村，一个地
处云贵高原的边境山村，南部战区陆军
某边防旅二十八连驻防在这里。

2月 19日，元宵节一大早，群山间云
雾缭绕。“云端哨所就在那里。”山脚下的
连队营区里，指导员邹镇泽手指着远处
的龙门山说道。笔者循声望去，晨雾笼
罩的山巅，依稀可见水弄阵地的营房。

海拔千余米的水弄阵地，是广西边
防海拔最高的哨所，守哨官兵亲切地称
之为“云端哨所”。邹镇泽说，每年春节
最有意思的事，要属哨所组织的几个极
富特色的“祈福”活动——“抢头哨”“探
水源”和“巡逻520号界碑”。

跟随上山送水的巡逻车，笔者前往
“云端哨所”驻兵点。道路蜿蜒，十几公
里的路车行近 1小时，抵达哨点时，元宵
节的“抢头哨”活动即将开始。
“谁先到山顶，谁就是今天的‘头

哨’。”副连长杨祥对整齐列队的哨所官
兵说。笔者向山巅望去，从驻兵点到观
察哨落差百余米，一条陡峭“天梯”一眼
望不到头。随着杨祥一声令下，官兵们
鱼贯而出，笔者紧随其后向山顶进发。

脚下的登山台阶，每
百级便用红油漆做了标
记。笔者还没爬到500级，
已是汗流浃背，一路同行
的杨祥笑着说：“能一口气
爬到山顶，才有希望抢到

‘头哨’。这对体力和耐力都是考验。”
关于“抢头哨”的由来，杨祥也说不

清。只知道数十年来，每到春节和元宵
节，哨所官兵都会抢着去山顶观察哨值
勤，“节日里自己坚守战位，为的是让战
友享受难得的休息时光。为战友分担、
为使命担当，一茬茬官兵用实际行动接
力传承着云端哨所‘以艰苦为荣、祖国为
重、奉献为本’的精神密码。”

站在云端哨所极目远眺，南疆山川层
峦叠嶂。手握钢枪，伫立山巅，面前是祖国
山河，身后是家人期盼的目光，笔者不禁感
叹，哨所官兵“抢哨”的内在动因，正是源自
边防军人胸中澎湃的万丈豪情……

从观察哨下山途中，杨祥聊起哨所
官兵“探水源”的故事。

龙门山属于喀斯特地貌，山上水源
难寻。为此，连队专门为哨所配发了一
台高差抽水机，但受地势影响，时常抽不
上水。后来，连队在山腰处建起几个蓄
水池，缓解了哨所吃水难题。

去年入冬以来，驻地降雨量减少，哨
所官兵吃水全靠连队定期往山上运送。
正月初十那天，杨祥和官兵们带上铁锹，
绕着山探寻能存水的“石坑”，将坑里枯
枝败叶和杂草清理干净，为春季“蓄水”
做准备。
“别小看这些‘石坑’，附近苗族村寨

的乡亲们全靠‘石坑’蓄水过日子，我们
定期清理蓄水池和‘石坑’，也是帮助乡

亲们缓解吃水难题。”杨祥说，“乡亲们待
我们像亲人，我们和乡亲们心连着心。”

520号界碑，距驻兵点约 3公里。聊
起“巡逻 520号界碑”，颇有几分浪漫色
彩。每年大年初一，官兵们都会以“猜
拳”的方式，选出参与巡逻 520号界碑的
“幸运儿”。在哨所一直有个说法：谁能
在新年第一天走一趟 520 号界碑，谁就
会收获一整年的幸福与甜蜜。

今年春节，杨祥可是连队最幸福的
人——未婚妻赵云洁，千里迢迢赶到连
队与他团聚。可直到腊月三十，杨祥都
没下哨，非要和战友一起参加大年初一
的巡逻。这可把指导员邹镇泽急坏了：
要是人家姑娘不高兴了咋办？

敢爱边防军人的姑娘，都是勇敢的
姑娘。这不，大年初一清早，赵云洁就跟
着送水车上了山。听说副连长未婚妻要
上山，哨所官兵私下里商量好“猜拳”时
“集体放水”……就这样，杨祥顺利带队
参与新年第一天520号界碑巡逻任务。

对于杨祥来说，幸运的事还有很
多。那天，走过 520号界碑的点位，官兵
们在驻兵点休息。排长郭子涵接到邹镇
泽打来的电话：“这几天，由你接替副连
长值班……”

最后，邹镇泽笑着提醒郭子涵：
“还有一个命令：明年春节，也让你的
未婚妻来连队团聚。到时候，我上山
替你值班。”

云端哨兵的新年“祈福”
■宋邦稳 关 磊

“遥远的边关，美好的年华，忠诚
的坚守……”雪花飞旋，激扬旋律穿
透层层雪山。

2月 17日，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齐
聚一堂，一支乐队精彩亮相，引来台
下阵阵掌声。舞台上方的横幅上，
“亮剑音乐会”几个大字在雪山映衬
下分外醒目。

团队驻守在海拔 4300 米的雪域
高原上，身处冰天雪地的官兵有着火
热的心。他们中几位音乐“发烧友”
自发组建了这支“亮剑乐队”，每次组
织“演出”，都会有战友前来“捧场”。

渐渐地，乐队的“名气”越来越
大。后来，团政治工作处主任王涛也
来看乐队官兵演出，他激动地说：“咱
们干脆组织一场雪地音乐会，在紧张
的训练生活之余，让官兵真切感受到
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激发大家建功军
营的热情。”

就这样，音乐会的时间和地点很
快敲定，乐队成员开始遴选乐曲。列
兵王强入伍前曾是音乐学院学生，他
自告奋勇，担任音乐会总指挥。
“选啥乐器”成了难题。王强灵

机一动，他飞快跑回帐篷，抱着脸
盆、水壶等跑了出来……王强嘿嘿一
笑：“来一首军营‘嘻哈说唱’，绝对

‘超燃’！”
按照这种思路，乐队成员找来了

许多大小不一的塑料桶，摆成一个
“架子鼓”。上等兵张岚翔入伍前曾
学过演奏架子鼓，他上手敲击了一
通，脸上笑开了花：“敲击塑料桶的声
音，有的低沉浑厚，有的清脆响亮，还
真有点像架子鼓。如果能在桶内装
入不同容量的水，一定能有更丰富的
表现力。”

激情的旋律，伴着掌声飞扬，高
原雪地音乐会开幕了。官兵们的现
场演奏韵律感十足，每首曲目终了，
全场都会响起如潮欢呼。乐队成员
把训练和生活中的趣闻，用说唱的形
式表现出来。“练起来，我们谁与争
锋。唱起来，我们一起澎湃。”这首由
乐队自己创作的《只为喀喇昆仑》一
上演，就将音乐会推向了高潮。
“豺狼休越境，神兵满昆仑。”一

首由少数民族战士努赛演唱的歌曲，
引得官兵频频点赞。这首歌的歌谱
选自网络歌曲《绝世武神》，再配上官
兵自创的歌词，可谓“战味十足”。

没有吉他，队员们就清唱，和着
节拍，演出得更带劲儿。大家时而高
歌、时而欢呼，训练的疲惫一扫而光，
练兵的激情再次被点燃。

高原上有场“超燃”音乐会
■杨继年 梁 晨

云中寒哨春来早，雪海孤岛人更勤。
1月 30日清晨，詹娘舍哨所上等兵阿不都
起了个大早，准备到屋外打水做饭。打
开哨所大门，一道“雪墙”赫然出现眼前。

春节前夕，西藏亚东遭遇暴风雪，海拔
4655 米的詹娘舍哨所驻地更是风雪交
加。一夜之间，“云中哨所”成了雪海孤岛。

阿不都来自新疆。这位见惯边疆极
端天气的维吾尔族小伙儿，还从未见过如
此肆虐的风雪。此刻，门口通道被积雪堵
了个严实，“雪墙”上依稀可辨门框轮廓。

闻声赶来的哨长卢亮，带头推雪开
路。“雪墙”比想象中坚实，夜间-20℃的
气温，让积雪变得异常坚硬。想到哨所地
处雪山之巅、哨楼外便是悬崖峭壁，卢亮
不敢用蛮劲，只得手拿铁锹一点点开凿。

卢亮铲雪的动静不小，正在整理内务
的官兵们闻讯，随之也加入了凿冰除雪的
队伍。下士黄伟找来一根钢筋，沿着门框
小心嵌入“雪墙”，接着一阵猛敲，积雪慢
慢松动。

铲雪、推“墙”……大家趁势一齐发
力，“雪墙”很快被凿出一个缺口。一阵寒
风扑面而来，卢亮打了个寒颤，他紧了紧
领口率先爬出“雪墙”探察情况。其余官
兵，继续完成积雪清理工作。

无需交流，官兵们早已形成默契，“三
下五除二”，一条通道很快被打通。坚守
云端哨所，官兵们长期与风雪抗争，铲雪
开路成了绕不开、躲不过的任务。

两年前的初春，也是一场大雪过后，
通往詹娘舍哨所的通信线路断了，官兵们
心急如焚。时任哨长李玉成带领战士黄
轩等人下山检修，很快抢通了线路。不
料，返程途中，他们再次遭遇暴风雪……

风雪肆虐，他们只得躲在一块巨石下
互相簇拥取暖。半小时后，风雪渐停，黄轩
掏出手机，记录下他们头戴“冰甲”的模样。

这张照片，至今仍是黄轩的手机桌
面。这名年仅 19岁的广东籍战士，笑起
来格外阳光，他说：“有了那次经历，以后
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怕；感恩战友陪伴相
扶，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会记住我是守护
雪山之巅的詹娘舍哨兵。”

再大的风雪，也挡不住边防军人前进
的脚步。“‘雪墙’被凿开的一瞬间，我们心
里真亮堂。”卢亮一番话，说得每个人脸上
喜笑盈盈。

瑞雪兆丰年，这会是个好兆头。詹
娘舍的这个春天，一定会更好。

当
出
哨
遇
上
﹃
雪
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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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苦无言 2月18日，新疆和田军分区

河尾滩边防连一队巡逻官兵，前往海拔5400多

米某点位巡逻。雪峰无言，官兵们跋涉的脚印永

远镌刻在冰川之上。

蜜乐于心 2月8日，西藏林芝军分区某边

防连举行的新春游园会拉开帷幕。喜乐时分，镜头记

录下一名官兵参加吹气球比赛时，气球吹爆的瞬间。

王添昊、牛德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