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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称，为女子者当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

弱柳扶风。殊不知，女本娇柔，披戎则刚。有这样一群女军

人，上高原，她百步穿杨；穿山岳，她不惧艰险；守岛礁，她锤

炼血性；入深蓝，她劈波斩浪。在深山中的导弹阵地，在高

寒缺氧的雷达方舱，一个个“她”用柔肩扛起强军使命。

都说“够6”的女生都是带刺的玫瑰，殊不知，玫瑰带

刺更芬芳；都说女军人是军营靓丽的风景线，殊不知，她

们美，是因为融入了戍边无悔的不懈追求，是因为将青

春之歌融入了强军战歌。

又是一年大地回春，“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来临。

让我们向驻守边关的铿锵玫瑰送去诚挚的祝福，祝“军

营玫瑰”青春如歌，绚烂绽放。 —编 者

汽车穿行雪域高原，公路两旁，云杉
红柳、长松巨柏，遒劲有力。有了生机，
高原风景显得尤其壮美。

走马高原，令人感佩生命顽强。然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记者曾以为，高寒缺
氧的雪域高原鲜有生命存活，只有荒凉
和冻土。直到看到一群本应柔弱，却驰
骋高原演兵场女兵们的飒爽英姿，记者
才深信不疑，在生命禁区，她们是另一种
坚忍顽强的“生命之树”。

多年前，记者就听人说起过西藏军
区某炮兵旅女子战炮班的故事，还知道
有个被誉为“沙场之花”的女兵班长叫袁
远。今年全国两会，袁远代表女战炮兵
赴京参会，她也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中最年轻的一位基层代表。

春节刚过，袁远就走上训练场。训
练间隙，她不时和身边战友交流，对自己
准备的建议进行补充完善。

那天，在训练场外，一身迷彩服的袁
远出现在记者面前。她个子高高的，古
铜色的皮肤，面容沉静而精神，身体清瘦
而挺拔，与网络上那个“胖乎乎的小姑
娘”判若两人。

如同当年“高原鲜有生命存活”的错
误认识，记者与袁远简单交流，也对这位
长相清丽的女子战炮班班长的身手将信
将疑。礼节性握过手后，袁远有些拘谨，

渐渐不好意思起来——她的双手布满老
茧，指节上的茧子也清晰可辨，这是淬火
沙场、艰苦训练给予她的“馈赠”。

训练场上，袁远带领女兵姑娘奔跑
于战炮间，身姿矫健地凌空跨越，装填
炮弹一气呵成，30多公斤的固弹夹举重
若轻……记者不禁感怀，眼前这个 1996
年出生的女兵，浑身上下都透着激情和
硬气。

传奇女兵的故事，注定有一个不凡
的起点。袁远是重庆人，2014年，通过全
国“空姐”面试的她，顺利考取四川某大
学。入学不到一个月，袁远就瞒着家人
应征入伍，而且入伍的地点，是西藏。

得知女儿要去高原服役，袁远的母亲
很是担忧。袁远的父亲给女儿打来电话，
沉默良久，他没有多说什么，因为女儿的
选择他懂得——“袁远的爷爷是原 18军
的老兵，她这是要追随爷爷的脚步前行；
女儿选的路，再远我们也陪她走下去。”

在高原扎根，何其难。袁远来到驻
守在海拔 4677米高原的某炮兵旅，咬牙
克服强烈的高原反应，凭着一股冲劲儿，
她在新兵中脱颖而出，队列、体能、战术
等课目成绩都名列前茅。

新训结束后，袁远先是到了通信连，
后来又主动加入了女子战炮班。这不仅
意味着“称呼”“专业”的改变，更是对技

能、体能的全面考验。炮弹填装虽有机
械抓弹，几十斤重的固弹夹却需要手工
操作……为了精准操作，袁远从不戴手
套，一遍一遍地练精度和速度，手上的老
茧越磨越厚。

高原的苦寒、训练的艰辛，这个泼辣
的重庆姑娘体验了无数遍。记不清多少
个夜晚，她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眼泪
绝非软弱，而是要向昨天告别。哭过之
后，第二天她继续上沙场操炮。

那年，在海拔 5200 米的高寒地域，
作为炮长的袁远指挥新装备首次独立作
战，准确命中目标。女子战炮班因此荣
立集体二等功，袁远也荣立个人三等功。

在很多人看来，女军人大都担任通
信、卫勤之类的岗位，选择操枪弄炮、沙
场打拼的不算多。弱不禁风的女儿家，
能取得如此不俗的训练成绩，女子战炮
班的 6名女兵姑娘，绝对配得上“巾帼不
让须眉”这句美誉了。听闻这些，袁远却
说：“重要的技术检测等工作，都是男兵
保障完成的。我们能够‘百发百中’，还
要感谢男兵战友。”

从那以后，袁远常常跟在男兵身后
问问题、寻方法。训练、维修、检测难题，
在她的追根刨底之下一一迎刃而解。

后来，袁远带领女兵班参加全营军事
比武，屡屡战胜男兵班，她本人还创下全

营训练纪录；再后来，袁远掌握了所有炮
手操作技能，并成为能够驾驶数十吨重炮
车的“全能炮手”。袁远没有骄傲，她只是
说：“军装没有性别，战场不分男女，炮旅
的兵职责都一样，操炮的兵才叫炮兵。”

在袁远心底，也不是没有遗憾。去
年，袁远被遴选为提干对象，但共同课目
考核当天，她因生理期身体不适，三公里
武装越野成绩没能过关。为此，袁远哭
了好多天。哭过之后，她想明白了：“入
伍时，真没想在高原长期干，如今当了几
年兵，还真是越来越离不开部队了。”
“生命之树”只有扎下根，才能枝繁

叶茂。生活有了阳光，日子才能绚烂。
高原上的兵，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野外
训练，记者问袁远，吃了这么多苦，你觉
得值吗？

袁远笑了，她爽快地说：“女兵不用
站夜岗，一周能洗两次澡。每次听连长
训斥男兵‘大家加油干，小心被女兵比下
去’，心里特别自豪……”

记者不由得被袁远的乐观爽朗所感
染。那天，她的笑容，就像高原的阳光一
般耀眼。

成熟，坚强，勇敢……高原上扎根，
袁远收获了太多。女子战炮班姑娘们的
坚守和奋斗，也给了高原更多蓬勃向上
的生机与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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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不少军属来
到军营探亲，成为军营里一道别样的风
景。在这中间，有一道“风景中的风景”
不得不提——那就是军营“男家属”。

说是风景，只因军属给军营带来亲
情的温暖和家的气息。说“男家属”是
“风景中的风景”，实在是因为军营中的
女军人不多，来队探亲的“男家属”更是
“物以稀为贵”。

“我给你寄了个快递，赶紧下楼去
取。”那天，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卫生
连指导员陈燕，接到了丈夫张鹏打来的
电话。陈燕快步走到单位门口，随即愣
住了——张鹏手捧鲜花，出现在她眼前。

如今，社会对军嫂关注度高，关注
“男家属”的人却不多。对于这些，“男家
属”张鹏一点也不介意，他憨笑说：“只要
家里‘半边天’工作好、身体好、心情好，
自己千里迢迢来探亲，受点累真没啥，谁
让咱独爱这军营里的‘一朵花’呢！”

张鹏在西藏军区某旅服役，也是一
名边防军人。从西藏到云南，他俩的爱
跨越2500公里的距离，“爱的电波”却从
未被大半个中国的山川河流阻隔。了解
他俩故事的战友们感叹：“最纯粹的爱
情，莫过于此。”

时间追溯到2012年，作为“优秀大学
生士兵”保送提干的张鹏和陈燕，走进同一
所军校的大门。开学后不久，学校举办军
事体育运动会，为此，学员们热火朝天加紧
备战，张鹏和陈燕也不例外。每到闲暇时
间，他俩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训练场上。

原本并不熟悉的两个人，为了同一
个目标一起奋斗、互相鼓励。最终，张
鹏、陈燕分别在“男子组武装五公里”和
“女子组徒手三公里”课目中拔得头
筹。领奖台上，看着彼此的灿烂笑容、
手捧的闪亮奖章，一种莫名情愫在两人
心中蔓延开来……

2013年 6月，临近毕业，张鹏、陈燕

都将回到原单位。离别一刻，他们向对
方吐露了深藏在心里的感情。真挚的
爱，不会因时间和距离而受影响。2015
年，他们走进婚姻殿堂，一段“双军恋”由
此传为佳话。

家庭的重担，注定落到“男家属”张
鹏身上。用他自己的话说，“谁让我爱上
一名军人呢。”

一年多前，陈燕所在部队面临调整
改革，她必须选择是随部队移防至边防
一线，还是脱下军装。“你是边防军人，我
又奔赴边防一线，把‘小家’安在哪儿？”在
给张鹏的电话中，陈燕越说越难过……

电话那头，张鹏思考片刻说：“咱俩
相识在军营，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军营都
是温暖的家。”有了丈夫的理解，陈燕主
动递交留队申请，前往边防部队任职。

虽然未来还是聚少离多，但张鹏默
默选择支持张燕的工作：“燕子不容易，
作为丈夫，我必须给她关怀和鼓励。”

娶个女军人，成为“男家属”
■粟 栋 关 磊 贾科林

亲爱的xxx：
嘿，你好吗？当你看到这段文字

时，我还在一段记忆的时光中旅行。

遇到我之前，你过得好吗？

我的职业有些特殊，一身“松枝

绿”是我的标配，没有“黑长直”，也很

少化妆……你看到的我，都是妥妥的

纯素颜。当然，我也有一颗爱美的心，

喜欢照镜子、喜欢拍照“比心”。相对

于外在美，相信你一定更欣赏我的气

质和内涵。

你喜欢养狗吗，“小只”的那种；你

喜欢吃榴莲吗，超新鲜的那种；你会打

篮球吗，投三分的样子一定很酷；你喜

欢民谣还是电吉他，喜欢听周杰伦还

是陈奕迅；你喜不喜欢秋天的落叶，喜

不喜欢“焦糖玛奇朵”的味道……你，

能否接受一个特别的我。

因为是女军人，我少了一点娇

气。有时候，我背着几十斤的装具上

下7层楼；有时候，我脚底打着血泡从

天亮走到天黑。我性格独立，再难的

事也会咬着牙坚持；我还有点倔，上

高原、下海岛，再艰苦恶劣的环境，从

不轻易掉眼泪，因为我坚信，这世界

上，没有什么比乐观豁达的性格更有

魅力了。我唱流行歌常忘词，但唱军

歌很自信；我手指纤长，手心却磨出

了茧……是的，我并非完美无缺，但

一次次挑战自我，让生命充满阳光，军

旅青春如歌。

因为是女军人，我的时间大多属

于“绿色营盘”。集合哨音吹响，我必

须奔向战位；重大任务来临，我可能随

时“失联”。原谅我不能和你分享太

多，军人的职责让我时刻紧绷保密之

弦；原谅我不能像别的女孩一样，和你

手牵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军

人的使命让我必须选择坚守……也

许，军人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厮守，

没有情不知所起的绮梦，但军人的爱，

忠贞不渝，冰洁如雪。

因为是女军人，我爱这身“松枝

绿”，心中激荡着强军梦。因为是女军

人，柔弱的我，更懂得何为坚韧、何为

勇敢。因为是女军人，我喜欢静水深

流的陪伴，坚定地笃信幸福与美好。

我是女军人，在我心中，军营版

“致青春”最有范儿。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

时刻。”当我轻轻翻开席慕容诗集，这

一句深印在脑海。有一天，当我遇到

你，我会说：感恩茫茫人海中的相遇，

特别的赞给特别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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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碧海蓝天的南沙岛礁，有“花”盛
开。那，就是扎根岛礁的女军人。
“去南沙。”去年初，谭飞和徐文文

一同选调到南沙永暑礁，成为南沙第一
批通信女兵。说起两人上岛的初衷，这
对同年入伍的好姐妹几乎同时脱口而
出：为了圆梦。

一次偶然机会，还在上高中的谭飞
和徐文文，同时从电视上收看了一部介
绍南沙岛礁的纪录片。入伍后，谭飞和
徐文文又同时在南部战区海军三亚某
基地服役，两人一同接受新兵训练，有
着同样活泼开朗的个性。

姐妹俩相似的地方有很多——同
样是家中长女，父母对她们都寄予厚望：
“当好‘巾帼兵花’，守好祖国南海。”入伍
8年间，每当聊起战友上南沙守礁的故
事，这对好姐妹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南沙
的波光云影，让两颗年轻的心紧紧连在
一起；她俩也成为亲密无间的闺蜜，一同
编织放飞属于自己的“南沙梦”。

然而，就算是亲姐妹也会有不同：谭
飞爱健身，公认的爱美；徐文文爱看书，十
足“乖乖女”。不管何种爱好和性格，踏上
岛礁，姐妹俩必须先迈过“训练坎儿”。

永暑礁，烈日炙烤，潮湿炎热。海风
吹得人头脑发昏，空气中弥漫着海咸味，
让人食不知味。每天下午，作为女兵班班
长、副班长的谭飞、徐文文，都会组织姑
娘们挑战烈日下的五公里；每晚熄灯前，
还要加练体能课目。

上岛后不久，徐文文体重跌到不足
百斤，嫩白的皮肤晒得黝黑。上岛前，谭
飞特意带来几条漂亮裙子，想在业余时
间拍几张靓照发给父母。可开始训练
后，她的胳膊和脚踝都留下了伤痕，再
美的裙子也遮挡不住……姐妹俩每次
凑在一起，聊着聊着鼻子就发酸，就餐
时吃着吃着就想家。
“吃得了这份苦，才无愧是南沙

兵。”一次参加党日活动，南沙守备队领
导语重心长地对女兵姑娘说，“能用柔
弱臂膀挑起守卫神圣领土的重担，女兵
一点不比男兵差。”

这番鼓励，谭飞和徐文文听进去
了。岛上的许多训练课目对肢体力量要

求高，为了强化训练，谭飞加练起了举
哑铃，徐文文的俯卧撑也越练越标准。

一次，男兵班长丁正伟笑着对她俩
说：“练出‘马甲线’，小心把男朋友比下
去。”谭飞的回答“雷翻”众人：“女兵自
有女兵的美，美出一身‘兵味’才最美。”

训练时一同挑战，业务上互相勉
励。谭飞、徐文文分别是岛上报务、话务
专业的负责人。谭飞是班里的业务小能
手，她想方设法收集整理各类业务资
料，还修订了值班、请示汇报等制度；徐
文文话务业务娴熟，每当谭飞遇上难
题，她时常给予帮助和勉励。

那天，上级抽考三公里跑，天空突
然下起雨来。监考干部犯了难：要不先
考男兵，女兵择日再考。谭飞、徐文文
和女兵战友们交换了一个眼神儿，姑
娘们异口同声说：“男兵能跑，我们也
能跑。”

考核中，女兵们拼尽全力，你追我
赶。当最后一个身影冲过终点的一刹那，
战友们欢呼起来：“全部达标，好样的！”

男兵们说，曾经柔美的谭飞和徐文
文，如今多了一份英姿飒爽，“一身‘兵味’
的你们，永远是我们的女神！”

美出一身“兵味”才最美
■陈润楚 遇际坤 梁 晨

“军营玫瑰”说

女军人的AB面

A面：拼搏 西藏林芝，体能考核挥汗如雨。

B面：倔强 东南海滨，新训“小花”互相较量。

A面：精武 南陲边关，要是不服气，随时来“PK”。

B面：温柔 雪域高原，闲暇时光照顾流浪“小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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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西藏军区首个女子战炮
班女战炮兵合影。平均年龄22

岁的她们，被誉为“沙场之花”，

班长袁远（左一）笑靥如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