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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北京正是秋高气爽，北疆满洲里已

有些冷风袭人。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驻守在中

俄边界满洲里段。这里的气温比北京

低了十几度，连队四周黄沙遍野，人迹

罕至。时光一刻不停，枝叶落，野草黄，

中秋节临近，边关的寒意又浓了几分。

饭前一支歌唱后，连队文书突然

宣布一个“重大消息”：今年中秋，指导

员的新婚妻子将从北京来到连队，和

大家一起过节。战士们听到这个消

息，稍稍迟疑，便像过年一般地欢呼起

来。

连队驻地偏远，官兵日子过得艰

苦。有一位叫许愿的老兵，在这里服

役多年，还从没见过一位女性来过连

队。他说：“要是嫂子真能从首都来到

连队过中秋，那可是咱连队历史上的

大事啊。”

农历八月十四下午，连队训练结束

带回途中，不知谁说了句——“咦，我的

乖乖！”

战士们循声远望，只见营门口处，

指导员李峰和一袭红衣的妻子正挽手

而来。李峰走到队前大声说道：“我给

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们的嫂子，

叫宛小鱼，这次是专门来连队和大家一

起过中秋节的。”

队伍里响起了掌声。通信员和文

书赶忙走来，接过李峰和宛小鱼手中的

行李箱。刚刚从旅里开会回来的连长，

笑着对战士们说：“指导员和家属坐了

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很辛苦，晚上谁也

不许打扰他们！”

李峰本来请了 10天的婚假，婚假

还未结束，宛小鱼就央求丈夫，带她到

边防连队过中秋。宛小鱼说，她还没去

过部队呢，特别想感受一下部队生活。

李峰有点为难：“连队手机信号不

好，日子枯燥乏味，你去了可别后悔

啊。”宛小鱼笑了——我就是想去看看

你驻守的地方，和你整日说起的那些

兵……那天，宛小鱼准备了几套换洗的

衣服、一箱子北京特产，随李峰一路辗

转来到边防。

中秋节当日早饭时，战士们在食堂

闻到了不一样的香味。餐桌上，摆放着

一碗碗浓香四溢的北京炸酱面。

炊事班长咧着嘴憨憨地笑着说，今

天早上，指导员的家属天不亮就来帮厨

了，这是嫂子专门给大家做的炸酱面，

面酱是嫂子从北京带过来的。

李峰插话道：“她做的炸酱面是家

传配方，你们这帮小子有口福了……”

宛小鱼却说：“别听李峰瞎捧，我也是学

着做的，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请大家多

提意见。”

宛小鱼话音刚落，战士中间又是一

阵掌声。随即，大家低下头来，一阵“风

卷残云”。听着满食堂吸溜面条的声

音，宛小鱼开心极了。

圆月高升，边关透亮。中秋节晚

上，在宿舍楼前广场上，战士们围着篝

火坐了一圈，中秋节“重头戏”——篝火

晚会开始了。许愿是今晚节目的主持

人，说完开场白后，他首先请出了宛小

鱼——

“战友们，嫂子漂亮不漂亮？请嫂

子先唱一首歌要不要？”战士们高声回

应：“嫂子最漂亮，只唱一首歌可不够！”

宛小鱼大大方方接过话筒说：“来

到部队才一天，我就感受到了军人的可

爱可敬。我唱得可能不太好，但我愿意

为你们高歌……”

那天晚上，宛小鱼一共唱了3首歌，

歌声穿透夜空，回荡在边防线上。在接

下来的击鼓传花、猜谜唱歌中，宛小鱼

和连长、许愿、二排长王佳嘉、炊事班长

又分别合唱了一首歌。

中秋过后的日子里，宛小鱼每天变

着花样给大家做好吃的。她还帮着战

士们拍“抖音”、出板报，日子安排得满

满当当。因为宛小鱼的到来，边关不再

寂寞，战士们也有了家的感觉。

老兵许愿这几天也没闲着，他给宛

小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说

“感谢”有点俗，希望嫂子明年还来连

队，这是我们的心里话。

月满边关，这个中秋不寂寞
■张凤波

不读书，人的心是空的。

对我来说，读书是架在心上的桥，

让我跨过生命中的荒芜。从大学到军

营、再到高原边地，读书是我融入适应

艰苦生活，磨砺身心韧性的良方秘剂。

从大城市到了戈壁滩，眼前的霓

虹闪烁变成了繁星明灭。风沙再大，

也吹不熄我心头求知的火苗。

一次高原驻训任务前，战友们忙

着整理行装，除了收拾战备、训练器

材，还不忘带上一些抵御孤寂的文体

用品。我悄悄封起一箱书塞到车上，

心里想着，能在雪光幽微处徜徉文字

世界、孤旷寂寥时体悟阅读之乐，也不

失为人生快事。

去年我被任命为指导员，所在连

队曾被上级授予“学习成才标兵连”的

称号，把读书的优良传统传递给连队

战友，成了我的应尽之责。教导员也

对我说，连队官兵学习成才的思想弱

化，优良传统在流失，得扎扎实实抓一

抓……教导员的话，我记在了心上。

我没少想办法。那次，我利用休

息时间举行一场“读书会”，有些战士

“人到心不到”，偌大的讲台上我讲得

兴奋，台下战士却听得兴致不高。好

吧，这个充满“校园风”的活动并不适

合基层连队……

再后来我发现，这还不是最严重

的——图书角“蒙尘”，阅览室不见人

影，布置下的“读后感”句句敷衍，一时

间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学历高，能力差”“理论强，实践

弱”“只懂道理，不懂基层”……这些自

我否定的认知折磨着我。我想，我的

方法或许不当，但带领大家读书绝没

有错。

一次，我注意到战士们在休息时

经常聚在一起打游戏、看电影。我明

白了，这个时代的年轻战士对缤纷屏

幕和生动画面存在一种“依赖”，而读

书所需的安静和孤独，他们是缺乏认

识和感知的。

接下来，我搜集了一些优秀纪录

片、辩论赛和演讲的录像，在教育时间播

放。持续的思想冲击，会催生对丰富知

识和深邃思想的向往——我按照自己

的步骤，为连队的读书计划埋下“伏笔”。

一次执行任务，部队驻扎在一个

缺水少电、杳无信号的山岭。那几个

月，多媒体设备无以为继，连队官兵对

高质量的信息“摄取”已然有了渴望。

“不如读些书吧。”这真是个提出

倡议的好时机。

入伍多年，下士张志豪成长为连队

军政过硬、技术专精的骨干。“一个人在

部队的成长不仅于此，尤其你是‘学习

成才标兵连’的兵。”我鼓励他说，“你再

多读点书，就天下无敌了。今天开始你

带个头，我让大家效仿你。”

在此次任务间隙的教育时间里，

张志豪带着班里战士读完了一本小

说，他乐了——这是他人生读完的第

一本小说。

回到营区，氛围未散。我提倡战

士们每天晚上抽出半小时时间读书。

起初并非人人都支持这个倡议。

有的骨干提出，还不如加班练练体能

来得实在。一班班长刘岩俊更是在一

次骨干会上当面“怼”我：“指导员，我

们军人坚决执行命令、听从组织安排

就行了，读那么多闲书干啥嘛？”

几天后，我组织了一次“党员小讲

堂”活动，要求每名党员自选主题，任

意发挥，为全连官兵讲解一则故事、一

个感悟。同是党员，有的引经据典，理

义周全；有的舌如拌蒜，言之无物。台

下战友的眼中，高下立判。

“肯读书会学习，几句话就能直抵

人心。”活动走了一轮，这个道理很快

就被大家接受了。自此以后，晚上业

余时间的学习室内，时常灯火敞亮。

战士们都来问我，该读什么书？

我想习惯初成，倒不必急于框定

读书的“界限”——“只要心灵能够有

所感触，体味到收获知识、濯涤观念的

喜悦就好。”

当然，作为指导员，我还是希望连

队官兵今后能够更多地涉猎经典之

作，启迪思想，坚定信仰。那时，我们

才算真正把“学习成才标兵连”的优良

传统传承了下来。

（吴骁峰、谌 睿整理）

书香，边关一缕心香
■本期观察 易境均

“看清楚啦！月亮上好多‘坑’啊。”
列兵赵屹的一句感叹，引来围观战友阵
阵笑声，大家伸着脖子凑上前，都想用
天文望远镜一睹月亮真容。

中秋月圆，某高山雷达站天文观测
室好不热闹。天文望远镜旁，战士们兴
奋地交流着。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月亮，官
兵们那个兴奋啊——有人在连接望远
镜的笔记本电脑上下载照片，细心对比
每张照片的细微变化；有人把照片拷贝
到学习室，上传到强军网论坛与战友分
享“望月心得”。

站长沈瑞君一边讲解天文望远镜
的操作技巧，一边介绍天文知识，不时
回答战士们提出的问题。
“以前晚上‘数星星’，如今网上‘晒

月亮’。”此刻，西北边陲一线，与这个雷
达站官兵一起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月
亮的，还有中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下辖
其他23个连队的战友。

有了天文望远镜，官兵们守望星空
的日子，多了一些难得的浪漫与温馨。

坚守远方，心灵孤寂最

苦闷

“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曾是
边防雷达站兵生活的写照。

夜深人静，月明星稀，守在山巅的
雷达站官兵谁不想家？物质生活条件
差点儿可以克服，心灵上的孤寂才是对
官兵们的最大考验。

这些年，各级党委心系这个地处僻
远的雷达站，陆续为该站官兵更新营房
器具、添置文化设施，各类健身器材也
走进官兵生活。雷达站面貌更新了，官
兵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然而，随着时
代的进步，官兵精神层面的需求也越来
越多样。

坚守不易，能够十几年如一日坚守
在天边边上的雷达站，对每个人都是不
小的考验。

站长沈瑞君回忆，那年他前往雷达
站报到，从旅机关坐了 14个小时火车、
又换乘了 2趟汽车。上山途中，那辆载
着他和战友、一天只发一趟的长途汽车，
又在沙土路上颠簸了 5个多小时……车
窗外是一成不变的“土黄色”，公路望不
到尽头，沈瑞君的心越走越凉。

在雷达站守了半个月，沈瑞君每天
都在咀嚼“孤独的滋味”。

一次，沈瑞君和战友们在戈壁滩
踢球，休息时，他看到战士们攀上阵地
高处，痴痴地眺望远方一条横穿戈壁
的公路。

时任指导员赵晶晶说，闲暇时，眺
望公路上一个个移动的“小黑点”，这

是雷达站战友们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了——守山的日子里，官兵们渴望新
鲜事物，哪怕公路上往来的汽车对他
们而言都是一种“风景”。

还有一次，旅政治工作部主任白靖
忠到雷达站调研。吃过晚饭，结束值班
的几名官兵不约而同来到山顶石头旁
坐定，俯视山下。山间雨雾氤氲，雷达
站仿佛空中楼阁……官兵们就这样坐
着，看云山雾绕，看夕阳西下，直至月亮
爬上树梢。

每每忆及这一幕，白靖忠的心就隐
隐作痛。那一次，他读懂了官兵口中
“寂寞”的苦涩。

“恶劣环境并不苦，苦的是坚守孤
寂。”白靖忠说，生活上的困难并不可怕，
精神上的“荒芜”才最令人揪心。带着这
个心结，白靖忠与官兵谈心，听说雷达站
有几名战士自费购买了一台“入门级”天
文望远镜，一个“给雷达站配发天文望远
镜”的大胆设想瞬间跃入脑海。

关爱基层，贴近兵心最

实在

作为高科技产品，天文望远镜价格
并不便宜，要将其配发至一线基层雷达
站，能否给出一个充分、必要的理由？
回到机关，白靖忠就向旅党委汇报了自
己的想法。
“部队刚组建不久，需要建设的

地方很多，钱得花到刀刃上”“配发
天文望远镜可以，如何保证其正确
用途，需要好好斟酌……”大家意
见不一。

那天，白靖忠将自己在雷达站的所
见所闻向大家娓娓道来，会议室内沉默
了……

很快，旅党委达成共识——为基层
官兵办实事，不能再停留在保障“一口

锅、几本书”的标准了，必须瞄准官兵实
际需求。
“机关服务基层理念需要更新，

更重要的是学会倾听兵心。”旅党委
一致决定，为下辖每个雷达站配发一
台天文望远镜。机关马不停蹄，通过
公开招标、网络筛选、实物比对的方
法，先后筛选数十种产品，最终选择
了一款物美价廉的便携天文望远镜。
按照“先边防后内地”的原则，机
关派专人将天文望远镜运往基层一
线，为官兵讲解使用方法和维护保
养知识。

这台天文望远镜到了边防，可把官
兵们高兴坏了。

今年夏天，沈瑞君在雷达站开展
“览月活动”，他带着官兵们利用业余
时间学习天文知识。这回，官兵们在
闲暇时间又多了一项“工作”——观测
月相。

旅队从配发天文望远镜的经验中

“举一反三”，针对基层雷达站大多单
独驻防、远离城镇，官兵文娱活动单一
等问题，成立“教育、文化、新闻骨干”
三支队伍，实施读书“火种计划”。由
机关集中推荐选购图书，利用旅“红鹰
之声”基层广播，组织官兵交流读书学
习所感所悟……

探索天宇，坚守的日子

更多彩

戈壁，一弯新月挂上枝头。雷达站
上士王刚和上等兵李明小心翼翼地扛
着一个器材箱，一前一后走向一片开阔
地。

放下器材箱，两人转了几圈，观
察风向、判定角度……最终选定地点
支好三脚架，从箱子里取出天文望远
镜。

银色月光下，固定、安装、调试，将
镜筒对准新月……天文望远镜配发以
来，每逢天气晴好，王刚和李明都会上
山观测——上级邀请雷达站在全旅开
展一次天文科普知识讲座，王刚和李明
主动报名参加。

天文望远镜配发到雷达站，能否
激起基层业余文化生活的“一池春
水”？

某雷达站指导员江金波说，雷达
站的战士大多是“00后”，对新鲜事物
充满好奇。过去业余时间，战士们喜
欢打牌、闲聊，现在拍星空、拍月亮
成了一种时尚，只要是关于天文知识
的话题，人人都喜欢聊上几句。

望月，让坚守的日子更多彩。
就在半个月前，沈瑞君组织雷达站

官兵进行天文摄影比赛，战士们别提多
认真了。每次值完班，回到宿舍，他们
就会登录该旅“红鹰论坛”，挑选拍摄照
片，上传至“最美月亮”专栏和战友一起
鉴赏。
“如今，在雷达站官兵心里，网上晒

月亮还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沈瑞君满足地笑着。

守卫空中国门，天文望远镜来帮
忙。一次，某雷达站保障飞行训练，附
近机场飞机起飞降落频繁，加之正赶上
复杂气象条件……面对某次目标判读
难题，上等兵李明急中生智，利用天文
望远镜对准目标空域。
“调整刻度、找准方向、移动高

度……”动作一气呵成，空情瞬间被
捕捉。操纵员王淼结合雷达数据，将目
标信息上报指挥室。

如今，娱乐之余，天文望远镜也是
官兵的“编外观察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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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晒晒我拍的大月亮
■■姚 苑 本报特约记者 张 雷 记者 李建文

寂寞了，郁闷了？或是幸福着，快乐着……夜深深，大家

来望月吧！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在朋友圈晒晒自己拍的大月亮，成

为某高山雷达站官兵的心头乐事。这份来自山巅的快乐，传

递给每一位亲人，感染着每一位朋友。原来，雷达站官兵的

快乐竟来得如此简单，简单到因为一台天文望远镜。

这个夏天，上级配发的天文望远镜“落户”雷达站，这个寂寞

小站沸腾了。有了天文望远镜，官兵仰望天宇，星空别样璀璨旖

旎。再次仰望“天上宫阙”，大家观测到的也不仅仅是一轮明月，

还知道了月亮为何有阴晴圆缺、月球表面沟壑究竟长啥样……

从“数星星”到“晒月亮”，从守望到探索。岁月更迭，时代

变迁，雷达站变了，守山的日子有了色彩，很多官兵脸上也有了

更深的笑纹。

今夕仰望皓月，官兵们收获更多，而那双忠诚的眼睛始

终警惕。

——编 者

·月在边关分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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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阵地
观测星空；图②：晒
晒我们拍的满月；

图③：世界上最开
心的事就是，想家

的时候，妈妈给我

拍的月亮点了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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