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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帮辉的朋友圈又更新了！

那是一张拍摄于今年国庆节当日的

照片。碧空如洗，满是岩砾的高原上，界

碑岿然屹立，“中国”两个大字鲜红如初，

述说着一位边防哨长在这个特殊节日里

的赤诚心声——

“今天是共和国的生日，我和战友坚守

海拔4900多米的昆木加哨所，心潮澎湃。

Mark军旅之路。”

几乎在一瞬间，这则珍贵的动态就收

获众多点赞。毕业3年多来，张帮辉这位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昆木加哨所的哨长，因

为毕业分配到了高原边防，一直是我们这

些军校同学共同的牵挂。此刻，又一次看

到他的朋友圈更新，我的内心同样暖暖的。

“昆木加哨所，我来了。”

那年临近毕业，张帮辉在朋友圈发布

的一则动态，让军校同学群热闹起来。点

赞与问候如潮水般袭来，同学们不约而同

地为这个来自西南某市的小伙子加油鼓

劲：“到了高原别想家，保重身体”“寂寞了

找我们说说话”……

那是在毕业分配前夕，学员队同学们

就听说，递交“戍边申请书”的张帮辉被分

配到了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那天，簇拥着

一张中国地图，同学们仔细查找“日喀则”

三个字的坐标。

终于，大家发现，地图上的“日喀则”等

高线是那样的密集，而且距离边防线近在咫

尺。“戍守边防”的概念，第一次直观地跳入

我的脑海——想到张帮辉即将工作生活的

驻地是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生命禁区，想到

边防部队艰苦恶劣的环境，我在敬佩之余，

内心更多了一份对这位同窗的担忧。

又是一个春天，朋友圈再次传来消息：张

帮辉当上了海拔4900多米昆木加哨所的新

哨长。那一年，我们这批军校同学都已走上

各自岗位，有人当上连队主官，有人还在“蹲

苗”当排长，但成为哨长的只有张帮辉一人。

从那之后，张帮辉每次状态更新总会

引起一阵喧闹。也许是大家都心怀一份牵

挂，也许每个人都想了解这个曾睡在上铺

的“哨长同学”的守哨故事。

不久，张帮辉在朋友圈晒出哨所官兵

的“全家福”。照片中，一辆装满新鲜肉菜

的货车旁，他和战友们正忙着卸载物资，脸

上难掩笑容……

同学李傲来发来评论：“新哨长还是老

样子嘛！”我也禁不住追上一句：“哨所伙食

真不赖呢。”

不多时，我们收到了回复：“如今这可

是我们哨所的‘家常便饭’哩。”

张帮辉告诉大家，哨所每隔半个月就

会迎来补给车，新鲜肉菜不愁、零食饮料常

见……他还说，守在哨所最大的快乐就是，

快乐来得无比简单——运送补给车来了，

大家都像过节一样开心。

守哨的日子并非无风无雨。今年春节

前夕，张帮辉的朋友圈更新一组照片：他和

战友们拿着铲雪工具干得热火朝天，画面

上雪大风急，他的留言也颇有意味：“年夜

饭，我们打算这样安排。”

眼看除夕将至，积雪阻断上哨的路。张

帮辉连夜带着战士们出去铲雪，一干就是好

几个小时，最后硬是开辟出一条2米宽的道

路。于是，最后一张照片的画面，定格在道路

被打通的一刻，战士们冻得通红的笑脸。

大年初一一大早，朋友圈里，同学们沉

浸在欢乐气氛中。

昆木加哨所的年夜饭“准时上演”——

热气腾腾的饺子、香喷喷的小炒，映衬着张

帮辉和守哨战士们的笑脸，温暖的“年味”

穿透屏幕。

没有意外，张帮辉再次收获众多点赞！

这个阳光大男孩一如往日，在评论区喜滋滋

地回复道：“兄弟们放心，我会一路阳光下去！”

我禁不住轻触屏幕，将照片一点点放

大，看到战士们满是冻疮的手。那一刻，感

动、心疼，一齐涌上心头……后来有一次机

会，我问张帮辉，为何申请到最前沿的哨所

任职，他如是说：“不是每一个决定都会成为

一种信念……坚持梦想的人生，必将一路洒

满阳光。”

一路阳光“哨长同学”
■本期观察 韦旭升

山巅白雪皑皑，山脚绿树渐黄渐红。
海拔 4500 余米的某阵地，西部战

区空军雷达某旅某机动雷达站官兵正
在搭帐篷、架天线，迅速联络上级指挥
所。站长杨雪帆瞪圆双眼，注视着环
环相扣的流程。

百公里之外，海拔 3600 余米的旅
指挥所，战勤中队指导员、领班员唐
耿权，正凝神注视雷达组网系统屏
幕，监控着从雪山阵地源源不断传来
的雷达情报……
“雪山的后裔”、高原“雷二代”，是

高原雷达兵对延续父辈足迹护卫雪域
空天的后辈们的爱称。杨雪帆、唐耿
权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

尽力追赶，踏着您踩
过的雪窝

“知兵爱兵，才能调动官兵爱岗敬
业热情。”在一次连队思想骨干会上，
某旅战勤中队指导员唐耿权告诫大家
用心对待每名战士的成长进步，这是
岳父阳吉才反复嘱咐他的。

和岳父毕业于原空军雷达学院同
一专业、同一个学员队，毕业后都曾在
原驻藏空军雷达某团指挥连任职……
“相隔 20多年却有这么多的共同

点，这不是传说中的缘分吗？”
唐耿权笑着说，他2014年夏季军校

毕业分配到雷达某团时，岳父阳吉才已
从团政治处主任的岗位自主择业回到湖
南老家7年。2015年底，阳吉才的战友
将帅气的湖南籍军官唐耿权，介绍给他
在长沙上大学的女儿阳萍。电波传情
两年多，两个年轻人的心越贴越近。

那年底，已任指导员的唐耿权休假
时登门拜访，这才知道，准岳父是个“牛
人”：当年在指挥连任副指导员因工作
突出，被任命为“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指
导员、教导员，曾出席空军成立 50周年
英模代表大会。
“这是连队大练兵、这是在甘巴拉

阵地……”一次，阳吉才拿出珍藏多年
的老照片，一张张讲述，脸上洋溢着高
原阳光般的自豪。他还讲起 1991年除
夕，在甘巴拉当排长时的一段经历。

那天，大伙刚开始吃年夜饭，飓风
突袭阵地，只听“呼啦”一声，房顶像纸
片儿一般被掀飞。

天黑透了，房顶没了，屋里像冰
窖。官兵们手拉手，跟着站长刘世国
上阵地加固设施后，只能裹着皮大衣，
顶着繁星，围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
春节联欢晚会。正月初一早上，风小
些了，阳吉才和几名战友四处寻找，这
才把铁皮房顶找回来重新装好……
“现在部队条件太好了，一定得干出

个样子！”阳吉才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他
语调中的豪迈气概让唐耿权顷刻间充满
正能量。

雷达兵的岗位就是战位。“指挥连
担负着雷达情报中转任务，代码错一
个字母，影响的是领导决策、是空天战
场。”唐耿权和支部成员带领官兵苦练
业务技能，连队凭借过硬本领多次获
得殊荣。
“超越很难，但我会尽力追赶。”如

今，踏着前辈的足迹前行，唐耿权目标
越来越清晰——守好天网，成为岳父
那样的优秀带兵人！

就在阳吉才任甘巴拉指导员时，站
里有一名憨厚的炊事员龙扶国，四川蓬
安兵，做得一手好川菜，当兵 12年退伍
回乡。

2009 年底，他把 17岁的儿子龙兵
送上甘巴拉当兵，小伙子还子承父业当
了炊事员。龙兵小时候，随母亲多次探
亲上过甘巴拉，但刚当兵时也曾有过不
适应军营生活的“心理阴影”。
“娃儿可得好好干呢。”父亲鼓励

他、也敲打他，站主官关心引导他，龙
兵安下心来，想方设法为战友烹饪可
口菜肴，用 3年时间完成由新兵到班长
的蜕变，还戴上“优秀士兵”的大红花。

2014年夏天，“甘巴拉英雄雷达站”
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20周年，龙扶
国重返部队，和儿子一起登上海拔5000
余米的阵地。凝视着父亲当年被空军
领导接见的照片，与父亲一同站在五星
红旗下，龙兵热血澎湃。
“人家炫耀‘官二代’‘富二代’，我

娃儿是响当当的‘雷二代’‘甘二代’。”
那一刻，龙兵明白了父亲的自豪。父
子两代人，相隔 22年，同在世界最高人
控雷达站当兵，这是生命血脉的赓续，
更是甘巴拉精神的薪火相传。

之后的一个金秋，龙兵完成驾驶
员培训被分到某机动雷达站，成为移
动“千里眼”，和战友驰骋雪域执行机
动保障任务。

去年隆冬，龙兵和战友开拔到海
拔 5000余米的陌生阵地。高原反应和
暴风雪袭来，他们咬紧牙关搭起帐篷、
启动装备。一天，狂风大作，指挥帐篷
的铁杆被生生吹断，龙兵和战友顶着
风卸下杆子、拿大石压住篷布，等风小
些再重新搭设阵地……

想到父亲会为自己的勇敢喝彩，
会为自己又一次荣获“优秀士兵”而
自豪，龙兵笑了。

天天天蓝，守护“天
网”的爱芬芳吐蕊

在高原雷达兵眼里，蓝天由一圈
圈雷达辐射波重叠交叉而成。天天天
蓝，让高原上的“空军蓝”们更加神清
气爽。
“一直希望未来的女婿，在我的老

单位服役。”与妻子王碧薇相识后，旅雷
达情报站参谋王云，无数次听到岳父王
忠祥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偏爱”。

王忠祥曾任原雷达某团参谋长，在
甘巴拉和海拔 4900米某雷达站从排长
干到站长，2004年结束21年戍边生涯下
高原。而女儿王碧薇1岁多时就跟着妻
子上高原，直到上小学时才回到成都。

王云和王碧薇的“月老”是王忠祥
的老战友。

2016年初夏第1次见面，王云就“领
教”了雷达军人女儿的魅力：王碧薇刚买
好机票准备飞赴拉萨见面，他接到赴千
余公里外某雷达站任站长的命令。她

二话不说，改换航班就追了过来。
任务完成，王碧薇再上高原看王

云，执意跟他登上海拔 5000 余米的阵
地。她 4岁就和父亲上过海拔 4900米
的阵地，只记得“难受哭了”。这次，脸上
泛着“高原红”的她，笑容却璀璨而甜蜜。

去年 1月 8日，王碧薇 27岁生日，
这对因高原和雷达而缘起的年轻人，
在拉萨领取了结婚证。布达拉宫、罗
布林卡、色拉寺……处处留下他们甜
蜜依偎的身影。

每次王云探亲回家，岳父都要向
他了解部队最新的发展变化，还要求
女儿王碧薇：“理解他、照顾他……”

今年春节前夕，他们的儿子呱呱
坠地。抱着粉嫩的小生命，王云眼圈
红了，激动与愧疚交织：妻子怀胎十
月，是岳父母陪着她检查身体。去年
他赴西北执行任务，两位老人细心帮
着准备携行物资……自己两次荣立三
等功，何尝不是一家人的功劳？

和王云一样，唐耿权与妻子阳萍
的“月老”也是岳父阳吉才的战友。

自小跟母亲在湖南长大的阳萍看
上去有几分柔弱，却遗传了父亲坚韧
的性格。听说阳萍恋上西藏军人，闺
蜜劝她“别冲动”，但她铁了心。

2年前大学毕业，阳萍想到西藏找
工作，唐耿权担心她的身体吃不消。
她便瞒着唐耿权，应聘到他的家乡湖
南常德一家医院当护士……
“离他的家近些能帮着照顾一下父

母。”从此，阳萍得了空，就去看望公婆，
一家人相处得其乐融融。今年阳萍怀
孕了，为了让他安心工作，岳父母又把女
儿接回家悉心照顾……
“理解雷达军人，必须支持他们的

事业。”某机动雷达站站长杨雪帆的感
慨，是3名“雷二代”女婿的共同感受。

杨雪帆的岳父朱永剑是原雷达某
团副团长，2013 年自主择业回云南老
家。与妻子朱雪菲结识时，杨雪帆还
是河南某军校的学员，朱雪菲还是高
中生——雪帆与雪菲，因为老家同在
一个村子而相识。

军校毕业那年，原本分配到云南
陆军部队的杨雪帆，被调整到西藏空
军部队——竟然是在朱雪菲父亲战斗
24年的雷达团！
“上甘巴拉锻炼去。”刚离开西藏

的朱永剑给他鼓劲。就这样，新干部
集训结束时，杨雪帆坚定地选择了这

座世界最高人控雷达站。
“爸爸说，我在 9个月大时就去过

甘巴拉，甘巴拉是梦中的家……”朱雪
菲善解人意的话语，似是鼓励，也让两
颗年轻的心越贴越紧。

登上 5000 余米的阵地最高点，想
着朱雪菲 20多年前被父亲抱着站在这
里，杨雪帆心里那个激动啊。

从甘巴拉起步，杨雪帆潜心历练 6
载，从青涩的排长成长为干练的雷达
站主官；朱雪菲也从云南工商大学毕
业。他们的爱芬芳吐蕊，去年金秋幸
福地走进婚姻殿堂。
“对家人来说，团圆是最重要的。”

自小感受着父母分居两地之苦的朱雪
菲决定，以后把家安在西藏……

天空广袤，将您扎根
生命禁区的血脉延续

海拔 5000余米的某雷达站指导员
向俊通，永远也忘不了儿时的一个瞬
间——那一天，听见敲门，他开门一
看，门口站着一个脸黑得像焦炭、瘦得
一脸褶皱的男人。
“叔叔您找谁？”小俊通问。那人

一脸尴尬，妈妈迎出来，他才知道这是
父亲。

长大后向俊通才知道，那时，高寒
缺氧的西藏蔬果奇缺，父亲和战友只
能吃上罐头和脱水菜。

14 岁前，父亲向贵明驻守在遥远
的雪域高原，向俊通和母亲在四川射
洪县老家。父亲在雷达团服役 21年，
足迹遍布世界屋脊的冰峰雪岭。像所
有高原雷达兵的后代一样，向俊通也
经常候鸟般走进军营，走上雪山。

2011 年高考被西藏大学录取时，
父亲已离开部队 4年。大四实习时，向
俊通在成都一家科技公司工作，收入不
菲，老板许诺“毕业转正”，母亲知道后
高兴极了。
“驻藏空军要在西藏大学特招军

官。”这消息唤醒了向俊通内心“守卫
空天”的豪情。知道招人部队是父亲
的老部队，又更加坚定了他走进部队，
走上高原的决心。

入伍后，经过数月培训，向俊通被
分配到刚成立的某机动雷达站。第一

道“考验”是内务：高原反应之下，被子
叠出的“豆腐块”怎么也不成形。但站
长马焕杰的标准一点不降，他只得一次
次返工。

机动站外出执行任务是常态，马
站长每次制定作战保障方案，都带着
向俊通手把手地教。慢慢地，冷冰冰
的方案在这个年轻人眼前灵动成“砺
兵图”，他的思想渐渐转变。

坚守雪域，向俊通获得“优秀基层
干部”等荣誉。2017年，他和战友奔赴
海拔 4900余米阵地执行保障任务。一
连数日，忽而烈日当空、忽而冰雹压顶、
忽而风雪袭来，大家不顾恶劣天候全神
贯注监控空情……那年下山休假，又黑
又瘦的向俊通一进门，母亲心疼地抹
泪，父亲含泪说：“娃儿好样的。”

相隔 27载，杨雪帆和岳父朱永剑
在同一个阵地坚守，还有过同样抗击
暴风雪的经历——海拔 4900米阵地上
的两场大雪，印证着传承的奇妙。

2017年 3月的一天，杨雪帆在阵地
上遇上近年来所在地域最大的一场暴
风雪，积雪甚至淹没了阳光棚的大
门。天还没亮，杨雪帆就带着战士们
抡着铁锹挖出一条通道，准时保证雷
达开机，准时担负值班任务。

而在1990年隆冬，也是这个阵地，一
场齐腰大雪阻断通往雷达机房的路。为
准时开机，朱永剑和战友们从下半夜就
开始手扒锹挖，奋力开出一条通道……
“不畏艰难险阻，保障战备任务。”此

前，听过岳父讲述挖雪道的故事，今朝，
自己亲自挖上一次雪道，杨雪帆对“传
承”二字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传承是为
了继续前行，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离开部队前，朱永剑曾带队踏上
冰峰雪岭勘测预选阵地。如今，杨雪
帆所在机动站的任务，正是岳父朱永
剑当年任务的延续。
“让高原‘千里眼’无盲区。”如今，

伴着实战训练的节奏，杨雪帆和战友
们常年风餐露宿，追着硝烟走，“养兵
千日，用兵千日”，在各类演习任务中
历练成长。

千里高原，巍巍雪峰。当年，父辈
卫国戍边，如今，“雷二代”“甘二
代”——新时代的高原预警尖兵们，延
伸着父辈深扎生命禁区的根，将精神
血脉赓续传承、发扬光大……

版式设计：梁 晨

“雪山的后裔”，我们的荣光我们的名
■本报特约记者 胡晓宇 通讯员 陈小月

他们是“雪山的后裔”，他们是雪域空天“守护者”的后代。
雪山和伫立雪山之上的“天网”，融入了他们的姓名，汇入了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的“生命图腾”。
于是，做一名真正的“蓝天哨兵”，就像他们父辈年轻时一样，成为而今这群年轻人的光荣与梦想。沿着父辈的

足迹守护雪域空天，胸中澎湃坚守生命禁区的豪情，他们绝对配得上“雪山的后裔”这一称呼。
祖辈是高原雷达兵、父辈是高原雷达兵……为了相同的使命和责任扎根雪线之上，这是一个个雷达军人家庭用

赓续传承书写的坚守故事。 ——编 者

·有一种坚守，几代人赓续传承① ▲

▲
父
与
子

图①：战位上的龙兵；图②：龙
兵(右)与父亲龙扶国。 李明伟摄

一
家
人

图③：17岁，朱雪菲
（左一）和父母在雪域团圆；

图④：27岁，朱雪菲（后左）
与杨雪帆（后右）走进婚姻

殿堂。

图⑤：幼时阳萍与父亲
阳吉才；图⑥：阳萍（左）与
丈夫唐耿权幸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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