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陈小菁 E-mail:zhongguobianguan@163.com 中国边关

清晨，青藏高原凛冽的风，拉开了
沉睡的夜幕。

在西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一座座
极地之巅的雷达阵地上，顽强旋转的
“千里眼”早已刺破晨雾。

雪山下，一个个布局合理、设施齐
全的休整点，也展开了火热的工作生活
图卷。
“如何让官兵不再终年伴雪山，如

何最大限度降低高原反应对官兵身心
健康的影响？”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起，伴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这些休整点
在海拔较低的邻近县市相继建起。
“可别小看休整点的海拔高度，比

阵地低了约千余米。”某站四级军士长、
卫生员沈平平描述了几个细节——在
海拔 4900 米的阵地上值班，夜深人静
时，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脏“砰砰”的跳动
声；上山一段时间，他的指甲凹陷，出现
横纹竖纹。下山休整一段时间，指甲才
慢慢恢复光滑……

一位“老西藏”对休整点的概括无
比生动：恢复身体的“休养地”、生活保
障的“好后方”、强化训练的“加油站”、
拓宽视野的“好课堂”。
“国家快速发展，我们的戍边环境

不断改善。对身心健康不再像过去那
样充满顾虑，生活上吃的苦也少了，我
们更应全身心戍边卫国，不负青春韶
华。”

这段朴实的话语，出自一名坚守极
地 20余载的雷达老兵，也是一代代高
原雷达兵守望蓝天的心灵告白。

高原高，阵地险，回

到“家”中心里暖

“咱们从‘鸳鸯楼’开始看吧。”
刚抵达甘巴拉雷达站休整点，一级

军士长、雷达技师王胜全，便兴奋地带
着记者参观营院。

两天前，这名坚守甘巴拉 25 年的
“兵王”，刚从 5374 米的阵地参加装备
移装任务后下山。

坐落在海拔 3600余米县城的甘巴
拉雷达站休整点，是 2011 年搬迁至此
的第二代新型营院，与空气中含氧量不
足平原一半的云端阵地相比，有着云壤
之别的“生命体验”。
“幸福苑”“安心苑”“馨语苑”……

来到临时来队家属楼，单元门上的题字、
楼前碧绿的葡萄藤，让人心里暖暖的。

走进上士杨竞博的“鸳鸯房”，电器
家具俱全，从四川南充来探亲的妻子和
一对双胞胎女儿，正倚靠在客厅沙发
上，收看动画片。

山上是“四季穿棉袄”的阵地，山下
是温馨甜美的驿站小家，这是多么美妙
的团聚。

老边防说，因环境和条件限制，高
原官兵大都与妻儿分居两地。休整点
刚建起，各雷达站开辟出数间家属来队
房，大家轮流实现了团聚。

紧接着，上级推动的边防雷达站营
房专项综合治理展开。上级党委拨出
“鸳鸯房”建设专款，设计方案更是融入
了“适合家庭生活”的温馨细节，后来一
些休整点又将“鸳鸯房”扩建为“鸳鸯楼”。
“去我们的‘百草园’看看吧。”走出

“鸳鸯楼”，不远处的蔬菜大棚里，蒜苗、
辣椒等近 10 种蔬菜如士兵般整齐伫
立，摘一颗红玛瑙般晶莹的圣女果尝
尝，汁甜瓤沙。

辣椒和圣女果苗，是王胜全探家后
背回来的：“刚上来那天，有些高原反
应，因为怕苗放一夜打蔫儿，我边吸氧
边带着战士们种。”

在甘巴拉驻守 20 多年，对这位将
青春岁月留给雪域的老兵来说，这里的
一物一景、一草一木，都印在他心里。
“刚搬迁到这个新休整点时，连队

主官带着大家建温室、开垦菜地、凿开
石块、垫土种桃林，如今眼前的营院，已
是碧草青青、繁花盛开、瓜果飘香。”

塑胶球场、阳光棚营房……走进这
个功能越来越齐备的休整点，让人已然
忘记身处雪域高原——这是一代代高
原官兵，倾注心血建设的家。

也许，只有亲历过阵地极端艰苦的
人，才懂山下有个家多么重要。

甘巴拉第16任站长、雷达旅原旅长
刘世国，在雪域坚守 30余载，他见证了
休整点的变迁：从木板夹羊毛做保暖墙
的木板房，到土坯房、砖房，再到集工作、
休闲功能于一体的新一代阳光房……
“不断升级的休整点，是家一般的

‘存在’，暖兵心，励斗志。”这位老边防
连连感叹。

边境一线某雷达阵地与休整点海
拔落差有1900余米。

记者登上海拔4900米的阵地，裹着
棉大衣还感到“透心凉”。跟随指导员晏
源清攀向最高点时，头痛、胸闷猛烈袭
来。下山后驱车赶到60余公里外的休整
点，所有不适才渐渐地消退……

这个 1987 年建设的老休整点，与
2017年春天刚进驻的新休整点，都坐落
在县城。随雷达站站长邵亚松一路探
访，眼前的新旧之变，令人感怀。

两年前，战勤分队长、上士戴云松，作
为业务尖子从甘巴拉“补充”到这儿，他对
休整点的变化了如指掌：“老休整点自来
水重金属超标，新休整点建起水塔，经检
测水质达标；老休整点场地狭窄，打篮球
稍一使劲，球就‘投没了’，新休整点宽敞
现代，有百余件新营具‘安营扎寨’。”
“家属房以前只有 4套，现在有 20

套呢。”爱笑的戴云松乐呵呵地聊着，露
出两颗虎牙。

走进一个个休整点，冬日阳光洒满
营区，官兵们的幸福写在脸上——

从阵地换班的官兵们，呼吸着氧含
量更为充足的空气，调养锻炼身体，与
妻儿牵手漫步，构成迷人的“风景线”；
种植蔬果，饲养家禽，为阵地输送物资，
架起连接阵地的保障“生命线”。

荒原雪岭，总是生长关爱。王胜全
笑着说：“‘以兵为本’的温暖关爱，是雷
达兵坚守雪域高原源源不断的动力。”

高原红，高原情，“变

迁”更知担子重

坚守过 4个雪域雷达站，雷达某旅
技术保障队原工程师庄臻，还清晰地记
得军校毕业分到海拔 5030米某雷达站
时的情景。

那是在 2003 年，当时的他是“文
青”也是“球迷”，酷爱看《足球俱乐部》
杂志。

那年国庆节第一次外出，从休整
点坐车，颠簸了 40 余公里到了县城，
可他只买回 6至 8月 3期杂志。

小伙子伤心了……
连队的电视接收天线，是个直径 2

米的“锅盖”。遇上雪天，官兵必须每隔
半小时便出门扫落天线上的雪，电视屏
幕上才不至于“雪花飞舞”。
“如今可好了！手机 4G信号开通，

视频信息随时观看，雪域高原和世界绝
对‘沟通无极限’。”当年的小伙儿不再
年轻，却依然热血澎湃。庄臻狡黠一
笑：“娱乐丰富了，生活也丰富了。”

70 英寸彩电“占领”连队娱乐室
一角，高清放映设备随时放映最新大

片……一个个休整点的所见所闻，令
人心情也跟着洒满阳光！

休整不是休闲，调整更要充电。
有的休整点组织“每日一评”，热议

新闻焦点；有的设置“每月一课”，组织
高科技知识学习；有的开展“每月一
读”，围绕热点课题深钻细研……官兵
们学习“热乎劲”十足。
“阵地上，高原反应让人无法集中

精力，记忆力也逐年减退，休整点成了
大家拓宽视野、提高素质的‘落脚点’。”
某雷达站站长刘伟说。

走进休整点的学习室，投影仪、电
视电话会议系统等设施一应俱全。借
力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系统建设，可以远
程组织理论教育、隔空“面对面”授课成
为现实——

在某休整点的“军营网吧”，官兵忙
着下载学习资料和视频。

在另一休整点，上等兵、油机员余
攀专注地从手机上摘抄《腾讯管理模
式》。“退伍前抓紧时间储备知识，准备回
家乡创业。”这位年轻的战士踌躇满志。

遇到上士、油机员武文时，他正全
神贯注地钻研摄影技术。

去年 8月，上级机关为各雷达站配
发一万多元的摄影设备，武文没事便细
细摆弄。“能练成一门技术，还能为战友
留下军旅纪念。”他的眼中，闪着自信的
光芒。

阵地，镌刻着官兵们的使命担当；
休整点，是他们铸魂追梦的精神家园。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官兵走出雷达
站、走出休整点，全旅有 29名战士考上
军校，14 名官兵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大
专以上文凭。
“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归来。”一位

即将启程入学的战士告诉记者，等他学
有所成时一定再回到雷达站，回到这个
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高原蓝，高原美，山

上山下磨利剑

相距 500余公里的两个休整点，画
面完全不“雷同”——

在某雷达站休整点，操纵录取班班
长董国良带领操纵专业官兵，运用模拟
训练系统展开保障训练；而指挥专业的
官兵则运用仿真训练系统，进行装备使
用训练。

在另一个边境雷达站休整点，数台
电脑连通局域网，一场空情演练打响。
操纵员、报务员、指令标记员一字排开，
发现、录取、辨别、上传……

守高原的雷达兵不容易：氧气“吃
不饱”，但阵地值班必须全力以赴。
“在休整点展开理论学习、模拟训

练，官兵的操作技能得到锤炼。”该旅副
旅长文影，坚守过 3个海拔 4900米以上
雷达站，对高原训练模式如数家珍。

那年夏天，庄臻在海拔 5134 米的
雷达阵地当技师。为了弄通兵器，他在
阵地值班数月，加班加点研学，可记忆
效果“非常一般”。换班下山一个月，他
就把电路、信号流程摸得清清楚楚。

休整点是官兵突破自我的地方。
“在休整点让官兵参与训练，提升能力，
效果比在阵地更明显。”文影说。

由深圳某大学直招入伍的士官、某
站操纵员劳家俊，就总结出一套“休整
点技术提升秘籍”。

阵地值班任务重。任务来了，劳家
俊和战友在方舱一守就是一天，无暇精
钻细研。“值班重要，掌握过硬值班本领
更重要！”他把保障难题带回休整点钻
研，上阵地后，再运用到空情保障中。
“装备更新换代，休整点的训练条

件和方式也推陈出新。”
老兵们还记得，刚当兵时的训练场

景——清晨，操纵员每人拿个标注着
“方位距离”的自制纸板，现场“口报”。

2000年之后，模拟训练系统落户雷
达站，不同专业官兵，利用有限的几台
电脑轮流上机，设置复杂空情，针对性
开展训练……10 余年来，系统版本数
次升级，各站配备的电脑越来越多，训
练方式不断改进。

一个微风轻拂的晚上，某休整点学
习室，座无虚席，一场“雷达伪装防护知
识授课”正在进行。空军预警学院教授
认真传授，官兵有的专注听讲，有的快
速记录，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浮现出对
实战知识的渴望。

数百公里外，某站雷达技师何义平
的讲座也“开讲了”！如何挖掘装备功
能？他结合自己的学习探索，制作多媒
体课件向官兵传授心得……
“休整点也是训练场。”对于甘巴拉

雷达站来说，休整点的意义是“双重”的。
自 2012年实现“远程异地控制”值勤模
式后，休整点作为主控端，兼具值班和
训练双重功能。

走进主控端指挥室，数据链地面站
站长霍俊龙，正带领两名官兵核实上报
空情。踏入雷达方舱，下士操纵员杨虎
鹏与战友紧盯显示屏，监控飞行目标。
另一旁的训练室里则是键盘声不绝，训
练激战正酣。
“阵地值班人数减少，休整点应

进一步明确定位、拓展功能。”去年，霍
俊龙随部队走下高原，参加“红剑”演
习，他的脑海中，装满了对雷达兵转型
发展的时代感悟。

一首军歌，诉说了新时代高原雷达
军人的幸福与自豪、使命与担当——

军旗下的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人；
军旗下的我们是建立功勋的人；
军旗下的我们用阳光擦拭着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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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雪山下，“幸福驿站”不遥远
■本报特约记者 胡晓宇 通讯员 石 俊

甘巴拉，海拔 5374 米；色季拉，海拔 5134 米；达玛
拉，海拔 5030米……
“拉”，藏语意为“山”。
在遥远的雪域，海拔高度不仅是一个数字，还意

味着使命的高度。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冰峰之巅都
有雷达兵在守望，祖国的天空因而云轻星璨。

据科学测算，地球上高于海拔 4500米的地区，属于
人类无法生存的“生命禁区”。50多年来，一代代热血军
人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深深扎根，开出绚丽的精神之花。

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发展，高原保障能力逐步
提升。在距离阵地较近、海拔较低的地区，一座座雷
达站休整点相继建起，“阵地不变，人员轮换”的值勤

模式成为高原雷达兵“新潮”的戍边方式。
从最初只具备“种菜”“休养”功能，到如今的“大

后方”“加油站”，雷达站休整点不断升级，雷达兵在这
恢复体能、强化训练、与妻儿团圆有了一个个“驿站”。

这里是“出发地”，也是“落脚点”。这里是记录幸
福的地方，也是高原雷达兵温暖的“家”。

高原上的边防连队怎么会有“海洋

馆”？

南疆军区木吉边防连下士刘永彬怎

么也没想到，自己前不久在连队“心愿

墙”写下的心愿，竟在这海拔3800米的

雪域高原上实现了。

原来，刘永彬驻守雪域边防线3年，

工作训练执勤勤勤恳恳，今年顺利晋升

了士官。小伙子有个“习惯”，逢年过节

总把休假回家的机会让给身边战友。

“班长们都有家，嫂子念着、孩子盼

着……我不急，等等再休也不迟。”“大

方”的刘永彬，嘴上总挂着这么一句。

刘永彬的家乡在南海之滨。当初来

当兵，是为了“吃点苦，多锻炼”。到边防

当兵，父母心里是反对的。但儿子的脾

气他们实在犟不过，只能默默应允。

高原戈壁一年到头飞沙走石，刘永

彬嘴上说不想家，可一到晚上，他常会梦

见家乡“海蛎子味”的海风。

每次执勤结束，刘永彬都会坐在山

头上，吹一吹凛冽的风。那一刻，他想象

自己坐在海边，海风卷着湿气拍打着脸

庞，整个人被“海味”包裹着……离家几

千公里，唯有这一刻，才让他觉得，遥远

的家乡离自己很近很近。

说真的，哨所驻地的风景特别美。

高原空灵寂静，云淡风轻，雪山、白云、戈

壁、荒漠，勾勒出了很多战士心中的极致

美景。

“欣赏哨所的美，更想家乡的美。”半个

月前，一面“心愿墙”在连队落户，刘永彬一

笔一画地写道：“好想看看家乡的海啊。”

“笔者”无心，“阅者”有意。这个心

愿，被指导员李建阳装进了心底。

要说哪个战士想不开，需要做思想

工作，李建阳可是“行家里手”，可要在高

原戈壁帮刘永彬实现“看海”的心愿，对

他来说真是一道难题。

冥思苦想一整夜，他有了个大胆的

设想：在雪域高原打造一个“海洋馆”。

翌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李建阳就找到

连里的“漫画能人”、大学生士兵王强，两

人在连部里一通嘀咕。

连队营区墙壁上，一幅幅军营元素

的漫画，都是王强带着另外2名战士一

起绘制的。可是要在连队打造一个“海

洋馆”，须得择一处合适的场所……那

天，李建阳带着王强在连队各处“踩

点”。走到温室大棚，他俩你看看我、我

看看你，会心地笑了。

原本，温室大棚就是战士们休闲娱

乐的“天然氧吧”，大家训练之余，最喜欢

来这里瞧瞧，看看绿油油的青菜，深吸一

口氧气，顺便给家里打个电话，放松地乐

上一乐。

巧的是，温室大棚一侧的墙面，还是

灰蒙蒙的一片……

说干就干！李建阳和王强赶紧找来

那2名擅长绘画的战士，托人从山下买

来颜料和画笔，一场“圆梦工程”在一周

后正式启动。

那阵子，温室大棚不对官兵们“开

放”。为了给刘永彬一个惊喜，李建阳把

“保密工作”做到了家。

很快，“海洋馆”正式竣工。墙壁上，

一条条鲨鱼、鲸鱼、蝠鲼活灵活现，鲜亮

的色彩仿佛吹来阵阵海风……站在墙壁

前看了又看，李建阳满意得直点头。

这天晚饭过后，太阳依旧高悬天

际。刘永彬被战友们神秘兮兮地蒙住了

眼，带进温室大棚。当刘永彬睁开眼，看

到眼前的“风景”时，他先是一愣，接着红

了眼眶：“这片‘海’，可不就是海嘛！吹

来的‘海风’，还有股颜料味呢。”

刘永彬的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

笑。望着李建阳，他的眼睛泛着泪光：“指

导员，我家乡的大海，也比不上这里美哩！”

夕阳映照着蓝色的“海洋馆”，李建

阳也笑了。

他对官兵们说：“大家以后想家了，

就来这里转转。看看‘大海’，保准不想

家了！”这一刻，“海洋馆”里笑声此起彼

伏，每个人都笑着笑着，笑出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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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关 风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蜜雷达站官兵常常在休
整点读书充电，向更好的自己

出发。

专 注

蜜雷达兵在休整点调理
身体、科学训练，比武竞赛酣

畅淋漓。

酣 畅

人生最大的快乐

在于收获，官兵在休整

点耕绿栽果，享受丰收

喜悦。

收 获

蜜雷达站老兵王胜
全在宿舍与远在家乡的

妻子视频通话，温暖在

彼此心间传递。

问 候

▲

·走近高原雷达站休整点 ▲

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