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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芳华从来不是活得潇洒，

而是活得有价值。

在雪域边关，有那么一群风华正

茂的年轻士兵，以青春和热血投身军

营，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日复一日挑战极限，年复一年

顶风冒雪巡逻，默默坚守、无怨无

悔……他们的青春年华是标绘国界线

的浓重笔墨，他们的铁脚板是边境线

上的鲜红印章，他们的身影是雪域高

原上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雕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

人的青春都曾灿烂过，都有值得留恋

和回味无穷的芳华岁月。今天，就让

我们通过聆听这4名普通边关战士的

芳华故事，感受高原战士身上流淌的

英雄血脉和质朴崇高的家国情怀。

巡逻标兵陈永国，15年如一日

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数次历险也

无法动摇他的决心，将脚印融入岁

月，把忠诚镌刻进雪山之巅。上士李

翌，从最开始的想逃离到现在每次巡

逻都抢着去，边防的磨砺就是一种催

化剂，加速了他的成长。戍边老兵韦

晓飞，默默坚守哨所11载，对艰苦

的戍边岁月报之以歌，将祖国装进自

己胸膛。指挥所的“眼睛”文利祥，

坚持苦练绝技，为的是擦亮明亮的双

眸，不遗漏任何的“蛛丝马迹”。

喜马拉雅山巍然耸立，见证雪域

高原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雅鲁藏

布江奔流不息，诉说着雪域将士守护

祖国山河的动人故事。

真正有价值的芳华从来不用表

现，那些拼搏的身影、笔直的身姿、

坚韧的面孔、无声的守护就是最好的

诠释。

诠释芳华
■蔡昭洪

“祖国交给我一条边防线，我把使
命扛在男儿双肩。爬冰卧雪不惧风寒，
枪林弹雨冲锋向前……”

一曲《我爱边防线》，回响在藏东南
的高山峡谷间。一列哨兵在复杂气候
条件下穿越攀爬。走在最前面的还是
他：有着“藏东牦牛”之称的四级军士长
陈永国。这是他第 15个年头带队征战
这条艰难的巡逻路。

自 2005 年底入伍以来，陈永国凭
着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扎根在
巡逻线上：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获得
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荣立二等功和三
等功各1次。

新训结束后，有人想去轻松一点的
单位，或去学技术，而他却坚决要求到
条件最艰苦的边防连队去。

第一年，陈永国便申请参加巡
逻。按惯例，第一次巡逻，只需徒手跟
着队伍了解情况，熟悉地形，陈永国却
主动要求和大家穿一样的装备、背相
同的物资，别人笑他自讨苦吃，他却反
问一句：“当兵死都不怕，还怕吃苦？”
随后便整理行囊，和战友们一起踏上
了巡逻路。

激情和勇气固然可嘉，但巡逻最
终靠的是经验和实力，异常艰辛的六
天五夜巡逻，翻越两座海拔 5000 多
米的雪山、穿过 10 多公里的沼泽地、
20 多公里的塌方地段，蹚过 8 条冰
河、通过 7 处泥石流冲沟、攀登 11 段
千层梯……这一系列的“连贯作业”，
给了这个初生牛犊一个“下马威”，崎
岖的山路、险恶的峭壁、刺骨的冰河、
危机四伏的密林搞得他晕头转向，疲
于奔命。

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变得稀薄，
风雪铺天盖地，陈永国渐渐感到体力不
支。在一截暗冰路段，没有经验的陈永
国脚下一滑，顺着山势往下滚去。“伸手
抓东西！”大家齐声提醒他。慌乱中，他
抱住了一块突出的石头，躲过了一劫。

望着深不见谷底的万丈悬崖，陈永国后
背感到阵阵发凉。

第一次巡逻就差点丢掉性命并没
有让他害怕和退却，反而更加坚定了他
要苦练本领在这条边防线上走下去的
决心。

回到连队后，陈永国认真研究地
图，多方查阅资料，主动向老兵求教，再
后来，每次巡逻他都主动要求走在前
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慢慢地一张张
巡逻 3D图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怎样估算站立点到最近山口的距离”
“ 如 何 在 风 雪 弥 漫 天 气 下 判 定 方
位”……一个个数据包清晰地存储进他
的脑海。

在年轻战友眼中，陈永国是连队的
老大哥，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跟着他
走就什么都不怕。一次巡逻途中，首次
参巡的上等兵吾金多布杰东跌西撞，掉
进雪坑，被战友们救上来之后仍心有余
悸，不敢迈腿。陈永国就用绳子将自己
和吾金多布杰拴在一起，“两个人，一条
命”，吾金多布杰瞬间有了底气，跟着闯
过天险。

虽然长期的巡逻让陈永国患上了
严重的风湿疾病，但他始终保持高标准
的训练强度。“只要部队需要，我会继续
巡逻下去！”陈永国坚定地说。

巡逻路上
边关寂静安宁，晨雪将夜幕“洗

白”，新的一天来临。
忽然，空中传来“隆隆”轰鸣声，

四级军士长文利祥循声望去，脱口道：
“××型直升机，做好取证准备。”观测
哨迅速忙碌起来……

情况处理完毕，文利祥凝视着远
方，思绪回到了自己刚到观察哨的时
候。

2006 年 ，文利祥刚来观察哨报
到，一脸茫然：观察什么，怎么观察、
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观察、一天观察
几次，他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听声辨
型”了。

在一次演习中，与文利祥一起值
班的老班长皮厚林因身体不适临时离
开，留下文利祥一个人，恰巧此时，
蓝军侦察机盘旋而过，文利祥顿时懵
了圈，等他清醒过来飞机早已无迹可
寻。面对上级电话问询，他无从答起。
“那么大的飞机，连机型都没看出

来，还怎么做连队的‘眼睛’？”事后，
班长皮厚林的一句话深深刺激着文利祥
的心。

为了练就“火眼金睛”，文利祥每
天要求上哨，时刻缠着老兵，认真学、
深入思、反复练……他还自购书籍进行
研读，晚上多媒体教室里经常看到他一
个人观看影像资料到深夜……

几个月后，当“敌情”再次来临，
文利祥快速准确报出机型等其他要素。

那年深秋，观察哨接到命令：“接
新装备上山并完成架设。”

时间紧，任务重。文利祥带头铲雪
开道，自清晨到深夜，装备到达，连夜
展开架设。

第二天清晨，当崭新的雷达天线在
观察哨矗立起来那一刻，文利祥嘴唇乌
黑，头疼恶心，叉着腰直不起身，但他
内心充满了欣慰。

今年，已是文利祥在观察哨的
第 13 个年头，观察哨的装备也早已
更新换代，文利祥却仍然坚持每天
的“听声绝技”训练，他说：“未来
战争依靠高新技术，但不能依赖，
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做最坏的

打算”。

指挥所的“眼睛”

初春时节，一路向西，雪山相伴，
峡谷相随，颠簸十余个小时，才能走到
位于西藏察隅竹瓦根的边防连队。

步入营区，橱窗内战士们与界碑合
影照中那一抹耀眼的“中国红”，格外
引人注意。指导员饶雄新介绍说：“界
碑，诉说着边防军人的忠诚和信念，那
一抹红色更是连队最为厚重的底色。”

全连官兵正在为第二天的巡逻紧张
忙碌着。通往界碑的巡逻路，遍布沼泽
密林、悬崖峭壁，最高点海拔 4738.6
米，巡逻一趟来回需要3天。

巡逻路上，上士李翌神情专注、言
语不多，只是时不时地提醒战友注意脚
下、小心滚石。
“别看我们这位是个‘边防通’，刚入

伍的时候可是天天盼着退伍回家呢！”途中
休息时，连长谭千丽笑着说起李翌的过往。

1991 年出生的李翌，家境不错，
入伍前没吃过苦。2010 年初上高原，
机场到连队还没有现在的水泥路，500
多公里坑坑洼洼的土路，车泥滚滚、尘
土飞扬，加之晕车，一路下来，李翌感
觉自己刚从死亡线上走了一遭，整个身
体都不是自己的一样。

离开，成为李翌心中最大的期盼。
此后，李翌开始浑浑噩噩混日子。
改变来自一次清明祭扫活动。英雄

坡纪念园内，一座座墓碑犹如他们的主
人生前那样，庄严列阵、静静无言，仿
佛在等待祖国的再次召唤，也震撼着李
翌的灵魂。

从那之后，李翌仿佛变了个人，学
习坐前排，训练使全劲，冰雪狂风、乱
石险滩等以前痛恨的一切，都被他当成
是训练的“磨刀石”。

2010年 7月，李翌第一次巡逻，翻

雪山、穿丛林，艰难跋涉 30 余小时，
眼看就到达目标点位，鞋子却在过乱石
滩时被锋利的石尖刺穿，脚也被刺伤，
鲜血直流。

为了亲眼看一看心中的界碑，李翌
没有吭声，偷偷地用毛巾对脚伤进行了
处理，强忍剧痛，继续前行，直到迷彩
鞋被鲜血染红，才被连长发现。
“连长，这是我的第一次巡逻，就

是爬，我也要爬到点位！” 李翌咬紧牙
关，表情坚毅。最终，在征求军医意
见，连长并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指派人
员陪同他原地休息，待返程时再接他回
到连队。

看着战友们逐渐远去的身影，李翌
的泪水瞬间流了下来。第一次巡逻就没
走到点位，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如今，每次巡逻李翌都抢着去。他
说：“能亲眼看到界碑完好无损，能亲
手为她描红，是我最大的满足！”

经过两天的艰难跋涉，巡逻分队顺

利抵达点位，为界碑描红，展国旗宣主
权：“请祖国和人民放心，这里有我，
强军固边，山河无恙……”

夕阳的照射下，战友们黑里透红的
皮肤，显得那样的耀眼夺目。李翌说：
“西藏海拔高，离太阳近，高原红是雪
域高原赐予我们最好的‘勋章’。”

最美的“勋章”

夜深人静的时候，四级军士长韦晓
飞悄然离开铺位，走上哨位。

雪花被大风卷着漫天飞舞。尽管有
着雨衣遮挡，可风雪太大，他的衣袖和
脖颈很快钻进雪粒，冰水打湿了内衣，
曾经受伤的右腿开始隐隐作痛。

那是 2009 年 7 月，刚上哨所的韦
晓飞跟随哨长执行巡逻任务。4公里的
距离，官兵却要徒步翻越 3个海拔 4500
米以上的山头才能到达。行至一处积
雪路段时，韦晓飞不慎跌倒，从脚后
跟到大腿划开一道长长的血口子，顿
时鲜血直流。

军医张林洪连忙过去为韦晓飞紧
急包扎伤口。时任指导员杨树海一边
通过卫星电话与哨所联系，让人前往
接应，一边安排人送他回哨所治疗。
待韦晓飞 3 人出发后，他们则继续前
行，向点位进发。

那次意外，韦晓飞腿上留下一道疤
痕，天气恶劣时，会隐隐作痛。但在他
心里，那是青春的烙印，只有坚毅的军
人才能拥有。也是那次意外，加深了韦
晓飞对哨所的感情。

11 年来，哨所官兵换了一茬又一
茬，但韦晓飞都坚守如初。每次都要与
连长“据理力争”，“这里情况我熟悉，
还是让我留在这吧”，让连长无可奈何。

2017年 9月，韦晓飞突然接到家里
的电话：媳妇早产进产房啦！指导员知
道情况后立即给韦晓飞批了护理假。当
天，韦晓飞就往家里赶。路上，情绪渐
渐平缓的韦晓飞给哨所打电话：“让副

班长刘有泽尽快给我回电话，我休假走
得急，还没来得及交接”。
“晚上一定要记得将国旗收回哨

所；站岗的人一定要系好保险绳；晚上
发电机一定要盖好；睡觉时宿舍使用柴
火灶，一定要检查通气口……”电话中
韦晓飞一件琐事一件琐事地交代着，生
怕遗漏了什么细节。

休假归队时，他装了满满三大箱哨

所紧缺物资。家人笑他把家都要搬走
了，他一本正经地回答：“哨所本来就
是家”。

哨所每年 10 月进入长达半年的大
雪封山期。以前，生活物资只有提前冬
屯，战士们很难吃到新鲜蔬菜，好多同
志因长期缺乏维生素导致头发脱落、指
甲凹陷、嘴唇干裂。近年来，韦晓飞和
战友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建大棚、
养鸡鸭……现在，哨所的冬天呈现出别
样的生机。

戍边生活辛苦，官兵报之以歌。“戍
守在祖国西陲边关，把青春磨成藏东利
剑……”假日里，官兵围在火锅旁，一
边涮着自产的禽肉和蔬菜，一边哼唱着
自编的歌曲，国旗在哨所迎风飘扬。

哨所就是家

执笔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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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说：“谁的
青春不迷茫。”可是，驻
守雪域边关的战士却
说：我告别霓虹和繁
华，在火热军营戍守祖
国雄关，我的青春有担
当，我的青春不迷茫。

巡逻路上、点位哨
所，年轻的士兵用闯关
夺隘的拼劲、中流击水
的担当、默默无闻的坚
守，书写了一首首感人
肺腑的动人诗篇，谱写
了一曲曲平凡而伟大
的青春之歌。

雪山巍峨，映衬着
这群年轻士兵奋力拼
搏的身影。仰望浩瀚
星空，“头顶边关月，心
系天下安”的誓言在天
地间久久回荡。

—编 者

本期撰稿：李金惠 何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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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开始想当逃兵到现在每次巡

逻我都抢着去，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心

中有了信仰的丰碑。革命先烈为了祖

国不顾生死、奋勇向前的英雄事迹给了

我极大震撼。国旗下界碑前，“中国”

二字在我心中是那么具体。

担起责任

■李 翌

心 声

那次“失败”的经历让我至今回忆起

来都后怕不已，假如战争真的来临，我们

却没有做好完全准备，付出的必将是惨

痛代价。作为指挥所的“眼睛”，我们必

须在任何情况下都透明雪亮、快速准确，

方可不负信任、不辱使命。

假如战争来临

■文利祥

心 声

人应该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现实中的

故乡，另一个是精神上的故乡。对于我来

说，自从穿上军装告别爹娘，自从站上边

防远眺家乡，哨所就是我的家，战友们就

是我的家人，我愿一直戍守在这里，为祖

国站岗放哨。

精神故乡

■韦晓飞

心 声

每次走在祖国的边防线上，自豪感

便油然而生。无论条件多么恶劣，路途

多么危险，展国旗宣示主权那一刻，都

是心潮澎湃。我愿意一直在这条边防

线上走下去，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

的锦绣山河。

走下去

■陈永国

心 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