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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有人说，南沙的名片是美丽风景，

要我说，最靓丽的名片是：天涯哨兵。

因为这是凡尘中的一片净土，

仙境中的一朵奇葩，

不是神话，胜似神话。

这张名片是一个大写的爱，

爱得像岩浆一样炽热。

每当岛礁升起五星红旗，

他们心底就涌起热浪。

因为他们神圣的情愫是忠诚，

大爱的宣言是祖国。

这张名片是一艘冲锋的舰，

劈波犁海任我行。

一年三百六十日，

睡梦里也常喊冲锋。

因为在他们眼里，

上礁就是上前线，

守礁就是守阵地，

冲锋是士兵的本能，

打赢是军人的使命。

他们用理想信念滋养着冲锋的底蕴，

用钢铁意志构筑了一道

坚如磐石的“南海长城”。

这张名片是一条快乐的河，

每一滴水都饱含着快乐。

每当看到海上升明月，

他们就想到了万家灯火，

每当看到万里扬素波，

他们就听到了四海笙歌，

别有一番自豪的滋味注入心窝。

“今朝立业海疆，千秋有功国家”，

“艰苦创业报家国，人民幸福我快乐”，

这是他们的人生信条，

也是对哨兵价值的解说。

这张名片是一个富有的矿，

富如大海无尽头。

为什么他们守着清贫谈富有？

为什么他们远离欢乐不言愁？

为什么他们抛洒青春不吝啬？

为什么他们豪饮孤独当美酒？

听士兵怎么说，

为金钱，遍地珍珠不稀罕；

为国门，惊涛骇浪我来守。

也许他们很清贫，

但他们又很富有，

他们贫穷的是物质，

富有的是精神。

正是这种执著，

正是这种崇高，

形成了万里海疆的青春之吟，

锻造了特有的守岛精神。

以大爱为底色，以忠诚为灵魂，

以奉献为荣光，以打赢为根本。

这是比金子还可贵的传家宝，

这是以生命为审美的南沙魂。

这张名片是一首无言的歌，

歌声里蕴含着不尽的故事和诉说。

不论是自创礁联，

还是哨兵诗作，

不论是播种“扎根菜”，

还是栽种“爱情树”，

都是一首无言的歌。

长剑不语海为证，

他们一个个像恒星一样闪烁。

他们的音符，

像浪花一样欢悦；

他们的音域，

像大海一样雄阔；

他们的旋律，

像波涛一样壮美；

这些无言的歌，

就是他们无声的“大合唱”，

就是他们的“南海浩歌”。

这名片是一座永恒的碑，

他们的名字在这碑上闪闪发光。

镶嵌在人们的心底，

矗立在波涛之上。

这座碑刻着这样一副礁联：

“……烟波浩渺中，

审潮涨潮落有如壮丽人生，

留一朝豪气皆成千古风流；

……云海变幻处，

看日出日落都是锦绣河山，

送一日时光化作万载辉煌。”

这就是他们的“大写意”，

这就是他们的“守礁铭”。

啊，天涯哨兵，

你们的名字永远像祖国海疆一样大美，

将穿越时间，

永远在神州大地上传扬；

你们的精神永远像蓝色波涛一样豪迈，

将跨越空间，

伴随着亿万人民砥砺前行，不负韶华，

奔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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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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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南楼，柳树冒出绿芽，玉兰花
也已绽放，湖中黑天鹅嬉戏追逐，掀起
阵阵水花，林中各种小鸟叽叽喳喳，不
停地在枝头跳跃，长廊和亭子上的彩
色琉璃瓦在阳光下分外绚丽。亭子在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停下来欣赏的意
思，但这么美好的春色，南楼人也只是
偶尔隔窗而望，因为他们正忙着创造
另一种美。

此前，南楼临床部正式更名为解放
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南楼”作为一
个习惯称谓，依然被大家所喜爱。而转
眼间，我已在南楼工作5年了。这5年时
光，虽不算长，但南楼的美时时滋养着
我，在我的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对南楼最初的了解源于 2016年初
征集《南楼故事》。通知下发后，两周时
间内收到近 600 篇（幅）稿件，有散文、
诗歌、照片，作者有老专家，也有年轻的
同志，大家都饱蘸真情实感写下自己与
南楼的故事。逐一细读，我受到了心灵
的震撼。医护人员们在临床一线肩负
很重的医疗救治任务之余，还挤出时间
收集整理已淹没在岁月长河中的回忆，
用一双双发现美的眼睛记录下身边感
动的人和事。大家从不同的视角还原
历史，描述现实，把一个真实的南楼展
示在我面前。也正是在阅读中，我感受
到南楼已经不是一个编制和地理位置
的存在，而是几代人集体和个体理想的
集合，是一种火热的战斗氛围和工作气
息，是一份深刻的情感和记忆，是一部
动人的奉献传奇。在以后的工作中，我
一点点融入南楼，切身感受着南楼人的
风范和气质。

每天早上 7点 20分，南楼的科主任
和护士长准时出现在病房开始查房，365
天风雨无阻。这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平
常的事，但他们一做就是几十年，这种修
养让人佩服。这里面没有知识上思想上
的大道理，难就难在时时践行，但对南楼
人而言，大家不觉得难，因为这已经变成
了一种信仰。南楼人的“初心”朴实而简
单，“信仰”坚定而自然。大家以一种更
为本真的心态去做事，说简单点就是“我
知道的，我就去做”。大年初一，别人都
在吃饺子，他们就觉得应该去科里转一
圈，看一眼病人病情有没有变化，看看下
属值班有没有困难，这样做了，心里踏
实。他们和患者之间好像有了一种默
契，有了一种心照不宣，哪一天见不到
了，就会惦念。这种惦念长长久久，就成
了相互之间的信任。

今年疫情初起之时，很多专家不约
而同拿起笔写下请战书，没有丝毫做
作，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军人的平凡之
举。在那一份份请战书上，我看到了他
们的大爱无私。因为心中牵挂着病患，
很多专家在院外活动半径不超过十公
里，为什么？担心有事赶不回岗位。有
的专家为了能随叫随到，把长期的游泳
爱好都放弃了，因为担心游泳时接听不
了电话。深植心底的这份爱让他们常
常忘却自己。

护理工作要不厌其细、不厌其精，
我常常在那些细节中看到南楼人的敬
业专注并为之肃然起敬。南楼老年病
人多，为了及时发现病情变化，计量患
者的痰液要精确到 1毫升。很多护士
很快熟练地掌握技能，做到了游刃有
余，因为大家在如此细致的操作上倾注
了时间和心血。就是这个 1毫升——
衡量了一个人的工作标准，考验了一个
人的职业操守。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庖丁解牛”是他对技艺最生动

的描述，庄子通过这个故事让我们懂
得，美，在普通的工作和生活中。在南
楼，我看到了，日复一日，经由一种专
注，在工作中历练出的那种美。

有一个脑出血患者，处于植物人状
态，他意识恢复的概率是万分之一，工
作人员想通过语言沟通来“链接”神经
通路。5年中，无论是院领导查房还是
专家教授会诊，无论是值班医生交班还
是护士护理操作，每次相见、每个动作
前都有呼唤，这日复一日的呼唤中，饱
含着对生命的尊重和爱，饱含着对医学
科学的信念。医生和护士一班一班、一
茬一茬在更换，但这深情的呼唤始终没
有停止。有一位老将军，在家养病时生
了严重的褥疮，护理人员在他住院的 5
年时间内，一直坚持观察、换药，布满整
个臀部的褥疮变小变浅，现在只留下铜
钱大小的小疤，治疗效果堪称奇迹。这
种专注的职业精神中，同样充满着爱和
美。这份爱和美源于一颗笃定的心：我
做好我的工作，很踏实，被我治疗护理
的人恢复健康，我很开心，这就足够
了。这是南楼人美丽的心灵风景，平凡
却又不凡。

2017年宣传 4位百岁军医时，我受
命撰写牟善初教授的报告文学。随着
采访的深入，一个真实的牟老出现在我
眼前：纯粹，无私，忘我。这位由中国自
己培养的医学大家，练就一身炉火纯青
的医术，被业界公认为我国大内科学通
才。但是他的衣食住行简朴低调，唯一
的儿子军队转业后留在了安徽，他本人
没有为自己争取过任何待遇头衔。得
与失，仿佛都影响不了牟老诊治病人的
热情。在生病住院之前，牟老一直都查
房带教，穿着一双老布鞋，给病人查体
时要把手和听诊器都捂热。1917年出
生的牟老求学时赶上日本侵华，中央医
学院毕业后参加过抗日战争，目睹过苦
难，把对人的关怀转化为救治病人的理
想和热情。这样一些老专家始终坚守
着自己作为人民军医的情怀，让我看到
一种道德的典范，如今，这种风范正在
年轻一代身上默默传承。

正值人间四月，季节美好，南楼人
继续默默书写忠诚与奉献，这种自信沉
淀出一种清明，正如春日暖阳下的南
楼，清新明朗，欣欣向荣。

美 在 南 楼
■卢 晨

巢湖，因形似鸟巢而得名。从驱车环湖
的印记看，她呈“心”状，我也称之为“心湖”。

来庐州的第一个周末，司机就拉着
我来到了湖边。自此，一年四季，打卡巢
湖，风雨无阻。或察看水势，或研究地
形，也观赏湖光山色，买点银鱼白虾。

早先，从中学课本里知道，巢湖在安
徽。她在我的眼里，不南不北，不大不
小，不深不浅，但特有味道。

“太湖淡雅西湖媚，未若巢湖气象
雄”。巢湖之美在水，在岛，在山。水域
八百里，烟波浩渺，白帆点点，没见过海
的孩子叫她海。

湖上的姥山岛，三山错落，九峰起
伏，如入画境。银屏山的仙人洞幽深宜
人，还有千年牡丹，扎根峭岩之上。

湖里的水产丰富，银鱼、白米虾、螃
蟹，是我吃到的最美味的湖鲜。

巢湖的春天，如少女那般，散发着甜
甜的、纯纯的气息。油菜花的金黄，水鸭
子的飞跃……浓浓春意，扑面而来。

巢湖的夏天，像个新娘子，热烈如
火，美得令人心醉。但不高兴了，哭起来

也是稀里哗啦。
2016 年安徽发大水，60 年不遇，可

谓八百里巢湖水千里，整整淹出去两
百里。

巢湖的秋天，是慈祥的妈妈。每每
临湖，总会让你领略收获的喜悦，偶尔还
会有惊喜。

摘几个饱满的莲蓬，尝尝甜甜的菱
角，烧一锅杂鱼汤，再来杯皖酒，唇齿间
全是南国水乡的味儿。

巢湖的冬天，似严厉的父亲，棱角分
明，不苟言笑，但有山一般的厚重。

南国的冬来得晚，最喜湖边夕阳西
下的景致。大雪过后，看到狗狗迎接主
人归船的画面，似乎读懂了什么是巢湖
人家。

这么大的一盆水归一座城，世上少
有。去欧洲，看到莱茵河畔、塞纳河畔的
人文景观，很是感慨。

现在河有了河长，湖有了湖长，多想
做个巢湖湖长。若能把古老巢湖打造成
千年盛景，今生足矣。

巢湖之恋
■杨学伦

一

晚饭时，他把西红柿蛋汤洒了一
桌。刚走下领奖台就吃了败仗，这让他
甚是沮丧。

他习惯了带队凯旋，且 4 个小时
前刚刚被某旅党委表彰为“优秀基层
干部”。冲向战场前，鲜红绶带刚刚
摘下来。

作为以往战无不胜的“硬核”连长，
这次战场折戟，他心有不甘。

时间回拨到 1月 20日、农历腊月二
十六下午 4点 10分，距离战斗打响还有
不到 2个小时，该旅官兵济济一堂，庆祝
“2019 年最美哨兵”年度立功受奖颁奖
典礼。

妻子给丈夫挂奖章、父亲给儿子戴
红花、岳母给女婿颁证书、战士给干部
披绶带……巨大的显示屏上播放着自
己带领连队官兵练兵备战的高清画面，
再配以主持人宣读的旅党委颁奖词，视
觉冲击力、感染力很强。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

召唤在前方……”《强军战歌》刚起了个
头，奖章还挂在胸前、奖状还抱在怀里……
命令却骤然而至，战斗即刻打响！
“接上级通知，立即执行演习任

务。”掌声未落、歌声未息，他就按照平
时的预案，带领应急分队冲了出去。

二

室外，雪下得正欢。入冬以来，这里
未飘一片雪花，现在却漫天飞雪，下得酣
畅淋漓。天暗云低、雪舞风寒。两台装
甲车红光旋照，呼啸着扑向目标地域。

战斗来得太突然。作为红方指挥
员、该旅威名赫赫的尖刀连连长，经历
这种角色的瞬间转换还是第一次。更
严 重 的 是 ，现 在 的 自 己“两 眼 一 抹
黑”——手上既没有以往推演的既定方
案，蓝方的具体情况也不掌握。成败全
在于各自的现场发挥。

据侦察，5名“恐怖分子”挟持“人
质”已占据了一座仓库。他命令两支突
击战斗小组和一支支援封控小组迅疾
进入战位。
“报告，我们已到达突击位置。一

点钟方向发现两名敌人，没发现其他目
标，请指示。”对讲机里传来了“猛虎一

组”组长苏江的报告。
“一组、三组，行动。”快速接敌，趁

对方立足未稳抢占先机，以歼灭蓝方有
生力量。这样的果断决策，他在以往的
训练中曾多次做出过。

但这次，他失策了。
空荡荡的仓库不利于掩藏和对抗，

“蓝方一号”留下两人后，来了个金蝉脱
壳，逃向了远方一个带院墙的废弃院落。

仓库内枪声大作，他知道苏江带领
的“猛虎一组”接敌了。
“击毙 2名，没发现其他目标。”“发

现脚印，逃向了西南方向。”突击小组和
封控小组的报告不断传来。
“登车追击。”两支“猛虎突击组”在

前，他带支援封控组在后，展开了追击
行动。
“报告，道路阻断，车辆受阻。”
“一、三组下车，交替追击，实施阻

击。支援封控组清障。”对讲机里他的
声音有些急躁。车辆受阻，这是事前没
想到的。第一次接敌虽然歼灭了 2名
“恐怖分子”，但“人质”依然不知所踪。
西南地带空旷，利于阻击解救。战机稍
纵即逝，他的指令几乎是吼出来的。
“报告，阻击失败，3名歹徒挟持人

质钻进了废旧院子。”
围堵不成、车辆受阻、阻击失败，他

的心直往下沉。不按套路出牌、临机转
移迅速，对手到底是谁？

当然，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对方的
老道与老辣才刚刚开始。

三

“无人机组报告，院内未发现敌情。”
车辆受阻，他晚到了几步。气还没

喘匀，院门口发现白色不明气体，过去
演习可没这环节。
“一组，戴防毒面具，封锁院门视

线。三组院墙两侧警戒。支援组绕后
封控。狙击手就位。”凝视着眼前寂静
的院子，他发出命令。

令出人动。带领“猛虎一组”的苏
江却走了麦城。

院门外是一片稀疏的果树林，拿着
防爆盾牌的苏江第一时间想找掩体，但
带领突击组转了一圈又无功而返，只能
趴在雪地上投出了仅有的两枚烟幕弹。

狙击手肖鼎认为“烟起，敌人就得失
明”。就在他前出寻找狙击位置时，隐藏

在房间窗户侧面的“蓝方一号”已经发现
了他，并用“人质”挡住了狙击方向。

打赢的天平倾斜了，败北的多米诺
骨牌接续倒下。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

了，交出人质，立刻投降，争取宽大处
理。”清障后赶到的装甲车里，心战宣传
手张荣建开始例行喊话。
“我要 500万现金，一辆加满油的越

野车，限你们一小时内送到。不然，就
杀了人质”……

两轮喊话下来，谈僵了。
“报告，右起三号窗口发现目标。”

已被对方发现的狙击手肖鼎低声汇报。
“攻心瓦解继续。择机狙杀。”他贴

着装甲车冰凉的车身，死死盯着黑洞洞
的三号窗口，下达了命令。
“砰……”枪声穿过漫天飞雪传了

过来。雪急风骤，肖鼎失手了。
“狙击失败，人质被杀。”对讲机里

传来了机关导调员的声音。
“一组、三组突击。”此刻，必须第一

时间抓获或“歼灭”剩余的“恐怖分子”。
苏江闻令一跃而起，带领一组冲向

了院门。然而，爆炸就在他想扳回一局
时发生了。

刚冲进房门的一号突击手朱其文，
触发了蓝方设置在门后的一枚自制爆
炸物。虽没有造成伤亡，但受惊不小。

基于室内训练经验，两位突击手举
枪前后警戒，苏江带人对房间实施逐个
突击。搜到第二个房间时，苏江成功“击
毙”了一名“恐怖分子”。吊诡的是，在此
后连续突击的房间里竟空无一人。难不
成从“人质”被杀到发起突击的短暂时间
里，另外两名“恐怖分子”再次逃出？
“突击组撤出战斗，任务结束。”
疑惑中的苏江收到了命令，带领突

击组遵令撤出，而这一撤，却碰倒了最
后一张骨牌。

他之所以下达撤出命令，是源于导
调员的一句“你们失败了”，忽略了导调
员依例不在战斗环境内，错把导调员当
成了己方的信息提供者。

失误接二连三，对抗一败再败。虽
然他及时组织了第二次突击，抓获一名
“恐怖分子”，但“蓝方一号”还是翻墙钻
出了重围……

这仗打得窝囊。5名“恐怖分子”，
“击毙”3人、抓获1人、逃脱1人，且“人质”
被杀。导演组判定，他带领的红方完败。

连队是全旅的老牌先进单位，在几
个小时前刚刚被党委表彰为年度“基层
先进党组织”“基础建设先进单位”，自
己又是年度“优秀基层干部”，走下领奖
台就带兵打了败仗，指挥错在哪里？“蓝
方一号”是谁？他满脑子都是“官司”。

四

晚饭后的战斗复盘会，“蓝方一号”
终于露了面。吴忠祥，自己麾下的分队
长，是连队的老骨干。这个害得自己把
蛋汤洒了一桌面的人，在下午的颁奖典
礼上，也接受了个人三等功和参加国庆
70周年阅兵嘉奖表彰，是训练部门背靠
背设计他做了“蓝方一号”。

复盘会上火药味儿很浓：“连队常年
担负战备值班任务，训练抓得也紧，但缺
少实战检验。所以接到命令后，只是跟着
平时训练的流程走，当做了常规演习。”
“先进当久了，思想麻痹，容易盲目

自信，打仗意识弱，不贴近实战。处置
突发情况能力弱，打胜仗能力不够。”
“指挥命令下达比较随意，但也有

平时训练不扎实的问题。战场环境变
了，找不到掩体，却没想到自己拿的是
防暴盾牌，是可以挡子弹的，人与装备
没有有效融合。”
“实战化训练理念还没有树牢，打

仗的弦还没有绷紧。过于轻敌、情况掌
握不清、攻心瓦解走过场、狙击不能一
招制敌、无人机联合协同跟不上……红
方很多节点都有失误。”

……
复盘会上，全体参演人员的唇枪舌

剑让他如坐针毡。拳头不硬、尖刀崩刃、
手下打赢了领导，他从刚刚获得的荣誉
中彻底冷静下来，正视失败的根源。

他叫吴旭昇，全旅响当当的“硬核”
连长，在这次演习中实打实地吃了败仗。

复盘报告连夜上报了旅党委。1月
22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旅党委调整后
的年度军事训练计划下发到了连队。
吴旭昇知道，新年度实战实训的大幕已
经拉开。
“连长，对不住了！”演习场上的对

手会下见面，吴忠祥的话音未落，吴旭
昇便抬手制止了他。“谢谢你这块磨刀
石，相信会让我的刀刃更锋利！”“那咱
们演习场上见，加油！”两个人的拳头紧
紧碰在了一起。

砺 刃
■徐 青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