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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种的杨树发芽啦！”官兵听
到消息，争先恐后地从“集装箱”里跑
了出来。

没到过这里的人也许很难想象，竟
然会有一群人对一棵发芽的树苗产生
如此大的惊喜。

因为，这里原本没有树。
海拔 4700米，目之所及，是黄土、黄

沙、黄石头和天边的雪山。
这里是“生命禁区”，高过云头的山

脊和“晒化石头”的太阳，是不允许有绿
色植物存在的。

去年，在此地驻训的西藏军区某
旅一营尝试种植树木，结果全都夭折
于荒漠之中。今年，二营来到这里，汲
取一营的种植经验，继续向奇迹发起
挑战。
“种树！”营长罗意的话言简意赅。

战士们没有退缩，反而充满着热情。或
许，对绿色的渴望，是这里每一名官兵
心中共同的向往吧。

树苗给艰苦的边关带来了生命的
色彩。战士们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般，
给每一棵树苗加装围栏、防止沙土流
失，覆盖保温膜抵御严寒，立上铁丝支
架固定抗风，收集羊粪肥沃土壤……

当地牧民说：“‘金珠玛米’有一种
神秘的力量，能在这里把树种活。”其
实，解放军拥有的力量并不神秘。热爱

之树，精神之树，早就在一茬茬在此驻
训的官兵心中成长起来了。

2018 年底，暴雪侵袭驻地，平均积
雪达到 30 厘米，驻地 200 多名牧民和
36000 多头牲畜被困，情况紧急。官兵
闻令而动，赶赴受灾地区，连夜打通道
路，先护送人员，后护送牲畜、物资，协
助 3个草场和 55个放牧点的群众及牛
羊转移，并对其他牧民居住区进行了拉
网式排查。

同时，官兵还在受灾地区设置起爱
民助民服务站，为受灾群众提供生活物
资和医疗救助。经过3个昼夜的奋战，所
有群众和牲畜、物资全部转移至安全地

带。当地牧民扎西老人含着泪说：“如果
没有解放军，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情系驻地，让官兵深感价值所在。
但是，戍守边关的日子里，单调枯燥往
往才是生活常态。相比起生存环境的
艰苦，心里的苦闷似乎更是官兵需要排
解的问题。

驻地旁边有一座山，据说山顶的景
色很美，但是鲜有人到达。爬上山顶的
路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名字，“绝望
坡”。而今解放军的到来，给这个坡重
新定义——“英雄坡”。

陈醇是装步三连的新兵，来雪域边
关当兵一直是他的“英雄梦”。如愿以

偿的他，初到此地时，看到满眼的贫瘠
与荒芜竟由心底升起几分豪气：“当兵
就要到最苦的地方锻炼自己！”在作自
我介绍时，他立下豪言壮语。

可是好景不长，几天兴奋劲过后，
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陈醇感觉与自己
想象中激情燃烧的军旅生活大相径
庭。他向班长张启诉苦：“日复一日，我
们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

张启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带他来
到“英雄坡”前，对他说：“你要的答案就
在山顶上。”说完，便向山顶发起“冲锋”。

陈醇跟在班长后面，刚走了不到 30
米就呼吸困难，迈不动步子了。张启回
过头来拉着他，一步一步，终于艰难到
达山顶。

坐在山顶，风沙刮在脸上，带来疼
痛，也让人清醒。远方的雪山在夕阳的
照耀下熠熠生辉，十分壮观。张启喘着
粗气对陈醇说：“什么是革命英雄主
义？就是明知道很苦，仍然选择坚持。”

陈醇望着天边，默默起身，敬礼。
透过碧空，远方的雪山和眼前的战

士映在了一个平面。那一刻，陈醇像极
了一棵树，一棵挺立在雪域之巅的树。

张启望着陈醇闪烁着光芒的眼睛，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这个兵能
成为一名合格的边防军人。

如今，在官兵的悉心照料下，营区
的树都逐渐开始发芽。或许，不久的将
来，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会有一片绿
树成荫。它们会像身边的官兵一样，默
默守护着边关。

“英雄坡”见证
■陈秋任

青春之歌

6 月中旬，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组织
建制连拉歌比赛。听闻连队里有新同志
担心拉不好，指挥通信连指导员蔡明明
拿出了珍藏多年的《拉歌本》。
“别小看这个泛黄的《拉歌本》，它

里面可蕴藏着连队官兵的凝聚力和精
气神！”连队拉歌员、四级军士长周兴对
《拉歌本》情有独钟。周班长是《拉歌
本》的主要创作者之一，说起这本拉歌
“秘籍”的诞生，总会勾起他“兵之初”的
难忘记忆。

15年前，周班长还是个列兵。由于
通信连那几年连续未评上先进，官兵士
气有些低落。刚履新的司令部杨协理员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了不少办法。为
了鼓舞官兵士气，每逢大型集会，他都派
通信连与兄弟单位进行拉歌。美其名
曰：“给通信连的兄弟加点‘黏合剂’！”

军心不齐时，歌也拉不好。连队几
名拉歌员各吹各的号，各排战友各唱各
的调，输给其他连队是常有的事。周班
长回忆，有一段时间，通信连遇到与其
他连队拉歌，甚至连“叫板”的勇气都
没有。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局面让全

连上下很没面子。形势所迫，各班班
长、骨干们主动坐到一起研究拉歌词、
拉歌调和组织形式。有人提议，“不如
编一个《拉歌本》，把每次比赛的经验和
临场指挥技巧等都总结出来”，大家一
拍即合。
“拉歌的招数示例：问答式、歌唱式、

数板式……”全连上下群策群力，《拉歌
本》的初始版本就远远超出大家的预
期。内容上不仅涵盖了各类拉歌词，而
且配有针对不同对手、环境的拉歌技
巧。渐渐地，这本《拉歌本》成了战友们
业余时间爱不释手的“必修读本”。

光说不练假把式。为形成合力，每
次看新闻、搞教育前，值班员都会组织全
连练上几嗓子，连队训练间隙也会主动
找友邻单位“拉一拉”。

让人欣喜的是，随着连队的拉歌水
平日渐提高，官兵士气和精神风貌也得
到稳步提升。后来，连队骨干们总结，
“拉歌”战绩的优劣犹如连队风貌的“晴
雨表”。《拉歌本》虽小，作用不小，高度
的荣誉感把全连官兵的心紧密联结在
一起。

战友们与《拉歌本》相伴的日子，也
并非百战百胜。2015年，连队随上级远
程机动至海拔 4500 多米的喀喇昆仑高
原。一次，通信连所在团与兄弟单位共
同观看军区文工团的慰问演出。部队刚
一落座，对面一阵声浪便把军歌拉起来
了。通信连主官主动请缨，誓要代表团
里拉赢对手、捍卫荣誉。连队现任连长
李海疆那时还是名新排长，他第一时间

站上了指挥的位置。
“铁流滚滚尘飞扬，对面的歌声更嘹

亮；歌声荡漾演兵场，欢迎对面亮亮嗓！”
李海疆选用了《拉歌本》里“一辙到底”式
拉歌法。但无论他怎样在台上喊，台下
战友的反应却明显不够热烈。
“高原上高寒缺氧、风沙漫天，大家

嘴都张不开”“气温接近-12℃，动作刚
做一会儿，手就冻僵了”……事后战友
们说。

这件小事触动了李海疆，他领会到：
任何招法都需要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才
能做到有的放矢。

高原驻训场的第一次按纲建连形势
分析会上，李海疆就从拉歌这件小事说
起，与骨干们一同分析高原训练的特点，
认真排查连队在应急预案和训练内容设
置上的各种细节问题。最终，凭借细致
地准备，连队圆满完成了高原使命课题
训练任务。

今年夏天，团里广泛开展“强军有
我·挑战极限”群众性创破纪录活动。拉
歌，再次成为各连烘托氛围、激发队员斗
志的拿手好戏。通信连的文艺骨干们不
仅活用了《拉歌本》中的技巧，还借助喇
叭、哨子、竹板等器材扩大声势，与歌曲、
拉歌词及拉歌队形巧妙结合，为挑战者
们加油助威。
“场边战友那排山倒海的声势，仿佛

每个人喉咙里都放着面战鼓，给了我巨
大的鼓舞。”上士石德雪说。最终，他在
比武场上以优异成绩打破了线路架设综
合作业课目的全团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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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里的“传家宝”

清晨的露珠映着朝阳，伴着战友
们收操归营的整齐步伐，一滴滴从叶
片上欢快地划落。此时，战地广播渐
渐地响起了，飘扬在驻训场的上空。

清晨，广播里一般是播报国际国
内的时事新闻；中午，通常播送战友
们自己采写的广播稿，有时是训练
新闻、有时是段生日祝福，内容丰富
精彩。

说来也奇怪，这些平凡的文字经
过播音员的表达后，好像变得更加柔
和、饱含着情感，如春雨般飘飘洒
洒，沁人心脾。这些精神饱满的字句
飘进帐篷里，化成一份份欢笑与感
动，洋溢在战友们的脸上。
“5月 29日，二连组织武装五公里

越野考核，下士金母布干，用时 22分
35 秒，勇夺连队第一名”，听到广播
中传来自己的名字，考核成绩登上了
连队光荣榜，金母布干的脸上写满
自豪。

餐厅帐篷里，坐在金母布干对面
的下士杜宇宇，听到广播后心中有些
不甘。“这次的成绩仅差了一点，下回
考核，我一定要超越他。”杜宇宇在心
里暗下决心。

一天中午，广播里忽然冒出了一
个陌生的男声，当大家正好奇是谁在

播音时，一段带有浓厚云南口音的普
通话磕磕绊绊地从广播里传来：“我要
感谢我的班长於涛。昨天我站外岗，
天空突然下起大雨，班长赶紧帮我把
晒在晾衣场的被子收了回去……”

听到发生在身边的小事登上了广
播，战友们会心一笑，你一言我一语
地聊了起来。

不一会儿，刘坤喜滋滋地回到帐
篷里。连长保俊峰悄悄地跟了进来，
打趣他道：“你刚才播音的内容实在，
感情真挚，就是普通话可不‘普通’
呀！”帐篷里，又是一阵欢笑声。
“今天是一连罗宁同志的生日，下

面这首《生日快乐》歌，送给他。罗
宁，祝你生日快乐，也祝愿战友们天
天快乐！”听到这儿，在饭堂前组织大
家集合开饭的营值班员脸上划过一丝
神秘的微笑。跟着广播里的旋律，他
组织大家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歌
声飘过茂密的树林，落在了幽静的山
谷，久久地在罗宁心间回荡。第一次
在驻训地过生日的他，心里感觉很
温暖。

战地广播每天准时从林间升起，
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或有趣、或感人的
故事，就像那晶莹的雨露般给野外紧
张的驻训生活平添了几分温情与乐趣。

林 间 雨 露
■米锶玮

驻训空间

5.战场铁甲机动忙。 6.侦测前方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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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金鑫

跨 越
作者：文 明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高

原骑兵乘马越障时的场

景。照片采用高速连拍的

方法，将蓝天白云下，骑兵

乘马跨越近两米宽的壕沟

时的风采定格下来。画面

主题突出，生动展现了高

原骑兵勇猛无畏、敢打敢

拼的精神风貌。

点评：王振星

1.跨越铁网练战术。 2.齐心协力越高墙。

3.精练枪法瞄强敌。 4.苦练本领强体能。

走进第 77集团军某旅“坚守英雄
连”野外驻训地，阵阵欢声笑语从伪
装网下的一隅传来。

走近一看，原来是官兵正在进行
棋牌竞赛。大家围成一圈，观看两名
棋手在木墩改造的“棋盘”上展开象
棋博弈。

伪装网下的这一方角落，被官兵
形象地称为“走心角”。它是官兵将
伪装网搭设在帐篷上，利用两个帐
篷中间的三角空地布置的“新天
地”。该连指导员杨阳介绍说：“高
原驻训环境艰苦，紫外线强烈、风
沙肆虐，官兵在业余时间来‘走心
角’坐上一会儿，不仅能遮光避
风，还能放松休息。”
“走心角”里面的布置，使用的

每一件器材和用具都是官兵“变废
为宝”的智慧结晶。入口处有一块
别具特色的“笑脸石”，它是战士们
在深山训练场偶然发现的。因为外
形像极了开心的笑脸表情，战士们
一眼就喜欢上它，把它抱回了营
区。带回后，大家又在石头上稍加
修饰，写上“走心角”三个字，让
它更添活力。“强军风车”是战士们
把使用过的饮料瓶收集起来，进行
裁割，制作成旋转风车，并涂上了

迷彩的颜色，挂在伪装网上。随着
微风吹拂，风车不停地旋转，清凉
又好看；“‘四有’桌椅”是战士们
把废弃的木头割开并打磨后，制作
成的简易桌墩和木墩，上面刻有
“ 四 有 ”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标 准 ；
“‘两不怕’灯”则是用花生油的
空桶，剪出花纹制作成灯罩，再用
剪纸剪出“两不怕”字样附在灯罩
内。当灯光亮起的时候，不但能照
明，还能在地上映出投影；指导员
把许多空饮料瓶改制成“漂流瓶”，
在上面写上战士们的姓名，挂在一
面心愿墙上。他让大家给自己订制
小目标，写成纸条塞进瓶口，等到
外训结束时再翻出来看，比比谁的
进步更快……

每天晚饭后，连队开展读书活动
时，“走心角”是官兵阅读的好去
处。在美观舒心的环境下读书，学习
效率好像也提高了；周末假日时，领
取手机后，有的战友会来“走心角”
和远方亲友打打电话，一解思念之
情……

下士赵文龙说：“这方‘小天地’
虽然不大，但大家结束一天的训练
后，来到这样的环境中，下盘棋、看
会儿书，一天的疲惫都缓解了。”

“走心角”
■魏攀科 李国强

战士们为每一棵树苗加装了围栏，防止沙土流失。 陈秋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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