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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广西边城凭祥市用电量激
增，巡线工人在沟壑密林间穿行的身影
更加匆忙。苍茫群山间，与他们的蓝色
工装同样醒目的，是印在头盔和臂章上
的五星红旗。

这个被当地边民亲切称为“国旗
巡线班”的光荣集体，把国旗“顶在头
上”“扛在肩头”，作为对脚下这片国土
最朴实的情感表达。成立 47年来，“国
旗巡线班”先后有 17 名退役军人相继
加入。在薪火相传的边关岁月里，一
面面国旗，寄托着这群老兵对祖国和
边疆最真挚的爱。

坚 守

手握钢枪，守卫边疆

和平安宁。脱下军装，守

护边境万家灯火

1974年，凭祥市第一支电力巡线队
伍成立，退役军人张进同成为首任班
长。那个年代，在边境地区巡线，因为
没有统一规范的着装，巡线时会遇到边
防官兵查验身份。于是，张进同在工具
包里装了一面国旗，作为遇检时表明身
份的方法。

从那时起，国旗就成为这支队伍最
鲜明的标志。时间长了，“国旗巡线班”
的名字就叫开了。如今，他们有了统一
的服装，安全帽、臂章上都印着五星红
旗的图案，而巡线时他们依旧保留着随
身携带国旗的习惯。
“眼前是国门，脚下是国土，心中是

祖国。”在“国旗巡线班”队员心中，他们
守护的不仅是输电线路，还有神圣的国
土和亲密的战友。

1983 年，傅金荣从驻守凭祥的边
防部队退役，回到“山水甲天下”的老
家桂林市，被安置在水电局工作，生活
安逸。

然而，他一直在找机会调回凭祥，
“我有 6名要好的战友长眠在那里，我日
夜都在思念他们，想去守着他们！”

傅金荣最挂念的，是他的班长金昌
平。傅金荣入伍那年，金昌平刚从前线
下来，像大哥一样关心他，手把手教他
各项技能。一次傅金荣不慎摔倒，右小
腿被石块割破，金昌平马上从衣服上撕
下一块布条扎紧他的小腿，背起他就往
卫生室跑。就是这样一位好班长，不久
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边关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

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想去守着牺牲的
战友，也想为边疆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
贡献！”1992年，边关硝烟散去，边境建
设急需人才，傅金荣耐心说服父母妻
儿，成为“国旗巡线班”的一员。

如今已经退休的覃立常，1992年离
开驻守凭祥的边防部队时，尽管家人已
在老家柳州市给他联系好了工作，但他
和傅金荣一样，选择了坚守边关。

1995 年，凭祥市第一轮电网改造

时，面对边境地区遗留的雷场、雷区，
覃立常主动请缨：“我是这里边防部队
的退役老兵，雷场、雷区情况我熟悉，
拉线工作我先上！”然而，豪情壮志并
不能一丝一毫减少拉线、架线工作的
危险。穿行在遍布地雷的沟壑密林
间，危险无处不在。拉线时，他们只能
通过麻绳抛线、绕路拉线等方式越过
雷区，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们巡线的
脚步。
“国旗飘在哪里，电就通到哪里！”

上级检查验收电网改造工作，“国旗巡
线班”的汇报中透着一股豪气！

他们的确有自豪的资本：总长
420 多公里的电力线路，早已串联起
边城凭祥的大小村屯。2018 年，凭祥
市建成全国“小康用电示范县”，提前
两年达到国家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
升级目标。

传 承

接过国旗，接过的不

只是责任和使命，更有对

祖国和边疆的挚爱

虽已退休多年，农景春依旧珍藏
着当年巡线时用的工具包，包里存放
着他从班长张进同手中接过的那面五
星红旗。历经数十载，国旗鲜艳如初。

1978年，农景春从驻守凭祥的边防
部队退役。加入这支队伍的第一天，张
进同就把他带到值班室，将一面五星红
旗和一个工具包郑重地交给他。
“脱下军装，我们依旧是军人。这

面国旗代表祖国，更代表了我们肩上的
责任！”张进同说。从那以后，这面国旗

就陪伴农景春踏上每一次巡线路。
“前线各指挥所和雷达等必须做到

不间断供电。”农景春回忆，当时只有 6
个人的外线班，负责整个凭祥战地前线
的电力保障任务。枪炮声就是命令，只
要前线战斗一打响，张进同就带领整个
班往前线赶。他至今还记得张进同的
一句话：“我们后方多保一分电力，前方
战士就少一分牺牲！”

农景春这位经历过边关炮火的
老兵，对边关和界碑有特殊的感情。
那年勘界立碑，农景春听说新界碑立
好了，在一次巡线途中特意带着巡线
班队员去往界碑处，与边防官兵不期
而遇。
“我们就想看看界碑！”老兵质朴的

话语打动了官兵。征得上级同意后，边
防官兵带着他们一起维护界碑。亲手
抚摸界碑，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从农景春
心底升腾起来。自此，“国旗巡线班”每
次巡线到边境时，都同步开展擦拭保养
界碑、描红界碑等活动。

如今，边境日益繁荣，“国旗巡线
班”的巡线任务从过去的 3条线增加到
如今的 40条线。“过去我们扛枪保卫祖
国，如今我们背着工具包守护边境供
电。身份虽然变了，但责任没变。”傅金
荣说。

奉 献

见过古老边关的荒

凉，也见证了边城的日新

月异，他们把青春和热血

挥洒在这片热土

从驻防凭祥的边防部队退役时，作

为家中独子，邓一强远在老家桂林的父
母，十分希望他能回去工作，但邓一强
还是把根扎在了边关，“边关是我摸爬
滚打了 5年的地方，如果你是军人，你也
会理解我这种选择！”

前些年，单位考虑到邓一强的孩子
年幼，为方便他照顾家庭，特意把他调
到管理岗位。可到新岗位工作还不到 1
年，邓一强又请求回到巡线班，“我是老
兵，不去巡线，心里不踏实。”
“国旗巡线班”老巡线人彭敏杨是

彭永进的父亲。当年打仗时，彭敏杨不
仅是巡线工人，还是民兵，父亲每天背
着枪走出家门那“高大的背影”，给彭永
进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部队退役
后，彭永进在父亲的影响下，毅然加入
这个光荣的集体。

一条路，一辈子。多年的巡线生
涯，让“国旗巡线班”一代代队员见证了
这片土地从过去“一条路，两排树，到了
凭祥没吃住”的荒凉变为一座繁华边
城，“那一代军人用热血和生命把幸福
安宁留给了我们，我们要替烈士守好祖
国的边关。”
“鲜红的国旗时刻提醒着我们肩上

的责任。”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南疆边陲
灯火璀璨，这是“国旗巡线班”的队员们
心中最美的风景。

图①：“国旗巡线班”队员邓一强
（左）和傅金荣对杆塔螺栓进行加固。

图②：“国旗巡线班”队员在巡线途
中描红界碑。

图③：“国旗巡线班”队员巡线经过
边境村屯时，边民们热情地和他们打招

呼。

图④：“国旗巡线班”在边境巡线。
易 欢摄

（制图：苏润琪）

广西边城凭祥市有一个电力“国旗巡线班”，47年来 5代巡线人中先后有 17名退役军人，
他们以无悔的边关情怀诠释着老兵的别样风采—

带 着 国 旗 去 巡 线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冯 强 通讯员 宋邦稳

1961年8月1日，河南郑州火车站

熙熙攘攘。一节绿皮车厢里坐着50个

女兵，我就是其中之一。火车准时开动，

车厢里不知谁先唱了起来:“再见吧！妈

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

吧！”在歌声中，我们满怀对未来的憧憬

离开了郑州，至于要去哪里，我们当时并

不知晓。

穿过茫茫戈壁，列车到达甘肃清水

后改道，开向一条地图上没有标注的铁

路线——从清水驶向东风。离开郑州三

天三夜后，我们终于到达东风场区。我

和另外19名女兵被分在43号气象站作

训处气象科，成为了气象兵。

不久后，单位宣布我们是新中国第

一代女义务兵。从一个城市里的学生娃

到一名解放军女兵，摆在我们面前的，是

必须跨越的“五道关”。

最难熬的是“想家关”。我们大都是

第一次离家，第一次出远门。刚到场区

时，出于保密需要，我们不允许给家里写

信。之后的3个月里，我们认真学习了保

密规定，每个人才被允许有3个通信地址。

3个月和家人完全失去联系，白天还

好，大家都在一起训练，感觉不到孤独，

可到了晚上就不行了，常能听到某个被

窝里传出来的哭声，而且只要有一个人

哭，全班都会被“传染”，谁也睡不着了。

场区领导十分关心我们，周末、节假

日都和我们在一起，还经常组织我们开

展一些文娱活动。气象专家彭风召是我

们的教员，我们都叫她“彭妈妈”，她表演

的口哨吹奏我至今难忘。

随着部队深入开展教育，我们逐渐

明白“舍小家为大家”的道理，明白了祖

国人民赋予的责任和保家卫国的担当，

而且深厚的战友情谊也让我们对“家”有

了更多的认识。

1962年，一场边境作战打响，场区

号召官兵积极报名参战。我们20个女

兵都报了名，有的还写了血书。许多个

不眠的夜晚，姐妹们互相鼓励，互诉衷

肠，表示不管批准谁参战，都要争当英

雄，戴上军功章。

由于场区试验任务很重，最终没有

人去前线，但我们却实实在在经历了一

场“生死关”。“把生命交给党、交给人民”

从此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进了我们

的血液里。

戈壁滩人烟稀少，气候恶劣，部队

要在这里驻扎，首先需要解决吃水问

题。所以场区决定把祁连山的雪水引

下来，修建水库。我们女兵不甘落后，

和男兵一起劳动。抬沙子，两人用一根

扁担抬一筐沙子，走路一摇三晃，就像

在扭秧歌。老兵笑我们，还给我们编了

顺口溜：“肩抬筐，三晃荡，脚打泡，手磨

茧。”在工地上，每个人都以脚上打泡多

为荣。晚上班长帮我们挑水泡，第二天

再继续劳动。

由于劳动强度大，很多女兵的腿都肿

了，连走路都十分困难，可没有人叫苦叫

累。在工地劳动了几个月，女兵们的“红

苹果”脸蛋都裂开了口，成了“哈密瓜”脸，

但跨过了“吃苦关”的我们，成了水库工地

上的“娘子军”，在场区也很有名。

为了解决粮食蔬菜的匮乏，场区开展

了开荒种地大生产运动。四五月份的戈

壁滩中午很热，帐篷里像蒸笼一样，根本

进不去人。辛勤劳作了一上午的我们，午

饭后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把衣服

盖在头上，相互倚靠着在阴凉地休息一会

儿，还得“提防”着戈壁滩上又大又黑的蚊

子，以防被咬后脸肿得像个包子。

开荒的艰辛难以想象，但有了修水

库的历练，这些困难在我们面前都一个

个“低头”了。除了修建水库、开荒种地，

我们20个女兵还打了6口井，帮着场区

解决了吃水难题。

来到部队，女兵个个不甘落后，表现

都很积极。但是评比就会有高低，如果评

不上“五好战士”，很多女兵会觉得沮丧，

有人哭，有人吃不下饭，有人睡不着觉。

为了帮助我们正确面对“荣誉关”，

场区领导请来一些老兵给我们讲述场

区初创时期的艰辛往事。抗美援朝胜

利后，他们从朝鲜一回国就随部队秘密

地来到戈壁滩，和家人失去联系。后来

他们大多悄无声息地返回家乡，甚至不

能告知家人自己去了哪里。单位还组

织我们参观了烈士陵园，缅怀那些为了

国防建设默默奉献、不计得失的“东风

人”，让我们深受感动。自此，扎根戈

壁、不为名利、矢志奉献就成为我们的

座右铭。

我们这些女兵在场区负责发射场的

气象保障工作，每一个参试人员技术都

得过硬。我担负的是弹道风计算工作，

要求在发射前30分钟把放气球得到的计

算结果报给发射阵地。

为了跨过“技术关”，放气球成了我

们的“必修课”。每天清晨5点钟就开始

工作，充气球、扎气球、放气球都是一人

完成。要把气球套在一个铜质底座上，

往里面充氢气，充好气后用绳子扎起

来。冬天做这个动作时，我用嘴咬住绳

子一头时，舌头往往不小心碰到铜底座

上，掉一块皮是常有的事。

观察气球，在室外一待就是2个小时，

人都冻僵了，需要别人搀扶才能从观察台

上走下来，把身体按摩搓热后才能进屋，不

然血管一冷一热，人会疼得受不了。

经过5年部队生活的历练，我们这些

“学生娃”都成了军中“花木兰”，三分之一

的人提干，继续为国防事业作贡献，其他人

复员回到地方。我一直在东风测试站工

作，直到1983年转业到地方工作。

当年，我曾在东风场区写过一首小

诗，纪念这段青春岁月，诗中这样写道：

“看着你头戴帽徽英姿飒爽，看着你目光

炯炯无比坚强。洗去了昨天的娇嫩柔

美，你成了军营里最美的那朵花。”

左上图：上世纪60年代，第一代女

义务兵在工地劳动。 资料图片

“ 军 营 里 最 美 的 那 朵 花 ”
—新中国第一代女义务兵的故事

■朱存焕

又是一年新春至。手提着大米、
面粉等慰问品，新疆喀什军分区司令
员王立再次来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提孜那甫乡提孜那甫村。刚到村
口，11岁的拉迭尔·拉齐尼和 13岁的
都尔汗·拉齐尼便拉着爷爷巴依卡·凯
力迪别克的手，一左一右地迎了上
来。只是这一次，王立再也看不到拉
齐尼·巴依卡熟悉的身影了。

1月 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培训
的拉齐尼·巴依卡，为救一名落入校园
人工湖的孩子英勇牺牲，年仅 41岁。
生前，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和民兵护边
员，拉齐尼·巴依卡在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守边护边 16年，
义务带领边防官兵巡逻，被边防官兵
和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为守边护边的
“高原雄鹰”。

拉齐尼·巴依卡的事迹在全国各
地引起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他的不
幸离世表示惋惜，社会各界也通过多
种方式表达对拉齐尼·巴依卡家人的
关心关爱。

1月 6日，为救儿子也落入冰湖的
获救孩子母亲陈晓琴刚刚出院，立刻
来到拉齐尼·巴依卡家中。“以后每年
我们都会带孩子去祭拜救命恩人，告
诉他是谁给了他第二次生命。”陈晓琴
说，“拉齐尼的恩情我们这一辈子都还
不清。我们会把拉齐尼的家人当作自
己的亲人，替拉齐尼尽孝，帮着养育他
的两个孩子。”

1月 9日，一名远在福建的爱心人
士，通过新疆喀什军分区给巴依卡·凯
力迪别克转来 1万元慰问金。2015年
11月，这名爱心人士在塔什库尔干塔
吉克自治县采风时，了解到拉齐尼·巴
依卡一家三代接力为国戍边的感人故
事。得知拉齐尼·巴依卡自家的白牦牛
死在了巡逻途中，这名爱心人士当即捐
款 1万元，想帮拉齐尼·巴依卡再买一
头牦牛。离开新疆后，他一直通过媒体
报道默默关注着拉齐尼·巴依卡一家
人，他说：“看到拉齐尼救人牺牲的消息
时，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感觉就像失
去了一位亲兄弟那样心痛。”
“感谢你们为国家培养了一个英

雄。拉齐尼走了，今后家里有什么困
难，我们都会尽全力帮忙。”1月 16日，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代表带着慰问
金来到拉齐尼·巴依卡家中，看望他的
家人。
“高原雄鹰”远去，光辉事迹流传。

连日来，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组织

报告团宣讲拉齐尼·巴依卡的英雄事
迹。“在拉齐尼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写
满了对党、对祖国、对家乡和对人民的
热爱，他用深沉炽热的情怀擦亮了一名
共产党员的底色，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
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的铮铮誓言。”拉齐尼·巴依卡先进
事迹报告团的 6位成员，用朴实的话
语、生动的事例、真挚的情感，从不同侧
面和角度讲述了拉齐尼的感人事迹，现
场听众无不为之感动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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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为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离职干部

休养所组织工作人员为老干部录制新春拜年视频，制作成短片发给他们的亲朋

好友，让老干部在家中就能与亲人和老战友共贺新春。 朱 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