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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情怀又逢春。
春节，“大坝守卫者”们举行了一次

特殊的仪式——即将告别战位的老兵
带领刚刚迈入军营的新兵，沿大坝进行
“最后一次”和“头一次”的巡逻。

到了最高服役年限的四级警士长
杜云金，率队走在最前面。这位平时少
言的老兵此刻的话语里充满了诗意：
“我们在春天交接岗，你们要继续守卫
这里的春天。”

有一个词叫“江山”——大地上大江
与高山的交汇，构成了万里河山的血脉
骨骼，从而使我们的家园故土，充满了神
奇魅力。澜沧江流域是拉祜族的聚居
地，在拉祜语中，“糯扎”之意为“英雄”。

此地名源于一个传说——一位拉
祜英雄于此涉水渡江而战，将兴风作浪
的蛟龙搏杀擒缚。“糯扎渡”由此得名。

那些流传千年的故事已在岁月中沉
寂，直到“高峡出平湖”——国家实施“西
电东送”和“云电外送”的重大核心工程、
云南省境内最大的水电站建成投产，这
片遥远的山水风景才再度惊艳于世。它
的名字中的“英雄”二字，也因其建设者、
守卫者被赋予了新时代的精彩。

2118级，向天空延伸的“天梯”

一到糯扎渡电站，就想起一句著名
的诗句：“伟大的事业，总是建立于人与
群山相会时。”

多年记者生涯足迹留边关，相遇
过一座座陡峭雄峻的高山，攀登过一
条条奇路险道，但今天要随官兵们攀
爬的这条巡逻路，还是让人心头一惊、
满把冷汗。因为此路并不铺展在地
面，而是朝天空延伸。官兵们将其称
为“天梯”。

当波浪滔滔的澜沧江被截流于深
邃的糯扎岭大峡谷后，汇聚成 237亿立
方米蓄水量的水电站主库区。而设于
糯扎岭顶峰云天相接处的全景瞭望哨，
就成为这片浩荡水域预警的“烽火台”。

它不仅是观察整个库区的重要点
位，而且还有许多记录数据的重要仪器
置放于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
它被列为部队的重要守卫目标，除了常
规的执勤外，还必须定期巡逻勘察、保
持高度警戒。

糯扎渡电站是国家“绿色环保水电
示范工程”，在整个工程施工中执行了
严格的环保标准。为了不破坏原生态
植被和土壤层，修建这条直通云端山巅
的巡逻道时，没有开山凿石破土。所谓
路，只是在横巅绝岭上铺嵌了一道可供
攀爬的金属梯子，云里雾里通向山顶。
乍一望去，颇有几分诗意与浪漫。官兵
们则将其称为“英雄喉”。

喉者，险要之道也，且看这样几个
让人心头一颤的数字——

这条“天梯”共有 2118 级台阶，宽
度则不足一米。既然是巡逻，官兵每次
攀爬都必须携带武器装备、应急工具
等，平均负重 40余斤。加之高山峡谷
间天气多变、路面湿滑，脚在金属梯阶
上站稳都不易，更别说攀上爬下了。

据测量，这条悬挂在山崖的攀梯最
陡之处超过了80度，几乎可用“垂直”来
形容。同时，山崖间碎石滚落、蛇虫袭
扰等，亦是须时时提防的意外之虞。

风雨雷电、雪霜寒冰本是攀登的禁
忌，可天气越恶劣越需要加强巡逻，以
便及时发现、消除安全隐患。明知有险
偏要行，四级警士长杜云金就是这样的
“全天候”巡逻高手，16 年间在“天梯”
上留下了近千次巡逻的记录……
“不怕困难的最高境界是战胜困

难。”这是哨所官兵的“口头禅”，也是他
们实打实的行动。官兵们有一本堪称
“独门秘笈”的训练手册，上面的 20多
项训练要目，全部是一代代官兵用伤痛
和汗水积累下的。

翻看其中，有双脚怎样有节奏交替
迈进的方法，有随着海拔的升高呼吸急
促时保持身体平衡的要点，还有怎样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地观察四周的步骤。
新兵们刚来时，完成一趟崖壁陡梯巡逻
需要约 3个小时，而经过这些从实践中
摸索出来的心理素质和攀登技术的训

练，一个小时之内全副武装地登上 2118
级阶梯已不在话下。

当然，无论什么训练，都离不开时
时都必须绷紧的使命责任这根弦。

有一天大雨滂沱，杜云金带队巡逻
至山腰，发现顺着山崖流下的水里裹有
红泥土。这说明山顶的土质已经在暴
雨中疏松，可能会引发山体滑坡。杜云
金当即决定中止巡逻，以最快的速度下
山，然后果断吹响“紧急避险哨”。不到
5分钟，果然就出现了滑坡。由于处理
及时，不仅预警了险情，也保护了战士
们的安全。

还有一次巡逻返回后，从监控中发
现山顶有一个摄像头被没清理干净的
杂草挡住了。有人说下一次再处理吧，
杜云金却一言不发地重新披挂好装具，
带队再次攀爬回山顶清理现场，直到摄
像头恢复了观察视野。回来后，他立马
就召开班务会检讨了自己的疏忽……

说实话，我们所采访到的这些故事
都算不得惊心动魄，难免有些“遗憾”。
但电站领导介绍的一个数据却胜过所
有的传奇——糯扎渡电站从 2012年首
台机组投产发电至今，一直在安全、平
稳、顺利地运行发电。中队建设也如脚
下的滔滔江水一直在“激流勇进”——
成为总队表彰的“基层建设先进中队”。
“千山不隐响，一叶动亦闻。”用自

己平凡的奉献护卫着祖国的平安，这就
是军人们最大的功勋。

1445米，军语中的“巡逻距离”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一幅
著名的云南昆明大观楼长联，写尽滇池
的壮阔与浩荡，被誉为“天下第一长
联”。而被糯扎渡电站那条巨龙般大坝
拦蓄的库区水域，则相当于“喜茫茫空
阔无边”的16个滇池。

中队有 6个担负执勤任务的哨所，
坐落在 261米高的大坝右岸的那一个，
被誉之为“最美哨位”。由于水电站的
特殊位置，大坝被两岸对峙的悬崖拥簇
着，亚热带特殊的气候环境使得云海与
太阳在这里交织成一幅千变万幻的图
卷，整个哨位像坐落在彩云之上，当如
万马奔腾的泄洪水飞流涌下，其壮美之
景如诗如画……

然而，对大坝的卫士们来说，如潮

水一般涌来的不是美景风光而是使命
责任。

这道被称为“攀登技术险峰工程”
的大坝，从左岸到右岸，长度有 1445
米。但在部队守卫任务的军语中，却将
其称为“巡逻距离”。
“何谓巡逻距离？”
支队领导这样回答：这一段距离，

就是我们必须守卫的阵地，标定着我们
担负的责任与使命。
“逝者如斯夫。”水电站的特点是，

只要水在奔流就没有节假日。
官兵们每一天都在用自己的脚步

丈量着忠诚与坚守。虽然这里并不是
高原，但采访中发现，哨所每个战士脸
上都泛着“高原红”。不用问为什么，翻
开《执勤日志》就明白了——

大坝无遮无挡，夏天钢筋混凝土浇
筑而成的坝面上温度高达 40 多摄氏
度，最热时一趟巡逻走下来，居然能把
鞋底烫得开了胶。

暴雨时节，库区水位变化大。为了
不影响观察，战士们身穿雨衣，任凭风
急雨骤却一律不带雨帽。

去年新冠疫情发生，事发突然，防
护装具还没有送到。他们用雨衣、防爆
头盔临时替代防护服，虽然又闷又热，
但能确保安全防疫，没有耽误一分钟的
执勤任务……
“鹰将击，必扬羽。”日常巡逻看似

寻常，但官兵们从来没有松懈磨炼能打
仗、打胜仗的本领。这里有一支特殊的
精干队伍——应急班，是从全中队军事
素质和特战技能最优秀的战士中选拔
出来的。

每年的选拔，被大家喻为“考武状
元”，必须真刀真枪地拼打许多个回合，
才能选中。然后，对他们单独进行训
练，包括狙击、防爆、灭火、特战等处突
训练。被选中的士兵当然是一种荣
耀，同时也是置身于一次次考验中。

为了保证水库的安全，执勤官兵
摸索出一套“看、问、查、控”的方法，
只为练就准确发现可疑人员的“火眼
金睛”——

一个深夜，哨所旁出现了两个鬼鬼
祟祟的身影，哨兵立即预警，应急小组
果断出击，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并缴
获冰毒11.1千克。

有一个从澜沧江上偷运生猪的团
伙，一露头就被应急班控制；还有当面

甩出 4万元“买路钱”的走私者，也在执
法如铁的官兵面前败下阵来……

守护大坝，不仅需要筑起“铜墙铁
壁”，还必须坚持用近乎严苛的规章制
度，立起一扇规行矩止的“大门”。

采访中，一位电站领导讲述了自己
的一次经历：库区哨兵“认证不认人”。
他曾忘记佩戴工作证，被拦下后问哨
兵：“我在这里十几年，你还不认识我？”
“我当然认识。”战士坦然回答，“哨

兵在岗位上的职责——只认证件。”
后来，这位领导颇有感触地向哨兵

表达了歉意，同时还以此作为电站职工
履职尽责教育课的重要事例……

山倚着更高的山，水连着更深的
水。大坝右岸旁的一块石头上刻着
的 4 个大字，见证着大坝上的日日夜
夜——“忠诚、坚守”。

这是 10年前老兵退伍时凿刻出来
留给新兵的嘱托。10年间换了一茬茬
哨兵，但这几个大字依然如旁边雄伟
壮观的大坝一样，在风雨激流中赫然
耀目。

“86”，一个被省略为数字的峡谷

糯扎渡电站今天已闻名遐迩，可在
尚未修建电站时，这个山谷由于没有村
寨居民，连地名都没有。

待电站在此开工，总得有个名分才
方便吧。地图上一量，城区距此 86公
里，于是，此地就被简简单单地用一个
数字标注：“86”。

这里的山谷河道当年是中国古代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通道之一。来自
北方的各种物资运送至云南后，改由马
帮驮运，穿越稠雾浓云、翻越重重山岭，
在驼铃声中辗转走向世界。

曾经的驼铃声声，已经消散于历史
的尘烟中，虽然水电站的修建给这片山
水的经济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但这里毕
竟是个连地名都可以省略为一个数字
的深山峡谷，可以想见其偏僻冷寂的地
理环境。

来自祖国繁华城乡的年轻官兵
们，不是“采薇山阿，散发岩岫”的隐
者。他们置身此地，日复一日地过着
训练、执勤、巡逻“三点一线”的单调生
活，寂寞与孤独难免成为每天都要面
对的考验。

与很多单位节假日请假出门限制
名额不同，中队除了派公差没有人愿意
上街。因为来回走近 2小时所到的小
镇，最“豪华”的建筑仅是一个小超市。

尽管驻扎在深山，官兵们最喜欢的
活动还是爬山——山里通信讯号不好，
只有爬到山顶才能视频聊天。
“远离人群久了，想念就会自己找

上门来。”中队指导员李江说这话时，
眼里泛起了泪花。他毕业于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上大学时，女朋友在天
津，但是乘坐城际快车不到一小时就
能相见……

波澜不惊的闭塞环境所带来的种
种感受，确实是外人难以体会到的。但
在深山军营采访中所见所闻一桩桩小
事，所传递的能量和温暖同样让人怦然
心动。

他们把寂寞单调的生活当做静心
学习的大好机会。这些年中队战士考
上军校和考取自学文凭，早已不再是
新闻。

他们不能和爱人家人长相厮守，因
此更加珍视爱情亲情。专程接送探亲
家属，优先保证妻子分娩、亲人患病的
官兵探亲休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
规定使大家在艰苦的岗位上充满了幸
福感。

他们守卫电站的安全，也在呵护官
兵的安全：山里蛇多，但中队没有一个
人被蛇咬；虽然几个哨位都临近水深湍
急处，可中队从未有人不慎落水。

采访结束挥别大坝，目光被中队大
门上一副刚刚贴上的对联吸引——“滔
滔江水送光明脱贫奔小康，巍巍大坝筑
哨位钢枪党指挥”，横批：“山水卫士”。

坦率地说，他们自己撰写的这副
对联对仗平仄皆谈不上工整，但是，
指导员李江对新战友那番激扬如澜
沧江水的欢迎词，却完美地诠释了这
副对联：
“我们脚下的这片绿水青山同样也

是金山银山，包括澜沧江流域在内，我
们的祖国已经历史性地告别了延续千
年的绝对贫困。这其中，有我们糯扎渡
电站的贡献，当然，也有我们这些糯扎
渡守卫者的贡献。”

此时此刻，我们也才真正理解了糯
扎渡电站执勤中队那句如静水深流般
的“队训”——当坚守成为生活，同时也
成就了人生的光辉岁月。

澜沧江畔：我们在春天交接岗
■郑蜀炎 本报记者 吴 敏 通讯员 沈 强

除夕这晚，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

站排长闫学振第一个放下了碗筷。他

想着要早些去接班，让还在值班的战

友也早点吃上精心准备的年夜饭。

过年了，小岛比平时要热闹许

多。夜色染黑大海，远方灯火璀璨。

阵地上，雷达还在不知疲倦地转着。

从饭堂到方舱，要走一条山路，路

的两侧张灯结彩。闫学振和操纵员张

宝军、任春园一边走一边聊，脚下的

“步速”却没有放缓。

和值班战友迅速交接空情，张宝

军端坐在雷达屏幕前。

屏幕上的光标，都在“飞”向家的

方向。对于海岛雷达兵来说，他们是

守望空天的“鹰眼战士”，越是过节，越

需要坚守战位，越需要细致认真。

“班长，今年春节嫂子没来，真有

点想念嫂子做的‘面鱼儿’。”吃着年夜

饭，战友们纷纷对上士彭好奎说。

往年春节，彭好奎的妻子来队探

亲，都会给大家做一顿“面鱼儿”。此

刻，听着大家的念叨，彭好奎心里也挂

念着在家乡过年的妻子。

雷达站有名的“铁树”段涛，今年

终于“开花”了。觅得佳偶的他，原本

打算这个春节回家和未婚妻登记结

婚。可是为了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

两人推迟了婚期。

春节前夕，他给未婚妻发去一张海

上落日的照片：“我们这里特别美。以后

有机会，你也到我守护的岛上来看看！”

新年的钟声响起，炊事班长刘松

还在饭堂忙碌着。

水煮沸了，饺子出锅了，他小心装

了一大盘，准备送上阵地。

“兄弟们辛苦啦！快来尝尝新年

第一碗饺子，还是热乎乎的！”阵地的

门打开了，看着站长冯华端着水饺站

在大家面前，正在值班的官兵心里暖

暖的。

远方，灯火璀璨耀眼；阵地上，雷

达兵坚守着战位，不敢有丝毫懈怠。

远方的年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

记者 晏 良 通讯员 徐梦玥

看见2021·春节特别策划 边关风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云南边地，澜沧江与峻险壮阔的横断山脉狭路相逢，一路呼啸而

下。当奔涌激流来到一处峰巅横绝的峡谷，便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

字——糯扎渡。

江水奔流不息，山与水的交界处，有一群守坝兵。

糯扎渡水电站位于澜沧江上游，是国家实施“西电东送”和“云电

外送”的重大核心工程，也是云南省境内最大的水电站。

这个春节，澜沧江畔风煦日暖。武警官兵守护江水，也守卫着大坝。

他们眼中心里，云水盘桓间满满都是绿色，拂面清风里浓浓皆是春意。

正月初六，按照驻地拉祜族春节“喊春”的习俗，武警云南总队普

洱支队糯扎渡电站执勤中队官兵来到大坝上，用各自家乡的方言乡音

畅喊迎春。

“春天好”“祖国好”……一声声问候好似春风，将勃勃生机送给澜

沧江大峡谷。这，也是他们给予春天最诚挚的问候。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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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通往糯扎岭的一条巡逻路，官兵攀登十分艰难；图②：巡逻归来，官兵走下2118级“天梯”；图③：
官兵在大坝巡逻；图④：想家时，下士王思达吹响葫芦丝；图⑤：节日里，官兵在澜沧江畔唱歌。 何德正摄

①①

海岛阵地温暖的年

春节期间，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机

关服务队踏上路途，为“云中哨所”詹

娘舍等一线哨所送去时鲜蔬菜。

“让全团官兵春节吃上时鲜蔬

菜”，说易行难。边防六连10个点位

散布在雪海云天，1个多月前就已大

雪封山，就连空中索道也一“冻”不动。

“送的是鲜菜，更是情义。”清晨，

一缕初阳刚给大地带来蒙蒙的光亮，

团领导就亲自带队，挑选“爬坡王”等

多名骨干沐雪出征。

经过2个多小时“雪海行舟”，车

队在道路积雪较深的地方停了下来，

接下来的征途，需要大家徒步进点。

背负物资攀登雪山十分困难。寒

风卷着积雪打在脸上，服务队官兵的

睫毛和面罩上，很快结了一层冰霜。

但是大家无所畏惧，路愈艰险斗志愈

坚，历经4个多小时艰难跋涉，终于来

到詹娘舍哨所。

“走——帮忙拿东西。”看到有人

影浮现天际，哨长陈子昊一声吆喝，战

友们一拥而出，从狭窄的通道跑出去

接应。

“今年新添了训练器材”“手机信

号也很稳定，我刚才和家人报了平

安”……哨兵们与团领导围坐在一起，

细说家常，年味十足。

“不光有蔬菜，还有小吃和礼物

呢。”一声惊叹引得战友们一阵憨笑，

正在整理上送物资的上等兵项天鹏，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这个新春，一批时鲜蔬菜陆续送

达20余个封山点位。雪山寒风阵阵，

哨所官兵心里暖意融融。

攀着“天梯”送鲜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