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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哨位上，上等兵王俊涵有时感觉

自己就像西湖边那棵“著名的树”一样。

在那棵树下，演绎着许许多多平凡

而动人的人生风景：满头银发的老两口

坐在长椅上，相互依偎望着夕阳；年轻的

情侣，一脸幸福地在树前拥抱合影；寻梦

的青春身影，安静地坐在那里，望着一池

平静的湖水发呆……

这棵树，曾被摄影师傅拥军连续跟

拍了3年。他的获奖作品《西湖边的一

棵树》，展现了西湖美景之外的人生故

事。

此刻，人群从王俊涵身边走过。他

像那棵树一样，牢牢地“长”在西湖边的

哨位上。

从西湖景区向北出发，祖国北疆，雪

谷之上。

此时，中士刚鹏飞经过3小时的跋

涉，刚刚抵达终点。回过头，那一串串在

大雪里踩出的脚印，很快被风卷起的雪

覆盖。放眼天地，刚鹏飞觉得自己正走

在“此生最美的风景”里。

同样的自豪，也洋溢在王俊涵的心

中。这位驻守在西湖边的武警士兵，见

过西湖一年四季“最美时刻”：他见过

“短长条拂短长堤”的样子，领略过诗人

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风采，置身

“放棹西湖月满衣”一样月光如水的夜

晚，也感受过“独赏残雪留情梢”的快意

洒脱……

周末休息时，王俊涵喜欢打开抖音，

输入“杭州西湖”，认真刷完这个定位下

的视频，“西湖边的风景，每看一次都有

不同之处”。

有一天，在某个视频中，王俊涵惊讶

地看到了正在站哨的自己。

来到这里的游人们，大多喜欢拿起

手机，对着巡逻官兵，按下快门，定格与

他们“同框”的时刻。

看到视频画面中自己的那一刻，

王俊涵突然明白，自己在守护美丽风

景的同时，也成为了这美丽风景的一

部分。

如果没有穿上军装，列兵聂秀疆不

会真正理解自己的名字。当初，父母给

他取名“秀疆”，寓意着祖国的秀美边

疆。尽管聂秀疆曾无数次写下名字中的

“疆”字，但直到有一天离开家乡，来到遥

远的康苏沟哨所，他才真正体会到这个

字的分量。

没事的时候，聂秀疆喜欢和朋友

分享自己第一次与界碑合影的照片。

“我觉得最美的风景是与祖国同框。”

他说。

与祖国“同框”——北京，天安门。

大年初一，由66名队员组成的国旗护卫

方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着五星

红旗，从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拱形大门走

向国旗基座。当他们迎着晨曦出现在金

水桥头，无数镜头对准他们，定格这令人

振奋的壮美瞬间。

与祖国“同框”——西沙，永兴岛。

大年三十，士兵郭子豪站在30多米高的

警戒塔塔顶，担负警戒哨任务。他最满

意的一张照片，便是站在这里，眺望远方

蔚蓝色的大海。

与祖国“同框”——嘉兴，南湖畔。

一艘小小的红船静静停泊，吸引着当地

一拨又一拨的游客。人群中，武警浙江

总队嘉兴支队四级警士长王洪滨，正向

一群孩子讲述红船故事。不少游客举起

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在无数美丽的风景里，人们以拍照

的方式“打卡”自己抵达的地方。无数中

国军人以树一样扎根的方式，“打卡”自

己守护的地方。

此刻，从哨位上望去，王俊涵眼前的

人流依旧不停。看到游客脸上绽放的灿

烂笑容，王俊涵觉得“自己也很开心”。

穿过喧嚣，他仿佛看到了一年前国庆假

日里的那天清晨——

官兵们在湖边晨跑，朝阳泛在湖面

上的光晕，一圈一圈地闪着。站在排头，

迎着阳光，他轻轻举起国旗。

“我们追逐的光，是五角星的星光。”

王俊涵眯着眼，笑着说。

在那美丽的风景里
■本报记者 程 雪

2021新春特别策划 我的战位

“我愿做雪海孤岛中

的火把”

除夕上午，他们出发了。
大风卷着白雪，很快覆盖了聂秀疆

和战友们踩下的脚印。
这是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康苏沟哨所

一次普通的巡逻，这是一条他们走过无
数次的路。

作为有名的大雪谷，这里山高路险，
风大雪深。每年 9月入冬，来年 5月开
春。即使在夏季，这里也常常“早飘雪花
午下雨，落日之时冰雹飞”。

冰雪覆盖了山谷，也覆盖了人烟。
雪谷深处，巡逻官兵的身影渐渐远

去。行走在队伍里，列兵聂秀疆的心里
燃烧着一团火。

就在前不久，他们这批新兵第一次参
加巡逻，便穿越了传说中的大陡坡——
“绝望坡”。

这是防区内的一个险要之地。“这个
坡上去之前是‘绝望坡’，但你如果把它征
服了，就是‘好汉坡’。”排长海义那尔说。
“我们一定能爬上去！”都想做个好

汉的小伙子们来了劲头，向“绝望坡”发
起冲锋。

成功了！历经 5个小时，他们终于
抵达目的地。

此刻，巡逻队伍再次来到了“好汉坡”。
站在坡顶，聂秀疆大口喘着粗气。

回头望去，雪地里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
迹。聂秀疆不由想起连队站志上“1249”
那串数字。

这串数字，是康苏沟建站以来，在雪海
中巡逻执勤的人数。1249名巡逻官兵把青
春和激情燃烧在无人知晓的雪海深处。

雪谷深处，巡逻官兵们的足迹无痕，
但历史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那天晚上，聂秀疆在日记本里写了
一句话：“我愿做雪海孤岛中的火把，用
青春温暖寒冷的边关。”

“在大雪谷巡逻，是

一件很酷的事”

山下，康苏沟河奔腾不息。山上，猎
鹰展翅飞过天空。

凝望着这片辽阔的雪原，中士刚鹏
飞心潮澎湃。

凛冽寒风和强紫外线，在他黝黑的
脸上留下了一坨坨高原红。厚厚的手套
里，手上的冻疮时疼时痒……这是属于
每名高原兵的特殊印记，这是他们在雪
谷巡逻的资历证明。

探亲回家，家里张罗着给刚鹏飞介
绍对象。刚鹏飞总是推脱：“我的脸又黑
又糙，哪个姑娘能看上我呀。”

生日那天，战友们拿出了一套护肤
品塞到他手里：“这是大伙给你准备的礼
物，好好保养保养，早点把嫂子带到哨所

让我们见见！”
“我一个大男人，用什么护肤品呀。”嘴

上这样说着，刚鹏飞却拿出了一罐面霜走
到水房镜子前，拧开盖子，用粗糙的手指小
心翼翼地沾出一点，仔细地涂抹在脸上。

对着镜子，刚鹏飞笑了一下，眼角皱
纹清晰可见。粗糙的皮肤，就像通往康
苏沟那条磕磕绊绊的山路。

这份独特的“妆容”，有时让刚鹏飞
感到自豪。每次站岗巡逻，刚鹏飞总感
觉有无数目光在注视着他。眼前，相同
的风景他已经看了多年，但每一次见到
仍如初见般激动。
“尤其是落日时分，太阳红彤彤的，

感觉自己离天空很近。”刚鹏飞喜欢看天
边的晚霞。在他眼中，晚霞的红和国旗
的红交相辉映，总能给人无穷的力量。

去年，刚鹏飞再一次向连队递交留
队申请书。他的想法很简单——这样的
风景，他还想多守几年。
“在大雪谷中巡逻，是一件很酷的

事。”他说。

“ 我 在 这 边 一 切 都

好，不用惦记”

耳边，只剩下呼啸的风声。
凌晨 3点，巡逻车慢慢往雪谷深处

开去，中士侯天浩和战友们随着车子摆
动摇晃着。几个小时前，他们还在俱乐
部一起看 2021牛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一起吃着火锅欢声笑语。

潜伏点到了。此时，仪表盘上显示：车
外温度-25℃。熄火，停车，拉起手刹，侯天
浩和战友们迅速下车，进入潜伏壕。

此次潜伏，侯天浩怀里揣着一张塑
封的照片。照片上，妻子抱着孩子，俩人
笑得灿烂。一同值潜伏哨的宋家亮，是
侯天浩的同年兵。他们不约而同地给孩
子起了一个相似的名字——“以默”和
“一墨”：

以默——相濡以沫，恭默守静；一
墨——从一而终，相濡以沫……这两个
名字的意境，正如他们对常年相守的哨
所的感情。

天地间，漆黑一片。此刻，连队里，
炊事班长马俊穿上围裙，挽起袖子开始
烧水。火焰安静地燃烧着，锅里的饺子
咕噜噜在水里翻腾。

静静地，锅中水面上漂浮的饺子，和
马俊一同在等待着一群人。

清晨 6点，食堂的门被推开，巡逻的
勤务小队回来了。
“哇——大老远就闻到香味儿了！”
“老马，有啥好东西快整上！这几个

小时都给我冻木了。”
马俊开心地捞出饺子，端上桌，又给

每人盛了一碗饺子汤：“原汤化原食，趁
热喝，暖暖身子。”

此刻，电视上重播着春晚小品，食堂
里时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声。咬了一口饺
子，下士王保瑞想起自己在哨所过的第
一个春节。

那天，王保瑞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
想家。给家人打电话的时候，他几乎是
喊着告诉爸妈：“我在这边一切都好，不
用惦记……”

此刻，侯天浩和宋家亮仍坚守在潜伏
壕中。风雪中，他们的守护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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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战位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康苏沟哨所连线战位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某中队

立正，睁大眼睛盯着前方，人群从
眼前划过。此刻，郭朝志终于敢确定，
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

无数次期盼后，他终于等来了这个
时刻——2021年 2月 11日上午 9∶00。

除夕这天，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
某中队上等兵郭朝志，迎来了自己第一
次在西湖边站哨的日子。

哨位，在著名景点断桥前20米处。断
桥残雪，三潭印月。这里，有最美的风景。

今天，没有下雪，但飘着雨。望着
桥面上来来往往的游人，一种幸福感充
盈在郭朝志心间。

他的哨位是“暖色

调”的

哨位，在人群之中。

此刻，西湖边，阴雨连绵。
雨水淅淅沥沥滴进湖面，郭朝志努

力将眼前的风景定格在脑海。
这位学了十几年美术的哨兵，喜欢

用他的眼睛和画笔定格看到的美好。在
郭朝志看来，他的哨位是“暖色调”的。

看着眼前这一切，郭朝志不由想起
两年前，新兵下连时中队组织游西湖时
的情景。

那天，来自山东的郭朝志第一次见
到西湖。从得知自己分到西湖边的这
个中队那天起，他就在脑海里无数次勾
勒西湖的美景：“阳光下，很多人快乐地
在苏堤边漫步……”

游西湖后回到中队，郭朝志花了 4
个星期把暖意洋洋的西湖美景，定格在
画纸上。

温暖的色调，不仅是郭朝志眼中
的西湖景色，也是他心中对西湖的承
诺——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无论什
么时候都应该是暖色调”。

在下士包升看来，这“暖色调”的定
义，也包含着游客对他们的信赖。

那年五一假期，一个 5 岁的小女
孩焦急地跑过来，怯生生地站在包升
面前，眼泪汪汪地求助：“我找不到爸
爸了。”

很快，包升和战友帮助她找到了
家人，小女孩开心地笑了：“爸爸说过，
有事就找穿迷彩服的。”从此，包升记
住了小女孩的这句话，也将那个笑容
沉淀在心底：“能被百姓信赖，是我们
最大的光荣。”

时针指向 10 点半，西湖边游客渐
渐多了起来。眼前，一位老爷爷帮老伴儿
撑伞走过。望着他们的身影，郭朝志已
经想好了下一幅画的名字，就叫：温暖
的背影。

那些让人踏实的绿

色身影

郭朝志站哨的时候，战友段立强正
在巡逻。
“雷峰塔怎么走？”“往那边走。”段

立强抬起胳膊，熟练地朝夕照山那边指
了指。这是这位上士在巡逻时回答过
无数次的问题。

穿过人群，段立强喜欢一步步踩
在桥上的踏实感，也喜欢游客投来的
目光。“那是一种赞许和信赖的眼神。”
他说。

一次巡逻，段立强听到身后传来稚
嫩的“一二一”童声。回头看，3个小朋
友正跟在后面，有模有样地学着他们的
样子齐步走。
“我长大了也要当兵。”清脆的童

声传进段立强的耳朵。那一刻，他觉
得自己仿佛站在舞台的 C 位，整个人
闪闪发光。

巡逻的时候，段立强特别害怕自己
一旦紧张，处理不好突发情况。“自己的
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和军队的形

象。”他说，一旦做不好，就辜负了这身
军装，辜负了人们的信任。

其实，遇到突发情况，他们的反应
往往是下意识的。

中士刘巍至今记得 2019年夏天发
生的一件事。

那天，刘巍和另外两名战友在西湖
边巡逻。突然，湖边传来慌张的叫喊
声：“有人落水了！”

刘巍第一时间跳下去救人，其余两
名战友一人负责现场警戒，另一人协同
公安民警维持现场秩序。分工明确，动
作有条不紊，一气呵成。2分钟后，落水
群众被成功救上岸。

在刘巍看来，那种“不顾自己”的本
能反应，早已浸润进他和战友们的骨子
里。后来，这段武警卫士救落水群众的
视频，被网友传到了网上。“那些绿色的
身影，让人心里踏实。”一位网友这样评
价。

白堤尽头将至，巡逻也将结束。眼
前，白堤两旁的木凳上，游人们正在拍
雨中的西湖。
“能在西湖边巡逻，真好。”雨水沿

着雨衣滑落，段立强眼里漾起笑意。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我在桥下守护你

雨后，西湖边的除夕夜晚，朦胧的
烟雾笼罩在湖面上，一切宁静安详。

傍晚 5点，登记好名字，上士杨椿
笔直地站到哨位上。
“在自己坚守的哨位上又奋斗了一

年！”杨椿喜欢站除夕那天最后一班
哨。在每年这特殊的时刻，他总会在脑
海里总结自己一年来的得失。

眼前，桥上游客来来往往。“有时
候，真想和他们一起认真游一次西湖。”
入伍以来，杨椿再也没有“认真”欣赏过
西湖美景。执勤的时候，他要么在哨位
上紧绷神经，目视前方；要么在巡逻途
中，时刻保持警惕。

哨位，距离断桥只有20米。杨椿只
需往前走几步，便可和桥上的游客一样
欣赏西湖景色，但他不能。这20米的距
离，是身为哨兵的他们所要承担的重量：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我在桥下守护你。”

万家团圆夜，相守共此时。
此刻，西湖边霓虹闪烁，在杨椿脸

上映照出不同的光影，他想到自己江苏
老家的家人。“现在，他们一定在一边包
饺子一边等待着春晚吧。”杨椿计划第
二天一早就给家人打电话拜年。之所
以没在除夕晚上打电话，是因为他害怕
爷爷接到电话后抹眼泪。

这个夜晚，郭朝志躺在床上，重温
着白天站哨时，看到的一张张笑脸。他
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家人能来西湖旅
游，见证他在西湖边执勤的样子。

（采访中得到张得军大力协助，特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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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
本
报
记
者

程

雪

通
讯
员

王
成
滨

特 稿

2021年2月11日，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某中队官兵在西湖边站哨。

陈 波摄

2021年春节前夕，康苏沟哨所官兵在严寒中站岗。

陈峰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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