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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是面孔
感触的是心灵

岩 层 之 下

【人物名片】王永锋，火箭军某工程旅

二级军士长，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这天，王永锋到机关办事时，正好
赶上旅里组织的第二届“岩石文化
展”。他没想到，竟会在这里邂逅自己 3
年前收藏的那块岩石。

虽然岩石被放进玻璃柜，还打上了
灯光，但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块普通
得不能再普通的石头。而在王永锋心
里，它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坑道里的
空气潮湿黏腻。台车钻杆与岩石碰
撞，发出刺耳轰鸣，让王永锋感到一阵
阵胸闷。突然，他发现台车钻孔时出
水变少，仪表上的旋转压力指针左右
摇摆。“不好！”王永锋迅速收回钻杆、
撤离台车，结果刚撤到安全区域，就听
到“轰”的一声，从拱顶涌出大量水流，
裹挟着泥石向下坍塌……由于石质破
碎，他们处理那次塌方足足用了两个
多月。这种情况即使是在以不良地质
著称的该工区，依然十分罕见。穿越
塌方段后，王永锋特意捡起一块岩石
留作纪念。

因为常年在大山深处穿山凿岩，王
永锋养成了收藏坑道里岩石的爱好。
这两年，单位组织“岩石文化展”，王永
锋收藏的宝贝被战友们逐一推到台前，
他的故事也开始被更多人知晓。

当兵第二年，王永锋作为单位首批台
车手学成归来。第一次作业，他操作台车
像钢针扎豆腐一般，不到半天就钻完了断
面，让习惯了人工钻孔的战友目瞪口呆。

然而，等刺鼻的浓烟散去，大家发现这些
断面像“被狗啃了一样”，不仅没有达到预
期效果，还给下一步施工制造了麻烦。
“理论是死的，石头是活的，不把石

头研究好，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台
车手。”乱石堆里，连长的一番话让王永
锋记忆犹新。

经过反复研究试验，王永锋渐渐摸
清了岩石的“脾气”，并结合实践总结出
“中心掏槽、梅花型布孔”的高效率钻爆
方案。不久，王永锋钻出的断面被评定
为“样板段”，战友们纷纷向他竖起大拇
指。王永锋却默不作声，他从这次爆破
的石头中捡回一块，并刻上“精业”二字。
“攻坚”“质量”“安全”……随着时

间推移，王永锋收藏的石头越来越多，
一个个词刻在石头上，也刻在了他心
里。有一年，上级依托施工会战举行技
能大比武，王永锋不仅第一个完成任

务，还精准预判出前方有断裂带，帮助
爆破选手及时调整方案、避过险情。这
也让他的名气越来越响亮。

这些年，王永锋带出不少优秀的台
车手，他们大多在退伍后凭借过硬技术
找到了好工作。其实，王永锋也曾接到
好几家地方公司抛来的“橄榄枝”，而每
一次，他都选择留在部队。刚开始时，
妻子不理解，说他“当兵当得像块石
头”，而王永锋总是沉默不语，倒真是像
极了坑道里的岩石。

就在王永锋准备从“岩石文化展”
现场离开时，刚好有一群新战士前来参
观。“我虽无名国有名，以我无名铸威
名……”当解说员念到王永锋写给战友
们的寄语时，王永锋仿佛在这些年轻的
面孔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这真是青春最好的见证！”身旁的

一名新战士轻声道。

岩石见证

【人物名片】蒋海斌，火箭军某工程

旅二级军士长，荣立三等功3次。

重峦叠嶂，云雾缭绕。离开大山，
随着皮卡车三拐五拐，蒋海斌很快失去
了方向感。

虽然来工区已经半年，但因极少外
出，蒋海斌对山外的情况并不熟悉。这
次，还是兄弟单位请他去参加保障，他
才坐上进城的车。

蒋海斌还记得与大山初次相遇时的
情景。18岁的他坐着运兵卡车一路向西，
繁华的城市渐渐向后退去，眼前是连绵起
伏的大山，最后到达了一座简易营区。营
区位置偏远，土坯房四处漏风。当听到老
兵说“打电话要蹚过一条河，再走 5公里
路”时，蒋海斌的心好像掉进了冰窟窿。

真正投入工作后，繁重的任务成了
压在蒋海斌身上的另一座“大山”。为了
释放压力，每到休息日，他都要和战友一
起爬爬山，喊上两嗓子。听着山间传来
悠长的回声，他的心也慢慢平静下来。

那时的蒋海斌还没意识到，平静的
大山背后，危险随时可能降临。一次，
蒋海斌在一处塌方段进行测量作业，脆
弱的岩层突然发生二次滑塌。尖利的
碎石陡然滚落，眼疾手快的蒋海斌一把
推开身边的战友，可碎石却在他左臂划
开一道长长的口子。

遇到这种情况，说不担心那是假
的。可当工程顺利竣工，蒋海斌第一次走
在气势恢弘的“地下龙宫”，听着营长描述
导弹入驻后的场景时，他由衷觉得“当工

程兵真有意义，就算是牺牲了也值得！”
“扎根深山、为国铸盾，导弹工程兵

像大山一样沉默，也像大山一样伟岸。”
爱上大山后，蒋海斌在山里待得更久
了。除了出差办事，他几乎不外出。

虽然对山外的世界不够了解，但对
山里的施工蒋海斌却越来越专业。那

年，由于技术干部缺编，蒋海斌成为单
位首位战士技术员。为了确保施工零
失误，他一份方案要修改五六次，每天
都守在施工现场跟踪指导。

时光荏苒，蒋海斌在“雕刻”大山的
同时，也把图纸上的“龙宫”刻进了心
里。有一次，蒋海斌发现图纸上的一处

设计存在误差，如果盲目按图施工，不
仅达不到战标要求，还可能导致后期构
筑物结构不稳定。顾不上多想，他第一
时间向上级设计单位汇报。经过反复
论证修改，风险最终被扼制在萌芽中。
这些年，蒋海斌参加的 13项工程验收合
格率达到 100%，其中多项被评为全军
和火箭军的“样板工程”。

从一座深山转战到另一座深山，蒋
海斌把对大山的爱融入一座座坚不可摧
的“地下龙宫”。然而，结婚这么多年，他
却是妻儿靠不上的“大山”。蒋海斌也曾
动过退伍的念头，但听说工地上缺技术
员，他又义无反顾地扎进深山里。“爸爸，
你守护大山，我和妈妈守护你！”听到儿子
用稚嫩的声音安慰自己时，这个像大山一
样坚韧的男人忍不住抹了一把泪。

随着某工程的竣工移交，蒋海斌和
战友们再次踏上新的征程。第一次坐飞
机转场，年轻的战友兴奋异常。但一想到
可能再也不会回到这里，大家又忍不住伤
感起来：“班长，你说有谁能记得我们吗？”
“每一座山川都记得！”蒋海斌想了

想，坚定地回答。

每一座山川都记得

【人物名片】曹奇，火箭军某工程

旅下士，荣立三等功 1次、集体三等功

1次。

在很多常人看来，阳光是大自然
最无私的恩惠，但对曹奇和战友们来
说，太阳却是“稀缺物”——白班时，太
阳刚刚升起，官兵已经进入坑道，待到
出来时太阳又落山了；而夜班时，奋战
一宿的官兵走出坑道后，谁也没精神
再等待日出。

4年前，还是新兵的曹奇参加岗前
培训时，班长提醒大家趁着没进洞好
好享受一下阳光，他满不在乎：“我才
不稀罕晒太阳呢！”哪知，下连后在坑
道里刚待了一个星期，他就止不住思
念起太阳来。终于盼到休息日，太阳
刚刚升起，曹奇便搬把椅子坐在院子
里。他抬头看看天空，没想到“晒太
阳”竟真成了件奢侈的事。

曹奇当兵第 3年时，坑道作业遇上
了罕见的泥夹层。由于石质破碎、处
理难度大，他日夜轮班，足足两个月没
见到太阳。在昏暗的作业面排险，曹
奇和战友敏捷地操纵着高空作业车升
起又降下。岩石不时噼里啪啦地剥
落，穿过他们的影子重重地砸在地
上。坑道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曹奇
伸手向眉峰上揩了一把汗珠。他的脸
上被烟尘熏得乌黑，两眼却锐利闪
光。他又想起新兵时班长常说的一句
话：“战士面前，不论山洪风暴、天崩地
裂，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往前冲，完成
任务。”

泥夹层的石质每段都有变化，对
钻爆方案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及时
掌握情况、调整方案，每次爆破完，规
定的等待时间一过，掐着表的曹奇便
迅速冲进作业面查看效果。

爆破后的坑道内，烟尘翻滚、炸
药味刺鼻，即使打着手电筒也只能
看三四米远。每到这时，大家最担
心的就是出现“哑炮”现象——残余
的炸药被压在乱石堆下，稍有不慎
就可能引起二次爆炸。作为爆破班
班长，曹奇总能带领大家化险为夷，
精准无误地将哑炮排除干净。在被
破碎岩石和刺鼻火药味包围的日子

里，曹奇最想念的，就是那晒过的被
子上“太阳的味道”。

其实，曹奇和战友想念太阳，不
仅是期待在洞外享受阳光，晒一晒发
潮的被子。还因为，那些没有太阳的
日子，往往也是坑道内渗水最严重的
时候。
“涌水了！”有次掘进施工中，一个个

钻孔像水龙头一样不停地往外涌水，断
面下方很快形成 1米多深的水坑，而且
水流还在不断向主通道漫延。情况危
急，曹奇立即组织大家开挖排水沟，同时
联系连队调来抽水泵。经过 3个小时的
鏖战，台车手终于将装药孔全部钻完，并
安全撤回装备。

经过 1 个多月的努力，渗水段施
工终于圆满完成。山间的清晨飘浮着
一层乳白色的薄雾，朝阳像花一样灿
烂，预示着一个晴朗日子的到来。这
天，连队特意给大家放了半天假。曹
奇和战友们在营区里晒着被子，享受
着阳光，觉得这简直是世上最惬意的
事情了。

想
念
太
阳

【人物名片】胡伟帅，火箭军某工程

旅中士，荣立三等功1次。

钢铁，钢铁，还是钢铁，连续半个月
吃住都在坑道里，胡伟帅觉得自己好像
也变成了一块铁疙瘩。此刻，趴在 70厘
米高的施工作业面上，他头顶是岩层，脚
下是钢筋网，哪怕挪动一小步都很费劲。
“班长，当工程兵能用上匍匐前进

吗？”捣固完身旁的混凝土，胡伟帅突然
想起自己新兵时向班长的发问。“能用
上！3种姿势都能！”老班长那略带狡黠
的笑容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身高 1米 8的胡伟帅是个典型的山
东汉子，尤喜在篮球场上自由奔跑的感
觉。然而，来到工程部队后，他感觉自
己的世界开始被各种钢铁包裹——几
百上千斤的模板、粗细不同的钢筋钢
管，还有焊钳铆钉……一不小心，就可
能被剐到或砸伤，留下工程兵特有的
“印记”。

那年，还是上等兵的胡伟帅在 3米
多高的拱顶上拆模。突然，一根钢撑
从高处坠落，正好砸在他的脚尖上。
虽然疼痛钻心，但由于拆到一半的模
板随时可能掉下来，胡伟帅咬紧牙又
继续挥起大锤。一下、两下、三下……
当模板跟着豆大的汗珠一起掉落时，
胡伟帅的大脚趾已经变得乌紫，指甲
盖也脱落了。简单消毒包扎后，胡伟
帅只在营区休息了一天，就又一瘸一
拐地回到工地。
“与钢铁较量，必须有钢铁般的意

志！”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胡伟帅的拼

劲从未消减。在一次施工中，由于一根
钢撑没有打好，钢模台车的挡头突然裂
开一道缝隙，混凝土随即从缺口处喷涌
而出。胡伟帅一个箭步冲上前，直接用
双手挡住混凝土。

堵浆，最好的办法是用土工布和钢板
焊接。而此时，作业面上偏偏没有土工
布。感受着指间的灼热，胡伟帅急得像热
锅上的蚂蚁。由于混凝土不断涌出，仅靠
双手很快就支撑不住了，他干脆伸手拉住
两旁的钢筋，用自己的胸膛堵了上去。在
等待工具的漫长的 10分钟里，混凝土从
胸膛流到裤腿，接着灌进鞋筒里。

等战友找来工具、处理完漏浆后，胡
伟帅全身上下已被混凝土烫得发红。他
却笑着说：“没想到自己还真能当钢铁
用！”

今年年初，连队要派出一支作业队
担负某应急工程改造任务。由于建成后

的坑道内施工装备难以展开，许多工作
不得不采用肩扛手抬的方式完成。这
时，刚执行完某任务的胡伟帅又主动找
连长报了名。
“班长，我来吧！”手持几十斤重的捣固

棒作业，为了节省体力连续施工，平时大家
都是一小时一轮换。眼看快到时间了，上
等兵张煜昕有些吃力地凑了上来。

胡伟帅摇摇头，并没有交接。一起
从白天干到黑夜，他早看出张煜昕已体
力不支，更何况张煜昕前几天还因高温
晕倒过一次。
“放心，我没事！”在近 40摄氏度的

高温中，张煜昕汗流浃背。此时，他执拗
得像一块生铁。
“给！”像是看到了曾经的自己，胡伟

帅不再多言，将捣固棒递给了张煜昕。
昏黄的灯光下，两人的身影逐渐融入这
片钢铁丛林中。

与钢铁相伴

有这样一群火箭军官兵，他们常年在阴暗潮湿、烟

尘弥漫、机械轰鸣的洞库里工作，没有四季之分、昼夜

之别……

一次次战艰斗险，一次次破障攻坚。在他们心

中，这里是净化灵魂的热土，是忠诚使命的见证。今

天，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感受那岩层之下的青春与

热血。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