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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至心处诗最美

第5247期

这是一个盛夏的午后，越野车在蜿

蜒的山路上颠簸，山石间盛开着一簇簇

美丽的杜鹃花。

“雪莲，雪莲！”一个低沉而浑厚的声

音突然传来，高雪莲愣了一下神，才想起

自己又到了高原，冥冥中又听到了父亲

的呼唤。

高雪莲是军委审计署驻西部战区某

审计局审计员，来到这片雪山，是为了工

作，更是为了这声声呼唤。

这呼唤，35 年来似乎从未曾间断。

远远望着车窗外的杜鹃花，高雪莲

在心里默默地说，走过千里万里，父亲，

我又到了你战斗过的地方……

一

1986 年 7 月，为完善旺东地区防御

设 点 任 务 ，西 藏 军 区 某 边 防 团 团 长 高

明 诚 在 执 行 侦 察 巡 逻 任 务 时 ，不 幸 牺

牲 。 年 仅 40 岁 的 生 命 ，永 远 融 入 了 这

片雪山。

很多年里，高雪莲常常会做同一个

梦，梦见父亲被环绕在大片大片的杜鹃

花中。她知道这不是梦，父亲牺牲后，有

一位战士采来杜鹃花，一把把铺在父亲

身上，直至覆盖了他的全身……高雪莲

知道，父亲用生命守卫的那片土地，从此

与她血脉相连。

读完大学，高雪莲入伍了，她决心去

走父亲没有走完的路。虽然她和父亲的

工作岗位不一样，但信念是一样的。

高 雪 莲 到 了 审 计 系 统 后 ，常 年 奔

波 在 一 线 部 队 ，年 均 出 差 200 天 以 上 ，

足 迹 几 乎 遍 布 雪 域 高 原 的 每 一 个 角

落 。 有 一 年 冬 天 ，她 到 西 藏 地 区 执 行

审 计 任 务 ，一 下 飞 机 就 直 奔 某 边 防 医

院 查 看 医 疗 收 支 、为 兵 服 务 等 情 况 。

她 顾 不 上 休 息 ，连 夜 整 理 出 一 份 整 改

建 议 。 第 二 天 上 午 开 会 时 ，由 于 严 重

的 高 原 反 应 和 过 度 劳 累 ，她 晕 倒 了 。

躺 在 病 床 上 的 她 ，一 醒 过 来 就 惦 记 工

作 上 的 事 。 同 事 劝 她 先 缓 缓 ，不 要 这

么 拼 。 她 仰 望 着 外 面 的 皑 皑 雪 山 ，低

声说，每次来这里，感觉父亲都在看着

她，她最怕让父亲失望。

在高雪莲心中，父亲就是一座山。

她 一 直 想 做 一 个 像 父 亲 一 样 的

人。父亲戍守的是祖国千里边防线，她

戍守的是军事经济安全线。一个御外

敌，一个防内患。责任同样重大，使命

同样光荣。

面 对 父 亲 奉 献 一 生 的 强 军 事 业 ，

高 雪 莲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接 过 了“ 接 力

棒”，一次次走边防、上哨所、闯生命禁

区 ，她 把 这 种 情 感 和 忠 诚 默 默 镌 刻 在

了心灵深处。

一次审计中，她发现某边防团取暖

费大量“趴”在账上，而营区里的取暖设

施又都处在老化边缘，不仅冬季取暖效

果不佳，还容易带来安全隐患。她请营

房部门根据取暖设施更新换代需求，测

算经费支出数额。工作人员立即拿出了

方案。原来，取暖问题团领导早就知道，

也测算过经费开支数，只是害怕“花错

了”，才搁置了一年又一年。

她对团领导说，上级给我们拨的军

费，就是让我们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不是

让它睡大觉。只要程序合规、手续合法、

价格公道，把军费花出效益、花出战斗

力，就“花不错”。

高 雪 莲 一 番 话 ，打 消 了 团 领 导 的

疑虑。

第二年审计回访，高雪莲又专程来

到该团查看取暖问题解决情况，摸着烫

手的暖气片，聆听着官兵们热乎乎的感

言，高雪莲笑得特别开心。

审 计 工 作 具 有 一 定 特 殊 性 ，一 些

人认为审计就是“查账”“找问题”的代

名 词 。 高 雪 莲 却 说 ，审 计 绝 不 仅 仅 是

找 到 经 费 使 用 上 的 漏 洞 ，而 是 通 过 审

计 切 实 把 军 费 用 在 该 用 的 地 方 ，同 时

为部队各项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专业

的审计服务。

一 次 ，在 对 某 边 防 医 院 进 行 审 计

时，高雪莲发现，有些情况并不是某一

个医院或某一个科室的个别现象，而是

要 从 卫 生 医 疗 行 业 的 全 局 来 审 视 思

考。她结合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推

动医院良性发展的真知灼见。医院领

导感慨地说，审计组针对我们医疗行业

给出的意见建议，不仅有助于我们发现

问题，也为医院建设发展提供了很好的

帮助。

从铁面审计到寓帮于审，从问题导

向到破立并举，高雪莲认识到，审计监督

与其在违规违纪后惩戒整改，不如主动

作为，防患于未然，共同营造风清气正、

绿水青山的财经生态。

她多次应邀为部队官兵辅导授课，

解剖分析部队财经管理中容易出现的问

题及成因，教育引导被审计单位官兵在

思想上行动上彻底转到厉行法治、正气

充盈、务实干事上来。官兵们听了高兴

地说：“高审计，如果早听到你的辅导，那

些不合规的事儿就不会发生了。”

二

高雪莲原来不叫“雪莲”，母亲给她

起名叫高颖，是父亲给她改的名字，希望

她长大后，像雪莲花一样纯洁坚韧、傲立

风雪。

歌曲《雪莲花》中的那句：“雪线上的

人儿你不用说话，雪莲花就是你最美的

表达。”正是一代代边防官兵在雪域之

巅，不畏恶劣环境，不惧风雪严寒的真实

写照。

如今，她真的成了那朵傲立风雪的

雪莲花——在没有硝烟的审计战场上，

用忠诚和信仰为军事经济筑起一道坚不

可摧的安全屏障。

去年盛夏，她带队执行某后装保障

审计任务，在第一时间赶赴高原，前往边

防一线点位了解部队后装保障情况。有

人劝她，刚到高原还是先适应两天，在机

关也能开展一些工作。她却说：“如果打

起仗来，敌人会给我们时间适应吗？部

队官兵能适应的环境，我也能行。”

那次，她走访了边防哨所、坑道工

事、弹药仓库、高山兵站，有的部队驻扎

点位海拔高达 4000 多米，她不顾高原反

应和缺氧，细致地清点弹药器材、查看

军粮罐头，了解各类物资装备供应保障

情况。

在高雪莲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审计

组梳理查找出多项制约当前保障效能的

核心问题，提出的意见建议受到有关部

门高度重视，多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这就是我们审计工作存在的意义

和价值。”高雪莲说，军队审计姓军为战、

为战斗力服务是根本。要把审计落实到

战斗力中去，就应该让审计监督作用到

指挥链、建设链、管理链，甚至是杀伤链，

去疏通其中的一些淤点。

每次执行审计任务，高雪莲从不满

足于在办公室查数据看表格，而是坚持

走到一线，实打实、面对面地核准每一

个数据。对陌生的专业领域，她要尽快

从“外行”变成“内行”，努力实现每完成

一项审计任务，就成为一个领域行家的

目标。

有一年，她担任审计组长，对武警某

总队所属 6 个单位党委班子成员进行经

济责任审计。由于审计组成员大都是临

时抽调人员，审计工作经验不足，总队承

担的地方项目类型繁多，项目完工后管

理部门多已撤销，审计任务困难重重。

高雪莲认真组织大家讨论后决定，由她

亲自承担施工项目查证这一重难点内

容。她扑下身子向总队机关、基层业务

骨干学习项目组织流程，逐步摸清项目

管理规律，根据有限的工程档案，紧盯财

务凭证，外调项目现场，率先发现了一个

核心违规问题。在她的带动下，其他同

志边学边干，最终高标准完成了此次审

计任务。

三

山高人为峰。“我热爱脚下这片土

地 ，我 更 想 要 为 她 做 点 该 做 的 。”这 句

话，道出了高雪莲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热爱。

军队审计人不是正在审计，就是在

前往审计的路上。尽管路途遥远、日晒

风吹、腹饥口渴，也要时刻遵从根植内心

的使命。

很多时候，仰望父亲曾经仰望过的

夜空，高雪莲会想，父亲和他所代表的边

防军人，用一生的梦想坚守雪域高原，越

是艰难越拼搏。和“老西藏精神”“喀喇

昆仑精神”一样，有一种精神叫“军队审

计精神”：忠诚、为战、创新、服务、干净、

担当。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像一张白

纸，可以空空如也，也可以书写精彩。既

然都是一辈子，为什么不把组织给予的

岗位当画布、用奋斗的画笔去描绘多彩

人生？为何不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实现

更高的人生价值？

审 计 工 作 看 似 平 凡 ，但 也 时 刻 面

临 着 风 险 考 验 和 诱 惑 挑 战 ，能 否 用 忠

诚 捍 卫 使 命 职 责 ，在 维 护 军 事 经 济 秩

序、揭露违纪违法问题上做到敢亮剑、

敢斗争？

高雪莲忘不了，在审计的路上，有的

同志一年近 300 天在外执行任务，有的

孩子出生半年才看上第一眼，有的父母

病重也没能守在身边，有的被调整交流

到边远艰苦地区仍无怨无悔，还有的面

对干扰甚至威胁，始终做到不畏难、不动

摇、不退缩；忘不了，在审计的路上，他们

从外行学成内行，自学考取了审计师、建

造师、会计师、造价师等资格证书，有的

审计人员还成了审计领域的领军人才和

专家；忘不了，在审计的路上，她和同事

们从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

履行每一项职责做起，把查处每一个违

纪违法问题都当成对正风肃纪的贡献，

把推动每一个政策完善都当成对部队建

设的贡献……

身为其中的一员，高雪莲就是在这

样平凡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创造着不平

凡的业绩。在执行审计任务中，为查验

数据，她带领组员先后 6 次进入某实验

室。别人问她是否当真不怕辐射时，她

笑着说：“怎么会不怕？但作为一名军

人，审计岗位就是我的战位，绝不能在危

险面前退缩。”她也曾冒着 40 多摄氏度

的 高 温 ，深 入 岛 礁 现 场 取 证 ；在 海 拔

5000 多米的高原上，不顾高原反应，3 个

月辗转 2 万多公里调查核实……

审 计 别 人 一 阵 子 ，审 计 自 己 一 辈

子。高雪莲忘不了父亲牺牲那年，在执

行任务中，一旁的参谋问他：“团长，这年

头，我们吃这般苦，有人知道吗？”父亲沉

默了片刻，说：“在这茫茫的雨夜，没有人

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忍饥挨冻。但是，为

什么非要人知道呢！祖国知道，我们自

己知道，也就行了。”

今年“八一”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 12 位“最美新

时代革命军人”，高雪莲就是其中一位。

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最美

的时刻，是走在铁马冰河的千里边关，戍

守军事经济的安全防线，坚守心灵净土，

维护法纪尊严，我终于成为了一个像父

亲一样的人！

最美雪莲花
■聂 丰

1

驻守在雪域高原的上等兵徐阁，这

天夜里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左手

是雪，右手是山。身处雪山，何时出山？

第二天早晨起床号还未响，徐阁已

经穿好衣服蹲在那株蒜苗前，除了从山

下送来的蔬菜，蒜苗也许是连队方圆百

里唯一的绿色。徐阁将其安置在宿舍

板房的后侧，并用塑料薄膜为它搭了一

个家。浇水的时候，他顺便和蒜苗唠叨

了几句昨夜日记里的内容。整整一晚

上，他都没睡踏实，觉得那些想法太不

应该。

蒜苗是去年底新兵班长退伍时留

给他的。以前班长在的时候，这些话都

是要和班长讲的。

一阵寒风吹来，蒜苗摆动了一下两

片细长的叶子，像是打了个寒颤，也像

是给了徐阁一个回应。

在这海拔 5200 米的地方，军旅生

涯的 500 多天里，徐阁从未下过山，和

外界的联系也仅仅依靠连队的一部座

机。徐阁已经自问过多次：这样的青春

值得吗？

下午体能训练，徐阁想到班长以前

教他的方法。单杠场上，他开始没命地

拉杠。手开始疼了，徐阁又用力拉了好

几个。手变得麻木了，徐阁还在拉杠，

渐渐地，前方的雪山在眼前变得模糊

了。徐阁觉察到自己从单杠上脱落时

已经晚了，他只听见“咚”的一声，然后

是战友的呼喊……

这次，他“狠狠地”睡了一大觉，醒

来时，已是第二天下午。军医是连队兵

龄最长的人，他焦急的神情和已显苍老

的皮肤，差点让徐阁错以为是父亲来

了。军医后面是指导员，看见徐阁醒

了，那惊喜的笑容与平时的严肃截然不

同。有些微胖的炊事班班长也站在一

旁，见他醒来，说了句，我去热粥，便笑

眯眯地转身把一碗已经冻凝了的瘦肉

粥端去炊事班了。指导员说，这碗粥，

炊事班长都热 5 回了。

徐阁的眼睛忽然一阵发热，不一

会儿便模糊了。指导员递来纸巾，徐

阁不好意思地说，煤炉有些熏人。徐

阁环视了一周，却没看见班里另外两

个同年兵。军医说，他俩去找狼粪了，

准备给蒜苗加点肥料……

那天夜里，徐阁在日记本里写道：

左手是情，右手是爱。身处温情，誓不

出山！

2

凌晨 1 点半，边关夜未眠。

星空下，寒风肆无忌惮地侵蚀着羊

皮大衣，衣襟上结了一溜冰碴。月光

里，漫山遍野的荒芜暴露无遗。这是一

个没有树的地方。哨兵用强光手电照

了一圈又一圈，真的，一棵也没有。

没有树，却有狼。在距离哨位 50

米的地方，那发着绿光的眼睛便是。哨

兵数了数，有 3 只。

军犬吼叫了好一会儿，狼依旧没有

走的迹象。这是海拔 5200米、含氧量不

足平原一半的雪域高原。哨兵望着上

气不接下气的军犬，动了恻隐之心，于

是在下一秒，火把被点燃了。因为冷，

军犬围着火把转，因为害怕或者默契，

眼中闪着绿光的狼转眼便不见了踪影。

火把插在了地上，雪野反着光，洁

白之上，除了哨兵的脚印，再没有其他。

寒风吹灭火把之前，哨兵的手电再

次亮起。这次是朝着天上照。

哨兵想起入伍那年，母亲和自己说

过的话：如果想家了，就朝着星空看，不

管你走多远，彼此都还在同一片天空下。

哨兵数着那一闪一闪的星星，一

个、两个、三四个……不知道数了多久，

他发现一颗好大好亮的星星。

10 年前，母亲病危时没有告诉正

在 执 行 任 务 的 哨 兵 ，只 留 下 一 封 信 ：

我 走 后 ，会 化 作 你 头 顶 上 那 颗 最 大 、

最 亮 的 星 星 ，看 着 你 一 身 戎 装 ，守 护

一方国土。

9 年前，哨兵申请来到海拔最高的

这个哨所。申请书里有这样一句话：那

儿海拔最高，那儿离母亲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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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之初，他总是对高原军人充满

敬佩。虽然都是当兵，但总觉得他们是

兵中之王。

听说，在那山上，走上几步路人就

喘得不行；听说，在那山上，紫外线是衣

帽所抵挡不住的，不需多久便可使你的

脸蛋变成红苹果；听说，在那山上，一年

中有 8 个月是被冰雪覆盖，饮用水常年

来源于冰坨坨；也听说，在那山上，有孤

狼的嚎叫，有疾风的劲吹；还听说，在那

山上，有一群年轻可爱的战士，在勇敢

地和孤寂作斗争……

当兵人从来不怕苦，越苦越觉得光

荣。那个所谓“躺着就是奉献”的地方，

多少次叫他魂牵梦绕。

机会终于来了，今年团驻训地正好

选在高原。

然而欣喜劲头还未过去，他便差点

被高原征服。目的地是海拔 5200 米的

阿里某山区，为了让官兵逐渐适应，首

长批示他们在海拔 4100 米的地方先住

些日子。第一夜，他便因高原反应而头

疼欲裂，氧气瓶就在旁边，但是内心的

那股倔强不允许他伸手。当时感觉头

很沉，但最沉的还是伸向氧气瓶的那只

手。

夜，在那一晚显得无比漫长。兵站

的大板房，在黑夜中被寒风吹得嘎吱作

响，似乎是一场商量好了的恐吓。

可他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不接受任

何恐吓，他要坚持下来，要到他所向往

的艰苦地方去。

第一夜在迷迷糊糊中熬过去了，接

下来是第二夜、第三夜……

在失眠好些天以后，他终于到达了

那海拔 5200 米的地方。此前已进行了

较长时间的高原训练，身体的不适和内

心的不安都已消失殆尽。他开始饶有

兴致地观察起四周来，第一感觉是荒

凉，除了荒凉还是荒凉。他想寻找一棵

树，或者放低一些要求，灌木也行。在

原地，目光扫射了整整两圈，还不甘心

地跑到了制高点。没有，真的没有，这

里除了雪就是沙。

他的山顶第一夜，在哨位上度过。

他带着两个副哨不甘心地拿着强光手电

向周围射去，光柱里的那双眼睛冒着绿

光，它痴痴地看着他，大约也有一些惊

喜。在这儿，他们和它们对绿色的渴求

大概是一样的。上级要求，看见狼，在不

威胁到自己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别

开枪，那也是高原难得的生命。

望着周围光秃秃的一片，他点起火

把，摇晃了两下，内心呼喊着：请离开！

狼走了。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他望

着它形只影单的模样，内心竟有些动

容，他想到自己身边还有战友。

他开始思考接下来的日子。上山

之前，他曾答应过一些战友，为他们多

留下些文字，记录他们的生活，好在未

来老到再也无法攀上高原的时候，留在

炉火旁去回忆。

那夜下哨后，他写下了在高原的第

一篇文字，记录的是他们和他们头顶的

星空……

左
手
是
雪
，右
手
是
山

■
邹
文
川

在京郊平谷区桃棚、鱼子两村地界，

有一条被抗日军民踩出的崎岖山路，人

称“红谷抗战路”。

这条路，宛若一棵生长的青藤。叶

颔首、枝摇曳，依山就势、穿沟越坎，举着

花、捧着果，蜿蜒而上，直抵云端高处。

那高处，正是当年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指

挥中心。登上高处，仿佛能看到当年抗

日烽火犹在燃烧，似乎能听到前线将士

喊杀阵阵：深入敌后端炮楼，胜利攻占平

谷城，反扫荡、拔据点、埋地雷、伏击战，

激烈的战场厮杀，悲壮的大小官庄突围，

枪如林、弹如雨……抗日将士的鲜血洒

遍平谷的山山水水。

踏上这条路，追寻先辈的足迹，走近

那一个个难忘的抗日英杰。行走在这条

路上，抚今追昔，每一块石头都蕴藏着故

事，每一片绿叶都仿佛会说话，每走一步，

都会踩痛岁月深处的那段记忆：红色桃棚

的建党洞，智勇双全的包森副司令员，被

鬼子兵活埋不死的女八路，14岁的小小情

报员，摧不垮的抗日堡垒村，那些被日伪

杀害的“抗属”们，宁死不屈被狼狗活活撕

咬而牺牲的郭德喜，劈叉拾枪机智勇敢的

侦察员，烧白炭冶钢炼铁被熏黑的一张张

朴实的脸，还有三婶子的捶布石……

勇于奉献的万千平谷儿郎，一支继

承了中华民族优秀基因的磅礴队伍，一

拨接一拨，铿锵走过。

前 线 后 方 一 条 心 ，男 女 老 少 齐 上

阵。一个个抗日英豪，一桩桩传奇故事，

一队队英雄群像，在这片大地铺展开一

幅幅壮丽画卷，演奏出一曲曲悲壮凯歌！

看不尽的遗迹，听不完的故事。这

路，站起来是一座高耸的碑，躺下来是通

向胜利的桥。这碑，刻满了崇敬与怀念：

有那么多年轻人应征入伍，从这里出发，

奔向前线，东征西战。为了民族解放，为

了胜利，为了新中国，他们把年轻的生命

永远留在了平谷大地上。这桥，承载着

历史的重托，承载着千军万马，高举着旗

帜，浩浩荡荡奔赴四面八方，奔向全中

国，一直奔向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

时光流逝，岁月更迭，多少年过去

了，但人们始终没有忘记那一场战争，没

有忘记为那场战争胜利而献出宝贵生命

的先烈，更没有忘记这根脉般扎进人们

灵魂深处的“红谷抗战路”。

沿着它，人们默念着，崇敬着，一代

又一代，直达它的顶端。以无上的敬意，

把哀思，把怀念，把心愿，寄托于这片庄

严的纪念圣地。

一座高耸入云的烈士碑，象征了英

雄的崇高与不朽；一面闪烁金光的英烈

墙，让 1300 多英雄之名在这里永驻；还

有一排排空荡的墓穴——是平谷人民在

呼唤、在期盼那些无名烈士和尚未找到

遗骸的英魂们早日归来。

归来吧，在先烈们用鲜血滋润过的

热土上，来检阅后来者队伍的品格；归来

吧，来分享和平年代建设家乡实现梦想

的丰收景象；归来吧，来与新时代的人民

一起憧憬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一条抗战路
■张庆和

情感兵站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红色印记（夏布重彩） 伍艳辉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