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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高原作证，流血牺牲
寻常事

前不久，山南军分区“百人百事”事

迹展上，古怒、高明诚、张贵荣等烈士的

名字赫然在列。

细心的邱耀萱发现，古怒烈士英勇牺

牲时 19 岁，模范团长高明诚长眠雪山时

39岁，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以身殉职

时 49 岁。几个年龄段数字的背后，是边

关将士震撼人心的牺牲奉献。

今年 7 月 15 日，是烈士苏万飞一周

年祭。这些天晚上，吉布哨所哨长苏江

龙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好几次，他打开

与苏万飞的微信对话框，颤抖着手打出

几个字：“万飞排长，一年了……”只是，

他没有点击发送，又默默地删掉了。

闲暇时，上等兵仲召国手机里又响

起那首《祖国不会忘记》：“在茫茫的人海

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

哪一朵……”听着听着，仲召国不觉间泪

水在眼眶打转。

往事并不如烟。去年 7 月 15 日，对

于全连官兵来说刻骨铭心：那一天，排长

苏万飞坠崖牺牲。一个月后，苏万飞被

西藏军区批准为烈士。

吉布哨所隐身于峭壁密林之中，是

西藏军区为数不多不通公路的哨所之

一。哨所的一袋米、一筐菜曾经全靠官

兵肩挑背扛。2019 年 7 月，哨所开通索

道，结束了守哨官兵“背山”的历史。

那天，一切如常，只是风刮得比平常

大些，索道上装载观察设备的大铁桶在

爬升过程中晃动厉害。苏万飞带着列兵

仲召国来到“收货”平台。

“铁桶摇晃得厉害，会不会掉下去？”

苏万飞很担忧，他命令仲召国退后。铁

桶到达龙门架时，突然加剧晃动，苏万飞

见势不妙，一把抓住，没想到钢绳从滑轮

槽中脱落，巨大的力量一瞬间将他带下

悬崖。身后的仲召国还没回过神来，苏

万飞已经不见踪影，一旁的观察设备却

安然无恙。

“排长，排长……”仲召国声嘶力竭

喊着。

最难以释怀的，是时任指导员杨作

飞。2020 年元旦早上，吉布哨所哨长欧

阳叶因患爆发性心肌炎医治无效，来不

及拥抱新年的第一缕阳光，便永远闭上

了眼睛。

弥留之际，欧阳叶拨通杨指导员的

电话，使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道：“等病好

了，我还要回哨所。”

旧伤未愈，又添新痛，怎叫人不动

容？和杨作飞一样，那天，连长索朗群培

第一时间赶到哨所，在岩壁间找到牺牲的

战友苏万飞。他含悲带泪，哭得像个孩

子。

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写道：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据统计，从进军西藏、

保卫西藏到建设西藏，山南烈士陵园里

已长眠了 600 余名烈士。尽管这样，一

茬又一茬的边防官兵，还是前赴后继地

在这里扎根，无怨无悔地戍守在这里。

时光荏苒，雪山回荡英雄赞歌。30

多年前，在进驻无名湖途中，排长张子

义 背 负 数 十 公 斤 物 资 走 在 队 伍 最 前

面。长途跋涉，张子义体力严重透支。

靠在一处山崖边休息时，张子义突然紧

紧攥住胸口，一口鲜血喷在雪地上，壮

烈牺牲。

蓝天为证，他们的背影屹立成山。6

月 12 日，老兵丁松时隔 39 年重返雪域。

参 观 军 分 区 军 史 长 廊 时 ，在 3197 哨 所

“张福林班”展陈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

兵深情地敬了一个军礼：“我以前就是

‘张福林班’的副班长……”老兵的动情

讲述，将现场官兵带回了那段艰苦岁月。

1951年 12月，进军西藏途中，在雀儿

山担任开凿花岗岩地段主攻任务的张福

林，检查发现准备装药的炮眼有问题，便连

忙检修，不料被一块石头砸中壮烈牺牲。

翌年，张福林被授予“筑路英雄”荣誉称号，

他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

如今，“张福林班”驻守 3197 高地，

张福林烈士的精神一直传承至今，官兵

们以哨为家，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 20 余

次。

雪山上，永远铭刻他
们的名字

站在某边防团七连营门口，向海拔

3782 米的金布山望去，隐约可见索道的

龙门架矗立在笔直的悬崖上，蟒蛇般的

钢绳从谷底直插云端，到达吉布哨所。

苏万飞牺牲后，战友们将他坠崖的

地方取名为“舍身崖”，每逢清明、烈士

牺牲纪念日，大家都会献上洁白的哈达

寄托哀思。

雪山无名，却永远铭刻着英雄的名

字 。 距 离“ 舍 身 崖 ”约 100 米 的 一 片 树

林，官兵们取哨长欧阳叶名字中的“叶”，

名曰“思叶林”。

“因突发性心肌炎牺牲的欧阳哨长，

生前常常在这片林子里修路，这里的一

草一木是他眼中最美的风景。”士官王浩

宇追忆。

有的人留在了寒冬，却铺就了通往

春天的路。林中通往哨所的山路，雨雪

天时湿滑无比。牺牲前，欧阳叶一直带

领战友找石铺路。哨所少石，他便扩大

搜索范围。路铺好后，哨所附近方圆 1

公里的石块，都被他“一网打尽”。

走进“思叶林”，林中挂着的 1001 只

千纸鹤随风摇曳，成为吉布哨所的一道

特别的风景。

千纸鹤是从云南“飞”到雪域边关

的。今年年初，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大三学生茶秋月，通过新闻知道吉布哨

所、了解欧阳叶和苏万飞的事迹后心生

敬 意 ，利 用 课 余 时 间 叠 成 1001 只 千 纸

鹤。和千纸鹤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封书

信，她在信中写道：“1001，寓意千里挑

一，你们是千里挑一的好儿郎……”

在茶秋月寄来特殊礼物之前，河南

漯河的拥军模范李丹也送来祝福，包裹

里塞满了大白兔奶糖等食品，还有几个

“福”字摆件。

“你们是最可爱的人，有机会一定再

到哨所去看望你们。”李丹是西藏边防军

人的“铁粉”。2018 年八一前夕，李丹前

往西藏边防，在詹娘舍哨所与官兵交流，

西藏边防军人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遥远边关，英雄并没有被遗忘。和

苏万飞一样，上等兵古怒巡逻路上坠崖

牺牲的地方也叫“舍身崖”。只是这个名

字，足足早了 15 年。

古怒牺牲后，他的新兵连副连长马云

山，跪在悲痛欲绝的古怒母亲面前说：

“妈，我们都是您的兵儿子！”

10 多年来，马云山坚守“替战友尽

孝”的承诺，这声“妈妈”越叫越亲。每次

休假，家住江苏的马云山都会前去古怒老

家重庆住上一段时间，在这个和他并没有

血缘关系的家中，做儿子应做的家务，尽

儿子应尽的孝道。

每个边防军人身后都有一个家，一

家不圆只为万家圆。对于军娃胡博文而

言，父亲已有 10 年“没回家”。他只能通

过一张泛黄的相片“认识”父亲胡永飞。

从母亲周忠燕口中得知，父亲远在西藏

服役，盼着父亲回家成了他朝思暮想的

执念。

然而，苦等 10 年后，胡博文才明白，

这 是 母 亲 延 续 了 10 年 的 善 意 谎 言 。

2009 年，身为汽车队队长的胡永飞带车

前往拉则拉哨所执行任务，因路面塌方

坠崖，车内 3 人被抛到了车窗外。

受伤的胡永飞看见，不远处有一块

被卡车带落的巨石朝驾驶员和副驾驶员

滚来。千钧一发之际，他眼疾手快将昏

迷中的副驾驶员推开，自己却被滚石击

中头部。两名战友幸免于难，他却永远

留在了高原边关。胡永飞牺牲的地方，

被官兵们称为“英雄坡”。

2019 年，周忠燕鼓起勇气将真相告

知儿子，并带着儿子千里迢迢来到高原

边关，登上拉则拉哨所。跋山涉水，千里

奔波，母子俩站在哨所上，看着哨楼百感

交集。雪山上的拉则拉哨所就像一座丰

碑，成了母子俩的精神寄托。

古 老 的 色 曲 河 ，从 峡 谷 中 蜿 蜒 而

下。在河的中下游，岸边千仞石壁上“将

军崖”3 个鲜红大字格外醒目。1984 年 1

月，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勘察边

防巡逻道，在崎岖的山路上，一手拄着拐

杖、一手拉着马尾艰难前行，中途突发高

原性心肌梗塞，永远地倒在了边关。从

此，“将军崖”便成了戍边卫士的精神高

地。

将军崖、舍身崖、思叶林、英雄坡……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

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饱含着边防军人对

党对祖国对西藏的无限深情。

前行，是对先烈最好
的祭奠

“2012 年对我们连队来说是一个有

点特殊的年份。”回忆往事，某边防团二

营营长杨祥国依然心绪难平。1998 年

罗国稳牺牲、2005 年古怒牺牲……不知

道谁发现这个巧合，每隔 7 年，连队就有

1 名战友牺牲。

对此，时任连长余刚并不迷信。但

他丝毫不敢大意，古怒牺牲后，古怒妈妈

悲痛欲绝的情景历历在目。

“连队官兵亲如兄弟，一个都不能

少。”每次巡逻都牵动着他和指导员张晓

斌 的 神 经 。 特 别 是 那 年 5 月 的 一 次 巡

逻，新兵次仁顿珠着实让张晓斌惊出一

身冷汗。

那次巡逻，次仁顿珠格外积极。到

达“舍身崖”不远的一处绝壁，“路面”宽

不足 50 厘米，脚下是万丈悬崖。其他战

友都是拉着保护绳慢慢前进，而他身负

30 公斤的重物一路小跑。见状，张晓斌

心急呵斥：“你不要命了！”

好在有惊无险，2012 年连队圆满完

成所有巡逻任务，官兵安然无恙。“睡袋、

登山梯等巡逻物资装备不断升级，给官

兵人身安全加了一把锁。”杨祥国说，“雄

关险隘并没有吓倒官兵，一茬茬官兵沿

着英雄的足迹勇敢前行。”

前行，是对先烈最好的祭奠。苏万

飞牺牲后，副连长熊中辉临危受命，接替

苏万飞的哨位。“努力做好苏排长生前未

竟之事。”上哨之初，熊中辉深感责任重

大。经历连续失去 2 名哨长的悲痛后，

他深知时间是治愈伤口的良药。这位曾

经的二等功臣尝试用自己的方式，使大

家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

熊中辉有自己的心得——注意力转

移法，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丰

富哨所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解开

“心结”。器械训练场一再升级。单杠是

用两根杜鹃树干搭上一根钢管制成的，苏

万飞上哨后平出一块地，从连队拉来一副

单杠，简易版变成制式版。如今，熊中辉

带着大家发扬“南泥湾精神”，在“苏万飞

版”单杠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器械训

练场。

新兵党员马俊玺说：“身边榜样是我

们前行的不竭动力。”下连之初，他便主动

递交巡逻申请，成为同年度兵第一批走上

巡逻路的战士。

马俊玺从小生活在新疆塔城。在家

人支持下，马俊玺从青海民族大学毕业

后，毅然参军来到雪域边关。听了欧阳

叶、苏万飞战友的感人事迹，马俊玺坚定

地说：“苦地方累地方，建功立业的好地

方。”

欧 阳 叶 去 世 ，连 队 下 士 彭 毅 特 别

伤心。之前，彭毅和欧阳叶总会相约一

同训练，相互鼓励。魂兮归来思念长，彭

毅把对欧阳叶的怀念化作刻苦训练的动

力。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彭毅

在西藏军区“雪域之巅·2020”比武竞赛

中创破纪录，夺得单杠引体向上课目第

二名，荣立三等功 1 次。

万水千山，归处是你。雪山上，那一

串串脚印，那一道道风景，都记录着一段

段可歌可泣的边防军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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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厚土 英雄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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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一线归来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女

兵邱耀萱依然心潮起伏。作为西藏山南

军分区一名基层党史宣讲员，这一次边防

一线之行她发现，聆听边防战友讲述身边

的故事，远比自己准备的讲稿更感人。

青 山 处 处 埋 忠 骨 。 在 古 怒 烈 士 墓

前 ，邱耀萱仿佛看到了巡逻途中为救战

友 被 飞 石 砸 中 英 勇 牺 牲 的 那 个 年 轻 身

影；在海拔 4520 米的无名湖哨所，她仿佛

听到了模范团长高明诚踏雪巡逻的脚步

声……

这些天，一个个英雄的名字，一段段

感人的故事，始终萦绕在邱耀萱脑海。70

年来，为了保卫西藏、建设西藏，无数边防

官兵前赴后继，把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留

在了雪域高原。仅山南烈士陵园里，就长

眠着 600 余名烈士。

“高天厚土，英雄常在。”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百

年征程筚路蓝缕，七十载军民同心向党。

学习先烈的英雄事迹，让邱耀萱感到，与

其说是自己赴边防一线哨所开展党史宣

讲，不如说是接受了一次震撼心灵的教育

熏陶。

从 和 平 解 放 到 废 除 封 建 农 奴 制

度，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把铁路修

到“第三极”……如今，西藏脱贫攻坚

全面胜利，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

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

生活更加幸福！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西

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

里，回顾雪域高原取得的人间奇迹、不

朽功勋，我们看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

党人、一批批党员干部前赴后继援藏、

建藏、爱藏的身影，也看到了一茬茬子

弟兵义无反顾守卫西藏、建设西藏、繁

荣西藏所付出的牺牲与奉献。

“喜马拉雅山再高，没有人民子弟

兵的功劳高；雅鲁藏布江水再长，没有

人民子弟兵的情意长。”人民子弟兵从

进藏之日起，就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

西藏社会稳定、发展西藏经济建设作

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始终牢记党

和人民的重托，扎根雪域高原，奉献藏

族群众，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可以说，西藏各族人民正是从亲

人解放军的言行举止中认识党、相信

党、拥护党的。70 年来，人民子弟兵

在建设西藏、保卫边疆过程中，一岗一

哨听党指挥，一举一动听党号令。他

们视西藏人民为父母，想西藏人民之

所想、急西藏人民之所急，大力宣传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教育、科

技、医疗全方位扶贫，积极参加地方重

大工程建设和抢险救灾，西藏各族群

众早已把人民子弟兵当做党在西藏工

作的化身。

70 年来，是人民子弟兵修建了西

藏第一条公路、第一座电站、第一所

学校、第一家工厂，在世界屋脊上创

造 了 一 系 列“ 第 一 ”；从 告 别 松 枝 照

明、酥油点灯的历史到建成“信息高

速公路”，从抢险救灾到维护边境、社

会稳定，西藏社会安全稳定和经济建

设发展，无不凝聚着人民子弟兵的汗

水和辛劳，他们不仅是西藏社会稳定

的坚强柱石，也是西藏经济建设的生

力军。

可以说，西藏 70 年发展史，就是

一部驻藏人民子弟兵在党的领导下与

西藏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谋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驻藏人民

子弟兵全心全意为西藏各族人民谋幸

福的历史。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

垂不朽！”从山南烈士陵园里长眠的

600 余名烈士身上，我们看到了无数

人民子弟兵保卫西藏、建设西藏、繁荣

西藏的牺牲奉献，看到了生生不息的

雪域高原处处凯歌高奏的英风浩气。

近年来，网络上流传着两句感人

话 语 ：“ 如 果 你 记 得 我 ，我 就 永 远 活

着！”“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今年，我

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1500 多

名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英烈被大

家铭记。在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的

日子里，我们同样深切缅怀他们——

那些为西藏解放、建设、发展牺牲的无

数革命先烈们！

——是他们，献身于风雪，却种下

了春天。很多人都知道，和平年代里，

军人是流血最多、牺牲最大的群体之

一。可很多人不知道，驻藏军人奉献

更多、牺牲更大。仅当年修建川藏北

线公路，就牺牲 2000 多名军民，平均

修建 1 公里就有 2 名官兵牺牲。

——是他们，扎根于西藏，永远被

铭记。无论是“舍身崖”，还是“思叶

林”，抑或“将军崖”，都告诉我们：边关

自有后来人，英雄九泉应含笑！他们

闪亮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雪域高原

上，永远传颂在藏族群众中。

70 年征程漫漫，70 载初心永驻。

黄花祭忠魂，秋风慰英雄。在举国同

庆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我们欣

慰地告诉苏万飞、古怒、欧阳叶、张子

义、张福林、张贵荣等无数为保卫建设

西藏牺牲的先烈们，人民没有忘记你

们，祖国没有忘记你们！

缅怀与爱，一直都在！

他

们

的

名

字

值
得
永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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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部队领导及苏万飞的亲属护

送英雄回家；图②：苏万飞的家人抱着

他的骨灰哭得撕心裂肺；图③：苏万飞

生前遗物；图④：在英雄精神的感召下，

官兵们奋力前行。

本版图片提供：王 浩、李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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