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长 征 副 刊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５日 星期五 12

演习场的黎明（油画） 谭斯旗 胡 鑫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E-mail:gsbz81@126.com 责任编辑/郑茂琦 刘志军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第5437期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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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轻抚脸庞；雨，淅淅沥沥。对于

这个春天的到来，官兵们有着自己真切

的感受：阵地的风终于不再那么刺骨，导

弹的金属外壳终于不再那么冰凉，操作

兵器的手指也不再那么僵硬……新装备

列装以来，南部战区空军某旅风雨兼程，

磨砺剑锋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歇。

一

那年新装备列装后，他们顺利通过

了上级机关战备考核。但是担负战备

任务只是第一步，随后的实弹检验中，

部队要面对未知、复杂、全新的射击课

题，则是一份更难的考卷。

深夜时分，渤海之滨寒风凛冽，阵

阵海浪激烈地拍打着岸滩。虽然刚入

初冬，但气温已逼近零下 10 摄氏度，营

长石覃波搓了搓手，跺了跺脚，尽量让

肢 体 保 持 灵 敏 。 倏 然 ，一 阵 急 促 的 警

报声响起，全体官兵迅速冲向战位，闪

烁 的 头 灯 与 夜 空 点 点 的 星 光 交 相 呼

应 ，构 成 了 一 幅 静 谧 与 激 烈 共 存 的 独

特画面。

这是他们营接新装后的首次实弹

打靶。数小时前，在考核组的导调下，

他们趁着夜色机动到这里，已经经过了

一轮夜间紧急机动考核。接下来是最

重要的课目：实弹发射！

按以往经验，接装首次实弹打靶的

课题设置一般不会太难，主要是检验官

兵掌握兵器基本操作的能力，但这回完

全颠覆了石覃波的认识。部队经千里机

动，刚从火车上卸载，就被命令直接进驻

实弹射击阵地，并且进驻就打考核。

而接下来的实弹射击课目，都面临

着接近实战的复杂环境，而且全部在夜

间进行。射击全程也采取临机导调，上

级指挥所根据战场态势进行拦截任务

分配，每个营长的手里只有课题库，目

标在哪里、什么类型、几批几架、是否有

干扰等，一切只有上级下达拦截命令那

一刻才会知道。

一 切 就 绪 ，上 级 的 命 令 也 很 快 下

达。天线开机，转动的阵面、无形的电

波正严密地捕捉着敌机的魅影。位于

搜索席的引导技师胡森擦了擦手心的

汗，深深地调整了一下呼吸，目光紧盯

显示屏，并不断调整搜索参数和方式。

突然，一个微弱的信号在屏幕上隐约闪

烁，凭着千百次捕获训练的经验，他果

断判定目标，快速实施捕获。

“发现目标！”胡森第一时间报告。

再看参数，石覃波心头不禁一紧：这个

高度可是接近我们武器最低极限的高

度啊！实弹发射考核中出现这个高度

的目标还是第一次，而且是换新装后的

第一次。

虽 然 棘 手 ，但 石 覃 波 很 快 镇 定 下

来，组织操作员采取措施，尽可能提高

目标跟踪精度，减少地面杂波干扰，并

快速定下射击决心。

“发射！”随着发射按钮的按下，一

声沉闷的巨响打破宁静，耀眼的火光照

亮了整个阵地，导弹拖着长长的火舌直

奔夜空。瞬间的震动之后，是出奇的安

静。阵地上，官兵们的目光沿着导弹划

出的轨迹奔向远方；指控车厢内，大家

的目光随着代表导弹实时位置的符号

缓缓移动。短短数十秒的时间，感觉却

很漫长。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直至导

弹信号与目标信号完全重合，通过屏显

参数判定目标精确命中的那一刻，所有

人长长地呼了一大口气，随后一阵雀跃

的欢呼声从指控车厢传向发射阵地，在

夜空中久久回荡。

二

接装第二年，该旅又踏上了奔赴戈

壁的征程。车队沿着蜿蜒的道路向着

大漠深处疾驰。向窗外望去，一望无际

的戈壁滩上，苍黄的骆驼草在凛冽的寒

风 中 摇 曳 ，零 碎 的 片 石 星 星 点 点 散 落

着，荒凉带来的孤寂感油然而生。进驻

这一天，恰好赶上了变天，灰蒙蒙的天

空没有一丝阳光，空气中浸透着阴冷的

气息。

当兵 10 年，走南闯北 10 年，发射班

班长郑金磊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

兵了。尤其是近几年来，部队承担的任

务越来越多，这让郑金磊快速成长，对

组织战斗行动已经轻车熟路了。但办

事沉稳，是这个四川娃特有的品质，每

一次进驻，他都像第一次一样，格外小

心谨慎。

“架设兵器，战斗准备！”随着指挥

员的口令下达，编队迅速分散，轰鸣的

马达带着咆哮般的力量，扬起的沙尘淹

没了整个阵地，一辆辆重达几十吨的重

型装备如赛车般轻巧，准确入位抢占阵

地。郑金磊熟练地飞身上车一边解开

加 固 ，一 边 取 出 导 弹 装 填 所 需 的 遥 控

器。同时，他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指 挥 着 全 班 按 照 战 斗 程 序 协 同 操 作 。

各号手敏捷迅速地往返于车上车下，进

行着各项操作，口令声连续不断、此起

彼伏，毫无缝隙地衔接着每一步的操作

动作。行云流水，又紧张有序。

“战斗准备完毕！”郑金磊报告口令

时，数发导弹已完成装填和各项参数检

测，可随时升空迎敌。郑金磊特意掐了

个表，完成时间属于大纲优秀水平。对

全班这次表现，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执行任务的日子，漫长但又让人难

忘。几顶帐篷在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

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一阵沙尘袭来，

就像滔天巨浪般，几乎把整个帐篷区都

淹没了。最难对付的就是沙尘，因为沙

尘是无孔不入的，尽管极力防护，帐篷

内 的 床 单 被 子 仍 难 以 幸 免 ，每 次 睡 觉

前，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抖落整个行

军床上的沙子。

让 郑 金 磊 欣 慰 的 是 ，无 论 多 苦 多

累 ，自 己 所 在 的 战 斗 班 没 有 一 个 人 退

缩。进驻戈壁滩以来，他们几乎都是天

不亮就起床，从阵地返回时，浩瀚的夜

空已是繁星点点。

“有种战天斗地的感觉！”令他没想

到的是，自己竟渐渐喜欢上这种全力以

赴、筋疲力尽的感觉。无论怎样，拼尽

全力就不会留有遗憾。

与郑金磊相邻的是导弹吊装班的

战 友 们 。 下 士 班 长 沈 文 言 ，兵 龄 不 算

长，但参加过的重大任务和比武竞赛不

少，抓操作训练对他来说并不难。只是

手底下这套班子是当年刚刚重组的，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但相互磨合还不

够。因此，怎么把这一支充满活力的队

伍拧成一股绳，融合成一个整体，是沈

文言最看重的。

导弹吊装有着一套复杂的操作流

程，一场训练，班组 5 个人要完成上百

项操作，从车上跳上跳下数十次。每天

太阳还没升起，沈文言就带着战士们一

点一滴地抠细节、抓协同。一天的训练

下来，几乎个个都累得瘫倒。

寒 冷 的 戈 壁 ，导 弹 箱 体 的 金 属 外

壳 冰 冷 刺 骨 ，人 的 皮 肤 似 乎 也 更 加 脆

弱。吊装号手白文光在飞奔到战位吊

装导弹时，手指被箱体擦破，鲜血从布

满尘土的手背和手指间滴落。同班的

战友随即从驾驶室拿出随车配备的医

药包，拧开装满消毒酒精的瓶盖，冲洗

掉 创 伤 部 位 的 尘 土 后 ，又 用 棉 签 帮 他

进行消毒。

白文光咧了咧嘴，笑着说：“常有的

事儿。”消毒完毕，白文光自己将那块还

未完全掉落的皮肉盖了回去，战友熟练

地为他进行了简单包扎，新的训练又开

始了。

战士们告诉我，任务中，每个班组

都配备有这样的简易医疗包，像这些小

剐小蹭，不需要卫生员，大家都能够自

己熟练地解决。

三

常年南征北战，一个始终绕不开的

话题，就是家人。

部队管理科科长严云鹏向我谈起

他当连长时的故事，眼里泛着泪花。那

时，他所在营刚刚组建，没有固定的营

房，一百多人挤在一个临时大仓库，但

凡有家属提出来部队探望，都会被官兵

以各种理由婉言拒绝。后来，新营房建

成了，这是全营官兵的喜事，可两年中，

部队没有一次在营区待足过 3 个月以

上。第一次入住，是任务归建，部队直

接开进了新营房，官兵欢天喜地地打扫

卫生、规整营区，可不到一个月，又接到

外 出 执 行 任 务 的 命 令 ，再 次 回 到 营 区

时，杂草都长疯了，于是官兵又抓紧时

间剪草、种树。

严连长家属来队的愿望，一拖再拖

后终于实现。没想到的是，预计的实弹

演习任务提前了，作为连长，连队的训

练和任务准备，他都要操心，时间大都

在训练场度过。有时晚上回到家中，妻

子已坐在沙发上睡着了。而部队出征

后，妻子也不得不独自返回陕西老家，

因为，肚里的胎儿等不了部队归建就要

出生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遗憾，但每

个人又满怀热情地拥抱着这样的生活。

执行任务那段时间，上等兵唐国任

掐算着，距离退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但阵地上他的身影依旧活跃。不仅全

身 心 投 入 强 训 ，相 关 的 准 备 和 保 障 工

作，他带着几名即将退伍的战友都主动

承担起来，经常是出发得最早，回来得

最晚。“在一天就多干一点，以后再想出

一次这样的任务也没机会了。”只言片

语中，能感受到他们对这座倾注了青春

热血的军营的不舍。

夕阳映照的戈壁，霞光万道，格外

美丽。那遥远的天空如大海般辽阔，深

得不见底，远得不知边，安静如真空一

般。静下来的时候，战友们喜欢就这样

谈天说地。有苦，有累，但更多的是全

力拼搏的特殊经历，战友并肩战斗的珍

贵情谊，以及对火热军营的无限眷念。

当真正要走的时候，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深藏着难以割舍的记忆。

夜已深，那戈壁深处的帐篷区也渐

渐安静了下来。短暂的休整后，迎接他

们的，将是全新一天的战斗！

征 途 如 虹
■袁 海

在祖国北疆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

有一个边防哨所——三角山哨所。

这个哨所，发生过一个凄美而又悲

壮的故事。

1981 年，哨所里 26 岁的连长李相

恩 与 25 岁 的 漂 亮 姑 娘 郭 凤 荣 喜 结 连

理。面对戍边军人保家卫国的天职和

聚少离多的现实，年轻的妻子从未抱

怨，更是许下一生的承诺——

“你为祖国戍守边关，我为你照顾

好家庭后方！”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结婚仅仅 3

年多，妻子再也没能等到丈夫的归来。

年轻的妻子为寄托哀思，在哨所旁

种下一棵樟子松。从此，这棵树就像一

名痴情的女子，日夜伫立在山顶，呼唤

着丈夫的归来。后来，官兵们把这棵树

亲切地称为“相思树”。

哨所的战士来了一批又一批，走了

一拨又一拨，而这棵樟子松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守望着……

成都的夜，绚丽璀璨，明艳动人。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 28 岁川妹子易

思嘉任凭泪水划过脸颊。月色下，她更

加思念远在祖国北疆的爱人，奢望着来

自丈夫的一个拥抱。

3000 公里外，三角山边防连夜色静

谧，连长王禹博迟迟没有松开挂断的电

话，他不敢相信妻子流产的事实，自责、

懊悔、无助一股脑涌上心间。

那个夜晚，连长王禹博又走进连队

荣誉室，来到那尊“李相恩烈士”铜像

前。每当他感到沮丧、背负压力、工作

受挫时，都会独自来到这里找老连长说

说心里话。

这是来自连队第 19 任连长与第 5

任连长，跨越时空的对话。

“ 那 年 新 兵 入 伍 ，凤 荣 预 产 期 一

天 比 一 天 接 近 ，我 接 到 上 级 命 令 ，到

教 导 队 训 练 新 兵 ，军 令 如 山 ，回 家 团

圆 的 计 划 又 成 泡 影 ……”打 开 展 柜 里

老连长泛黄的日记本，王禹博泪流满

面。

听过哨所相思树故事的人，无不为

此所感动，并感召着那些热爱兵哥哥的

女孩子。

王禹博的爱情既简约又浪漫。那

是一个穿越数千里之遥的爱情故事，从

祖国西南的天府之国到内蒙古北疆边

陲的三角山哨所，正所谓遥远的不是距

离。

2019 年初冬，易思嘉第一次来到三

角山边防连时，正是冰封雪裹的时节，

给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只能用三个字

来形容——“冻透了”！

草原的寒冷，让这位川妹子有一种

无处躲藏的感觉。

然而，王禹博与连队战友们的热情

深深地打动了易思嘉的心，王禹博骨子

里透出的边防军人威武气质，更是令她

一见倾心。

爱情的火焰，彻底驱散了严冬的酷

寒。

你守边防，我守家。2020 年 10 月，

易思嘉成为王禹博的新娘。在相思树

下，二人携手献上蓝色的哈达，两条纯

净的哈达在湛蓝的天空下迎风飘舞，宛

若脚下蜿蜒流淌的哈拉哈河，涓涓长

流。

婚后的王禹博与爱人易思嘉分隔

两地，聚少离多，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

日子。

和老连长与老嫂子一样，他们二人

也保持着鸿雁传书的习惯，写信可以寄

托相思，他们就把彼此的思念，用文字

倾诉在信件里。

“禹 博 ，来 信 收 悉 ，真 高 兴 小 巴 特

尔考上大学了，我会继续支持你做的

一切……”在爱人易思嘉的支持下，王

禹博连续三年资助的蒙古族贫困高中

生巴特尔终圆大学梦。

信笺两端，是二人欣慰的笑脸。

有欢颜，更有苦涩。当易思嘉怀孕

3 个月的时候，去医院孕检发现，胎心不

跳了。易思嘉强忍悲痛，她知道，千里

外的爱人正在带领连队备战比武，一直

等比武结束才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王

禹博。

那一刻，电话中，两人的泪水随电

波交织在一起。

今年春节，易思嘉乘飞机来到内蒙

古兴安盟阿尔山，当她走出机舱，走下

舷梯的那一刻，雪花像银蝶一样纷纷飞

来。当她走出候机大厅，爱人王禹博早

已手捧鲜花站在那里。

除夕夜，她陪着爱人站岗，他又给

她讲起那说不完的边防故事……

哨所“相思树”
■梅世雄 沈利松

走进沂蒙山，仿佛就走进了那段血

与火的历史。几十年过去了，硝烟散去，

但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时时撞击着

沂蒙儿女的心扉……

那片土地上涌现出的几个英雄群

体，他们的故事至今荡气回肠——沂蒙

红嫂、沂蒙识字班、沂蒙担架队、沂蒙独

轮车队、蒙山飞虎队、沂蒙儿童团……他

们的事迹至今仍是人们开展红色教育的

绝佳教材……

在这里，党和人民能水乳交融；在这

里，人民军队能如鱼得水。在这里，军民

共同创造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人们不禁要问：沂蒙人民为什么会

和共产党共命运？沂蒙人民又为什么会

和人民军队同生死？

老百姓对共产党、子弟兵亲，是因为

共产党、子弟兵对老百姓好。1940 年 9

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山东省战时

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实行民生主义，

改善人民生活。”

江 山 就 是 人 民 ，人 民 就 是 江 山 。

1939 年 5 月，著名学者梁漱溟到国民党

山东省政府驻地东里店考察乡村建设，

他记述了当时招待的情景：“我赶到东里

店的一天，大小官员聚会一处，雍容雅

谈，晚七时欢宴，酒菜奢侈，竟有从青岛

运来的啤酒汽水。”6 月，他到了沂水县

虎岩庄八路军某部，随部队在庄外山沟

里休息吃饭，饭是红薯加豆粟煮的粥，没

有菜。两者对比，他感慨良多，从国民党

的奢侈享受与共产党的艰苦朴素中，看

到了两党的本质区别。

沂蒙百姓看到了这片热土上“老八

路”的赴汤蹈火。将士们不怕牺牲，关键

时候用自己的“死”换来百姓的“生”。

1944 年 1 月 24 日恰逢大年除夕，朱

村家家户户贴对联、办年货。当天夜里，

驻临沂的 500 多名日伪军对鲁东南的临

沭县朱村进行报复扫荡。危急时刻，“枪

声就是命令”，八路军第 115 师 4 团（滨海

军区“老四团”）3 营 8 连在连长鄢思甲带

领下火速赶来救援，激战 6 个小时击退

凶残的日伪军，24 名八路军光荣牺牲，

村民却无一伤亡。

从此，朱村有了一个传承至今的年

俗：大年初一的早饭时分，朱村的父老乡

亲集结在朱村抗日战斗纪念碑前，祭奠几

十年前为保卫朱村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牺

牲在这里的 24位八路军。他们按照农村

祭奠先人的风俗，摆好饺子、汤圆、水果和

茶具、酒器，把过年的第一碗饺子敬奉给

烈士们。前来参加祭奠的，有白发苍苍的

老人，有身强力壮的青年，有朝气勃发的

学生，还有纯真可爱的孩童……每一次祭

奠，都是一次历史重温。

解放战争时期，鲁南区遭到国民党

“还乡团”的反攻倒算，90%的村庄被洗

劫，14 万名干部、群众被杀害，即便这样

也没有动摇人民群众跟党走的决心意

志。诞生在烽火沂蒙的歌曲《跟着共产

党走》，歌词写道“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

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这就是沂蒙人民“永远跟党干革命，砍下

脑袋也不叛党”的真实写照。

八百里沂蒙记住了将士们，这里的

每一座山头就是一座高高耸立的英雄纪

念碑，那是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筑起

的清晰可见的精神坐标。血与火的战

场，炼就了沂蒙壮士的铮铮风骨，那一座

座昂然屹立的褐色山崮，如同壮怀激烈

的勇士头颅，构筑成沂蒙巍峨的脊梁。

沂 蒙 人 民 铁 心 向 党 、不 求 回 报 。

1941 年冬，日本侵略者对沂蒙根据地发

动大规模“扫荡”，一名八路军小战士突

围负伤，身后有日本鬼子追击。沂蒙红

嫂明德英看到后，立即把他隐藏好，等日

本鬼子走远了，她发现小战士流血过多

晕了过去，嘴角干裂不时轻微颤抖，像是

要水喝，但周围没有水，便毫不犹豫地解

开衣襟，将乳汁挤进小战士的嘴里。经

过明德英的精心照料，小战士终于康复、

重返部队。事实上，在当时的沂蒙山区，

户户忙支前、村村有烈士、乡乡有红嫂，

用乳汁救伤员的还不止明德英一人，许

多重伤病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救回了

生命。回顾这段历史，真是可歌可泣！

1987 年秋天，一位部队领导又来到沂蒙

山区，寻找当年救他的恩人时，一位大娘

这样说：“像俺们这般年纪的人，谁都做

过这样的事。那是应该的，你还寻个啥

呢。”当他见到沂蒙六姐妹中健在的五位

大嫂时，一提起往事，她们都异口同声地

说：“记不清了，还提那些陈年旧事干啥

呢。”这，就是英雄的沂蒙人民！

红色沂蒙遍地英雄。一幕幕惊心动

魄的场面，一次次同仇敌忾的搏斗，蕴含

着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表现出气壮山

河的英雄气概。“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

向共产党……”这首发自内心的深情旋

律，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传唱。

红
色
沂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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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只有冬天的地方

我发现一群士兵根据气压、风、湿度、云

绘制了一幅等温线图

在积雪的峰顶，陡峭的绝壁、深谷

标记为极寒；

在高原罕见的白杨树应属零下几度

在一张晒成岩石色的脸上可以找到

零度

在茅刺短短的花期里，定为暖春

在展示各式旗帜的绿洲，刻上：

美丽的夏季

而等温线的弯曲部位向野战帐篷凸出

线条密集，预计温度比沸水还高

至于原因，士兵们笑着不答

我要讲述太阳如何暴晒他们

从皮肤晒至内心

都有一种历经沧桑的红

还要提及，大雪封住了喀喇昆仑

所有的道路都蜿蜒

所有的雪花都汇集于此，天空下的一切

都白，它们都善于模仿

一支进山的车队，轮胎在厚雪里喘息

一支下山的方阵

吱吱带响的足迹也都富于节奏

四季冻得通红的手指

托举着蔬菜、米面、防寒物资……

一路被风雪撕裂、推倒、下陷

可是我不能说出他们的故事

甚至看见一棵白杨都会流下热泪，或许

是——我——的！

喀喇昆仑
■董庆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