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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是最亮丽的青春底色，奉献是

最壮美的人生乐章。

对军人来说，无私奉献是鲜亮的本

色。人民军队 95 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就

是一部人民子弟兵为人民赤诚奉献的

史诗。从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到李

向群、林俊德、张超……人民子弟兵甘

愿抛头颅、洒热血、赴危难，谱写了一曲

“祖国安宁我光荣，人民富裕我幸福”的

奉献之歌。

人 民 军 队 中 涌 现 的 一 代 代 先 进 模

范 ，无 不 体 现 着 奉 献 精 神 。 我 们 之 所

以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一次次取得伟大

成 就 ，正 是 因 为 数 不 尽 的 中 国 军 人 坚

守 使 命 、奉 献 青 春 ，为 党 、国 家 和 军 队

的 事 业 ，为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利 益 牺 牲

小我、成就大我。

放眼今日人民军队，平凡而伟大的

奉献者何止千万。那些奋战在抢险救灾

一线的官兵，为了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不顾个人安危；那些在演兵场、训练

场摸爬滚打的官兵，为履行使命苦练打

赢本领；那些扎根雪域高原、大漠孤岛的

边防军人，舍弃繁华舒适，用青春热血诠

释使命担当……正因为广大官兵无私奉

献、艰苦奋斗，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刻冲

得出来、顶得上去，才有了人民幸福、国

家安全。

过去的成就靠奉献和奋斗取得，明

天的辉煌依然要靠奉献和奋斗去创造。

今天，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重任已

历史性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只有

肯付出、愿奉献，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强

军才有依靠、打赢才有保障。广大官兵

要用奉献精神踩实奋斗足迹，在砥砺奋

进、无私奉献中，承担起强军兴军的伟大

使命。

（作者单位：65655部队）

用奉献精神踩实奋斗足迹
■刘远龙

2006年，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迎来一条天路——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将荒凉雪域与繁华内陆相连。
两年后，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队执勤三中队的前身部队正式组建。从此，一茬茬中队官兵驻守在海拔 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顶着

风雪严寒，守护在这条连通幸福的运输线。
入伍快 10年的二级上士谭廷兴，如今是中队最老的兵。他已记不清在这条巡逻路上见过多少飞驰而过的列车。为了让一趟趟列

车平安往返，谭廷兴在这片冰雪封冻的高原上守护了一年又一年。
汽笛长鸣，十年如一日。
从安多到唐古拉段，138公里的“无人区”，执勤三中队官兵一次次沿着铁轨巡查。10年间，累计巡逻里程100余万公里，相当于绕地

球走35圈半。
时光荏苒，青藏铁路已安全运行超过 5000天。每一天的叠加，都映照着中队官兵的奋斗岁月。他们在铁路旁见证了列车疾驰的身

影，见证了旅客幸福的笑容，也见证了时代飞速的发展。

天刚破晓，墨蓝的天空嵌着几颗稀

疏的星星。此时，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

长王司恒睡意全无。他轻身起床，顺着

林间小道向导弹测试阵地走去。

“王班长，又起这么早啊！”站岗的哨

兵听见动静，探头看过来，王司恒三步并

作两步朝这边走来。

在战友眼里，50 岁的王司恒是见过

大世面的导弹“兵王”，参加过的实弹发

射任务数不胜数。“老王就像营区山上

的云杉树一样，苍劲挺拔，默默为导弹

事业奉献了整个青春。”战友们这样评

价他。

在高原，王司恒一守就是 32 年。刚

下连时，王司恒下定决心，要在部队扎下

根来。如今，“小王”已变成“老王”，成了

该旅唯一超期服役的一级军士长，带出

上百名徒弟。

不久前，导弹年检测试，一台仪器

发生不明故障，突然“罢工”。旅里研究

后没能找出故障原因，决定更换机组。

刚休假回来的王司恒一听说，扔下行李

就往坑道跑：“这台仪器我了解，最多是

坏个零件，绝不会报废！”他拿起工具开

始鼓捣，3 小时后，仪器又开始轰隆隆地

运转。

“我入伍前只有初中文化，是党培养

了我，是部队成就了我。”来到部队后，王

司恒一步步成长为精通导弹测试电子线

路专业的技术骨干，并成功考取本科毕

业证。

那 年 ，一 名 专 家 来 到 阵 地 巡 修 装

备。王司恒带着积攒了多年的专业问

题，一股脑儿地向专家请教，有的问题甚

至问了十几遍。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

了”。平日不善言辞的老兵眼睛瞪得溜

圆：“我就是不懂啊，不懂就得问，不是

吗？”

在儿子王硕勋眼里，父亲就像一块

硬朗的山石，在高原深山练就了一身“武

艺”。如今，王硕勋也已参军入伍成为一

名上等兵。他曾向父亲讨教成为一名

“兵王”的秘诀，王司恒只让他记住一句

话——“要甘于平凡，但决不甘于平庸。”

“要甘于平凡，
但决不甘于平庸”

■雷 柱 李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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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的铁路，就是诗
与远方

玉苏普艾力·阿卜力米提又一次踏

上熟悉的巡逻路。

巡逻车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剧烈地

颠簸摇晃。这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列

兵坐在车里，被颠得“像兔子似的一蹦一

蹦”。

海 拔 超 过 5000 米 ，长 达 138 公 里 。

这是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队执勤三中队

守护了 14 年的铁路线。

虽然已经走过许多遍，玉苏普艾力

仍然忍不住好奇地向车窗外张望——

周围随处可见的山峦好像连绵不断

的城垣，尽是奇形怪状的石头；时不时有

土拨鼠从地里钻出来，机警地观察四周；

铁路不远处，一群野驴在旷野中自由地

游走觅食。

沿 途 的 风 景 ，一 如 往 常 般 辽 远 疏

旷。玉苏普艾力看着车窗外飞快掠过

的画面，恍然回想起一年前，自己第一

次来到唐古拉山的旅途。“刚到中队时，

我 兴 奋 又 新 鲜 ，因 为 没 有 见 过 这 么 多

山 ，我 对 中 队 的 一 切 都 感 到 好 奇 和 快

乐。”玉苏普艾力说，“可惜，这份快乐没

能持续几天。”

最开始巡逻那几天，母亲视频聊天

时忍不住问他：“巴郎子，你的脸咋了？”

“我被唐古拉的风雪‘打’了！”玉苏

普艾力指着脸上脱的皮，幽默地回答。

那一次，玉苏普艾力和战友登上山

顶检查通信基站。山道崎岖，有些地方

积雪厚度达到几十厘米，一脚踩下去，大

雪顿时没过膝盖。强劲的冷风毫不留情

地往口鼻里灌，玉苏普艾力连话都说不

出来。

在他们周围，一望无际的积雪反射

着刺眼的光。洁净的雪面上，光线反射

率 能 达 到 95%，亮 度 几 乎 接 近 太 阳 光 。

“脸被强烈的紫外线照得又红又肿，像是

被打了一耳光。”那次巡逻回来，玉苏普

艾力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

如今，玉苏普艾力已经习惯了高原

生活的种种“馈赠”。“选择了就要坚守。

脚 下 的 铁 路 ，就 是 我 要 守 护 的 诗 与 远

方。”他说。

沿着向深山纵深延伸的铁路，巡逻

车渐渐驶进葱郁的山谷。

“火车来了！”突然，上等兵加央多吉

高声叫道。指导员立即让驾驶员靠边停

下，提醒大家整理着装。

火车车轮碾过铁轨，发动机的轰鸣

声越来越近。巡逻车停稳的瞬间，巡逻

组官兵迅速下车列队。

“敬礼！”火车从大山里钻出来，玉苏

普艾力又听到那声熟悉的口令。他抬起

手臂，郑重敬礼。这一刻，火车司机鸣响

汽笛，车厢里几个乘客注意到窗外的官

兵，向他们挥起了手。

玉 苏 普 艾 力 瞬 间 热 泪 盈 眶 。 他 想

起第一次向火车敬礼时，指导员说过的

话——

“青藏铁路是西藏人民的政治线、经

济线、生命线、团结线，每一次敬礼就代

表着又一次完成好任务，守护了这一车

人的安全。列车司机与天路守护者间的

无声互动，是默契，是感激，也是坚定信

念的相互鼓励。”

高原的洗礼，让他们
更加坚强

来到三中队前，列兵谢利明从没到

过这么遥远的地方。

谢利明的家乡在海南。从温暖宜人

的海岛到寒冷荒僻的高原，他从未想过

自己会跨过这么遥远的距离和海拔。

来到中队，谢利明扛过了高原反应、

晒伤脱发，却在进入训练阶段后，遇见了

最难过的一道“坎”——单兵综合训练。

这是一项非常考验耐力的课目，也

曾是谢利明最感觉慌张的课目。由于高

海拔地区氧气不足，单兵综合训练对体

力消耗十分巨大，无论“跨越深坑”，还是

“通过高低台”，都让个子不高的谢利明

头疼不已。等到“翻越高墙”时，他往往

已经气喘吁吁、筋疲力尽。

那 天 ，又 是 一 次 常 规 单 兵 综 合 训

练。哨音响起，谢利明猛地从起跑线冲

了出去。就在快到深坑处时，他的步子

却越收越小，身体变得僵硬。

突然，谢利明停在了深坑前。旁边

的班长看着他又一次犹豫，摇摇头说：

“ 在 翻 越 障 碍 时 ，要 向 前 看 ，不 要 向 下

看。精神高度紧张的时候，你向下一眼，

就觉得像万丈深渊。”

谢利明望了班长一眼，艰难地挤出

一个“是”。他重新调整呼吸，准备奋力

一搏。“一定要通过！”谢利明加快步伐，

咬紧牙关，向对面冲去。

奋 力 一 跃 ，谢 利 明 右 脚 着 地 ，左 腿

紧 接 着 跟 上 ，踉 跄 落 在 深 坑 对 面 的 边

缘。从深坑、高低台，到独木桥……汗

珠一滴滴砸在地面，他喘着粗气闯过一

关又一关。当竭尽全力攀上高墙又成

功翻下来时，谢利明知道：他终于战胜

了自己！

雪域高原之上，谢利明只是众多官

兵的一个缩影。一茬茬武警官兵来到唐

古拉山，来到执勤三中队，他们每个人都

是在这样的洗礼中克服困难，将这支队

伍锤炼得更锋利、更坚强。

在官兵的努力下，中队自建队以来

取 得 许 多 荣 誉 ：“ 基 层 建 设 标 兵 中 队 ”

“‘四铁’先进单位”“集体三等功”“基层

建设先进中队”……

伴随着这些荣誉，中队官兵扎根在

这里，也把青春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每一块石头，都铭刻
一次相遇

又是一年清明。

每年这个时候，中队官兵都会来到

“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在修建铁路牺

牲的英烈纪念碑前，举行描红仪式，祭奠

先烈。

18 岁 新 兵 白 元 光 已 经 下 连 一 个 月

了。参加描红仪式前夜，他激动得直到凌

晨才睡着。“起床之后，我就希望时间能过

得再快一点，赶紧到目的地。”白元光说。

真正站到纪念碑前，拿起画笔、蘸上

颜料，认真描摹碑上字迹的瞬间，白元光

突然想起 20 世纪一位外国旅行家在《游

历中国》中写下的话：有昆仑山脉在，铁

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如果没有长眠在雪山下的筑路英

雄，就不会有今天的青藏铁路。”笔刷触

碰碑石的那一刻，白元光真切体会到自

己守护的这条生命线的重量。他仿佛和

这支部队更加贴近，也和这片荒凉的土

地有了更深的牵绊。

执勤三中队有这样一个传统：捡石

头。十几年来，中队官兵将自己在高原

各个角落捡到的特殊石头带回来，清洗

后安放在营区温室当中。时间一年年流

逝，官兵一茬茬来去，温室里的石头也一

块块地增多。

二级上士谭廷兴还能记起自己捡的

第一块石头，“那是一块长满铜矿的扁平

石头”。

2015 年，还是上等兵的谭廷兴正检

查铁路栅栏，突然留意到脚下闪闪发光

的东西。他停下脚步，捡起这块石头，激

动地把它拿给司务长看。“温室又有‘新

家伙’了。”司务长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那时，中队温室里已经摆放了许多块不

同形状的石头。

每块石头，都铭刻着一位官兵与这

片土地、这条铁路的相遇。

来中队 9 年，谭廷兴捡了几十块石

头 。 和 其 他 战 友 一 样 ，他 会 在 这 些 石

头 上 写 下 一 行 行 寄 语 。 建 队 以 来 ，许

多官兵用这样的方式记录着对中队的

情愫——

“有些路很远，走下去会很累，可是，

不走又会后悔”，这是老司务长王大牛的

感 悟 ；“ 耐 得 了 寂 寞 ，守 护 好 脚 下 的 土

地”，这是班长朱坤的誓言；“青春不止诗

和远方，还有国家和担当”，这是新兵白

元光的信念……

一茬茬官兵接力传承，守护着青藏

铁路安多至唐古拉段的平安运行。他们

在偏僻高原的一隅，见证了国家高速发

展，交通物流日益繁忙，提速后的列车满

载 货 物 ，穿 过 唐 古 拉 山 抵 达 更 远 的 藏

区。这些不断跨越的脚步，正是中队官

兵远离繁华、坚守于此的意义。

最近，谭廷兴捡回了一块红色大理

石。那天，巡逻途中突遇雷雨，他们的

巡 逻 车 陷 入 泥 坑 。 合 力 推 车 时 ，谭 廷

兴将这块石头垫在车轮底下。等把车

成 功 推 出 来 ，他 又 捡 起 这 块 石 头 带 回

了中队。

谭廷兴将这块石头洗刷干净，放在

温室的鱼池旁边。“不论什么时候，我都

愿意为守护这段天路冲锋陷阵。不论风

里雨里，我都不会退缩。”他说。

守护天路 守望幸福
■李明辉 本报记者 杨 悦 特约通讯员 蒋国语

2011年，空降兵某旅雷神突击队正式成立。雷神突击队成为人民空军唯一一支特种作战部队。

雷神突击队多次完成重大比武任务，数次执行抢险救灾和空中安保任务，练就了随时遂行多种特种作战

任务的能力。

2021年，雷神突击队首次跨区机动数千里，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标识、无指挥引导的条件下实施武装跨

昼夜翼伞集群伞降。图为特战队员利用翼伞进行武装远程渗透。

杨越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