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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哨所战士维护保养新型太阳能供暖系统；图②：巡逻归来，战士在宿舍休息；图③：官兵在哨所绿植

旁读书；图④：风雪过后，积雪被战士们砌成雪墙；图⑤：哨所官兵种植的水培蔬菜郁郁葱葱。

雪山有路视角一 无名湖哨所方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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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远方的哨所，她跋山涉水，一路

追寻——梦里这一幕 ，令卯建敏泪湿枕

巾。

卯建敏的未婚夫叫张鹏威，是西藏军

区无名湖哨所二级上士。去年至今，哨所

任务繁重，张鹏威 2 次推迟了婚期。雪花

飞舞，一年又要过去，张鹏威向爱人许诺：

相聚在这个春节。

“大雪封山，能否如愿？”卯建敏的担

忧不无道理。对于这座矗立云端的哨所，

她早就在关注。无名湖海拔 4520 米，四

季风雪不断，每年大雪封山达半年之久。

和张鹏威相恋之初，卯建敏就听说这么一

句“顺口溜”：“旺东的雾，无名湖的路，边

防官兵云端住。”

从字面意思不难理解：旺东雾大，无

名湖路难走。她还听张鹏威在电话里说，

哨所建成至今，冬季来到无名湖探亲的军

嫂，5 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2019 年底，张鹏威有过一次“被困无

名湖”的遭遇。一场暴雪不期而至，通向

外 界 海 拔 5000 米 的 山 口 被 积 雪 覆 盖 。

手里攥着已批复的休假报告，他只得望

雪兴叹。

一等数日。雪后天气转好，经请示团

里同意，张鹏威和中士熊成雪中同行，从

一条羊肠小道绕山而出，这才踏上了归家

旅途。

大雪阻路，团圆不易——并非只有驻

哨的军人品尝过这种酸涩。

那一年春节前夕，军嫂冷冬梅千里迢

迢到无名湖探亲，被大雪拦在半路上。她

的丈夫、一级上士周添保，赶紧向上级报

告。团队出动装载机，推通 10 余公里的

雪道，夫妻俩才得以团圆。

冷冬梅是无名湖在冬季迎来的第一

位军嫂。那个春节，她在哨所度过了一个

真正的团圆年。今年进入 11 月，风雪袭

来，海拔 5000 米的山口再次被封。“你还

下得了山吗？”面对卯建敏的担心，这次张

鹏威肯定地告诉她：“我一定会如期返家，

你不用担心。”

问君归期必有期。原来，就在今年夏

天，无名湖环线公路开通，彻底结束了哨

所大雪封山的历史。回家探亲的报告很

快得到上级批准。坐在大客车上，望着车

窗外的雪山，想象着这条向远方延伸的公

路连接着家乡和爱人，张鹏威心里暖意融

融。

无名湖哨所临山壁而建，官兵徒步登

哨颇为艰难。张鹏威记忆中，几支施工队

前来勘探都“摇头折返”。2020 年在各级

协调推进下，大型工程机械崖壁凿路，机

器轰鸣响彻雪海云天。

经过 2 年多建设，无名湖哨所官兵的

“团圆路”终于打通了。“下一步，天路环线

还将铺成柏油路，哨所官兵出行将更加便

捷。”听着张鹏威的介绍，卯建敏已经开始

了她的憧憬——那天边的无名湖哨所，一

定会和她在不久的将来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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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路”：穿越风雪来相聚

从北京到拉萨，3000 多公里，乘飞机需要航行 5 个多小时。

从拉萨到西藏山南某边防团，数百公里，开车有时要走3天。

从山下的连队到无名湖哨所，直线距离 5 公里，每次上哨

送物资，战士都要攀爬 3 个多小时。

年终岁尾，无名湖哨所迎来大雪封山的寒冷冬季。对于

驻哨的官兵来说，这是一段孤寂漫长的日子，长达半年的风雪

将一切阻隔在山外，雪山环抱中的哨所似乎超越了普通意义

上的远方。

新时代十年，边防变化日新月异。路通了，灯亮了，哨楼更

暖，信号更广……在被风雪阻隔的山的这边，在靠近祖国边防线

的偏僻之地，昔日的雪海孤哨如今换了新颜。正如一位边防战

士所说：“所谓遥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地理上的，一种是心

理上的；地理上的遥远与寒冷难以改变，但恰恰也是因为这种远

与寒，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感觉到春天的温暖。”

边关不远，雪山不寒。边防官兵的“心”，永远与祖国的发

展同频共振。挺立在风雪哨位上，他们身后的万家灯火与头顶

的星光渐渐融为一体，化为一片璀璨。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

者的脚步走进雪域高原哨所，感受这个冬天的别样的温暖。

夜色正浓，刚熄灯查完房，南

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排长华岳照

常来到营院石凳前，深吸一口气，

把目光投向满天的繁星。

远处，一道流星划过天际，他

想起了自己和爱人顾静曾在这里

许下诺言：陪你一起走过守望星

河的岁月。

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这一刻，顾静刚哄睡了女儿，像往

常一样给华岳发来信息。看着手

机屏幕上女儿天真烂漫的笑容，

华岳嘴角不由轻轻扬起。

华岳和顾静，相识在一个繁

星满天的夏夜。2015 年军考时，

在集训队，每天复习到深夜的华

岳，遇到了同样在集训队准备考

学的顾静。一起拼搏的日子，他

们更加了解彼此、熟悉彼此。最

终，华岳如愿考上军校，顾静遗憾

落榜，无奈选择退伍。

军校毕业，华岳被分配到祖

国南陲，驻守一个山顶哨所。入

夜，抬头望着星河，看着流星划过

天际，华岳决定用手机记录这些

美好，把每一个浪漫的瞬间分享

给爱人顾静。

这对异地恋人，选择了牵手

同行。这一年，他和她约定了一

起过个团圆年。可华岳突然接到

任务，心心念念的顾静决定“飞”

到哨所，独自一人跨越千山万水，

前往边关的“家”。

一大早，她就从苏州出发，坐

高铁，转 2 趟飞机，在人生地不熟

的乡村转乘客车……顾静也是老

兵，当哨所出现在她眼前时，她呼

吸到了熟悉的气息。

连 队 虽 偏 远 ，风 景 却 很 美 。

那阵子，华岳利用休息时间带顾

静走遍了哨所附近的山山水水。

陪伴着心爱的人、守着思念的军

营，看日出日落、茫茫云海……顾

静觉得，幸福就是如此简单。

华岳和顾静坐在石凳上。顾

静说：“天边那颗最亮的星星，就是

我们感情的见证。以后你想家了、

想我了，就在这里给我打电话。”

华岳指向北极星，他们一起

约定，以后看到这颗耀眼的星，就

代表我在想你，你在我心中的位

置永不变。

又过了一年多，两人迎来了

他们的宝贝女儿青禾。华岳说，

他的“星空”，从此又多了一颗星。

顾静每天上班，还要照顾年

迈的父母，十分不易。如今为了

照顾宝贝女儿，她半夜独自一人

起身给孩子喂奶、换尿布……

每次累了，顾静就会靠在阳

台边，望着夜空中那片星星。作

为一名老兵，她深知军人的职责；

如今成为军嫂，她更能理解华岳

身上的责任和使命。“我愿和你并

肩战斗，做你坚强的后盾。你安

心守国，我尽心守家……”这是顾

静和华岳共同的守望。

星河愈加灿烂，山顶分外宁静。

华岳又像往常一样望着满天繁星……

守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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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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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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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初霁，西藏军区肖观察

哨官兵有的刚刚巡逻归来。利用

饭前时间，中士殷思远走进室内

训练场，在跑步机上开始锻炼，不

一会儿额头上就溢出了汗珠。他

干脆把外套一脱，穿着体能训练

长袖衫继续奔跑。

电话铃声响起，镜头那边，母

亲的面容和蔼可亲。见儿子穿得

单薄，殷妈妈关切地问：“哨所冷

不冷？运动之后要当心，别感冒

着凉。”

“冬天哨所屋里很暖和。”殷

思远边说边调整手机摄像头，给

母亲展示上级新配发的壁挂式电

暖炉。

观 察 哨 位 于 海 拔 4200 多 米

的山口上，长年风雪肆虐。建哨

之 初 ，老 一 代 守 哨 人 艰 苦 创 业 。

1995 年冬天，时任连长杨子进带

领 7 名官兵背运物资，遭遇暴风

雪，战士崔伟、隆元友、钱宇滑落

山谷，身躯化作皑皑雪山。

戍边 12 载，二级上士贺新对

哨所昔日的苦寒记忆犹新：每逢

11 月至翌年 5 月，哨所天寒地冻、

呵气成冰，夜晚盖上 3 床被子，也

觉得冷。

2020 年夏天，上级派工作组

到哨所勘察。几番考证后，决定

采用新型太阳能供暖系统为官兵

冬季供暖。

有了“小太阳”，哨所房间冬

天温暖得像春天。历时 3 个月工

程 建 设 ，当 年 大 雪 封 山 前 ，新 型

太阳能供暖系统正式落户哨所，

两个 60 立方米的蓄水罐轻松满

足 全 连 供 暖 洗 澡 ，官 兵 形 容 道 ：

“供暖系统装了定位仪，如同‘向

日葵’，可自动跟踪太阳方位，最

大 限 度 地 吸 收 光 能 ；遇 雨 雪 天

气 ，还 能 自 动 翻 转 ，避 免 积 雪 结

冰。”

前不久，党的二十大代表、团

政委何正海来到哨所宣讲党的二

十大精神。讨论交流环节，官兵

们结合强军十年变化畅所欲言。

“新型巡逻服不仅防水，还轻便保

暖能吸汗”“供暖系统节能环保，

能 为 哨 所 提 供 全 时 服 务 ”“‘ 科

技+’跑出保障加速度，守哨官兵

暖到心坎上”……

哨长田间谈起自己的一次亲

身经历。今年年初哨所遭遇罕见

暴 风 雪 ，深 夜 ，积 雪 压 断 了 电 话

线。“越是恶劣天气越容易出特情，

与 上 级 的 通 信 联 络 一 刻 也 不 能

断！”田哨长带着中士陆意、李陕云

立即出门检修。风雪太大，他们只

能沿着电话线一点点匍匐前进。

修复断点“爬”回哨所后，他们的衣

服裤子已经上冻，作战靴根本脱不

下来。“幸亏哨所里很温暖，战友们

迅速为我们做保温处理，才避免了

冻伤的发生。”

“冬天上哨，战士们最关注的

就是保暖与供氧。”接着哨长的话，

殷思远如数家珍说起哨所变化，观

察哨虽小，却配齐了罐装氧、便携

式吸氧仪等，不但巡逻执勤时可以

随时补氧，巡逻归来也可以舒舒服

服地吸上一会儿氧气，既缓解疲

劳，更养精蓄锐。这些年，哨所再

也没有官兵患过肺水肿等急性高

原病。

“小太阳”：暖到官兵心坎上

国色芒色哨所有个“梦工厂”。车还

没到哨所，记者就听到了这个新名词。同

行的哨所官兵解释说：“这是一个播种希

望的‘梦工厂’。”

屋外冰天雪地，“梦工厂”什么样？哨

长杨再军故意卖起关子：“走，看看就知道

了。”

上 等 兵 贾 耀 鹏 是 哨 所 新 任 种 植 员 。

他说，初到哨所，原以为眼前只能望到一

望无际的白色。没想到的是，第一顿午餐

就看到了绿，餐桌上的火锅冒着热气，两

盘诱人的绿色蔬菜被端了上来。吃上一

口涮好的万年青，新鲜感冲击着味觉……

这个从小在内蒙古长大的小伙子，体会到

了别样的满足。

一边说着，贾耀鹏一边带记者走进哨

所旁的“集装箱方舱”。方舱里春意盎然，

空心菜、小白菜等绿叶菜，被精心栽种在

水培营养液中，一棵棵长势良好。

2019 年哨所建成这座方舱，谁也没想

到雪山哨所能种活 10 多种蔬菜。两年多

来，贾耀鹏和战友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菜苗，

在这个“方寸天地”之中，用汗水换来了丰

收，一个个绿色的梦想在这里放飞。这里，

也就成了官兵口中的“梦工厂”。

“自己种菜自己收，‘梦工厂’的蔬菜

很‘治愈’！”杨再军说。

记者浏览“哨所日志”发现这样的记

录：全年有 200 余天被大雾笼罩，土壤容易

滋生真菌，加之天气严寒，哨所驻地很难

种活蔬菜。哨所还流传着“扛着菜地追阳

光”的故事——

许多年前，哨所官兵买来菜种栽种在

废弃弹药箱中，趁着太阳露脸的间隙，追

着让这些“宝贝”沐浴阳光。

弹 药 箱 里 种 出 来 的 那 点 菜 ，看 都 看

不够，怎么舍得吃？冬季吃菜，只能靠官

兵们轮流到山下连队“背菜”。二级上士

李 进 回 忆 ，连 队 驻 地 与 哨 所 直 线 距 离 5

公 里 ，单 程 却 要 攀 登 2 个 多 小 时 。 2017

年 夏 天 ，山 上 滚 落 的 巨 石 堵 住 了 官 兵 的

“ 背 菜 路 ”，时 任 哨 长 高 贵 鸿 带 着 2 名 战

友，艰难绕行小路，直到天黑才把鲜菜背

进哨所。

种活菜，就这样成了一茬茬哨所官兵

的心愿。2019 年 9 月，上级邀请种植专家

对哨所的温度、湿度、含氧量等数据进行

考察论证，成功引进“无土栽培”技术，建

设 新 型“ 植 物 工 厂 ”，让 昔 日 梦 想 成 为 现

实。

也是在那一年，经过“竞聘”，哨所下

士徐海金成了首任“种植员”，派往南京学

习无土栽培技术。他掌握了光线强度调

节、营养液浓度调配、方舱温度控制等技

术，回到哨所大显身手，种活第一茬蔬菜。

有了第一茬，就会有第二茬，徐海金

的 种 菜 技 术 出 名 了 ，他 从 哨 所 调 到 了 连

队，又从连队调到了团里，当起了“种植教

员”。“梦工厂”也在更多哨所落户，放飞更

多绿色的梦想……

“梦工厂”：绿色蔬菜扎了根

寒冷的冬天，岗拉哨所的君

子兰开了。

手机屏幕上，千里之外的老

兵汪泽昆，第一时间看到了这张

照片。同一时刻，岗拉哨所一片

冰天雪地，走下值班岗位的下士

张浩斌正对着手机，迫不及待地

向汪泽昆报告这一消息。

有花为伴，守哨的岁月多了

几许颜色。今年 9月服役期满，汪

泽昆选择脱下军装、返回大学继

续完成学业。挥手道别之际，这

位大学生士兵向同年兵张浩斌千

叮万嘱：哨所的花要照顾好……

退伍离队，除了朝夕相处的

战友，让汪泽昆牵挂的就是哨所

的“盆栽”了。当年穿上军装，老

兵把“雪山花开”的重任交到汪泽

昆手上，他怎能忘记？

“岗拉”藏语意为：高大的雪

山。哨点海拔 4820 米，是西藏山

南军分区海拔最高的驻兵点。这

里风大，哨所周围只有石头，寸草

不生。夏天巡逻归来，汪泽昆惊

喜发现，山下石缝里开着一簇黄

花。

挖出小黄花，放在怀里，他把

花带回了哨所。

岗拉的风雪没有一丝柔情。

那晚，官兵睡得正酣，只听“哗”的

一声，铁皮房顶“开了天窗”，睡在

上铺的战士辛国惊醒了，簌簌雪

片落在他的额头。

官兵们披衣而起，打着手电，

在距哨楼约 40 米的地方找到“不

翼而飞”的铁皮顶，大伙儿折腾到

半夜才修好房顶。那一夜，官兵

们伤心了——大家移栽的“盆栽”

都被冻死了。

“花开花落花常在”——这是

哨所官兵的最大心愿。汪泽昆没

想到，他会成为那个留住春天的

人 。 在 他 的 建 议 下 ，第 一 批“ 盆

栽”从山下连队带上哨所。这些

绿 植 中 ，格 桑 花 最 受 官 兵 喜 爱 。

但美好的事物总是金贵，一夜风

雪突袭，“花仙子”都被冻蔫了。

这可把汪泽昆心疼坏了。他

把烤火炉抬到花盆旁边；休息时

在网上浏览、翻阅书籍，熟悉花的

生长习性。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官兵精心繁育下，格桑花终于开

枝散叶，落户哨所。

之后，汪泽昆又在网上购买了

4袋矢车菊种子，卖家承诺的“四季

开花、撒土就活”让他兴奋极了，那

天晚上，他做了一个花海的梦。

矢车菊嫩芽也顺利地破土而

出。这个消息被团领导知道了，

一个月后，“阳光棚”在哨所投入

建设。打那以后，官兵在训练巡

逻 之 余 ，有 了 一 个 休 闲 的 好 去

处。大家都说：“阳光棚，可以为

心情遮风挡雪。”

今年初，团里为哨所装配新

式集装箱板房，君子兰、七叶莲、

龙须树、金边吊兰、文竹等这些以

往在高原鲜见的绿植，相继在哨

所落户。一簇簇花儿、一棵棵绿

植，映照着窗外的风雪，成为了一

道新景观。

受汪泽昆影响，张浩斌也加

入“护花使者”行列。哨所土壤不

肥沃，他便借下山之机，蚂蚁搬家

似的从连队背回土壤。入冬前的

一场大雪，让张浩斌惊出一身冷

汗。风雪狂舞，眼看积雪越来越

厚，就要压塌棚顶，张浩斌见状连

忙冲进阳光棚，将盆栽一一搬进

宿舍。

得知张浩斌的细心，汪泽昆

连连点赞。“等你再回哨所时，一定

让你看到梦里的花海。”手机屏幕

上，张浩斌的脸上溢满幸福。

“阳光棚”：花开花落花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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