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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白的哈达，一头系
着牵挂，一头系着奉献

“舒萍老班长要回中队啦！”得知这

一消息，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机动六

中队官兵翘首以盼，渴望与这位素未谋

面的进藏老兵早日相见。

“ 老 班 长 ，欢 迎 回 家 ！”当 舒 萍 推

开 中 队 学 习 室 的 大 门 ，官 兵 全 体 起

立 。

“老班长，快给我们讲讲你们当年的

故事吧！”还没等舒萍开口，中队的队史

讲解员蔡江龙抢先说。

那年，武警浙江总队接到命令，抽

调一支中队移防西藏。当时，还是下士

的舒萍，与六中队其他 58 名战友一起，

纷纷写下决心书，扛着“进藏中队”的队

旗 ，毅 然 挺 进 4000 多 公 里 外 的 雪 域 高

原。

隆重的誓师，不舍的告别，绿色的军

列 ，巡 逻 的 脚 印 …… 坚 守 高 原 4000 多

天，一级上士舒萍目送当年一起入藏的

战友陆续退役。

走 进 六 中 队 荣 誉 室 ，舒 萍 在 一 张

老照片前停下了脚步。“营门口这两排

水柳树，是我们刚到日喀则时，钱坤队

长 带 着 我 们 一 起 种 的 。”舒 萍 说 ，在 雪

域 高 原 种 活 一 棵 树 太 难 了 ，当 时 他 们

对 小 树 苗 百 般 呵 护 。 每 到 退 伍 前 夕 ，

老 兵 们 都 会 拥 抱 水 柳 树 ，向 脚 下 这 片

土地告别。

舒萍泪眼婆娑，缓缓取下哈达，庄重

地放进橱窗。“虽然现在我也离开了部

队 ，但 我 希 望 进 藏 精 神 能 一 直 传 承 下

去。”情到深处，他有些哽咽。

“老班长，您放心！我们一定传承好

进藏精神。”蔡江龙站起来，向舒萍敬了

一个礼。

担任中队队史讲解员后，蔡江龙也

碰过不少壁。参观荣誉室的官兵有时

会问一些他答不上的问题：“为什么当

初进藏时，中队没有一个人打报告要留

下来？”

蔡江龙认真向舒萍请教了这些细

节，记录整理下来，反复练习串讲。日

复一日，蔡江龙对进藏官兵的故事了如

指掌——

由 于 海 拔 高 ，高 原 反 应 成 为 进 藏

官 兵 训 练 生 活 的 第 一 个 拦 路 虎 ；巡 逻

路 上 险 象 环 生 ，冰 河 里 的 暗 流 、滚 落

的 山 石 、变 幻 莫 测 的 气 候 都 考 验 着 他

们……

新 兵 们 被 前 辈 们 的 故 事 深 深 震

撼，上等兵李荣发眼中噙满泪花。

儿 时 ，李 荣 发 的 家 乡 曾 遭 遇 泥 石

流 灾 害 。 驻 地 武 警 官 兵 奔 赴 现 场 展

开 救 援 ，一 名 武 警 叔 叔 紧 紧 护 住 他 的

头 说 ：“ 小 朋 友 ，不 要 怕 ，我 们 来 救 你

们了。”

从此，那抹橄榄绿成为李荣发心中

最神圣的颜色。长大后，母亲对他说：

“去当兵吧，当一个好兵。”

入伍来到六中队后，李荣发也想成

为一名队史讲解员。原本，他以为只要

面带微笑，流畅地把队史上的资料背出

来就行了。蔡江龙告诉他，讲解员不能

只当“复读机”复述历史，而要当“播种

机”传承英雄精神。

那段时间，李荣发反复练习讲解，

嗓子都哑了。“每次想要放弃，看到荣誉

室那条哈达时，我又浑身充满力量。”他

说。

在一遍又一遍的讲解过程中，李荣

发 对 进 藏 精 神 的 真 谛 领 悟 更 加 深 刻 ：

“我常常会把自己融入连史故事中，思

考自己能否像前辈们一样奋不顾身、默

默坚守。”

队旗无言，照亮前行
之路

“为什么让我扛旗？扛旗会影响我

发挥！”

“这是我和队长商量后的决定。这

次是团体赛，不是你的个人秀！”

当兵 9 年，一班班长郑聪健第一次

和中队主官起了争执，原因是指导员江

逸豪让他在第二天的集体五公里武装越

野中当旗手。

纵使不理解，郑聪健的执拗还是败

给了江逸豪的执着。

“砰”，指令枪一响，郑聪健扛起印有

“进藏中队”的队旗冲了出去。

集体五公里武装越野的成绩，取决

于最后一名到达的时间。郑聪健率先冲

到终点后，用力挥舞着旗杆。他发现，随

着每一次挥舞，战友们的步频快了、步幅

大了。

当 中 队 最 后 一 位 战 友 冲 过 终 点

线，评判员按停秒表，成绩定格。

这是中队集体五公里武装越野的最

好成绩。“咱们的队旗好像有魔力，看着

它随风飘扬，我就感觉有一双大手在后

面推着我！”返程路上，列兵李铭楷兴奋

地告诉郑聪健。

从旗杆上小心取下队旗，郑聪健把

它挂回中队荣誉室墙上。

“ 这 面 队 旗 带 来 的 精 神 力 量 ，为

什 么 比 加 油 鼓 劲 还 有 效 ？”驻 足 凝 视

队旗，郑聪健疑惑不已。

2019 年 年 底 ，指 导 员 江 逸 豪 千 里

奔 赴 高 原 ，从 日 喀 则 带 回 了 当 年 六 中

队 入 藏 时 上 级 授 予 的“ 进 藏 中 队 ”队

旗。

当时，这面队旗并没有引起郑聪健

的注意。他躲在一旁，盘算着个人成长

的下步计划——凭借拔尖的军事素质，

在比武场上摘金夺银。

与郑聪健想法类似的，还有上等兵

王宇。这位大学生士兵对未来的规划很

明确——尽 2 年义务就回去读大学。

其实，每名官兵心里都深藏着宝贵

的火种，只是需要合适的契机被激发点

燃。

胡 怀 辉 ，时 任“ 进 藏 中 队 ”指 导

员 。 退 出 现 役 前 ，他 一 直 在 指 导 员 岗

位上坚守。

钱坤，从“进藏中队”中队长，成长为

武警日喀则支队执勤二大队副教导员，

战斗在雪域边关最前线……

这些“进藏中队”的前辈们，他们也

曾梦想仗剑守故乡，却因一纸命令，甘愿

用青春浇灌雪域格桑花。

一 天 晚 上 ，郑 聪 健 敲 开 了 指 导 员

的 门 ：“ 指 导 员 ，队 旗 上 真 的 有 进 藏 精

神吗？”

“虽然不在旗子里，但近在咫尺。”

“在哪儿？”

“在你心里！”江逸豪一字一顿给出

答案。

当晚，郑聪健再次来到荣誉室。灯

光下，他看到自己的影子与队旗逐渐融

合在一起。

这面无声的旗帜，校正了郑聪健的

军旅坐标，抹去了他的年轻气盛。

生活不会辜负每一分努力，也不会

亏待每一位奋斗者。

2021 年 5 月，郑聪健参加支队军人

运动会，获得个人全能第一名，荣立三等

功；同年 12 月，他所带班因工作突出，荣

立集体三等功。

在 支 队 组 织 的 事 迹 报 告 会 上 ，台

下有战友问郑聪健：“哪个荣誉最来之

不易？”

“ 荣 立 班 集 体 三 等 功 ！”郑 聪 健 坚

定 地 说 。 那 一 刻 ，他 脑 海 里 突 然 想 起

一 句 话 。 当 时 ，指 导 员 从 日 喀 则 迎 回

队旗，在队列前说：“做人，不能光看得

到 了 什 么 ，更 要 看 做 了 什 么 有 意 义 的

事。”

多次荣立三等功后，总有人拿郑聪

健和支队几名一等功臣、二等功臣去比

较。郑聪健也渴望着，有一天能站在更

高的领奖台上。

每当迷茫、失落时，郑聪健总会到荣

誉室看看那面队旗。当年，面对严重的

高原反应和恶劣的环境，中队官兵无一

人退缩。如今，自己面对的并不是生死

考验，如果连名利得失这一关都过不了，

还谈什么奉献……

队旗无声，一如往常。推开荣誉室

那一道门，郑聪健好像听到了答案。

一封封“家书”，跨越
万水千山

日喀则，藏语意为“土质最好的庄园”。

对中士刘乾坤来说，他不知道日喀

则是否有庄园，更不清楚那里的土质好

不好。他只知道，自己现在写的这封信，

寄到日喀则要很久。

这一寄，跨越 4000 多公里；这一收，

历时 3 个月。

江南水乡，中队会议室灯火通明，刘

乾坤握着笔，怀着对远方战友的敬佩，在信

里写下青春的烦恼，或是最近发生的趣事。

笔尖在纸上来来回回，一气呵成。

随后，刘乾坤将信塞进信封，期待着早日

收到回信。

雪域高原，武警日喀则支队江孜中

队班长刘万里，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个

沉甸甸的黄色信封。

拆开信，读着洁白信笺上的黑色墨

迹，刘万里静静思索。展开信纸，他用笔

尖将千言万语寄托在这方寸之间。

带着美好祝愿，这封回信又跨越万

水千山，抵达另一头。

这是刘乾坤寄往西藏日喀则的第 4

封信；这是刘万里收到的第 13 封来自浙

江的信。

智能手机流行的今天，人们早已习惯

无处不在的网络，习惯语音视频的方便快

捷，久违了展开信纸时的期待与感动。

这样的书信往来，中队官兵已经坚

持了 12 年。

当年，在入藏前的体检中，医生告诉

下士林德进，他不能去西藏服役，否则会

有生命危险。

尽管林德进再三恳求，医生仍在体

检报告单上注明“不建议去西藏服役”。

送别同年兵刘万里和其他战友进

藏 之 时 ，林 德 进 心 中 五 味 杂 陈 —— 他

成了六中队唯一一个留在浙江驻地的

士兵。

听闻日喀则经常大雪封山，手机信号

不好，林德进一琢磨，既然电话联系不方

便，那就给进藏的战友写封“家书”吧。

伴随着新春的祝福，林德进的第一

封信从杭州寄出。

直到盛夏时节，林德进才收到刘万里

的回信：“德进，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当兵，

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来这儿……”

“戍边”二字，自古苍凉沉重。在高

原扎根奉献，他们成了真正的雪域卫士。

一封回信，如一束微光，浸润着中队

官兵的心田。

因为有情怀，所以坚持书信往来；因

为坚持书信往来，情怀被不断滋养。

2022 年年初，支队部队管理股股长

陈济，来到六中队进行安全检查。推开

图书阅览室的门，只见书柜最显眼的位

置，摆放着数十封“家书”。

翻着翻着，看到收件人写着“陈济”

那封信时，他端详了好久。

当时，陈济任六中队中队长。因为

家庭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他萌生了转业

到地方发展的念头。

就在陈济准备递交转业申请书时，

时任中队指导员交给了他一封信。

收信人：陈济；寄信人：钱坤。

“自己和老中队长钱坤素未谋面，哪

来的信？”带着疑问，陈济拆开了信封。

信里，钱坤并没有建议陈济该如何

选择未来的路，只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

都写进了信里——

当年进藏前，时任中队长钱坤刚刚结

婚。听说移防的消息后，他的妻子和父母

连夜赶到部队，请求组织把他留在浙江。

一边是新婚爱人和年迈父母，一边

是组织命令，钱坤最终选择了听令出征。

送行的火车站台上，妻子哭红双眼，

钱坤抚摸着她的头发说：“服从命令是我

的天职。没有大家的安全稳定，哪来我

们小家的幸福美满。”

吻别妻子，钱坤毅然带队踏上进藏

的列车。

一封信，两个家庭，时光仿佛在此交

汇。“这是钱坤当年的选择，那自己呢？”

陈济不禁陷入深思。

后 来 ，陈 济 再 也 没 提 起 要 转 业 的

事 。 战 友 们 记 得 ，那 次 中 队 长 把 自 己

关 在 学 习 室 ，和 家 人 通 了 很 长 时 间 电

话。

将信纸折好小心塞回信封，陈济的

回忆也瞬间被拉回到现实。

如今，在六中队学习室抽屉里，仍有

一封未寄出的信。下士苏德生计划着，

等退伍后去一趟日喀则，带上这封未寄

出的信，把它埋在水柳树旁，静静陪伴进

藏战友留在日喀则的青春岁月。

一条哈达、一封封“家书”，连同那面

迎回的“进藏中队”队旗，默默激励着六

中队官兵奋力前行。

两 个 中 队 一 条“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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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把一条哈达摆在荣誉室

里？这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不久前，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机

动六中队荣誉室的橱窗前，一群新兵对

着一条哈达议论。

讲解员蔡江龙严肃地整了整军容，

将这条哈达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这条哈达，一头系着西藏，一头系

着浙江。

那年，中队官兵积极响应号召，移

防到西藏日喀则。两个月后，支队从各

单位抽调人员组建成新的六中队。从

此 ，两 个 相 隔 千 里 的 中 队 有 了 一 个 紧

密的精神纽带。

望着新战友热切的眼神和这条洁

白的哈达，下士蔡江龙的思绪不禁回到

自己的“兵之初”——

入伍后，面对新兵连紧张的训练生

活节奏，从小娇生惯养的蔡江龙，多次

想打退堂鼓。

下连后，蔡江龙还是那样：作风稀

稀拉拉，训练马马虎虎。班长徐龙锋做

了很多工作，可效果并不理想，蔡江龙

仍一心想着“混”满两年就退伍。

一个周末，指导员江逸豪把蔡江龙

叫到房间，给了他一个微信号。

“指导员，你不会要给我介绍女朋

友吧？”蔡江龙嬉皮笑脸地问。

“你加了这个微信就知道了！”江逸

豪也没多说。

在 好 奇 心 的 驱 使 下 ，蔡 江 龙 等 待

着这个神秘的微信好友同意加自己为

好友。

添加好友成功后，蔡江龙的兴奋感

转瞬即逝——

点开头像一看，是个饱经沧桑的男

人；所在地区，是遥远的西藏日喀则；浏

览他的微信朋友圈，只有人迹罕至的荒

野、随风摇曳的格桑花和望不到头的公

路……

硬着头皮，蔡江龙主动给对方发去

第一条消息：“我是蔡江龙，是江指导员

让我加你微信。”

“你好，我是日喀则支队的舒萍。”

“是老班长呀！我不明白，指导员为

什么让我加你？咱们隔着几千公里……”

“小蔡，在你印象里，日喀则是什么

样子？”

“有雪山，有格桑花……”

从起初的文字消息、语音通话，再

到 后 来 经 常 视 频 通 话 ，两 人 的 沟 通 越

来 越 频 繁 。 耳 濡 目 染 之 下 ，蔡 江 龙 期

待 着 ，能 早 日 与 进 藏 老 班 长 舒 萍 面 对

面交流，真正读懂前辈们的坚守故事。

自从接触舒萍后，蔡江龙就像变了

一个人——不但积极训练，还主动请缨

担任中队队史讲解员。

2019 年 12 月，舒萍服役期满。退伍

后，他的第一站不是湖南老家，而是回

到浙江，走进阔别 11 年的六中队。

“这条寄托着进藏官兵牵挂与奉献

的哈达，就是舒萍老班长当时从日喀则

带回来，特意留给中队的。他说，让这

条哈达代替他继续扎根中队。”蔡江龙

讲述了哈达的由来。

两个中队一条“根”。听完这条哈

达背后的故事，新兵们若有所思，心中

仿佛也有颗种子在萌芽。

一 条 哈 达 背 后 的 故 事
■杜泽飞

“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

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

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习主席对新时代青年的

深情寄语让中队官兵深受鼓舞。从他

们的眼神里，我读到了坚毅和炽热。

回想起 4年前，我刚担任六中队代

理指导员的第2天，就迎来一次大考——

支队军人运动会。

那时，恰逢中队长结婚休假。我奉

命带领中队官兵参赛。结果，因为自己

的失误，导致中队比武失利。

战友们已经拼尽全力。看着他们

失落的神情，我沉默了，也迷茫了。

返程路上，战友们主动围坐到我身

旁。“指导员，我们是‘进藏中队’的传人，

赢得起，也输得起。咱们下次再战！”听

到他们的鼓励，我的眼眶渐渐湿润。

当天晚上，我和“进藏中队”的老班

长舒萍通了电话。他耐心地劝导我：

“没有人会永远站在山顶。比山更远

的，是脚下的路。”

2019 年年底，我代表中队全体官

兵奔赴高原，从日喀则接回“进藏中队”

队旗以及护卫它的老兵——老班长舒

萍。

“之所以进藏，源于温柔的态度，理

想的怀抱和浪漫的情怀。”这是我从日

喀则回来后在微信朋友圈发的文案。

作为中队的指导员，对我来说，入

藏的经历就是一堂生动的主题教育实

践课。正是这堂课，开启了我与中队官

兵追寻梦想的新征程。

进藏精神，带给中队官兵的绝不只

是震撼和新奇。中队官兵给进藏精神

注入的，也并非肤浅的兴奋和自豪。

在进藏精神的激励下，我们的每一

次拼搏，都有收获；每一位奋勇拼搏的

官兵，都是进藏精神的最好传人。

无论是队列行进，还是参加集会，

一看一听，大家就能分辨出：这是六中

队的兵！

“精神在心中，征程在脚下。”这句

话是谁最先想出来的，中队官兵也说不

清楚。我觉得，这是大伙儿的心声。

写到这儿，楼下传来中队战友的喊

杀声，震耳欲聋。

望着他们年轻挺拔的身影，我充

满 期 待—— 在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指 引

下，我们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攀登、

每一次跃升，必将是强军征程的最好

注脚。

精神在心中 征程在脚下
■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机动六中队指导员 江逸豪

图①：集体五公里武装越

野考核中，武警浙江总队机动

支队机动六中队一班班长郑聪

健（左五）扛起“进藏中队”队旗

领跑。

图②：六中队队史讲解员

蔡江龙（右一）为战友讲述进藏

官兵的故事。

盛相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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