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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倾听寂静的
诉说

天 色 将 晚 ，眼 前 的 红 墙 已 染 上 暮

色。从西边传来钟声的那一刻，哨兵王

凯留意到了一丝不同。

作为武警北京总队天安门地区支队

的一名士兵，王凯每天都能听到这熟悉

的钟声响起。不过，此刻耳边持续的钟

声，似乎听起来比平时要大许多。

王凯想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

今天是除夕。傍晚时分，正是万家团聚

的时刻。平时游客众多的天安门城楼周

围，此时变得十分安静。

此刻，数千公里外，西南边陲某哨位

上同样寂静无言。

春节前的一场大雪，令整个山谷披

上一层白装。小山包上，一个只有几平

方米的简易哨位里亮起一星灯光。夜

晚，就这样悄然来临。

海拔 4000 多米的云端哨所，粗重的

呼吸声听上去格外清晰。踩着脚下咯吱

作响的积雪，某部二级上士马国旺走上

战位。

夜色中，时刻保持警惕的哨兵对周

遭的声响十分敏感。大雪封山，厚厚的

积雪好像把一切都罩了起来，马国旺就

站立在这与世隔绝般的寂静中。

兔年新春来了，想到自己又在高原

度过了 300 多个日夜，马国旺内心充满

骄傲。哨位上，高原的严寒和边防的气

息，让这名老兵感受到身体里流淌的血

格外滚烫。

此刻，万籁俱寂。有时候，马国旺仰

头凝望夜空，除了漫漫星河，还有那纷纷

扬扬飘舞的雪花。

落雪，是什么声音？这个问题不太

好回答。对边防官兵来说，那个若有若

无的声音，可能对应着边关生活中的许

多个画面——

站哨时，棉絮一般的雪在风中斜着

洒 下 ，轻 巧 地 融 进 视 线 里 成 片 的 积 雪

中。雪花簌簌飘落，打在马国旺的肩头，

仿佛低声诉说着什么。

侦察时，马国旺和战友们穿戴好装

备向深山里走去。为了不打破周围的宁

静，他们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一步一个脚

印地踩下去。伴着积雪被挤压的微小声

音，他们坚定前行。

休息时，躺在帐篷里轻阖双眼，聆听

着外面的风声，感受着大地的呼吸。风

过，雪透过伪装网的缝隙，落在帐篷顶

上，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

守防的日子里，落雪的声音陪伴着

这些军人度过漫长的寂静时光。

新春来临，马国旺和战友们一起在

营房前的雪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心形

图案。

身之所在，心之所系。这是中国军

人在节日里对家人和祖国最诚挚的表

白。

在这里，谛听成长的
旋律

在高原，人们常常关注心脏跳动的

频率。

关角，藏语意为“登天的梯”。一进

入关角山，就进入到氧气稀薄的高海拔

地区。一级上士张宾所在的武警青海总

队海西支队执勤二中队，常年驻守在这

里，守护着“世界高海拔第一长隧”关角

隧道，守护着穿山而过的神奇天路——

青藏铁路。

在高原当兵 15 年，即使不做什么，

张 宾 的 心 率 也 稳 定 在 每 分 钟 90 次 左

右。当列车从隧道中飞速驶出，巨大的

声响令站在一旁的他跟着震颤，心跳更

是瞬间加快。

除夕午夜，望着逐渐远去的列车，

看 着 不 断 延 伸 的 铁 道 ，张 宾 的 心 中 常

常会涌起一种莫名的亲切。他的故乡

河北石家庄，被称作是“火车拉来的城

市”。如今，守护着进藏的“生命线”和

“ 经 济 线 ”，张 宾 深 知 眼 前 这 条 铁 路 的

意义。

“这些年，铁路上的快递专列越来越

多。到了暑假或年底，列车里人坐得满

满的。春节前后，能看到火车每一面窗

子上都贴着福字。”张宾说。

一端连着藏区，一端通向家乡，无论

火车汽笛声从哪个方向传来，都意味着

幸福。

在部队过年，对老兵张宾来说是常

事，但今年不一样。沿着身旁这条铁路，

列车可以送他回故乡，也能载着他的爱

人上高原。就在几天前，妻子带着孩子

来部队和他团圆。

站在哨位上，张宾格外期待列车由

远及近的轰隆声。每一次目送列车安全

从隧道通过，透过车窗看到人们脸上洋

溢的笑容，他都感到分外自豪。

守护天路，就是守护幸福。他们的

职责，就是让每一个心怀渴望的人们，平

安抵达想去的地方。

没顾上休息，军嫂唐晗赶忙把从老

家带来的特产“焖子”拿进炊事班。于

是，中队年夜饭的桌上，又多了一道家乡

菜。

浓浓的节日氛围里，列兵陈红旭有

些想家了。这是他第一次在部队过春

节。这天，他给母亲打电话，讲起了自己

在部队的生活。

中队每名官兵心中都有一张熟悉的

列车时刻表，下连不到半年的陈红旭也

不例外。每一个因氧气稀薄难以入眠的

深夜，他都会在黑暗中等候并印证那一

声声汽笛的响起。

当高亢的鸣笛划过寂静的山谷，陈

红旭的心放了下来。这表明又一趟列车

安全通过隧道。直到身下的床板停止细

微的颤动，一切又沉寂下来。

现在，陈红旭只要听到声音，就能分

辨出不同类型的列车。客车通过时，速

度很快，发出的声音频率高且持续；货车

重量大，通过时震得地面咚咚响。

驻守在铁道旁，火车巨大的轰隆声

会不时闯入官兵的耳朵。然而，他们中

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吵闹的感觉。当冬天

的冰雪覆盖高原，除了列车通过时转瞬

即逝的变化，整个世界都好像静止了一

样。

除夕夜，是中队最热闹的时候。欢

声笑语里，战友们一起举杯，一起歌唱。

尽管平时的日子有些寂寞，但一首《关角

山哨所小唱》，让电话那头的母亲听到了

儿子的成长——

“巍巍关角山，漫漫隧道长，小小哨

所寒来暑往。抬头仰望那雄鹰在翱翔，

脚下是一条天路向远方……”

那动人旋律中歌唱的画面，既是天

路卫士们的生活，也是中国军人的青春。

在这里，聆听生命的
音律

“快，快，快！赶紧送抢救室！”晚上

10 点，一名患者被送进 980 医院急诊外

科，主任童雷的口令立刻急促起来。

这个春节本来没有安排童雷值班。

因为放心不下，他还是赶到科室和同事

们一起坚守。“作为一名军医，这是我的

阵地，这里有我的战斗。”他说。

这 是 童 雷 在 医 院 诊 室 坚 守 的 第

15 个 除 夕 夜 。 年 复 一 年 ，岁 月 在 他 眼

角 雕 刻 出 细 纹 ，也 打 磨 着 他 的 急 性

子。

“在这里，一分一秒都弥足珍贵。”童

雷说，“你别看我现在性子急，其实我原

来性子急得更厉害。慢性子待在急诊科

就是一种折磨。”

站在抢救室，童雷耳边是仪器的“嘀

嘀”声和患者粗重的喘气声。不用看屏

幕，他的脑海中就能迅速勾画出曲线。

这是他在心胸外科工作时积累的经验。

工作时间，童雷脖子上总是挂着个

听诊器。他坚信一条：有心跳，就有希

望。

一番抢救后，患者体征指标逐渐平

稳，童雷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他用

听诊器找准患者的心跳，闭上眼，把注意

力集中在双耳上。

屋外，纷乱嘈杂。屋内，童雷平静得

像入定的老者，在两个世界的门槛中探

寻一丝光亮。

“还需要观察。”童雷摘下听诊器说，

“我都有点强迫症了。不过，还是听诊放

心一些。”

这些年，医疗监护仪器不断更新换

代。童雷却一直坚持用听诊器为患者做

一遍确认。作为军医，他不允许自己出

错：“感受患者胸腔有规律地扩张和收

缩，听着患者逐渐平稳的呼吸和心跳，我

才会安心。”

童雷坦言，有时候自己也会害怕，怕

付出一切努力后，结果不遂人愿，“那种

自责和懊恼，就像有人拿着喇叭在你耳

朵边大喊‘对你很失望’……”

童雷摘下眼镜，用力眨眨眼睛。很

明显，最近他没休息好。

“可能是这种事见得多了，晚上我做

梦也是在工作。一遍遍回放抢救患者的

场景，虽然听不到声音，光看画面都觉得

焦心。”童雷说。

“ 医 院 还 请 人 给 我 们 写 了 春 联 ，

我 争 取 零 点 前 贴 上 。”走 廊 里 ，护 士 长

安 荣 彩 正 整 理 拉 花 ，科 室 里 洋 溢 着 节

日 的 氛 围 ，病 房 的 电 视 里 响 起《新 春

序曲》。

急诊科内，见证人间冷暖。这里，承

载着患者的喜怒哀乐，也诠释着医护人

员的使命担当。

纷杂声中，医护人员最期望听到的，

是患者充满生命律动的心跳。

在这里，感受战斗的
节奏

新春佳节，在远离祖国大陆的海洋

深处，一艘潜艇悄然游弋。

作为声呐技师，海军一级上士罗瑞

对声音十分敏感。静谧深海里，他每天

戴着耳机聆听成百上千种声音：各种舰

船、生物、海洋噪声……

声呐技师就像是潜艇的耳朵，必须

时刻保持警惕。

有时，罗瑞结束值更躺下休息后，

耳朵和大脑里常常会回荡着耳机里的

各种声音。这让他有些分不清梦境和

现实。

有一种特别的声音，令罗瑞分外警

惕——“嘀、嘀”如撞钟一般，这个声响不

断敲击着耳膜，一下又一下。

这 是 潜 艇 被 跟 踪 定 位 时 ，通 过 声

呐 设 备 听 到 的 声 音 。 它 频 率 不 高 ，但

穿 透 力 非 常 强 。 一 听 到 这 种 声 音 响

起 ，就 可 能 意 味 着 决 定 生 死 的 时 刻 即

将来临。

无论在梦中还是现实，听到这样的

信号，罗瑞和战友就会立刻进入战斗状

态。

大 海 深 处 的 声 音 ，如 此 神 秘 而 危

险。勇敢的潜艇兵们，却能从中感受到

一股温柔的力量。

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年夜饭，罗瑞返

回自己的岗位。几个小时后，他将在战

位上迎接新春的到来。

戴 上 耳 机 ，听 到 海 洋 生 物 发 出 有

规律的声音，轻柔而舒缓，罗瑞感到十

分 放 松 。 此 时 此 刻 ，他 不 禁 想 念 起 家

人。

因为任务特殊，潜艇兵们出海时不

能和家人联系。每次出海前，罗瑞都会

在配发的平板电脑里存上家人提前录好

的视频。不值更的时候，当思念涌上心

头，他会来回拖动视频的进度条。“爸爸，

爸爸！”儿子清脆的童音，他总会不厌其

烦地听。

罗瑞是湖南常德人，从小生长的地

方离沅江很近，走路不到 10 分钟。耳机

里，有些声音也会勾起他的乡愁。

幼时，罗瑞常常和伙伴们到江边玩

耍，嬉闹的动静惊起一群水鸟。如今身

处大洋，耳机里传来海豚的叫声，与记忆

里水鸟的鸣叫有几分相似，让他仿佛一

下回到故乡。

纵 使 思 乡 之 情 再 浓 ，罗 瑞 也 会 将

从这声音中汲取的力量融入战位。“我

最怕的是听不到声音。只要耳机里有

声 音 ，就 说 明 装 备 可 以 正 常 战 斗 。”罗

瑞说。

百人同艇，除了声呐兵，罗瑞的战友

们也时刻聆听着战场信号。

机 电 部 门 二 级 上 士 张 程 ，负 责 维

护设备安全。听到潜艇发动机平稳运

行 的 声 音 ，他 确 认 潜 艇“ 心 脏 ”健 康 有

力。

航海通信部门中士赵灏，是一名导

航兵。陀螺转动时发出尖锐的声响，但

他丝毫不受影响，专注于潜艇行进中的

各类信息。

这 是 发 射 兵 张 浩 东 第 一 次 出 海 。

因 为 潜 艇 的 特 殊 构 造 ，他 们 工 作 生 活

都和导弹同处一个舱室。为了保持导

弹储存恒温，空调 24 小时开机。每天，

张 浩 东 和 战 友 都 要 在 空 调 噪 声 中 入

眠。

又一年，潜艇兵们在战位上迎来新

春。舱室里，张浩东从墙面翻下一张铁

床，和衣躺下。离他不远处，是数枚摆放

整齐的导弹。

“枕戈待旦，只为守卫万家平安。”这

是此时此刻，也是每时每刻，中国军人共

同的心声。

（采访中得到邓博宇、丁咪咪、绪连

权、王学峰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刊头设计：苏 鹏

除夕午夜，中国军人伴您守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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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部战区空军飞行员驾机升空。 姜皓元摄

同一时刻，新春的钟声响彻神州大

地。热闹祥和的氛围里，耳畔传来的是

欢歌笑语、爆竹声声，以及数不尽的美好

祝愿。

在人们看不见的远方，有一群人始

终奋斗在战位上。远海大洋、风雪边关，

对共和国军人来说，“年”的声音，更像是

一曲意蕴丰富的交响。

听，这是坚守的声音——

站 立 在 这 片 广 袤 的 大 地 上 ，寂 静

冬夜里，寒风呼啸而过的瞬间，哨兵感

受 着 祖 国 深 沉 的 呼 吸 。 雪 落 无 声 ，高

原 边 防 官 兵 踏 雪 而 行 ，脚 步 的 回 音 清

晰而坚定。

听，这是使命的声音——

迎 着 晨 光 ，歼 - 20 战 机 翱 翔 蓝

天 。 聆 听 着 引 擎 的 轰 鸣 声 ，飞 行 员 们

触摸着祖国强劲的心跳。俯瞰一座座

营 盘 ，中 国 军 人 时 不 我 待 、加 力 奋 飞 。

训 练 场 上 ，响 亮 的 口 号 和 呐 喊 声 震 撼

人心。

听，这是和平的声音——

“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如需帮

助 ，请 在‘16 频 道 ’呼 叫 我 。”索 马 里 海

域，电台里响起熟悉的通告声，“和平代

码”一次次印证大国担当……

听，这是守护的声音——

新年伊始，一条特别的短信迅速刷

屏：“我叫任云鹏，是东部战区空军的一

名战斗机飞行员，刚刚降落完成空中警

戒巡逻。祖国美丽的夜空有我们守护，

请您安心入睡，晚安!”

此心长相念，万里共清辉。这是中

国军人朴素的心声，为了万家平安，他们

默默守护，幸福着你的幸福。

聆听时代的澎湃声音，感受热切的

青春共鸣，战位上的中国军人都胸怀光

荣梦想。

聆听祖国的呼吸和心跳
■本报记者 卫雨檬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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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执勤二中队官兵守护天路。 张 宾摄 图④：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声呐技师坚守在战位。 杨 晨摄

图②：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官兵在边防一线踏雪巡逻。 刘晓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