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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仿真体验“真枪实弹”、“军营唱

吧”沉浸式 K 歌、3D 放映室尽享电影大

片……近日，坐落在西北边陲的陆军某

基地警卫勤务营“解忧小店”一经开放，

就引来了官兵体验的热潮。

这座集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小店”,

是该基地为官兵量身打造的多功能图

书馆。“店”虽不大，但“五脏俱全”，有可

以畅游书海的图书馆、360 度沉浸式体

验的 VR 展厅、身临其境的 3D 放映室、

尽情欢唱的军营唱吧……

“近年来，90 后、00 后成为基层官兵

主体，要满足官兵们的文化生活需求，

单一的娱乐活动是不可行的！”该基地

主任罗剑涛说。

为此，该基地深入基层倾听呼声，

通过问卷调查、下连蹲点等方式，广泛

收集基层急需、官兵急盼解决的突出问

题，官兵“多功能图书馆需求”被列入为

基层办实事计划。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拿

着话筒教儿子晨晨唱军歌的是二级上

士李小强。因为工作岗位特殊，自妻儿

随军入疆以来，李小强陪伴他们的时间

寥寥无几，多次答应周末陪晨晨去游乐

场、动物园的承诺，也因距离较远，未能

实现。

有一次，李小强为了弥补之前未能

如愿的陪伴，主动提出接儿子放学。不

料临时接到一项紧急任务，再次错过了

接娃放学的时间。当儿子在学校门前

没看到爸爸的身影时，失落极了。打那

以后，无论爸爸答应什么，晨晨都不再

相信，诺言成了“空头支票”，和儿子的

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

自从“解忧小店”面向家属开放后，

周末李小强尽量抽出时间，带着妻子和

孩子来到这里唱唱歌、看看电影、打打

游戏，在一次次互动中增进自己和儿子

的感情，弥补陪伴缺失的遗憾。

“爸爸、爸爸，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

名军人，像你一样保家卫国。”一曲军歌

唱完，看着儿子纯真稚嫩的面容和毫不

掩饰的崇拜，李小强倍感欣慰。

不仅如此，该基地还积极顺应时代

潮流，及时采纳官兵的建议，增设了品

茗室、瑜伽屋、按摩椅、咖啡机，同时还

引入了人体工学椅和智能投影仪来优

化阅读环境，浓厚学习氛围。

“‘解忧小店’不仅是休闲娱乐的场

所，还是增长智慧、陶冶情操的学习高

地，让我们紧张、繁重的军营生活又增

添 了 几 分 色 彩 。” 在 图 书 馆 开 展 的 营

“月读一书”分享交流会上，上等兵小陶

的发言赢得阵阵掌声。

下连队后，一直不善言谈的小陶，

面对繁重的战备、训练、学习等任务，一

度选择“躺平”。针对小陶出现的不适

应现象，二级上士、分队长张东民一有

空就带他走进图书馆。随着干部骨干

的鼓励和小陶情绪的“回暖”，这个出了

名 的“ 闷 葫 芦 ”，又 重 新 找 到 努 力 的 方

向，积极投身到连队各项工作中。

为 了 让“ 小 店 ”更 符 合 官 兵 需 求 ，

该 基 地 还 定 期 组 织 恳 谈 会 ，及 时 了 解

官兵诉求。“基层官兵工作、学习、生活

中的小事，都是党委机关的大事，为基

层官兵解难要一抓到底。”该基地领导

说，随着为基层解难帮困力度加大，营

区 各 项 设 施 越 来 越 完 善 ，官 兵 幸 福 感

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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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头缝中抠泥土，
在集装箱里建菜地

“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飞鸟不

做窝，渔民不上岛。”这是当地人眼中的

北尖岛。可在徐强这位老兵眼中，北尖

岛虽小，在海防战略的大棋盘上却举足

轻重；北尖岛虽远，但在迎击威胁海防

安全的挑战中不可或缺。

从军 16 年来，徐强的青春都在北

尖岛上度过，一直坚守在这座海岛，每

当看到一批又一批年轻官兵来到这里，

他总会想起《北尖郎》这首连歌。站在

北尖岛上，眺望着远处浪花翻滚的海

洋，徐强放声高歌——

“我们是北尖郎，驻守在万山群岛

上，不惧风浪不畏难……”

“连歌中有坚守的信念。”徐强说，

每当唱起这首歌，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

岛上非常潮湿，东西收在行李箱里

没多久就会长出“绿藓”，不少官兵患上

风湿病，一到阴天下雨就疼痛难忍。还

记得刚上岛那会儿，徐强把放在行李

箱里的衣服拿出来在阳光下晾晒，被山

风吹飞，他只能漫山遍野地追。

要上北尖岛，必经“无风三尺浪、有

风浪滔天”的“老虎口”，每年台风季来

临的时候，岛上的官兵都要面临物资补

给断供的难题。

去年 10 月 7 日到 11 月 4 日，受台风

过境影响，海上风浪骤起，北尖岛连续

28 天没有新的补给。“这还不是连队补

给断供最长的一次。”徐强回忆道，有一

年，北尖岛连续 48 天没有补给船靠岸，

岛上没有柴油补充，发电很困难，仅剩

的柴油只能供做饭发电使用。指导员

彭潇说：“当时，官兵们每顿饭仅有一两

个菜调剂口味，到了最后，就只能吃些

罐头和干货。”

为了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这些

年来，徐强和战友们踏遍整个海岛，从

石头缝中抠泥土，一锹一锹垒起 5 亩菜

地。由于台风天对菜地毁坏严重，为提

高蔬菜成活率，连队官兵还用废旧弹药

箱和报废油桶装土，建成可移动的菜

地 。 同 时 ，在 乱 石 堆 中 垒 起 了 8 间 猪

圈，建起了 2 个家禽棚。

“我们养了鸡、鸭、鹅、猪、牛……种

了萝卜、豆角、龙眼、芒果……去年，上

级给连队配发了两个集装箱式蔬菜工

厂，专门用来抵御台风。”徐强说，“虽然

现在我们的移动菜地还比较少，但是在

台风天补给船上不了岛的时候，这些新

鲜蔬菜也可以给战士们换换口味。”

如今，登上北尖岛，一片片瓜果垂

棚的景象令人惊喜，从前的无人荒岛已

经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绿洲。一边唱连

歌，一边浇菜地，这是徐强最惬意的时

候。看着自己用青春坚守的地方越来

越好，徐强无比自豪。

和徐强一样，下士万江也最喜欢在菜

地的时候哼上两句连歌，“我们是北尖郎，

我们从南海舰队来，跨过山越过洋……”

“ 现 在 我 们 的 守 岛 条 件 改 善 了 很

多，在侍弄菜地的时候唱连歌，更能对

老一辈北尖人扎根海岛、建设海岛、奉

献海岛的精神有切身的体会。”放下锄

头，望向不远处的大海，万江扎根北尖

的信念更足了。

北尖岛上“北尖郎”，
多少青春洒海洋

“徐班长是我们北尖最老的兵，是

连队骨干，也是海防巡逻的‘活地图’，

他带出来的兵好多都考上了军校、提

干、选取军士。”上等兵王小山最崇拜的

就是这位老班长。

守岛 16 年来，徐强的足迹遍布北

尖岛各个角落，岛上的坑道、海湾、山

路、沟壑他全部了如指掌。“最前面是北

尖岛的最高峰——北尖峰，现在路不好

走，注意脚下的石头容易打滑。”徐强一

边走一边为新战友讲解岛上的风土人

情和地理风貌，这让第一次参加巡逻的

王小山十分钦佩。

北尖岛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了守

卫这片海域的安全，官兵们每天都要完

成瞭望、观察、巡逻等任务。“岛上地势

陡峭、坡度大、碎石特别多。”4 个多小

时的巡逻路，王小山的脚被石头硌出了

好几个水泡。可看到一直走在队伍前

面的班长，不仅神色未变，还一路帮助

战友爬坡上坎，王小山硬是咬牙坚持了

下来。

“走完整个巡逻路，看着海上繁忙

的海运航道，看着远方的特区，再回头

看着自己走过的巡逻路，我内心的使命

感油然而生。”第一次巡逻结束后，王小

山仿佛明白了一代又一代北尖人奉献

的意义。

在 这 之 后 ，王 小 山 学 会 了 唱 连

歌。驻守海岛，耐得住寂寞、忍得住孤

独是每位官兵的必修课。巡逻路上，

对着辽阔的南海，这群年轻的官兵放

声高歌：“我们是北尖郎，我们手握钢

枪保家乡……”

记者问王小山，守岛这么艰苦，后

悔吗？他说：“我们吃的这点苦算什么，

徐班长在北尖一待就是 16 年，他才是

真正把青春奉献给了这座海岛。”

2014 年 12 月，徐强的孩子即将出

生，但因执行某项任务，他错过了孩子

出生的重要时刻。“见到孩子第一面时，

她已经满月了。”第一眼看见女儿，徐强

的心仿佛被眼前这个粉嘟嘟的小婴儿

融化了。

守防在数千公里之外，家里大事小

事徐强常常都是有心无力。女儿还不

满 1 岁时，有一晚突发高烧。深夜，妻

子抱着孩子出了家门，赶到医院已是凌

晨时分……得知这一情况后，徐强久久

不愿撂下电话，他第一次感觉自己脚下

的小岛距离大陆是如此遥远。

那 年 休 假 ，是 女 儿 第 二 次 见 到 徐

强。一见面，小家伙就躲到妈妈身后，

使劲瞅着他，却不愿靠近。过了一段日

子，他和女儿熟络起来，休假时间也到

了……

2019 年 ，徐 强 二 级 上 士 服 役 期 将

满，怀着对家庭的愧疚，他在留下和离

开间徘徊不定。

作为连队最老的兵，徐强在战友们

眼中亦师亦友，大家非常不舍得他离

开。“我内心非常纠结，一边是奉献了十

几年青春的地方，一边是多年来有诸多

亏欠的家人。”就在徐强还在犹豫时，电

话突然响起。

接送孩子、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平

日妻子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你不在家，

我每天都是‘忙到飞起来’的状态，每天

都像在打仗。”这一次，妻子的语气却是

格外地沉静、温柔：“你在部队好好干，

家里一切都有我呢！”

“家里一切都有我呢！”妻子的这

句话仿佛定海神针一样，打消了徐强

的后顾之忧。在人生岔路口的艰难选

择中，家人的支持给了徐强固守海岛

的勇气。

守岛 16 年，徐强把这个承载了他

全部刻骨铭心记忆的地方当成了第二

个家。训练场上，徐强在教新兵们唱

连歌：“青春啊青春，我们把青春洒海

洋……”看着放声高歌的战友们，他仿

佛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样子。

“连歌中有奉献的精神，连歌中有

我们的青春。”徐强说，北尖岛上的生活

虽然艰苦，但使命光荣、战友可亲，把青

春奉献给这里，自己感到无上光荣。

“扎根树”下，一名名
倾听者又变成讲述人

每年新兵下连，连队都会组织新兵

来到当年的老营房前，为他们讲述前辈

们艰苦创业的故事。

1954 年，北尖岛的第一代守岛官兵

进驻上岛，当时岛上无居民、无市电、无

班船、无淡水。官兵们在无重型机械、

无固定生活给养的条件下，靠着双手开

山凿石，盖起营房、筑起码头、建起国防

坑道、修起工事阵地，将荒无人烟的孤

岛打造成能打能藏的战斗堡垒。

徐强还记得刚下连队时，老班长黄

锦林指着老营房旁边的一株大树为新

兵讲故事时的场景。“这是‘扎根树’，多

年来不管经历多大风雨，都一直在这里

陪伴着守岛官兵。”从黄锦林的讲述中，

徐强仿佛看到了从前不平凡的岁月。

“要不就不干，要干就干到最好。”

也正是从那时起，徐强暗暗下定决心，

要把自己的根扎进这里的石缝。

因为热爱，岁月不觉漫长。16 年

浪花奔涌，新兵变成了老兵，“扎根树”

变成了“扎根林”。徐强带出了一茬又

一茬战士，如今很多都已成长为骨干，

挑起了守卫海岛的大梁。

去年 3 月下旬，该连二班被上级抽

中，参加步兵班单兵单装能力检验考

核。这次考核中，官兵们要负重 30 公

斤奔袭 21 公里，进行 24 个课目连贯作

业。更棘手的是，其中有的课目大家此

前从未接触过。

夜晚，连队旁边的小道上，二班班

长赵举瑞来回兜着圈子，心里既激动又

忐忑。激动，是因为任务落到了班里，

能代表连队争荣誉，是莫大的光荣。忐

忑，是因为心里没底，和众多高手同台

竞技，自己能带着战友“杀”出重围吗？

“要不就不干，要干就干到最好。”

望着远方的大海，赵举瑞想起了徐强，

心里也有了答案。

体能有短板，赵举瑞带着大家在山

坡上冲圈。技能跟不上，他们就请来教

练员“开小灶”，两个多月的时间几乎每

晚都在加练。

比武当天，上等兵王小山下坡时冲

得太快，脚指甲被作战靴顶得掀开，仍

一瘸一拐紧咬着队伍；下士万江挖掩体

时手肘多处擦伤，但挥锹镐的速度却越

来越快；二级上士孟磊、下士王艺霖体

能消耗过大，一度到了中暑边缘，仍相

互激励保持清醒……

成绩揭晓时，北尖步兵班总成绩是

战区陆军第一名！

从前，徐强在“扎根树”前听班长讲

述前辈们扎根北尖的故事。如今，角色

发生了转变，他从倾听者变成了讲述

人。“扎根树上的须，一旦沾到地下的土

就会深深扎下去，慢慢变大变粗。”在徐

强眼中，一根根刚生长出来的根须，就

像是一个个刚上岛的战士。

“我不仅给新战士们讲述连队的创

业史，还会教他们唱连歌。”徐强说，连

歌中有传承的味道。

几十年来，珠海的发展日新月异，

北尖岛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岛上的守防条件越来越

好，年轻官兵的文化素质也越来越高。

在这些变化中，一代代官兵始终选择坚

守在南海前哨，始终传承着前辈们的戍

边精神。

正如《北尖郎》这首连歌中唱的一

样：“青春啊青春，我们把青春洒海洋，

我们是北尖郎，我们手握钢枪保家乡。”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某营三连

“连歌中有我们的青春”
■本报记者 徐 娜 通讯员 赵俊宇 曾梓煌

1.第一次海岛巡逻有怎样的感受？

我是 7月份上岛的，第一次组织海

防巡逻那天，地表温度到了 50 多摄氏

度。大家全副武装出发，海岛植被稀

少，少有树荫，不一会儿我的全身就湿

透了。巡逻路上要经过一段常有碎石

滚落的陡峭山路，大家相互帮助爬上山

顶。来到在海岛施工中牺牲的程华森

烈士墓前，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顿时

忘记了身体的疲劳，剩下的只有卫国戍

守海疆的自豪。

2.守岛过程中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北尖岛虽然环境艰苦，但跟大家的

摸爬滚打中却充满了欢乐。要说最开

心的事情，还是每周 1次的班船。海岛

上交通不便，班船带给大家的不仅是物

质需求，更是心灵满足。

此外，最让我开心的事情，是在海岛上

的第一个春节有爱人的陪伴。2019年底，

我的爱人漂洋过海来到岛上，这是我们结婚

后第一次见面。当她乘坐的船靠岸那一瞬

间，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3.连歌中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句？

我最喜欢“我们是北尖郎，我们手

握钢枪保家乡”这句歌词。

连歌《北尖郎》，是我们一代代北尖

官兵守岛、爱岛、建岛的真实反映。在

这个孤岛上挥洒着青春与汗水的我们，

都有同样一个名字——“北尖郎”。我

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个海岛，就

是要练就过硬本领，手握钢枪保卫祖国

和人民。

4.北尖人需要什么品质？

一代代北尖人在守卫祖国南大门的

前哨上，有着许多优秀的品质。在巡逻路

边石刻上有这样一段话“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经得起考验、忍得住孤独、耐得住

寂寞”。我们成为北尖人的那一刻，就意味

着选择了与孤独和寂寞为伴，吃更多的苦，

练更强的本领，守卫美丽的海疆。

出珠江口，过伶仃洋，北尖岛犹如“烽火台”壁立海上，迎接着中国南海的

万顷波涛。这里远离大陆，生活条件艰苦，虽然处于香港、澳门、珠海、深圳四

地交汇处，但守卫在这里的官兵却几乎没有机会走下海岛，感受特区的繁华。

夜晚，站在岛上远眺，40 多海里外的珠海市在远处散发着一团橘黄色的

光。每个来到岛上的官兵都喜欢在夜晚城市灯光最璀璨的时候，来到岛上最

高处，眺望对岸的繁华。此时，他们的眼前是万家灯火，身后是使命责任。

北尖岛南北西三面是悬崖峭壁，唯一可以停靠船只的东北面，还面临着

“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滔天”的“老虎口”。小岛孤悬海上，无居民、无长明电、

无客船、缺淡水，可在岛上官兵看来，这里虽远离都市，却颇有“春暖花开”的

诗意。

“不惧风浪不畏难”，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起，一批又一批海防官兵扎根孤

岛，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守护祖国南海的坚实屏障。《北尖郎》这首诞生于十多

年前的连歌，也被官兵们称为“我们的连歌，我们的生活”。在日复一日的哼

唱中，他们将坚守海岛当作使命担当，也将守望平凡当作青春的光芒。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某营三连一级上士徐强，已经在北尖岛上度过了

16 载春秋。自连歌诞生之日起，徐强便成为“连歌守护人”——自己喜欢唱，

更教给更多新战友唱。寒来暑往，他们在歌声中践行着海防官兵的使命，也

在歌声中守卫着祖国的万顷海疆。

连线记者：徐 娜 对话人物：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某营三连指导员 彭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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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徐强（左一）

组织战士们进行体能

小比武。

图②：徐强在照料

连队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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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们在巡逻路上。张志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