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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的情怀，让一个人在青

海格尔木坚守 20 年？

立夏，可可西里无人区，几株枯

黄的骆驼刺傲然挺立。放眼群山，

除了山巅的雪白，便是单调的灰黄。

常 驻 居 民 不 到 100 人 、海 拔

4539 米 的 沱 沱 河 镇 ，一 切 都 比 内

地“慢”——邮件快递每周配送一

次 ，战 友 过 生 日 需 要 让 货 车 从 格

尔 木 捎 来 蛋 糕 ，官 兵 休 假 要 搭 乘

每天一趟的火车去往数百公里外

的格尔木……

王 曙 光 ，驻 青 海 某 部 军 医 ，出

生在大别山下革命老区一户普通

农村家庭。18 岁那年，他踏上了军

旅路。

“ 一 次 选 择 成 为 一 辈 子 的 坚

守。”今天，回忆自己的青春，往事清

晰地浮现在他眼前。

初入军营，王曙光比别人能吃

苦，只想做父亲挂在嘴边那个“有出

息的人”。

执着，让梦想照进现实。顺利

考上军校、启程去报到那天，父亲执

意把王曙光送到镇上。父亲脸上的

笑容是王曙光从未见过的。望着父

亲远去的背影，他感到脚下的路任

重道远。

改革转隶，王曙光原本有机会

调往内地城市服役，但他还是留下

了。

52 岁的牧民扎西，是王曙光在

高原某部医院实习时的第一位患

者。扎西被送到医院时，严重的糖

尿病足溃疡已引发病变感染。扎西

抓着王曙光的手：“求求你，一定保

住我的脚……”

那一刻，王曙光深深意识到医

者的责任。

如今，王曙光手机中保存着许

多战友的病例档案。这些年，他救

治过的战友患病时打电话过来，他

总能很快给出治疗方案。守护身边

每一位战友，正是王曙光坚守的意

义所在。

一个严冬，连长王东伟突然患

肺水肿。那时，沱沱河镇每周只有

一趟前往格尔木的火车，情况十分

危急。王曙光一边努力救治，一边

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苦学技术，让战

友们不再受高原病折磨。

那年，王曙光到驻地牧民家中

巡诊，看到一位藏族老乡患肾结石

无 法 得 到 有 效 治 疗 ，备 受 疼 痛 折

磨。打那以后，他定期到牧民家巡

诊，给乡亲们提供就诊便捷，让大家

有更多对疾病预防的意识。

巡诊，成为王曙光的一项重要

任务。多少年，他一直奔走在路上：

一有时间就往一线营连哨所跑，驻

地牧民聚居点也被他走了个遍。

日积月累，他开始总结自己诊

疗中遇到的高原疾病、训练伤救治

方法。后来，王曙光为了提高诊疗

成效，积极联系母校老师，请他们提

意见。为了学习知识，他还让家人

购买许多医疗书籍。如今，他整理

完成了一本高原常见病预防手册，

总结了 20 多种救治方法。

“坚守的动力就是那一声声致

谢、一个个拥抱。”路过沱沱河的每

一座山、每一条河，王曙光救治了许

多人，也结识了许多朋友。

一次，王曙光来到藏族牧民家

中。4 岁的小女孩次仁拉姆高烧不

退，手臂还出现红肿症状。仔细检

查后，王曙光心里仍不托底，就把女

孩和她的父母一起接到连队，悉心

给女孩治疗，直到她恢复健康。

次 仁 拉 姆 一 家 深 受 感 动 。 后

来，每次巡逻官兵路过她的家，一家

人都会为他们送上一壶暖暖的奶茶。

转眼间，王曙光已在这里坚守

了 20 年。回首过往，他说，一路风

尘，不变的是最初的梦想。

王曙光说，他最应该感谢的是

妻子强阿利的支持——20 年，我把

青春给了高原，把热诚留给了战友，

把孤独留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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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东南部，有一个面朝大海

的城市——海南省万宁市。

这座依山傍海的城市，是扼守在

我国南大门的一座英雄之城。

站在素有“海南第一山”美誉的

万宁东山岭上，人们可以欣赏海南岛

热带的山岭风光，还能远眺一望无际

的南海。

立夏，我们走进万宁，领略一座

城市的风景和故事。

远方的山

时光的记忆中镌刻
着红色青春

六峰相连，翠色满目。

万宁市东北方 20 多公里的青山深

处 ， 是 一 座 被 赤 色 浸 润 的 红 色 山

脉 ——六连岭革命根据地。

蓝天衬托下，六连岭烈士陵园革

命烈士纪念碑高耸入云。纪念碑正面

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 个金

色 大 字 ， 背 面 镌 刻 着 朱 德 题 写 的 诗

文 ：“ 六 连 岭 上 现 彩 云 ， 竖 起 红 旗 革

命军。”

风云激荡，时光的记忆中镌刻着

红色青春。20 余年游击战，纪念碑凝

聚着海南人民对革命烈士的敬仰和怀

念，已成为人们心中一尊不朽的精神

丰碑。

如 今 的 南 陲 山 海 ， 到 处 山 花 烂

漫 ， 岁 月 一 片 静 好 。 人 们 不 会 忘 记 ，

前辈英烈用生命谱写的战斗传奇。

记 者 翻 阅 史 料 ，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中，海南籍一共有 76 名烈士牺牲，这

其中有 25 人是原琼崖纵队的战士。

职务最高的是万宁人陈景山，牺

牲 时 担 任 第 43 军 129 师 某 连 副 连 长 ，

烈 士 黄 关 金 任 第 15 军 排 长 。 那 些 年

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远离家乡的

崇山峻岭之中。

在 这 个 面 积 不 足 2000 平 方 公 里 、

常住人口不足 60 万的海滨城市，先后

有 2000 多名革命烈士，献出宝贵的生

命。

“这片土地为什么那么红？”怀着

崇敬心情，我们走进六连岭革命烈士

陈列馆寻找答案。

走进陈列馆，迎面看到的是一尊

由红旗和步枪组成的红色雕塑，其上

镌刻 8 个金黄色的大字：二十三年红旗

不倒。

在 1927 年至 1950 年海南岛解放的

23 年里，六连岭革命根据地自始至终

都是“红色天地”，创造了革命“二十

三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23 年红旗不倒是怎么做到的？陈

列馆一张张图片、一段段文字、一个

个文物、一个个雕塑给了我们详尽答

案。

一组雕像前，讲解员讲述了“山

不藏人，人藏人”的故事。

1939 年 8 月 ， 万 宁 被 侵 华 日 军 占

领。为了扑灭革命火焰，日军在六连

岭地区进行了疯狂的“蚕食”和“扫

荡”，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只有 27 名

官 兵 。 靠 着 万 宁 当 地 人 民 群 众 的 掩

护，六连岭革命火种才顽强地保存下

来了。

烈士李振亚的故事，无疑是最令

人难忘的。

参加了百色起义的李振亚，先后

随 红 七 军 转 战 于 桂 、 黔 、 湘 、 粤 、

赣 边 境 ， 参 加 中 央 苏 区 第 三 次 和 第

四 次 反 “ 围 剿 ”， 并 随 中 央 红 军 参 加

了 长 征 。 在 红 军 突 破 湘 江 天 险 、 四

渡 赤 水 河 、 攻 占 娄 山 关 、 抢 渡 金 沙

江 、 强 渡 大 渡 河 等 著 名 战 役 中 ， 他

屡立战功。

1948 年 9 月 ， 中 共 琼 崖 区 党 委 决

定发动秋季攻势。被任命为总指挥兼

政委的李振亚指挥 5 个支队，接连拔除

了敌人多个据点，毙伤敌 300 余人，使

五指山游击区与陵水、万宁解放区连

成一片。

1948 年 9 月 27 日，李振亚率部围

攻万宁牛漏敌军据点，在前沿侦察敌

情时不幸被敌人冷枪击中牺牲。

像李振亚这样的革命烈士还有许

许多多。

记者翻开 《海南省抗美援朝烈士

名册》，在万宁市龙滚镇多格村烈士陈

兆 顶 的 名 字 后 面 ， 写 着 这 么 一 行 字 ：

1950 年在新兴里战斗中牺牲。

在抗美援朝的新兴里战斗中，我

军成建制地全歼了美军一个加强步兵

团并缴获其军旗，创造了以弱胜强的

奇迹。

去年，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之际，万宁市

人武部派人来到三更罗镇，为两位参

加 过 抗 美 援 朝 的 老 兵 秦 良 国 和 王 必

祥，送去抗美援朝纪念章。

两位老英雄，深情讲述了当年的

一幕幕。

“ 新 兴 里 战 斗 时 ， 朝 鲜 的 夜 间 最

低 气 温 达 零 下 35℃ ， 志 愿 军 第 27 军

80 师 在 战 斗 尚 未 打 响 前 就 因 严 寒 减

员 700 余 人 。 我 们 的 战 友 陈 兆 顶 烈

士 ， 就 是 在 从 未 见 过 的 严 酷 寒 冷 中

倒下的……”

英雄，成为这座英雄城市宝贵的

精神财富。

生命之海

幸福生活是无数革
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

重温催人奋进的红色经典，历史

的回声仿佛还在回响。

今年春节前夕，万宁东澳镇举行

了 “ 向 英 烈 致 敬 ， 向 参 战 英 雄 学 习 ”

的座谈会。

王进山、潘国平、黄振文等 10 多

名边境作战参战老兵，为了不给国家

和政府增添负担，退伍回乡后自筹自

办养殖基地。富裕了之后，他们还带

领烈士亲属脱贫致富。

人武部政委周健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 ， 还 时 刻 想 着 退 伍 老 兵 。 他 和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同 志 一 起 慰 问 老 兵 们 ，

想方设法提高老兵的福利。

相 聚 一 堂 ， 大 家 见 到 久 违 的 战

友，个个热情高涨。

参战老兵杨国智拉着周政委的手

说：“虽然年纪已经大了，不一定能扛

得起枪，去冲锋陷阵了。但是，如果

国 家 有 需 要 ， 召 必 回 ， 哪 怕 上 去 做

饭，也值得！”

“我们自筹自办养殖基地，就一个

目的：不给国家添麻烦，自食其力养

活全家老小。”老兵潘国平说。

烈士许宇胜的亲属说：“这么多年

了，烈士亲属能再一次聚首，感到很

温暖……”烈士吴少光的父亲吴文南

说：“我是一名普通父亲，谢谢大家没

有忘记远去的孩子……”

吴 文 南 今 年 已 满 93 岁 ， 精 神 矍

铄。老人 1944 年入伍，参加了抗日战

争和解放海南岛的战斗，多次荣立战

功，1978 年转业到地方工作。

在万宁，吴文南是一位有着传奇

色 彩 的 老 兵 。 他 曾 三 次 转 业 三 次 入

伍，只为听从祖国的号召，保卫祖国

安宁。

他满门英烈——爱人黄桂珍 1946

年入伍，也是一名参战老兵，前年因

病不幸去世；大儿子吴少明曾在部队

服役，二儿子吴少光在边境作战中壮

烈牺牲……

退役老兵和烈士亲属的胸襟，如

大海一般广阔；从他们身上，我们感

受到大海一般的情怀。

这些年，万宁送走一批又一批应征

入伍青年，大学生入伍比例一直走在海

南省的前列。在这里的人们心中，送子

参军是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

表现，是对英烈的最好缅怀。

今 年 ， 家 中 三 代 从 军 的 王 安 华 ，

在父亲王斌的陪伴下报名参军。

新兵欢送大会上，王斌把自己的

三等功奖章和一个红色笔记本，郑重

地交到了儿子王安华手中。今年刚入

伍 的 潘 家 琛 和 潘 家 宏 ， 俩 人 是 亲 兄

弟，爷爷也是参战老兵。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

辈用生命换来的。让红色基因代代传

承，成为青年一代在新长征路上奋力

拼搏的强大精神动力。

山海情深

守护这山这海是我
们应尽的职责

时代变迁，拳拳报国之心没有改

变 ； 岁 月 更 迭 ， 党 和 政 府 始 终 没 有

忘 记 那 些 为 国 捐 躯 的 烈 士 和 退 伍 回

乡 的 老 兵 ， 对 他 们 一 往 情 深 ， 尊 崇

有加。

在 《退 役 军 人 保 障 法》 颁 布 当

天 ， 万 宁 一 位 曾 经 参 战 的 一 等 功 臣 ，

拿到了第一笔 2000 元荣誉金。市政府

承诺，这份“荣誉激励”将为老英雄

逐月发放。

为了让退役军人生活有保障，万

宁 市 军 地 共 同 围 绕 打 造 立 功 受 奖 军

人 荣 誉 激 励 机 制 ， 通 过 悬 挂 光 荣

牌 、 送 喜 报 、 发 放 奖 励 金 、 荣 誉

金 、 载 入 地 方 志 等 多 种 形 式 探 索 尊

崇之路。

为 了 让 军 人 全 身 心 投 入 国 防 建

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万宁市还

积极探索激励现役、退役军人建功创

业信心的机制，为军娃解决入学、军

人家属就业事宜。

不久前的烈士寻亲活动，感动了

这座城市。

这是一次历时 6 个月的活动。军地

携手为一些“有名无亲”的烈士找到

了家人，还为安葬在其他省份的 15 座

万宁籍烈士墓碑，镶嵌上了崭新的彩

色瓷像……

“一段往事，一个个值得致敬的红

色青春。”网上，许多网友留下肺腑感

言。

“在那个觉醒年代，仁人志士追随

革命先驱，抛家舍业，离妻别子，踏

进为人民谋解放的历史洪流……他们

救人民于涂炭，他们是那个年代的真

心英雄。”

“ 先 烈 们 不 仅 是 不 畏 牺 牲 的 好 战

士，也曾是阳光英俊青年。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我们的年龄与当年英烈牺

牲时年龄相仿，我们当以实际行动书

写新时代的青春故事。”

理想之火，一经点燃就不会熄灭。

在万宁，有一支家喻户晓的“海

上民兵分队”。这是一支自发组成的队

伍，成员都是当地普通渔民。

“ 这 片 蓝 色 国 土 ， 也 是 我 们 的 家

园，我们一定要守好、护好。”年逾六

旬的渔民王东胜说。这 也 是 所 有 分 队

成员的心声。

在海边渔场与渔民聊天，记者无

时无刻不感受到人们对这片山海的深

情。

殷诗才是来自万城镇乌场港的一

名渔民，他说，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

渔民，祖祖辈辈在南海劳作，南海就

是祖宗海，我们今天一定要守好。

远方一座城 一段山海情
■本报记者 范江怀 通讯员 胡开元

我与边关·致敬青春

◀

边关风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

成为一个怎样的新时代青年？如何度过自己的军旅青

春？在观看电视剧《觉醒年代》时，相信这是许多戍守在边海

防一线的年轻战友正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

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这是 106 年前《新青年》发刊词中的

一句话。百余年来，千千万万名中国青年前仆后继，用热血青

春书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篇章。

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悬崖之上》，让我们看到，那个年代

投身革命的仁人志士，对祖国的大爱、对理想的执着是何等奋

不顾身。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今天，对祖国的赤诚仍是新时代青

年官兵青春最耀眼的底色。

五月，属于青春的季节。让我们为青春喝彩，致敬青春。

——编 者
光芒。

图①：吴文南佩戴在旧军装上的军

功章；图②：一名新兵向父母敬礼告别；

图③：用烈士照片制作成的彩色瓷像；

图④：吴文南翻看儿子的烈士证书。

图片由作者提供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