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吴松峰在连队创作石头画；图②：官兵们正在巡逻；图③：

阿布都热依木（左三）在训练之余为战友示范舞蹈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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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交班会上，西藏军区昌都军

分 区 某 边 防 连 连 长 ，在 讲 评 工 作 时

表 扬 了 下 士 吴 松 峰 带 领 新 兵 巡 逻 时

的 优 异 表 现 ，还 称 赞 他 是 连 队 近 期

涌现出来的“斜杠士兵”。

大学毕业参军入伍的吴松峰，为

了梦想和抱负来到部队 ，但说到“为

连队做贡献”这件事 ，他自认做得还

不够。

去年，吴松峰第一次在网上看到

“ 斜 杠 青 年 ”这 个 词 ，羡 慕 之 余 也 有

自己的见解：“配得上‘斜杠’这个名

头 ，首先要以集体荣誉为己任 ，真正

为连队做出贡献。”

在 战 友 眼 中 ，吴 松 峰 实 在 又 本

分。入营 3 年多，吴松峰从一名普通

士 兵 成 长 为“ 巡 逻 能 手 ”，啥 苦 活 累

活 ，他都抢着干 ，大家从没听他说过

一句埋怨。

已是班长的吴松峰，自我要求一

直严格 ，压力传导到新兵身上 ，大家

直 言“ 压 力 山 大 ”。 每 当 这 时 候 ，他

就 给 大 家“ 减 压 ”：“ 无 论 大 事 小 事 ，

只要有意义，我们都要坚持到底！”

一次，吴松峰参与连队文化墙创

作 ，被 来 连 队 慰 问 的 美 术 老 师 一 眼

相 中 。 后 来 ，他 以“ 徒 弟 ”的 身 份 跟

学了一段时间。

没想到，吴松峰硬是把画画学成

一 门 特 长 ，一 次 次 完 成 上 级 赋 予 的

任 务 ，还 独 立 完 成 连 史 长 廊 的 创

作 。 每 天 结 束 训 练 和 执 勤 ，吴 松 峰

就 会 背 上 包 、带 着 画 笔 ，来 到 阳 光

棚，绘制棚里的文化墙。

最新一期文化墙的主题是“高原

海 洋 馆 ”。 这 是 连 长 和 战 友 共 同 商

议 的 结 果 ，连 队 主 官 还 给 他 提 出 了

要求：“画出战友最想看到的风景。”

“ 每 个 人 心 里 ，都 有 一 片 属 于 自

己 的 海 。”刚 到 高 原 当 兵 那 年 ，吴 松

峰 不 懂 边 防 的 苦 。 如 今 成 长 为 边 防

老兵 ，吴松峰觉得扎根边防 ，最难做

到 的 是 4 个 字 ：“ 无 怨 无 悔 ”。 而 要

做到无怨无悔 ，就要有“大海一般的

胸怀”。

一 次 英 模 故 事 分 享 会 上 ，一 级

上 士 韦 晓 飞 讲 述 了 战 友 李洪浩的 故

事 。 那 年 7 月 ，刚 到 连 队 不 久 的 李

洪浩第 一 次 巡 逻 ，就 被 崎 岖 的 路 、耸

入云间的山、冰冷刺骨的河水给“震

住了”。

李洪浩的家乡在广西，来到高原

后 ，过着战风斗雪的生活 ，确实让他

有 点 吃 不 消 。 他 的 班 长 严 巨 兵 是 连

队 公 认 的 骨 干 。 在 一 次 巡 逻 中 ，李

洪 浩 险 些 掉 进 冰 窟 窿 ，严 巨 兵 一 把

抓住了李洪浩的手，帮他脱离险境。

生 死 关 头 ，感 受 到 了 战 友 的 帮

助 ，李 洪 浩 的 内 心 沉 淀 出 一 种 责

任 ：“ 当 兵 就 要 当 像 班 长 那 样 的

兵 ！”李 洪 浩 在 哨 所 守 了 20 多 年 ，成

为 连 队 骨 干 ，还 带 出 来 许 多 巡 逻 执

勤 能 手 。

李洪浩当年的坚持，印证了吴松

峰 的 座 右 铭 ：“ 坚 持 ，才 能 成 就 自

我 。”于 是 他 画 了 一 幅 水 粉 画 ，描 绘

李洪浩的风采。

一次武装奔袭，吴松峰看到李洪

浩 背 着 背 囊 一 瘸 一 拐 ，拼 尽 全 力 跑

在 队 伍 前 面 。 事 后 ，他 和 王 班 长 聊

天 ，才 得 知 他 在 奔 袭 途 中 不 小 心 崴

了脚。

“坚持就是胜利，我是一个老兵，

更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听着老兵的

话 ，敬 佩 之 情 油 然 而 生 ，不 久 ，吴 松

峰 的 素 描 作 品《奔 袭》诞 生 了 ，并 被

悬 挂 在 连 队 荣 誉 室 。 连 队 党 支 部 希

望 通 过 这 个 故 事 ，让 更 多 年 轻 战 士

找到坚持的意义。

去年晋升军士之前，连队赋予吴

松峰一项新使命 ：担任连队首个“红

色 宣 传 员 ”。 连 队 还 为 他 购 置 了 一

台相机 ，这下除了画画 ，吴松峰又多

了一门需要学习的新技能。

战 备 训 练 、执 勤 巡 逻 不 能 落 后 ，

休 息 时 间 还 要 用 来 学 摄 影 技 术 ，这

可把吴松峰忙坏了。

连 队 组 织 活 动 、新 兵 上 岗 执 勤 、

战 友 执 行 险 难 点 位 长 途 巡 逻 ，他 都

要跟随队伍 ，要么用相机记录、要么

用画笔描绘那些感人的瞬间。

吴 松 峰 见 证 了 战 友 们 经 历 的 艰

难 时 刻 ，也 在 创 作 中 和 战 友 一 起 分

享连队砥砺奋进的足迹。

他 的 笔 下 和 镜 头 中 ，有 冰 封 雪

裹 的 哨 所 ，也 有 迎 风 挺 立 的 哨 兵 。

每 一 个 画 面 ，都 让 战 友 们 联 想 到 了

自 己 。 这 些 创 作 ，也 让 他 们 内 心 升

腾起更多的荣誉感、使命感 ，坚定了

他 们“ 与 孤 山 为 伴 、为 祖 国 站 岗 ”的

决心。

一 次 ，吴 松 峰 受 领 一 项 任 务 ：在

营院后墙上创作一组长卷画。

傍 晚 ，吴 松 峰 坐 在 台 阶 上 ，看 向

远 方 的 山 脊 线 ，日 暮 山 河 ，红 旗 猎

猎 ，战士们步履稳健 ，身姿挺拔。刹

那间 ，他领悟到 ，战士不就是边防线

上挺立的界碑吗？

响 亮 的 口 令 声 ，把 沉 思 的 他 ，拉

回 现 实 。 夕 阳 中 ，巡 逻 归 来 的 战 友

与远方山脊形成一幅剪影画。

吴松峰的灵感来了，他决定画一

幅 高 原 群 山 图 。 接 下 来 几 天 ，他 一

手拿画笔 ，一手端着颜料板 ，在营院

后 墙 上 开 始 创 作 。 描 绘 心 中 的 雪

山 、哨 所 、界 碑 ，他 的 每 一 笔 都 酣 畅

淋漓。

那 年 9 月 ，吴 松 峰 走 出 大 学 校

园 ，一份稳定的工作 ，并没有给他应

有的归属感。

如 今 ，巡 逻 在 祖 国 的 边 防 线 上 ，

吴 松 峰 找 到 了 人 生 的 意 义 。 描 绘 边

防 战 友 们 的 生 活 ，让 他 找 到 了 坚 持

的 意 义 ，更 找 到 了 一 份 踏 踏 实 实 的

归属感。

这 天 ，吴 松 峰 又 一 次 带 队 巡 逻 ，

他 鼓 励 大 家 坚 持 到 底 ：“ 年 轻 时 吃

苦 ，就 是 为 自 己 争 取 到 了 一 次 成 长

的机遇。”

又 是 一 个 坚 守 的 日 子 。 夜 幕 降

临 ，月光洒在墙上 ，画中的战士傲然

挺 立 在 边 防 线 上 。 每 次 看 到 这 一

幕 ，吴松峰都特别自豪 ，因为这个身

影属于连队每一个坚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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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杠，电脑操作系统中的一个符

号。在输入时，斜杠通常表示间隔，代

表“或者”和“以及”的含义。

不知何时起，“斜杠青年”逐渐出

现在网生一代的词典中。有专家对这

一热词给出如下注解：不再满足单一

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技术和

多元生活的青年。

驻 守 边 防 ，年 轻 官 兵 同 样 成 长

在 网 络 时 代 ，也 有 属 于 自 己 的 向 往

和 追 求 。 他 们 普 遍 对 自 己 有 较 高 的

要求，希望遇见更好的自己，掌握更

多技能 、学习更多专业，为连队和集

体 做 出 更 大 贡 献 ，实 现 更 多 的 青 春

理想。

在边防一线，“斜杠士兵”正越来

越多。他们有着怎样的追求？如何看

待自身的价值？请看从边防一线发来

的一组报道。

——编 者

晚风透着寒意，月光洒满哨楼，哨兵挺

拔的身影被月光拉长。

注视着眼前这一幕，陆军某边防连上尉

何川打开台灯、把素纸轻轻铺展在案头，开

始每天雷打不动的练字。

29岁的何川是个山里娃。小时候他就跟

着喜欢写大字的爷爷生活，走进爷爷家的农家

小院，那股浓浓的墨香，总让他感到很温暖。

何川记得，每到春节来临，爷爷喜欢泡

一壶茶，然后坐在案前，给村里的乡亲一副

一副地写春联。年幼的何川也跟着研墨、学

写大字。爷爷经常教导他，撮一杆狼毫，用

多少力道刚好；手腕高悬，如何才能写出一

笔好字。

考上军校后，何川一直没有放弃毛笔书

法这个爱好。军校毕业时，他提出戍边的申

请，来到边防一线。

初到边防军营，何川身上的“书生气”偶

尔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训练一结束，他就一

头钻进宿舍，摊开纸写大字。

那年，一个新兵因为训练状态不佳，被

班长说了几句，便赌气说要退伍回家。连里

主官一个在外开会、一个休假，和这位新兵

谈心的任务，便落在他肩上。

何川给那个新战士拿来一支毛笔，让他

写一个“人”字。小伙子拿起笔，写得认真、

板正。写完，抬头，他看着何川。

何川笑着说：“这简单的一撇一捺，起承

转合都饱含中国人对人生的理解。一撇是

‘你’，一捺是‘你的战友’，在一个方方正正

的框里，这两笔，是一种互相依靠、彼此支撑

的关系。缺一不可，缺一不立。”

这时，何川又在纸上写了两个字：一个

是草书的“人”，一个是隶书的“人”。他继续

语重心长地说：“豪放有秩，这是草书的韵

味；蚕之头、燕之尾，蕴含着隶书的气度……

其实写字也像做人，我们既然选择来到军

营，就要遵守部队的规定，当一个好兵，不负

青春韶华。”

从那以后，那名新兵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也成了何川在部队收的第一个“徒弟”，跟

着何川写字、磨砺心性，逐渐成长为训练骨

干。

在基层干了几年，何川被选调到机关工

作。每到春节，给基层连队写春联，总能让

他好一通忙活。他写的字，还被旅队作为礼

物，赠送给友邻部队。这让何川在闲暇之

余，有了更多练字的动力。

不久后，何川再次回到偏远连队。驻地

交通不便，很难买到纸墨，每天训练结束，他

就在方砖上用毛笔沾水写字。

那几年，何川还收了好几个“徒弟”。连

队有个点位，巡逻一趟要走三天二夜。每次

参与巡逻，他都让“徒弟”带上毛笔和红油

漆，给界碑描红，将一句句守卫大好河山的

誓言，镌刻在点位附近的山崖上。

一次，随队执行任务，他们在巡逻途中

听到呼救声。原来是当地一位村民在登山

过程中跌落山崖，摔伤了右腿，不能动弹。

何川和战友轮流背着他，一步步走出大山，

将他送往山外村寨卫生院。

一个月后，那位老乡专程来到连队感

谢。临走时，何川把自己书写的一幅“鱼水

情深”送给他。

这几年，有连队战友悄悄将何川写的书

法作品收集起来、整理成相册，这让何川感

受到了别样的温暖。

去年，连队配合某通信连野外驻训。驻

训地条件艰苦，为了保证任务完成，何川带

着战士冒雨逐点排查隐患，顺利完成野战通

信枢纽开设任务，受到上级表扬。

何川特别高兴，他越发觉得，坚守岗位

是一种磨砺，就像写字需要坚持一样，挺过

去就能收获生命中的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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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的夜晚，喀喇昆仑高原细

雪纷纷，新疆军区某边防连驻训营区

外 的 空 地 上 ，篝 火 燃 烧 着 ，驱 散 了 官

兵心头丝丝寒意。

伴随着乐器的演奏，官兵们手拉

手 ，跳 起 了 舞 蹈 。 史 连 长 告 诉 笔 者 ，

鼓 励 官 兵 在 训 练 之 余 用 跳 舞 的 方 式

锻 炼 身 体 、放 松 身 心 ，在 连 队 由 来 已

久。

每 次 ，一 轮 课 目 训 练 结 束 ，营 区

就特别热闹。到了周末，连队都会组

织少数民族骨干教大家跳舞。

熟悉的旋律响起，官兵们纷纷走

到篝火旁。听着大家欢乐的笑声，史

连长想起几年前的事。

那年元旦前夕，一支文艺轻骑队

想要上山慰问，但风雪不停、路难走，

队员们在山下等了一周，只好提议与

山上战友连线，通过视频为大家表演

节目。

在互动环节，刚下连的维吾尔族

战士阿布都热依木在大家的鼓励下，

害羞地走到镜头前，与镜头对面的文

艺 骨 干 们 ，来 了 一 场 热 热 闹 闹 的“ 隔

空舞蹈”。

这 让 史 连 长 深 受 触 动 。 第 二

天 ，史 连 长 向 上 级 报 告 ，提 议 组 建 舞

蹈 兴 趣 组 ，发 动 少 数 民 族 战 士 担 任

教 练 ，教 大 家 跳 舞 ，让 大 家 换 种 方 式

锻炼。

消息一出，几名少数民族战士争

相受领任务：“在我的家乡，跳舞是每

个 人 与 生 俱 来 的 本 领 ”“ 我 会 跳 纳 孜

尔库姆，我姐从小就带着我跳”……

“ 真 想 不 到 ，基 层 连 队 人 才 济

济 。”史 连 长 既 自 豪 、又 欣 慰 ，更 期 待

着这个即将成立的兴趣小组，给大家

带来更多快乐。

阿布都热依木的家乡在南疆，从

小父母在外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长

大。来部队当兵，史连长对他最初印

象是：一个缺乏自信的小伙儿。

那 天 ，和 阿 布 都 热 依 木 商 量“ 教

大 家 学 跳 新 疆 舞 ”的 想 法 时 ，史 连 长

还有点担心，这个内向的小伙子会一

口拒绝。可一听到“跳舞”两个字，阿

布都热依木的眼睛都瞪圆了，眼神里

透着光。

“我们想好了一个名字：‘雪舞小

组 ’。 连 长 ，可 以 吗 ？”一 个 月 后 的 周

末，阿布都热依木敲开了史连长的房

门 。 史 连 长 有 点 不 敢 相 信 自 己 的 眼

睛，眼前的阿布都热依木好像完全换

了一个人，“精神面貌好了，人也爱笑

了、爱说话了”。

“ 我 们 每 周 末 进 行 训 练 ，已 经 排

练 了 几 组 舞 蹈 ，想 着 尽 快 展 开 授 课 ，

让 大 家 参 与 进 来 。”阿 布 都 热 依 木 还

动员连队摄影骨干，给大家拍下跳舞

视频。

营门外的空地就是“舞台”，身着

迷 彩 服 的 阿 布 都 热 依 木 和 队 员 们 跳

着“麦西来甫”。

背 着 双 手 、单 膝 着 地 ，侧 着 身 子

一 步 步 向 前 跃 动 …… 当 最 后 一 个 动

作定格时，大家热烈鼓掌。

战友们纷纷加入舞蹈的队伍，像

模像样地学起来。“学习跳舞，让我们

的心凝聚在一起。”一级上士杨帆说。

一次实弹射击，连队组织大家苦

练半个月，成绩却不理想。走下训练

场的那个傍晚，看到大家垂头丧气的

样子，史连长有点心疼。

“ 跳 一 会 ，放 松 一 下 。 一 次 失 败

不 能 代 表 我 们 的 实 力 ，打 起 精 神 来 ，

才 能 重 整 旗 鼓 再 出 发 。”连 队 训 练 标

杆 、二 级 军 士 长 王 成 的 话 ，把 大 家 从

失落的情绪中拽了回来。

“ 跳 舞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娱 乐 方 式 ，

还 是 振 奋 精 神 的 有 效 载 体 。 大 家 跳

起 来 ，让 青 春 之 花 绽 放 高 原 ，对 每 个

人 都 起 到 了 积 极 向 上 的 作 用 。”史 连

长说。

关键词 高原雪舞

跳起来，让青春之花绽放高原
■郭玉江 蔡星祁

▼

新兵和他的家书。

高原篝火晚会。

※ ※

连队官兵在风雪中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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