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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清晨，南沙某守备部队三

级 军 士 长 孟 小 辉 ，走 下 哨 位 就 赶 回 宿

舍，准备参加即将在老礁堡举行的迎新

春礁联比赛。

打开抽屉，孟小辉拿出保存完好的

3 副礁联。前两年，礁联比赛一度中断，

但孟小辉每逢新年依然会写下一副礁

联，记录守礁感悟。这一次，礁联比赛

重 启 ，无 论 是 像 孟 小 辉 这 样 的“ 老 南

沙”，还是上礁不久的“新南沙”，都热情

高涨，踊跃报名。

入伍 20 年，守礁 20 年，孟小辉曾多

次参加礁联比赛，并屡获名次。他清楚

记得自己上礁不久后写下的第一副礁

联：“军民搏海浪做英雄事，壮士卫蓝疆

创千秋业”。

别看孟小辉的这副礁联写得豪情

万丈，刚上礁时，第一次面对台风的他

差 点 打 起“ 退 堂 鼓 ”。 当 时 ，茫 茫 大 海

上，肆虐的台风拍打着窗户，雨水和海

水顺着窗户和门缝灌进屋里，似乎随时

会把礁堡淹没……

没过多久，借着即将举办礁联比赛

的时机，指导员给包括孟小辉在内的新

兵上了一堂传统教育课，讲的就是南沙

礁联的由来。

1988 年 2 月 16 日，农历

除夕。祖国大陆喜迎新春之

时，上级命令正在南沙执行任务的值班

拖船进驻华阳礁搭建高脚屋。

受领任务后，值班拖船迅速驶向华

阳礁。当时海况恶劣，拖船像一片树叶

在 海 浪 中 颠 簸 ，当 晚 在 华 阳 礁 附 近 抛

锚。那个万家团圆的除夕夜，官兵们在

甲板上迎来新年。

2 月 17 日清晨，队长林书明带领 5

名战士组成登礁突击队，驾小艇登礁建

高脚屋。海上风高浪急，战士裴伟学在

艇 艏 高 举 五 星 红 旗 鼓 励 大 家 ：“ 同 志

们！祖国人民在看着我们，为国争光的

时刻到了！”

小艇接近礁盘时，官兵们跳入齐胸

深的海水，抡起大锤往礁缝里砸钢钎。

因礁石过于坚硬，6 根钢钎都被砸得变

形，直到第 7 根才被砸进礁缝里。他们

把五星红旗固定在钢钎上，让它迎着海

风高高飘扬。

是夜，海风凛冽，6名官兵抱成一团，

依然冷得打哆嗦。林书明提议给高脚屋

写一副春联庆贺新春，得到众人响应。围

坐在四处漏风的高脚屋里，一名战士打着

手电筒，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电报纸上

共同完成华阳礁上第一副春联——

上 联 ：“ 守 华 阳 六 虎 何 惧 艰 难 险

阻”；

下 联 ：“ 卫 海 疆 男 儿 哪 怕 狂 风 恶

浪”；

横批：“虎存礁在”。

几个月后，官兵们住进铁皮高脚屋，

用 油 漆 把 对 联 写 在 门 楹 上 ，称 为“ 礁

联”。一茬茬守礁官兵十分爱护礁联，每

逢新春到来都会组织礁联比赛，如有佳

句，就换下旧的礁联。比如，华阳礁上的

礁联，在官兵们的不断创作中，后来变为

“猛虎踞礁振国威威震南沙，跤龙蟠水显

灵气气吞山河”，横批“业在今朝”。

当 时 ，孟 小 辉 坐 在 台 下 ，边 听 边

记。想到自己面对台风的表现，再想想

“老南沙”，孟小辉觉得很惭愧：“那么艰

苦的环境中，老一辈守礁官兵都能坚守

下来，我也一定能做到。”

孟小辉在老礁堡一守就

是 12 年，直到 8 年前搬进新

营房。此后，他来老礁堡的次数不多，

每一次都发现这里有了新变化，营房多

了，路更宽了。可那些熟悉的礁联，总

能唤起他的守礁记忆。

一间宿舍门前，挂着一副礁联，“看

距离远隔不断亲情相思苦，惜天涯苦挡

不住南沙忠诚心”。那是时任油机班班

长赵作亮创作的。

2010 年 5 月的一天，赵作亮接到妻

子电话，得知父亲因病突然离世。第二

天，守礁领导商议后，为赵作亮的父亲

在礁上举办了一个祭奠仪式。全礁官

兵整齐列队，向着北方三鞠躬。赵作亮

泪流满面：“爸，原谅儿子不孝！”

守礁领导红了眼眶，对赵作亮说：“过

段时间有船回大陆，你回去看看……”赵

作亮却说：“我还没有完成守礁任务，不

能走！”第二年，赵作亮在礁联比赛写下

那副礁联，虽文笔朴实但情感真挚，获

评当年“十大优秀礁联”。

“吃遍南沙千般苦，人民幸福我荣

光”“顶狂风冒烈日春色满园，历艰辛献

青春一片赤诚”……礁联挂在门上，也

写在守礁官兵心间，激励一茬茬南沙卫

士忠诚于党，报效祖国。

2015 年 ， 战 士 付 观 照 选 调 到 南

沙。后来，他因表现优异被选送至军

校学习。一堂课上，他在黑板上用粉

笔答题，教员说：“一看你就是南沙的

兵。”付观照很惊讶，教员告诉他，他

带过的来自南沙的学员，为了节省粉

笔，写字时动作都很轻。

课后，付观照向教员分享了南沙的

一副礁联，“滴水滴油滴电滴滴节省，粒

盐 粒 米 粒 面 粒 粒 归 仓 ”，横 批“ 勤 俭 建

礁”。付观照告诉教员，南沙补给不便，

官兵把勤俭节约的意识融入守礁的日

常生活。

如 今 ，付 观 照 已 经 成 长 为 二 级 上

士。他和战友们写下的一副副礁联，见

证着南沙岛礁的发展变化，记录着战友

们的成长点滴。

战士陈玉山入伍来到南沙，上了老

礁堡。由于难以适应艰苦环境，他一度

打算两年后就退役。班长带他来到油

机房，指着门框上的礁联对他说：“‘风

光柴储是一家，南沙卫士就靠它’，横批

‘没我不行’，这副礁联是油机班战士一

起想出来的，‘没我不行’就是他们的口

号。再苦再难、任务再艰巨，想想这句

口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大家行，我也行！”在班长和战友

的帮助下，勤学苦练的陈玉山，训练成

绩不断提高。

当太阳高高升起，时钟

指向 9 时整，2024 年迎新春

礁联比赛在老礁堡拉开帷幕。10 余张

桌子拼在一起，桌面上红色的正丹纸整

齐叠放，毛笔、墨汁、砚台一应俱全。

“我先来！”中士庞永盛守礁 7 年，军

事素质过硬，在各项演训任务中表现出

色 ，去 年 年 底 荣 立 三 等 功 。 他 拿 起 毛

笔，写下“精忠卫国愿于海疆写青春，练

兵 备 战 志 在 寰 宇 竞 风 流 ”。 随 着 横 批

“军中骄子”最后一笔落下，一副豪情满

怀的礁联跃然纸上。

庞永盛刚放下笔，孟小辉一个箭步

来到桌前。作为名副其实的“老南沙”，

孟小辉用礁联给自己定下新年度目标，

“住高脚屋艰苦创业，守新礁盘再创辉

煌”，横批“前程万里”。

一副副饱含深情的礁联创作完成，

挂在展台上供大家欣赏品评。陈玉山

看了大家的作品，心有所感。回想入伍

以来的守礁点滴，他拿起毛笔，写下自

己的礁联——

上联：“龙腾天地间任风雨吹拂我

自岿然不动”；

下联：“虎跃新南沙镇四方之敌任

他八面来风”；

横批：“青春无悔”。

春节前夕，南沙某守备部队举行迎新春礁联比赛—

新春，我在南沙写礁联
■吴 强 黄春茂

军媒视窗

1月 29日

军旅十三载，弹指一挥间。时光匆

匆流逝，我在南沙守礁 10 年，参加了 6

次礁联比赛。礁联比赛就像除夕的年

夜饭，成为南沙官兵的“年俗”。

去年 12 月，守礁 18 年的一级上士

王曙光退役。他曾多次参加礁联比赛，

离队前特意找到我：“邱果，明年的礁联

比赛我参加不了，你能不能帮我写一副

礁联？”

老班长的嘱托，我欣然应允。1 月

27日，我赶到礁联比赛现场，看到已有战

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品读参赛作品。

“眼观雷达手保卫通脚驭海龙，岗

岗叫得响精武练打赢；跨过十关耐住寂

寞守卫海疆，个个好儿郎赤胆写忠心”，

横批“南沙英雄”，我举起写好的礁联上

联向大家介绍：“这副礁联写给刚刚退

伍的王曙光班长。他在南沙守了 18年，

干过雷达、学过通信、开过小艇，每个岗

位都干得很精彩。”接着，我又举起下

联：“这副礁联也送给所有戍守南沙的

战友。在南沙要过‘十关’，关关不容

易，必须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守在

南沙，大家都是英雄好汉。”

周围响起阵阵掌声。礁联一气呵

成，大家都夸我写得好。而我认为，是一

茬茬南沙官兵的故事好。我们的故事，

写在礁联上，记录守礁的岁月，留下青春

的印记，是南沙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014 年 ，入 伍 两 年 的 我 被 调 到 南

沙。上礁后，一副红色对联映入眼帘：

“南海之心美哉中华建当世奇功，沙场

雄兵济世安邦立千秋伟业”。

一旁的分队长彭志刚介绍：“礁堡

上都有礁联，既是礁堡的‘门面’，也代

表守礁官兵的信念。”说完，他在我的肩

膀重重一拍：“好好干，你也可以写一副

自己的礁联。”

不吃南沙饭，不言南沙苦。初来南

沙，要经历“十关”考验：淡水资源宝贵，新

鲜食物匮乏，信号要看天气……但战友们

依然把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休假带回泥

土和种子，在南沙建起菜地和花园。

老礁堡上，有一株 1 米多高的火殃

簕，是多年前一位班长栽种的。他找了

一个废旧电饭煲，装上土变成花盆，风

吹日晒中那株火殃簕竟活了下来。彭

志刚指着火殃簕对我说：“你看，火殃簕

有土就能活。咱们有吃有穿有住，也能

守下来。”

2015 年新春佳节，礁联比赛热热闹

闹举行。老班长们文笔质朴，灵感都来

自各自的工作生活。油机班长刘树武

写下一副礁联，“流水哗哗洗去辛劳，珍

惜滴滴注重节约”，横批“下雨穿鞋”。

礁堡的室外平台连着蓄水池，每逢下雨

都要收集雨水净化使用。负责老礁堡

“油水电”的刘树武班长，总要叮嘱大家

把鞋刷干净，穿上鞋去室外活动。时任

礁长袁进波的上联是“守海疆甜中有苦

苦中有甜，一人辛苦万人甜”，下联是

“卫南沙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

万家圆”，横批“国泰民安”。

我和战友齐声为参赛者喝彩。彭

志刚让我也写一副礁联。我摇了摇头

说：“分队长，我还没想出来要写什么。”

那时，我还没想好服役期满后要不要继

续留下来。

春节假期结束，我们投入紧张的工

作训练。担心我们不适应艰苦的环境，

老班长格外照顾我们这些“新南沙”。刚

上礁时我的体能成绩差，彭志刚带着我

在地下室跑步，一个 5公里要跑几十圈；

文书韩树鹏主动担任教员，不厌其烦地

一遍遍为我演示枪支分解结合；每次搬

运补给物资，魏廷忠班长都把重物资扛

在自己肩上，把轻的留给我；夜间下岗，

王磊班长拿出泡面给我开小灶……南沙

环境苦，可我总觉得心里很甜。

2016年底，守礁 16年的炊事班长王

磊服役期满。退伍前的一天，他递给我

一个纸盒，里面装着他 16年来积攒的礁

联。翻出一副褪色的礁联，看清内容

后，我忍俊不禁。

这 副 礁 联 很 简 单 ——“ 南 沙 太 阳

大，晒得人脱皮”。王磊班长说：“你也

知道南沙的太阳有多毒。我当年第一

次参加礁联比赛，之前没写过对联，就

把这两句写上去。”

王磊班长翻开另一副礁联，上面写

着“守南沙男儿心系祖国立大志，戍海

疆卫士志在天涯建新功”。“这副礁联是

时任指导员离开南沙时送给我的。”王

磊班长说，“他一直鼓励我在南沙守下

去，我就在南沙守了一年又一年，一转

眼就是 16年。”

王磊班长平静地讲着这些礁联的故

事，我心中却掀起层层涟漪。“你是个好

苗子。虽然第一次礁联比赛你没有写，

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出自己的礁联。”王

磊班长对我说。那一晚，我躺在床上辗

转反侧。第二天，我递交了留队申请。

次 年 的 礁 联 比 赛 ，我 早 早 做 好 准

备，提笔写下一副礁联，“看礁联读礁联

写礁联，历经南沙苦，方有笔下魂；到南

沙守南沙建南沙，读懂礁联意，终成赤

子心”，横批“卫国戍边”。

守礁第 3 年，我终于写出自己的礁

联。

这些年，南沙岛礁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我们住进新营房，用上5G网络，建

起海水淡化和雨水净化装置，餐餐都有

新鲜蔬果。我也以“南沙速度”奔跑着，

自学摄影摄像技术，成为新闻报道员。

今年的礁联比赛，完成和王曙光班

长“共同创作”的礁联后，我举起相机穿

梭在活动现场。比赛结束，今年 3 月服

役期满的下士谢郴华找到我，说退伍前

想留下一些与礁联有关的回忆。

老礁堡前，谢郴华双手高举写下的

礁联，“守南沙不惧风和雨，踏归途再续

南沙魂”。我举起相机，定格这个画面。

这张照片，我取名为《难舍》。

图①：南沙某守备部队官兵展示创

作的礁联。

图②：南沙某守备部队礁联比赛现

场。

图③：南 沙 某 守 备 部 队 官 兵 在 巡

逻。

供图：吴 强、黄春茂

制图：王秋爽

礁联上，写着我们的故事
■南沙某守备部队一级上士 邱 果

官兵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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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活动结束后，赵

宁宁来到开封市邢村小

学，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国防教育课。

右图：课后，学生们纷

纷上前围观赵宁宁胸前的

奖章。 杨世柯摄

制图：王秋爽

胸佩奖章上讲台

元 旦 假 期 刚 过 ，空 降 兵 某 旅 中

士 赵 勇 送 走 来 队 探 亲 的 妻 子 崔 琳

娜，将使用过的家属临时来队住房

打扫干净，把钥匙交还家属来队服

务小组。

一个月前，部队结束野外驻训归

建，包括崔琳娜在内的一些官兵家属

来队探亲。崔琳娜告诉赵勇，她在外

面订了酒店。上次探亲时，崔琳娜入

住家属临时来队房，开始感觉条件不

错，但两天后发现房间里一些电器损

坏，日常生活有些不便。

“不急，咱们先回公寓楼看看再

说。”赵勇带着妻子向公寓楼走去。

打开房门那一刻，崔琳娜发现房内窗

明几净，设施一应俱全，家具家电悉

数换新，“欢迎回家”的横幅挂在显眼

位置，入户鞋柜上放着一本保障手册

和一张家属来队服务卡……

原来，几个月前，该旅领导深入

基层收集矛盾困难，官兵多次提及

“家属来队住房条件有待改善”。官

兵急难愁盼，党委排忧解难。不久

后，该旅成立一支服务小组，为来队

家属提供服务保障。

“这是家属来队服务卡，有什么

需要可随时拨打电话，联系相关人

员 ……”赵 勇 为 妻 子 详 细 介 绍 了 服

务 小 组 的 职 能 ，水 电 维 修 、伙 食 保

障、医疗服务等各类服务项目都列

出 负 责 人 和 联 系 电 话 ，“24 小 时 服

务”的字样让崔琳娜从心底涌上一

股暖流。她退掉了预订的酒店，在

公寓楼住下来。

没过多久，崔琳娜就和服务小组

打上交道。那天，赵勇参加夜训，崔

琳娜洗漱时水突然不热了。她想起

家属来队服务卡，拨通了水电维修电

话。不一会，就有维修人员带着工具

箱上门，很快修好了加热器。崔琳娜

连连道谢，水电维修小组负责人留下

承诺：“嫂子客气了，再有维修需要，

我们随叫随到。”

一 枝 一 叶 总 关 情 ，服 务 细 节 暖

兵心。自从驻训归建后，该旅来队

家属均实现探亲“拎包入住”，服务

小组高效、周到的保障赢得大家的

好评。

空降兵某旅设立家属来队服务小组——

探亲“拎包入住”，暖心
■戚勇强 成传港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驻地

位于山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当地

土壤碱化度较高，用水难题困扰着一

茬茬官兵，早日喝上“甜水”成为官兵

和家属的期盼。

2020 年 ，随 着 基 础 设 施 逐 步 改

善，解决吃水难题、让大家早日喝上

卫生健康的水成为该旅党委的“心头

事”。起初，他们为各基层单位加装

净水装置，有效过滤了大部分地下水

杂质。此举虽然便捷高效，但过滤后

的水看似清亮，喝起来还是略带苦

涩。

去 年 ，该 旅 党 委 机 关 决 心 引 进

市政供水，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他

们多次走访地方政府召开协调会，

邀请地方专业人员现场办公，商讨

市政引水工程事宜。然而，有的基

层单位地势陡峭，大型机械设备无

法进入施工现场，无论是管线铺设

还是供水增压，都让施工单位望而

却 步 。 该 旅 党 委 机 关 与 驻 地 相 关

部 门 、施 工 单 位 多 次 沟 通 协 调 ，科

学 制 定 施 工 方 案 ，克 服 种 种 困 难 ，

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经 过 军 地 双 方 认 真 勘 察 、反 复

论 证 、高 效 施 工 ，该 市 政 供 水 引 接

工程全面竣工。如今，市政供水管

道直通该旅各单位，经过净水器的

再次处理，水源可靠、水量稳定、水

质安全，而且口感甘甜。官兵们纷

纷表示，党委机关真心实意为基层

办实事解难题，大家一定以更加昂

扬的状态、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练

兵 备 战 ，为 强 军 事 业 贡 献 更 多 力

量。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党委机关倾心解决
用水难题——

攻坚“引水入营”，真甜
■亓延梁 谭 潇

1月19日，河南省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军地领导，将立功喜

报和“二等功臣之家”牌匾送到空降兵某部黄继光生前所在连“黄继

光班”班长赵宁宁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