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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放心，你不在家的日子，我会

替你照顾好爸妈……”春节前夕，新疆

军区某部二级上士刘帅接到同学打来

的视频电话。

视频那头，20 多岁的小伙儿说着说

着，竟哭了起来。他一边哭，还一边不

停叮嘱刘帅：“一定要保重身体，安心守

防。”

前不久，这位同学到刘帅老家的村

里办事，恰好遇到刘帅的父母，才得知

刘帅这两年在高原守防的故事。

挂 断 视 频 ，刘 帅 被 同 学 真 情 所 打

动。过去的这两年多时间，他与战友们

在高原守防的点点滴滴，也逐渐在脑海

中慢慢回放。

一

那年春节刚过，上级一声令下，刘

帅所在的部队从驻地出发，穿越戈壁荒

漠，翻越雪山达坂，机动数千公里，挺进

海拔 4500 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

喀喇昆仑高原，年平均气温低于零

下 10 摄氏度，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

半，紫外线强度却高出 50%，曾被生物

学家称为“生命禁区”。

目 之 所 及 ，是 绵 延 不 绝 的 雪 山 天

路 。 柏 油 路 一 眼 望 不 到 头 ，两 侧 雪 山

的雪线越来越低。蜿蜒的车队在达坂

上 不 断 向 上 盘 旋 ，犹 如 一 条 钢 铁 长 龙

缠绕在雪山腰间。左边是陡峭高耸的

山 体 ，右 边 是 深 不 见 底 的 悬 崖 ，每 名

驾 驶 员 都 打 起 十 二 分 精 神 ，生 怕 有 半

点闪失。

向 上 ，向 上 ，再 向 上 ，翻 过 库 地 达

坂 ，又 爬 麻 扎 达 坂 。 随 着 海 拔 不 断 升

高，刘帅的高原反应也越来越严重。

雪山巍峨，直耸云霄。当汽车爬上

海拔 5000 多米的达坂，坐在车内的刘

帅，感受到自己心跳的速度在加快，头

痛症状也越来越明显。他不得不抱着

上山前准备的氧气袋猛吸起来，可即使

是吸着氧，头痛的症状依然没有彻底消

失。肺更像破了的风箱，即便大口大口

地吸着气，依然感觉像被人掐着脖子般

难受。

年底就符合退休条件的技术干部

刘永，得知上高原的消息后，毅然打起

背包加入了影像拍摄的队伍。

“开工！”指挥车刚靠路边停稳，刘

永扛着摄像机第一个下了车，瞧准了一

个好的取景点，便快速冲了过去。

刘 永 架 好 摄 像 机 ，就 立 即 进 入 了

忘 我 的 工 作 状 态 。 作 为 一 名 年 近 50

岁 的 干 部 ，这 已 经 是 他 第 三 次 上 高

原 。 身 边 年 轻 的 战 友 怕 他 身 体 吃 不

消 ，上 前 劝 他 ：“ 悠 着 点 ，有 一 段 能 用

的 画 面 就 行 了 。 海 拔 这 么 高 ，小 心 别

摔着！”

刘永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小兄弟，

一脸严肃地说：“如果不能如实记录官

兵驾车闯昆仑的精彩画面，那就是我们

的失职。”

话音刚落，他又抱着三脚架和摄像

机向更高的山坡爬去，寻找更好的取景

点。

在 短 时 间 内 ，从 低 海 拔 地 区 ，不

经 调 整 直 接 上 到 高 海 拔 地 区 ，出 现 高

原 反 应 的 官 兵 不 在 少 数 ，但 全 师 没 有

一 名 官 兵 半 途 退 缩 。 经 过 几 昼 夜 的

长 途 行 军 ，该 师 官 兵 全 部 按 时 到 达 指

定地域。

二

“在这万山之祖的喀喇昆仑，只有

三种颜色，白色的是雪和云，黄色的是

戈壁，还有一种红色，虽然看不到，但流

淌在每一个高原官兵的心里。”戍守高

原一段时间后，女兵张雅丽在一次演讲

中，道出了官兵共同的心声。

练体能、练射击、练攀登……在高

原 守 防 的 日 子 里 ，女 兵 和 男 兵 一 样 坚

强，即使脸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黑紫，

她们也从不退缩。

一身伪装衣，一把狙击枪，帽檐压

得极低，在山腰处辗转腾挪……如果她

不开口，大家绝对想不到这个身手敏捷

的狙击手竟是女兵韦润。

刚上高原那年，韦润所在团列装多

种新型狙击步枪。面对无骨干辅导、无

经验借鉴的情况，韦润主动请缨担任教

练员。旁边的男兵看了她一眼，嘴角挤

出了一丝不以为然的微笑。果然，不出

男兵所料，第一次组织新型狙击步枪射

击，韦润脱靶两发。

“不能辜负自己的热爱，一定要在

狙击手岗位上干出一番成绩！”韦润暗

下决心。

高原腹地，烈日下据枪定型训练，

韦 润 一 练 就 是 2 个 多 小 时 。 时 间 一

长 ，她 的 脸 庞 在 高 原 强 烈 的 紫 外 线 灼

烧下，晒脱了皮，变得红里透黑。那段

时间，每次周末给家人打视频电话，由

于害怕妈妈担心，她都不敢露出全脸，

只 让 妈 妈 看 眉 毛 以 上 、有 帽 檐 盖 住 的

额头。

韦润带着大家在戈壁滩上一边训

练，一边总结。不到两个月，她就掌握

了多种新型狙击步枪在高原高寒条件

下 的 射 击 技 能 ，并 在 实 弹 射 击 考 核 中

取 得 优 异 成 绩 。 后 来 ，韦 润 也 因 军 事

训 练 成 绩 突 出 多 次 立 功 ，并 被 保 送 到

军校。

高原缺氧、大风、严寒等恶劣的自

然环境，对人体机能的影响是现实存在

的，但敢于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拼劲，

在许多官兵身上都能找到印证。

戍守高原期间，该部多型新装备直

接从工厂拉到雪域高原。修理连连长

赵江鸿带领骨干在巡检巡修过程中发

现，官兵在高原缺氧环境下维护保养某

新型装备，不仅体能消耗大，而且用时

特别长。从战友期待的眼神中，赵江鸿

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此 后 的 4 个 多 月 时 间 里 ，赵 江 鸿

带 领 修 理 连 的 骨 干 一 边 查 阅 相 关 资

料 ，一 边 夜 以 继 日 进 行 研 究 摸 索 。 他

们 在 画 下 千 余 张 电 子 图 后 ，终 于 成 功

研 制 出 某 维 护 器 材 ，让 官 兵 在 高 原 条

件 下 节 省 了 体 力 ，还 让 维 护 保 养 的 时

间 缩 短 了 一 半 以 上 ，研 究 成 果 获 得 国

家专利。

海拔 5200 多米高原腹地战车驰骋，

炮声隆隆。由多支作战力量组成的合

成战斗群攥指成拳、形似一人。实兵对

抗、实弹射击，在数十个课目的连贯演

练中，官兵的血性意志在高原高寒条件

下得到全面检验。参演官兵在极高海

拔、极端严寒、极限距离上，操作数十类

装备取得优异成绩。

三

山 风 呼 啸 ，寒 气 逼 人 。 在 海 拔

5100 多米的某哨所，每天天刚蒙蒙亮，

官 兵 便 迎 着 凛 冽 寒 风 ，准 时 升 起 五 星

红 旗 。 没 有 旁 人 见 证 ，甚 至 鲜 有 人 知

晓 ，但 哨 所 的 每 名 官 兵 都 明 白 其 中 的

意义。

在这片离天最近、离家最远的雪域

高原，官兵用鲜红的油漆，在哨所附近

的崖壁上绘制出了巨幅党旗。党旗和

国旗遥相呼应，成了哨所附近最亮丽的

风景。

已经在高原坚守两年多的一级上

士陈俊，是大家公认的“老黄牛”。明

知 道 戍 守 高 原 时 间 久 了 ，会 对 身 体 有

影 响 ，但 几 次 调 整 轮 换 ，他 依 旧 不 舍

得 离 开 ，而 且 坚 守 点 位 的 海 拔 越 来 越

高。

临近春节，千里飞雪，冷风如刀，天

地间一片苍茫。陈俊手拿双胞胎儿子

的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却怎么也看

不够。儿子是他上山的那年出生的，那

时候他远在千里之外。

夜里，雪小了，轻轻拂过喀喇昆仑

高原。陈俊说，雪花落在钢枪上的声音

像极了心底的思念，那样轻，那样重，挥

之不去，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两年多时间里，陈俊和战友们圆满

完成了高原练兵备战和日常巡逻等多

项任务。

有人说，在喀喇昆仑，只有两个季

节 ，一 个 是 冬 季 ，一 个 是“ 大 约 在 冬

季”。在喀喇昆仑高原戍边守防，除了

缺氧、暴雪和强烈紫外线等恶劣的自然

环境，寂寞与孤独或许是高原上更大的

挑战。

与 陈 俊 一 样 ，很 多 官 兵 早 已 看 惯

了沙漠、戈壁和雪山，吹惯了夹杂着雪

沫 子 的 寒 风 ，但 他 们 是 多 么 渴 望 绿 色

啊！

与刘帅同住一个宿舍的战友，在网

上 看 到 一 盆 中 意 的 花 草 。 卖 家 承 诺 ：

“生命力强，保活。”然而，经过漫长的等

待，拆开包裹时，一片片枯叶轻轻地粘

连着根茎，稍微一碰，掉了一地碎末。

“这哪里是花？简直就是一个枯了的标

本。”排房里，战友忍不住感叹。

那一刻，刘帅又想起自己和同学的

对话。那天同学在电话中问起刘帅，如

果给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还会不会

上高原？刘帅毫不犹豫地说：“上，必须

上。因为我在战友们身上深深体会到，

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什

么样的青春才是最动人的。”

青春因坚守而动人
■李 康 张 立

数月前，我带广东来的一位朋友去

福建龙岩办事。车行驶到上杭古田镇境

内时，高速公路上悬挂的“古田会议会

址”标示牌让第一次来闽的朋友激情奔

涌。我们当即决定掉转车头，拐道古田

出口。

时序已是深秋，道路两旁、山坡上点

缀其间的枫叶染红了古田的秋色。车进

古田，数里之外，“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几

个红色大字背衬浓茂的绿树，赫然映入

眼帘，在灿烂的秋阳下熠熠生辉。在这

之前，我虽多次慕名而来，可当再次踏上

这片土地时，心中仍有一种特别的情愫

升腾。

修葺一新的古田会议会址群和古

田会议纪念馆让古田焕发出一种全新

的魅力。

古田会议会址背靠逶迤苍茫的溪背

村社下山，近伴碧水潺流的古田溪，是一

座坐东朝西、白墙青瓦的小四合庭院，原

是廖氏宗祠，又名万源祠。当年，为推行

新学，该祠改为和声小学。1929 年 5 月，

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开展土地革命，把和

声小学改名为曙光小学。

青山傲岸威严，苍松翠柏郁郁葱葱，

那一山碧绿簇拥下飞檐翘角的万源祠仿

佛在向我们诉说着久远的故事……

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共

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已

成为曙光小学的廖氏宗祠里隆重召开。

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

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

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

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

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

则。那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红军战

斗频繁，生活艰苦。在古田会议精神的

指引下，困境中的红军出现了“十万工农

下吉安”的壮观场景，进而使赣江两岸的

苏区连成了一片，“山下山下，风展红旗

如画”。

穿过铺着鹅卵石的前院，跨过一道

红漆木门，就进入了古田会议会场。宽

大的厅堂里，在两张八仙桌拼成的临时

讲台两边，摆放着四张长板凳，这是当年

毛泽东、朱德等主席团成员的席位。会

场上，贴着“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

端民主化”“反对非组织观点”等标语，靠

墙架着一块黑板，黑板上方排列着石印

的马克思和列宁像，再上方悬挂着红色

会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

表大会”。会址的三合土地面有好几处

炭火的痕迹，那是会议期间，衣着单薄的

代表们一边烤火取暖一边开会，无意间

留下的深深历史烙印。不熄的火焰，驱

散了中国革命的阴霾，从此照耀着中国

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征程。

与古田会议会址相距不过几百米的

松荫堂，始建于清代，整座建筑飞檐翘

角、错落有致。1929 年 12 月中旬，红四

军进驻古田，毛泽东、陈毅带领前委机关

和政治部入驻松荫堂，朱德和司令部入

驻同村一座有着浓郁客家风格的青砖大

院 —— 中 兴 堂 。 在 这 两 个 大 院 里 ，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继续为召开大会进

行各种准备。时值寒冬腊月，古田山区

大雪纷飞。白天，毛泽东主持召开党代

表联席会议，进行调查研究；深夜，在松

荫堂微弱的灯光下，思重千钧的毛泽东

依然笔走春秋。这一豆灯光已留在了历

史中，烙印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永恒。

在不远处的赖坊村，一座名为协成

店的两层小楼格外引人注目。在古田会

议召开的一周之后，毛泽东就是在这里

一气呵成，挥毫写就了著名的《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文章深刻阐述了中国革

命必须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新道路。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满

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写道：“中国革命高

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

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

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

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

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从古田出发，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斗

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艰苦长征、浴

血抗战、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创建人民当

家做主的新中国……

傍晚时分，游人大都散去，西边太阳

正在下沉，光线把远山、村舍映得一片橘

红。离开会址，回首望去，那座掩映在郁

郁葱葱林木下的四合院，是那样的宁静

而 圣 洁 。 突 然 ，朋 友 眼 睛 一 亮 ：“ 古 田

红！”

顺着朋友的手指，我看到一列少先

队员从四合院出来，他们胸前的红领巾、

鲜艳的队旗和橘红的晚霞交相辉映，这

是古田最美的秋色。

古

田

红

■
邱
云
安

边地的春光
■袁丰亮

我已经感觉到

石缝潮湿的气息了

高山的雪水在岩石下涌动

我们高擎的旗帜

在寒风和大雪里舞动

在信仰的源头里

我们汲取了养分

雪山流淌涓涓的溪流

多像回归家园的燕子

奔向祖国辽阔的大地

春天，你好

祖国，你好

当我站在高高的山巅

望向家乡的时候

边地的春天

正等待一场

姹紫嫣红的汇报

春节这一天
■张庆和

被春雨滋润着

被夏日照看着

被秋风吟诵着

被冬雪呵护着

一天接一天

很健壮很祥和的日子

节节生长

这最高的一截

叫做春节

春节如强大的磁场

更像是一座站台

南来的，北往的

拎兜的，背包的

揣着满怀喜悦的

扛着殷殷期待的

都一齐向它奔去

这站台很繁忙

这站台很热闹

鞭炮争吵

对联欢笑

香气缭绕

平安，欢聚

挤进千家万户落脚

浓浓的年味

随时随地都在蔓延

这一天

我懂得，我知道

我不能加入这狂欢的行列

更不能去父母身边尽孝

此刻，我必须肩起钢枪

去巡逻，去放哨

去把守祖国的每一扇大门

枪里的子弹时刻提醒

我们是军人，是战士

祖国安全，人民欢乐

是我们的自豪也是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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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至心处诗最美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利剑出鞘（中国画） 曾 俊作

那年春节将近，茫茫东海，大风骤

起。刹那间，海上风卷浪涌，汹涌的海

浪呐喊着，向海军某观通站所在孤岛

奔来。巨浪拍打着海岸，发出阵阵爆

裂声，溅起的浪沫纷纷扬扬，一直飘到

半山腰。

平 时 依 赖 大 陆 补 给 物 资 的 观 通

站，给养被迫中断，面临过节食品短缺

的窘境。

“这鬼天气，舰艇是无法靠上小岛

的。”位于大岛上的基地领导，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他要求气象台定时报

告海况，但报来的始终是大风警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眼看大风没

有要停的迹象，小岛上年轻的观通站

站长心急如焚，愁眉不展。

这时，炊事班班长找到站长：“好

办，库房有几袋黄豆，淡水也不缺，做

成豆腐，办一个除夕豆腐宴怎样？”

“豆腐宴，听起来不错。你说说

看，怎么个做法？”站长急切地问。

“黄豆磨豆腐，衍生品可太多了。”

炊事班班长胸有成竹地说。他曾受过

烹饪专业培训，厨艺功夫了得。“豆腐

干、豆腐脑、腐竹、豆腐皮、香煎豆腐、麻

婆豆腐、豆腐丸子汤、豆腐饺子……”

他一口气报出长长一串菜名。

站长听完，脸上的愁云顿时散去：

“好家伙，真有两把刷子，就这么干！”

炊事班班长随即担任技术指导，将

黄豆浸泡后，磨起豆腐来。屋外狂风阵

阵，冷雨淅沥，屋内却是热气腾腾。不

一会儿，磨的磨，压的压，切的切，忙得

不亦乐乎，黄豆的香气弥散在营地中。

除夕夜，小岛摆起了豆腐宴。豆

腐香气飘飞，官兵大快朵颐。站里的

官兵边吃边看自办的“春晚”，阵阵欢

歌笑语，使小岛充满了节日的氛围。

不觉间，屋外的风渐渐减弱，雨也

停了。

没过多久，在雷达房值班的小陈

突然向站长报告：“登陆艇来了！”

“在哪里？”站长迫不及待地问。

“在雷达荧光屏上呢！”小陈答。

“你确定？”站长追问道。

“我对基地补给船太熟悉了！”小

陈自信满满。

“太好了，太好了！”站长连呼几

声，大步跨上小舞台，激动地对大家

说：“同志们，基地领导牵挂着我们岛

上的官兵，派登陆艇给我们送年货来

啦！过会儿，我们去码头迎接！”话音

刚落，大堂里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

声，整个小岛沸腾了。

在众人的期待中，载着年货、慰问

品的登陆艇，终于平稳地靠上了观通站

码头。官兵列着整齐的队伍站在码头

边，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激昂的鼓声

在小岛上弥漫开来，驱散了冬夜的寒意。

站长邀请前来慰问的领导和艇上

代表，一起品尝豆腐宴。尽管宴席不

如平时丰盛，但此刻的小岛官兵，仿佛

听到了祖国辞旧迎新的爆竹声、看到

了璀璨的万家灯火。这小岛除夕宴，

格外清香诱人，令人难忘。

小岛除夕宴
■徐荣木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