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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雪山美不美？美！边关美不美？美！

祖国美不美？美！最近，一群边防官兵踏雪

巡逻的视频刷屏网络，3 句“美”的铿锵回答

表达出戍边官兵对雪域边关的无限热爱。

莽莽高原，巍巍雪山。边关因遥远而

令人生畏，雪山因艰险而令人却步。但边

关美景令人向往，这里有诗里写不尽的蓝

天白云、雪山碧湖，更为重要的是，千里边

关，戍边人的身影如巍峨雪山，戍边人的眼

眸如清澈冰湖。

边关因青春而靓丽，青春因奋斗而升

华。2021 年 4 月，习主席在清华大学考察

时曾强调：“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

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

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

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

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一个国家

的进步，镌刻着青年的足迹；一个民族的未

来，寄望于青春的力量。对于军队来说，青

年官兵更要以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

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不断超越自我，在

伟大时代书写出彩青春。

苦地方、高地方，也是建功立业的好地

方。苦寒之处催开青春之花，冰天雪地助

燃青春之火。

平凡融入执着便是不凡，简单灌注拼搏

就是卓越。走近戍边人，体验戍边情，感悟

戍边青春：这里的平凡感动是坚守，“缺氧不

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

这里的浓厚底色是忠诚，“把最清澈的爱献

给祖国”；这里的激昂旋律是奋斗，“决不把

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这里的永

恒誓言是奉献，“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

作为“老西藏精神”的新时代传人，应

该回答好忠诚、担当、奋斗、奉献这些必答

题，扎根一线、站在前沿，是人生理想，也是

使命担当。令人欣喜的是，新时代的戍边

官兵在成长在壮大，他们知责担责、知重负

重、迎难克难，靠奋斗实现青春梦想，用实

干托举强军打赢，成为雪域边关最靓丽的

风景线。

风雪边关路，热血写忠诚。昆木加，藏

语意为“鲜花盛开的地方”，诗意的名字背

后却饱含艰险，这里不仅海拔高 、含氧量

低，还有危机四伏 、险象环生的边防巡逻

路。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茬又一

茬的昆木加哨所官兵把牺牲奉献、卫国戍

边的朴素情感融进血脉，传承“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战斗基因，像螺丝钉一样钉在

雪域高原、钉在雪山冻土，在强军兴军的新

征程中放飞青春梦想，在卫国戍边的不懈

奋斗中书写绚丽篇章。

他们值得记录，他们值得赞美！

把最清澈的爱献给祖国
■王恩生 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涛

立春过后，大江南北天气回暖，西南边陲的

马泉河畔，依然寒风凛冽，冰封雪裹。

天地苍茫间，一座哨所傲然挺立，它有着美

丽的名字——昆木加，藏语中意为“鲜花盛开的

地方”，而现实却与美好寓意截然相反，这里平

均海拔 4900 米，氧气含量极低，这里长冬无夏、

春秋相连，被称作“生命禁区”。

缺氧不缺精神，一茬茬官兵，义无反顾扎进

茫茫群山，挺立冰峰雪谷，用脚步丈量边境线，

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去年底，昆木加哨所又分配来 13 名新兵，这

股戍边新力量，是令人羡慕的一代，他们生于新

世纪，成长在新时代。然而，年轻的他们不安于

享受富足与太平，怀揣理想信念，来到雪域高

原，紧握钢枪，为祖国守防。稚气的面庞在这里

变得成熟，思乡之情也曾在心中涌起。他们却

说：“青春的每一束光都照亮边疆，边防线有多

长，我们的爱就有多长！”

兄弟二人的默契——

“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

“哥哥，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和

你一样穿上军装，来到了西藏……”上周，哨所

开展写家书活动，新兵洛茸都吉端坐在书桌前，

为哥哥写下一封信，并将特地采摘的格桑花夹

在家书中。

洛茸都吉兄弟俩的家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

治州，洛茸都吉的哥哥于去年 3 月入伍，现服役

于武警西藏某部。因任务原因，兄弟二人从去

年 9 月到现在都没有联系过。期间，哥哥并不

知道洛茸都吉已在去年下半年征兵中顺利通

过选拔，走进军营。

笔尖划过纸张，发出细碎的沙沙声，洛茸都

吉的思绪不由被拉回到 11 年前的那个夏天。

“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2013 年 8 月 28

日，迪庆藏族自治州发生 5.1 级地震。灾情发生

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驰

援。当时，兄弟俩还在上小学，洛茸都吉清晰地

记得，突如其来的剧烈摇晃将身边所有人带到了

一片恐惧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黑暗、疼痛、无助

与绝望……在废墟中不知过了多久，洛茸都吉迷

迷糊糊听到外面传来呼号、哨声与加油声，这声

音像一道刺破黎明的曙光，有力而充满希望。

不久之后，兄弟二人被几双大手从废墟中

拉了出来。“没来得及看清恩人的脸庞，我和哥

哥就被送进医院，但恩人身上的那抹迷彩绿却

牢牢印在我们心中。”后来那抹希望的绿色也成

为二人生命中的光。

“长大后，我也要去当兵，保护百姓，保卫

国家！”

“我们一起去！”

未曾想，两人 10 多年前的一句约定，如今，

在这片雪域高原上实现了。

“哥，你穿上军装像变了一个人，更有精气

神了。”去年 4 月，哥哥新训期间，兄弟俩通过一

次视频电话。看着视频里哥哥的变化，洛茸都

吉满眼羡慕，也更坚定了他参军入伍的决心。

命运总是如此精妙，新训结束，兄弟二人

都 来 到 了 西 藏 边 防 ，看 似 巧 合 ，实 则 是 默 契 。

这份默契源自于两人在应征意向书上写下的

那句话——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

在哨所，戍边生活免不了有一些枯燥与寂

寞。洛茸都吉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于是，他发挥

特长，编写歌曲，记录戍边生活的酸甜苦辣，为

战友带去欢乐，唱出高原军人的荣耀，向祖国庄

严宣誓。

“挺拔的身姿屹立不倒，心中保卫祖国的誓

言未曾遗忘；戍边人的夜静谧而漫长，戍边的英

雄个个豪情万丈……”营房旁边，落日如花，战

士们弹着吉他，唱着钢枪，唱着月亮……悠扬的

歌声从心间一直传向远方。

重披战甲逐梦来——

“为祖国守防，我一辈
子也不后悔”

刘奕豪是这批新兵中唯一一名二次入伍的

士兵，和第一次一样，这次他又来到了西藏边防。

“为什么两次当兵都来边防？”

“因为热爱！”当被问及二次入伍的原因，刘

奕豪给出的答案简单而坚定。

2020 年 9 月，刘奕豪第一次参军入伍。服役

期 间 ，他 所 在 部 队 换 防 到 西 藏 阿 里 班 公 湖 附

近。初见班公湖，刘奕豪不禁感叹：“太美了，像

一颗蓝色宝石。”经历了一些生死考验后，刘奕

豪对班公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是祖国版

图上“不可丢失的领土”。

2022 年 9 月，刘奕豪退伍。然而，回到家乡，

吹角连营挥不去，那段从军经历，刘奕豪每每回

忆起，总是那么炙热滚烫。

2023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开始，刘奕豪决定二

次入伍。体检、政考结束后，他向当地人武部递交

了进藏申请书，并郑重按下红手印。申请书中刘

奕豪这样写道：为祖国守防，我一辈子也不后悔。

我愿将自己的青春绽放在祖国最艰苦的地方！

二次入伍再次回到西藏，刘奕豪感到很幸

运也很亲切。戍边生活中，这位“老新兵”对身

边的战友十分照顾：巡逻途中，发现战友敬思聪

体力不支，他二话不说替战友扛起装备；藏族战

士桑吉平措的汉语不太好，刘奕豪利用休息时

间主动为其补习；新兵马志凯生病发高烧，他守

护在床头直至深夜……刘奕豪总说，战友就是

彼此的亲人、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休息间隙，哨所新兵们最爱听的就是刘奕

豪之前的戍边故事。大家很难相信，眼前这位

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战友，居然有过如此令人热

血沸腾的经历。

“执行任务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害怕吗？”

“不害怕，只想着我们是祖国的第一道防线，

我们不上谁上，我们要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刘奕豪朴实而真诚的回答，猝不及防震撼

到大家，一种油然而生的灼热和滚烫自心底涌

出，不少新兵红了眼眶。

也许，只有经历过，才会深切明白，高原的

奉献不止于吃苦，而是更漫长的坚守，乃至献

身。高原战士的前方是对手，是战场，身后是亲

人，是家国。在这孤寂的哨所里，青春的誓言可

以轻易刻在石头上，但践行却需要强大的决心、

深沉的爱和巨大的勇气。

年初，在哨所举办的“青春诗会”上，刘奕豪

将自己的经历融进诗里，与战友分享：

我在边关大地写下诗行

过去的记忆让我难忘

我曾将鲜血融入祖国的山河

只为那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如今的我，二次入伍来到边关哨所

风雪为伍，雪山作伴

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

依旧为了那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独有的“军功章”——

“‘高原红’是肤色的
红，更是精神的红”

清晨，新兵和献峰洗漱时，看着镜子里的自

己 ，他 发 现 脸 颊 两 侧 的“ 高 原 红 ”好 像 更 明 显

了。对此，他浅浅一笑，觉得这样好像更有高原

军人的气质了。

和献峰出生于云南丽江，纳西族人。“我是听着

红军的故事长大的，从小我就立志要成为军人。”

1936 年，红军长征途经丽江纳西族地区，纳

西族人民主动伸出援手，为红军提供食物与住

所；红军心中充满感激，所到之处开仓济民、团

结群众，用铁一般的纪律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

信赖，一段段军民鱼水欢歌传唱至今。所以，当

地人对参军入伍这件事十分看重，能去当兵，村

里人都觉得特别光荣。和献峰也十分珍惜这来

之不易的机会，来部队前，和献峰曾向家里人许

诺，一定当个好兵。

穿上军装后，和献峰一刻也不敢松懈，到连

队的第一天，他就有了一个小目标——上哨。

团里每年分配的新兵很多，但只有通过重重考

核的新兵才有资格上哨。

为了能在上哨前的考核中取得好成绩，和

献峰经常为自己训练“加餐”：普测 1500 米，每次

训练跑完 3000 米才罢休；每天坚持在水中憋气，

提高肺活量；额外增加负重训练、专业训练……

短短几个月时间，和献峰不断突破自己，终于在

新兵上哨的考核中取得了总评第三名的好成

绩，成功上哨。

上哨一个多月下来，和献峰原本白净的脸

上渐渐出现了“高原红”，皮肤也因风沙变得更

加粗糙。但他的身材却更结实了，心灵也在这

里被感染得愈发纯净而质朴。

“哨所建成以来，先后有 17 名官兵长眠高

原，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 25 岁，最小的只有 17

岁……”2 月初，和献峰与战友们来到仲巴烈士

陵园，烈士的事迹深深触动了新战士。

“冈底斯山脉的寒风永远无法吹低战士们

高昂的头颅！”参观结束，和献峰在留言册上写

下这样一句话。

“班长，这里的名字是鲜花盛开的地方，为

什么我没有见到一朵花？”一天，和献峰突发奇

想发问道。

班长笑了笑说：“因为这花很罕见，只在高

原特殊的地方开。”

听了班长的话，和献峰愣住了。

“是啊，这种花开在了你的脸上，那就是‘高

原红’啊！”

对 于 班 长 的 解 答 ，和 献 峰 觉 得 有 几 分 道

理。当然，他对这抹“高原红”也渐渐有了自己

的认识和见解。

春节前夕，万家团圆时，哨所官兵踏雪巡

逻，在象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界碑前，展开

五星红旗，面对东方庄严宣誓：“边关有我，请祖

国放心！”

宣誓结束，和献峰扭头朝向身边的战友，他

看到，鲜艳的国旗旁，一张张黝黑的脸年轻而沧

桑，脸上的“高原红”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

灿烂。

回到哨所，和献峰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

“‘高原红’是高原边防军人独有的‘军功章’，

‘高原红’是肤色的红，更是精神的红。”

高原哨所新兵对祖国的深情告白高原哨所新兵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青春之青春之光照亮边疆光照亮边疆
■刘大辉 陈武斌 本报记者 辛 悦

亲爱的战友们，昆木加是个好

地方

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却充满

诗与远方

如花般的年纪，在“生命禁区”

高举荣光

只有来到这里，感受过高原的

边防，才会明白

何为“鲜花盛开的地方”

——昆木加哨所官兵创作的

歌曲《当兵来昆木加》

图① ：余 晖 中 站 岗 的 士

兵。 陈武斌摄

图②：哨所新兵马志凯进

行器械训练。 迟浩鹏摄

图③：哨所官兵欣赏不久

前收到的地方小学生送给哨

所的书画作品。 陈武斌摄

图④：哨所官兵在边境巡

逻途中，为界碑描红。

陈武斌摄

图⑤：哨所官兵在巡逻途

中休息。 陈武斌摄

图⑥：哨所官兵开展格斗

训练。 陈武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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