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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 关 风

海面平静，雪花飘落，汽笛隆隆作

响。军嫂黄芬坐在客船座位上，对着

紧握的双手不断地哈气。

看着客船渐渐驶离岸边，向着向

往的海岛驶去，黄芬的思绪也飘向了

驻守海岛的丈夫身边。这是她第一次

上岛探亲，因为遇上了极端天气，客船

停航，上岛的时间一拖再拖。

黄芬的丈夫叫肖斌，是驻守在东

部战区空军某海岛雷达站的一名军

士。去年，两人刚结婚。进入腊月，黄

芬听说肖斌因任务不能回家过年，便

提议到海岛探亲。

这一程，一走就是好几天。船快

靠岸了，黄芬看到岸上有个熟悉的身

影正在用力挥手，黄芬的心情激动万

分，急匆匆走下客船。肖斌赶忙迎上

去，接过爱人手中的行李。

看 着 丈 夫 被 海 风 吹 得 通 红 的 脸

颊，黄芬鼻头一酸，眼眶渐渐湿润了。

肖斌赶忙安慰妻子：“你来了，把我们

的家也带来了。这个小岛，如今更像

家了。”

翌日一早，黄芬起床准备洗漱，一

阵急促的铃声划破寂静的清晨。还没

等黄芬缓过神来，肖斌已经披上衣服

往门外跑。他一边跑，一边回头向妻

子喊道：“任务来了，我要上阵地，你自

己吃早饭。”

话音刚落，肖斌就和从宿舍楼冲

出来的战友一起消失在黄芬的视线

中。听着耳边传来的海浪声，她突然

感到莫名的失落。

这 不 是 黄 芬 第 一 次 听 到 这 种 铃

声。两人从相识到相知，在拨打“热线

电话”时，她时常会听到这种突如其来

的铃声。每次铃声响起，肖斌二话不

说便挂断电话。此刻，联想起刚发生

在眼前的一幕，想象那风里雨里，一个

个奔向战位的身影中就有自己最爱的

人，她的委屈仿佛一瞬间释怀了，心中

更多了几分疼惜。

除夕这天，雪停了。为了准备年

夜饭，雷达站里忙碌起来，来队军嫂

连续多日在炊事间帮忙。那晚，热气

腾腾的炖羊肉、色香味俱全的油焖大

虾……一盘盘家乡菜摆上了连队餐

桌。官兵们喜笑颜开，围坐在一起，

品尝年夜饭。

黄芬和几名军嫂一起，从炊事间

端出几盘饺子。看着大家吃得津津有

味，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她想起肖斌

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连队就是个大家

庭，每个战友都是亲兄弟。”这一刻，望

着这些稚嫩又坚毅的脸庞，黄芬不由

心生敬意。

“嫂子为我们准备了一份新年礼

物，请大家欣赏。”突然，指导员站起

来，给大家打开了电视，屏幕上，官兵

家属录制的祝福视频开始播放。

原来，自打亲眼看到雷达兵冲锋

的样子，黄芬便下决心要为坚守战位

的战友们做点事。她和指导员商量

后，便带着几位探亲军嫂一起，挨个给

官兵亲属打电话，悄悄地给每个战友

录制了一条祝福视频。

热闹欢腾的现场瞬间安静下来，

大家把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期待见

到自己的亲人。“那不是小周的妈妈

吗？”上等兵周亮昆睁大眼睛，望着屏

幕上熟悉的面孔，眼泪瞬间流下来。

视 频 时 间 不 长 ，寄 托 的 情 感 深

沉。视频结束，周亮昆起身走出食堂，

这一幕被黄芬看在眼中，她也跟着周

亮昆走到门外，递上一张纸巾，轻轻地

拍了拍这个小伙子的肩膀说：“你们为

了祖国的安宁不能陪伴家人，家人一

定会为你感到自豪！”

这个春节，在这个海岛雷达站，还

有许多像周亮昆一样坚守战位的军

人。这里远离大陆，四面环海，常年雾

气缭绕。面对恶劣环境，越是节假日，

他们越绷紧战备弦，确保自己战位万

无一失。

新春的钟声敲响，夫妻俩携手走

到海边。迎着海风，望着漆黑的海面，

黄芬的内心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

静。不经意间，黄芬握紧了肖斌的手：

“心安之处就是家，海岛团圆亦温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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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已过，农历正月十一，祖国各地普遍

降温，多地迎来新春第一场雪。

大 自 然 就 是 这 样 千 姿 百 态 。 春 来 未 必

暖，凛冬仍未散。春天，并非立春一过，就草

长莺飞 、繁花似锦，而是要经过春寒料峭，才

能迎来花红柳绿 、生机盎然。这个等待的过

程，是为了新的出发；这个等待的过程，也是

为了内心厚积薄发的希望——等待又一次天

暖 、寒散，等待又一次踏入春的怀抱，走进团

圆的故事中。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祖国东海之滨，星

罗 棋 布 的 小 岛 上 ，纵 横 交 错 的 群 山 上 ，座 座

观 通 站 、雷 达 站 营 区 中 ，团 圆 的 故 事 一 幕 幕

上演。

就在元宵节前几天，几名探亲军嫂，登上

了期盼已久的轮渡。这迟来的客船，让她们足

足等了 10 多天。原来，她们特意从老家赶来，

希望上岛与爱人团圆，却遇上了海上大浪。也

许是好事多磨，又或许是团圆心切，天公终于

作美，那天，驻地海域风平浪静，军嫂们登上轮

渡，向着大海深处的海岛驶去。

团圆在前方，希望在前方，春天在前方……

除了这些登岛的军嫂，边关海岛上还有各种各

样的团圆：有“现在时”“进行时”，更有“将来

时”；有亲人相聚、爱人相拥，亦有战友情深。

今天，让我们走进东海舰队某旅，品味这些团

圆故事。

▲

编 者 的 话

岛是你的牵挂，岛上
的你是我们的牵挂

这天，驻守在小岛上的某观通站杨

指导员起了个大早，对着军容镜反复整

理军容，有路过的官兵看到后笑着说：

“嫂子今天要上岛了。”

尽管已经费心“打扮”，妻子刘翔宇

下 船 看 到 杨 指 导 员 ，开 口 第 一 句 话 还

是：“黑了，瘦了。”

走进家电一应俱全、窗明几净的家

属房，闻了闻丈夫精心准备的鲜花，第

一次上岛的刘翔宇高兴地说：“我太喜

欢这儿了。”

“你来的正是好时候。”杨指导员笑

着告诉妻子，早年岛上条件艰苦，家属

房在海风的侵蚀下，潮湿阴冷；如今部

队 对 营 房 进 行 重 新 整 修 ，新 装 了 防 潮

板，再配上烘干机和智能家居电器，这

才有了如今的“海景房”。

刘 翔 宇 打 开 行 李 箱 ，只 见 里 面 塞

满了礼物。“这个腊肉你拿去给大伙儿

分一下；这个护膝是我自己织的，你晚

上 睡 觉 戴 上 ；这 个 药 是 爸 妈 专 门 给 你

买的……”

望着沉甸甸的行李箱，里面塞满家

人的关爱，想着妻子拖着这么重的行李

从山东来到遥远的东海小岛，杨指导员

的眼眶红了。夜晚，家属房透着温暖的

灯光，新年的窗花昭示着小家团圆的喜

悦——天涯海角的团聚，在明月的注视

下如此动人。

清晨，岛上官兵还在睡梦中，一级

军士长张建明就从睡梦中醒来。按照

约定，他叫醒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带他

们去山顶上看日出，迎接海岛上的第一

缕阳光。

6 岁军娃张溢岑一直吵着要来岛上

看爸爸，不同于已经在念中学的姐姐张

紫馨，年幼的溢岑还不能完全理解，为

什么自己的父亲每年只有那么一点时

间陪伴自己。

跟在父亲的身后环岛而行，张紫馨

想到父亲曾无数次用双脚丈量这座小

岛，禁不住悄悄泪湿了双眼。

一家人来到山顶，张建明说，这里

是海岛上看日出的最佳观景点。站立

在山巅，望着眼前喷薄欲出的红日，还

有近在咫尺的雷达球，两个孩子忍不住

惊叹：“这就是爸爸守护的大海。”

迎着瑰丽的朝阳，张建明心中充满

豪情。守岛 20 余年，这是属于他们一家

难得的团圆时光，是那样的平常，又是

那样的珍贵。

近 年 来 ，该 旅 党 委 大 力 推 进 暖 心

惠兵工程，下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建好活动室、理疗室、儿童乐园 ，

座座特色活动场所在高山海岛拔地而

起。

牵着丈夫和孩子的手，张建明的妻

子罗雪梅心中思绪翻滚。这些年每次

上岛探亲，她都有新的惊喜和发现：“你

守在这个岛上，岛是你的牵挂，岛上的

你是我们的牵挂。”

把站当家，奋斗为了
站，也为了家

凌晨 2 点，老兵郑凯摸黑起床，在黑

暗中熟练地穿好衣服，朝战位走去。某

雷达站值班室内荧屏闪烁，数据信号不

断更新，值班员目不转睛地盯着电子屏

幕处理信息。见一切如常，郑凯这才放

下心来。

这是郑凯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越是

节日越不能有半点松懈。走出值班室，站

在高山之巅，郑凯放眼远眺，仿佛看到了

大陆上的万家灯火，看到了家中正在酣眠

的亲人。这一刻，他更加明白：对于军人

来说，有一种团圆，叫作“近在心底远在天

边”。

郑凯所在单位是一个有着光荣传

统的集体，曾被海军授予“艰苦创业模

范雷达站”荣誉称号。几年前，站里的

侦察分队骨干人才青黄不接，考核成绩

不太理想。

郑凯临危受命，承担起分队的训管

任务。他发现班长郭艺达个人能力较

强，但与大家交流较少，经常一个人训

练。

“我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班长的作

用……”一次谈心，郭艺达诚恳地说。

“ 分 队 底 子 薄 没 关 系 ，咱 慢 慢 积

累 。”郑凯拍了拍他肩膀说 ，只有每个

人 都 努 力 干 工 作 ，这 个 家 才 会 越 来 越

好。

郑凯将自己多年总结的组训方法

倾囊相授，并根据性格特长、技术水平

挑选出一批训练尖子，由郭艺达带领这

些尖子去辅导基础较弱的同志。那段

时间，在整个分队眼中，郑凯总是“最后

一名”：一日三餐最后吃、晚上就寝最后

睡、训练结束最后走……

在郑凯的带领下，分队训练成绩突

飞猛进。在去年年终考核中，分队士气

高昂，一举拿下全旅第一名的好成绩。

郭艺达也因为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

拿到三等功奖章的那天，郭艺达紧紧抱

着郑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个春节，战友们以为，去年举办

婚 礼 的 郑 凯 肯 定 要 休 假 回 家 陪 伴 家

人。没想到，他却选择坚守战位。

原来今年山上下暴雪，路被冰雪覆

盖。每逢节日，也是站里战备任务最重

的时候，雷达值班、维修维护压力大，郑

凯是分队骨干，总觉得这时候回家心里

不踏实。

郑凯的妻子张文丹是一名高中老

师，春节前他拨通妻子的电话：“今年岛

上连续降雪，我有点放心不下，这个春节

恐怕……”话音未落，妻子爽朗的声音从

电话那头传来：“家里有我你放心。”

分队的点滴进步都被其他分队看

在眼里，郑凯和妻子的故事渐渐被更多

战友所熟知，影响激励着每一个人，他

时常和身边战友说：“把站当家，奋斗为

了站，也为了家。”

晨光透着金黄洒遍林野，营区内火

红的灯笼迎风轻扬。妻子寒假期间虽

然没有登岛探亲，但是寄给连队的礼物

早已摆上了战士们的餐桌。“等到春暖

花开的时候，我再申请休假回家与你团

圆。”发完这条短信，郑凯的眼前仿佛出

现了和家人团聚用餐的情景。

万家团圆是军人所
许，亦是军嫂心中所盼

春节期间，海岛上有不少来队探亲

的军嫂。

晚饭时，一级军士长张建明带着在

岛上探亲的家人，来到某观通站食堂。

一进门，炊事员就给两个小朋友一人递

了一根火腿肠。

军嫂们发现，这次上岛，岛上又有

了新变化：不仅有冰淇淋机、烤肠机，日

常六菜一汤、荤素搭配，还有为大家健

身需要专门打造的“减脂餐”。

炊事班长李洋满脸自豪地跟每位

家属介绍，观通部队常年担负 24 小时

战 备 值 班 任 务 ，如 今 他 们 结 合 因 公 误

餐实际，开设全天候自助制作的“暖心

食堂”。

李洋拍着胸脯跟军嫂们保证：“班

长 们 以 后 下 夜 班 ，再 也 不 用 饿 肚 子

了。”

家在北方的军嫂擅长做面食，包饺

子皮薄馅大，一口下去，满嘴生香；南方

的 军 嫂 摆 盘 精 细 ，烹 饪 的 菜 肴 赏 心 悦

目；川渝的军嫂做得一手好川菜，麻辣

的热油一浇，香味袭人……这次来队，

她 们 纷 纷 走 进 炊 事 班 ，给 战 友 们 露 一

手。

炊事班还特地为来队小朋友准备

了“龙”形面点，憨态可掬的造型，逗得

孩子们哈哈大笑。

饭桌上，除了炊事班精心烹调的节

日大餐，还有来自天南海北的家乡菜整

齐摆放。吉林军嫂王汐渟做的酸菜大

骨、山东军嫂陈瑞雪做的德州扒鸡、辽

宁军嫂李嘉美做的锅包肉、四川军嫂罗

雪梅做的麻辣兔头……

一道道美味，传递着爱的味道。大

家一起合影留念，为祖国送上节日祝福。

按照惯例，除夕夜的年夜饭，杨指

导员要上战位给值班员送水饺。他的

妻子刘翔宇主动请缨，让炊事班的小伙

子 们 好 好 休 息 ，由 她 为 值 班 官 兵 煮 水

饺。

伴着食堂电视机中传来的乐曲，刘

翔宇熟练搅动着漏勺。这份送给“最可

爱的人”的水饺，对这位军嫂而言有着

更加特殊的意义。隔着朦胧的水蒸气，

杨指导员望着妻子，一种幸福的感觉在

他心间荡漾。

水饺出锅，看着爱人端着一盆热滚

滚的水饺离开炊事班，走向值班战位，

刘翔宇心里同样也是甜甜的。

心中真情，点点温暖，此刻在高山

海岛汇聚，璀璨灯光在岛的对岸闪烁。

万家团圆是军人所许，亦是军嫂心中所

盼。

这里，是我愿意守卫
的地方

临近元宵节的清晨，列兵郭一男与

战友一同在海防线上巡逻。突然，不知

是谁哼起站歌，紧接着从一人低吟转变

为高亢合唱。

“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人都说

咱岛儿荒，从来不长一棵树……”悠扬

的旋律回荡山间，让人思绪万千。

郭一男仍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是去年新兵下连，得知即将被分配到某

海岛，他在上岛的船上用手机搜索信息

时，无意中发现了这首歌。

穿山越海，新兵们来到营区，高耸

挺立的楼房映入眼帘，笔直的马路，整

洁的环境，山上还开辟一块空地当作操

场。已过晚饭时分，炊事班专门为新兵

们准备了热乎乎的饺子。

“手机网络推送给我的都是什么年

代的老歌，早就过时了。”郭一男大口吃

着饺子，在心里暗自嘀咕。没想到第二

天，他再次听到了这个旋律。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站里的‘传

家宝’——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站里

每一名新兵都要学会唱。”指导员的话，

一字一句砸在郭一男心上。

和煦的阳光斜照在脸上，海风也温

柔地轻拍面颊，望着眼前的云雾，眼前

的景象就像歌里唱的一样，“陡峭的悬

崖，汹涌的海浪，高高的山峰，宽阔的海

洋……”

学唱结束，一级上士刘钊瑞带新兵

参观了站里的荣誉室。电视里播放着

站里的宣传片，熟悉的旋律流淌而出。

这一刻，小岛承载的历史穿越时空浮现

在眼前——

1958 年 ，年 仅 19 岁 的 张 焕 成 应 征

入伍来到东海。这里是一座孤岛，常年

云遮雾罩，岛上渺无人烟。官兵们爬高

山、攀陡坡，劈山开路，把几百吨重的水

泥和工具运上山顶，硬是在这里扎下了

根。只有小学文化的张焕成深受感动，

写了整整 3 年，最终完成了这首《战士第

二故乡》歌词的创作……

刘钊瑞说：“老一辈观通兵在艰苦

条件下，依然坚守‘天上不放过一只鸟，

海上不放过一根草’的誓言。我们现在

条 件 改 善 ，更 应 该 以 岛 为 家 ，爱 岛 建

岛。”

如 果 说 老 一 辈 的 故 事 ，让 郭 一 男

触 碰 到 这 段 跨 越 时 空 的 红 色 历 史 ，班

长 接 下 来 带 他 去 的 地 方 ，则 让 他 心 灵

震撼。

在这座小岛上，有一座独特的纪念

石刻——一块镌刻着“向老兵致敬”5 个

大字并刻有海军船锚标志的石碑，上面

刻写着历年退伍军士的名字。

刘钊瑞介绍，每名军士离开这里时

便 会 刻 上 他 们 的 名 字 ，这 是 荣 耀 的 勋

章，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曾经守卫

的地方。

相逢与告别之间，官兵与山海的守

望故事在传承中延续。“想到以后自己

的名字也会出现在这块石碑上，就瞬间

充满了动力。”郭一男说。

春节期间，站里要重新给这座石刻

描红，这是一年一度与老兵们“团圆”的

时刻。官兵绑好安全绳、爬上山坡、调

好颜料，刘钊瑞把笔递给郭一男，笑着

说：“交给你了。”

那一刻，曾在海岛上坚守过的老兵

好像都站在自己面前，郭一男感到了肩

上责任的重大，本来还因不能过年回家

有些伤感的情绪，瞬间荡然无存；那一

刻 ，《战士第二故乡》仿佛也在耳畔响

起，他终于明白，歌词中蕴含的精神永

不褪色。

“这里，是我愿意守卫的地方……”

郭一男一笔一画，认真描摹着面前“向

老兵致敬”5 个大字，熟悉而悠长的歌声

穿越山海，萦绕在心间。

跨越山海，寻找团圆的答案
■本报特约记者 张容瑢 记者 黄昆仑

团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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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新春佳节新春佳节，，一对在海岛团圆的夫妻贴窗花一对在海岛团圆的夫妻贴窗花；；图图②②：：老兵张建明怀抱着上岛老兵张建明怀抱着上岛

探亲的儿子探亲的儿子；；图图③③：：老兵郑凯眺望远方的海面老兵郑凯眺望远方的海面；；图图④④：：在海岛营区散步的一家人在海岛营区散步的一家人；；图图

⑤⑤：：探亲军嫂即将入住来队家属房探亲军嫂即将入住来队家属房；；图图⑥⑥：：一位上岛军嫂一位上岛军嫂（（右右））走下客船走下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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