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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推荐

退休后，我定居江苏南京，早晚常

常沿长江边散步。前段时间，散步时看

到街道两旁、公园广场悬挂了很多征兵

横幅，一些征兵宣传点前人头攒动。一

次路过渡江胜利纪念馆广场，听到几个

年轻人正在谈论去当兵的事。一个年

轻人说：“要是能去海军福建舰当兵就

好了。”“哪有那么巧的事？”另一个年轻

人笑着说。

我忍不住停下脚步，和他们攀谈

起来。原来，他们是东南大学的学生，

都有入伍的想法。作为一名曾服役 37
年 的 老 兵 ，我 给 出 自 己 的 一 些 建 议 。

返回途中，我的心情仍难以平静，被新

时 代 青 年 学 子 参 军 报 国 的 热 情 感 动

着，也不禁想起自己当年刊发在军报

的一篇稿件。

1985年 7月 5日，《解放军报》头版头

条刊发了我采写的一则不到 300字的短

消息，报道江苏省高中毕业生在前线英

雄事迹鼓舞下踊跃报考军队院校，立志

献身国防事业。那时，我在原南京军区

机关工作，刚满 30岁。作为一名业余新

闻报道员，能抓住这条新闻，实属幸运。

当年，南疆战火纷飞，我随军区工

作组到过前线。在一个军指挥所驻地

的山坡下面，有一所野战医院。夜晚，

医院里灯火通明，医护人员忙碌不停，

紧急救治前线转来的伤员。看到那些

伤员，内心敬佩之余，我常常忍不住流

下眼泪。他们大都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

人，在父母长辈面前还是孩子，却义无

反顾奔赴边疆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

为考察在前线参加战斗的班长骨

干，做好火线提干及保送入学工作，我

先后到过不少一线连队，了解到某师有

很 多 江 苏 籍 战 士 ，作 战 勇 敢 ，立 下 战

功。被地雷夺去双腿和左手的战斗英

雄闫绍田，就是江苏扬州人。

英雄的事迹很快传回家乡，引起强

烈反响。江苏省县以上中学，普遍开展

“学英雄、见行动”活动。有的采取演讲

会、办校刊等形式，宣扬前线将士的英

雄事迹；有的请所在县、市籍的前线战

士作报告，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忱。一

些原来瞧不起“大兵”的学生，改变想

法，向往军营，决心接过英雄的枪，为祖

国守边疆。

青年学子爱国爱军的满腔热忱，激

发了我的新闻灵感。我与江苏省高等

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相识，骑

着自行车到他家中拜访。说明来意后，

他详细为我介绍了相关情况。那一年，

南昌陆军学校在江苏招生任务下达后，

全省有 500 余名学生报考，并列为第一

志愿。扬州市有 600 余名学生报考军

校，其中鲁迅中学就有 40余名。

这 些 数 字 ，实 实 在 在 ，很 有 说 服

力。随后，我又邀请军区宣传部新闻处

一位同志，和我一同走访南京大学。在

校园里，我们与一些大学生交谈，了解

到他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把研究

军事科学作为业余爱好，并写出一批有

一定参考价值的军事学术论文。从这

些年轻学子身上，我分明感受到他们期

冀青春在军营闪光的激情。

通过电话向有关人武部咨询相关

情况后，我综合各方信息，试着给解放

军报社通联处去电，汇报这条新闻线

索。还记得，接电话的那位编辑，手头

事情好像很多，话筒中听到办公室人

声嘈杂。可这位编辑非常热情，耐心

听我讲完。他告诉我，这是一条好新

闻，可以激发青年参军报国热情，嘱咐

我抓紧成稿，字数不用太长。他的一

句“不要阐述，要用事实说话”，令我印

象十分深刻。

放下电话后，我非常激动，首先想

到的是必须对新闻事实负责，不能出半

点差错。写完稿件后，我看了好几遍，

仔细核对相关数字和学校名称，确保准

确无误。

没想到，军报很快以《江苏应届高

中毕业生踊跃报考军校》为题，将这篇

稿子在头版头条刊发。当天，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早间《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也播发了这篇稿件。

过了一天，我突然接到部领导电

话，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这位领导

是上世纪 50年代入伍的老同志，分管处

里工作，为人正直实在，大家都很敬重

他。我匆匆上楼，在领导办公室刚坐

下，他就轻声细语地问：“小吴，昨天你

的文章上军报头条了，怎么会想到写这

篇稿子呢？稿子中的内容是不是实事

求是？”我赶忙把采写稿件的来龙去脉

向领导解释了一番。事后回想，领导的

询问，是对我的关心，同时也希望我能

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对待工作。

几十年过去，我在报纸杂志发表

了数百篇各种体裁的文章，最难忘的

还是军报这篇稿件。血染的风采、学

子的情怀、领导的关心，不仅是一件往

事，还是一个时代的印记，给我留下一

生的回忆。

（闻伟整理）

一篇稿件 一生回忆
■吴天津

军媒视窗

4 月 21 日，西部战区空军某高山

雷达站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杨治轩带

领支委及 10 名官兵代表，一行人耗时

近两个小时，从山下的主控端来到山

上的从控端。

上山干啥？召开支委扩大会议。

支委都在山下的主控端，上山开会岂

不是舍近求远？杨治轩介绍，这是针

对雷达站官兵部署分散的情况，为加

强自身建设尤其是密切官兵关系探索

出的新办法。

问及上山开会的缘由，同行的该

站党支部副书记、站长王宗民从 2022

年底的“双争”评比说起。那次评比

中，推荐“四有”优秀士兵人选时，“山

上”和“山下”推荐的都是“自己人”，引

来一番争论——“山上”和“山下”，到

底谁更辛苦，谁更优秀？

“争论的原因，在于官兵之间并不

熟悉。”王宗民介绍，该站人员部署采

取轮换制，除少数固定人员外，旅里会

定期从平原站点选拔人员轮换至该

站，既为提升全员实战能力，也有缓解

高原雷达兵长时间驻守恶劣环境带来

健康隐患的考虑。“‘山上’和‘山下’是

先后轮换的两批官兵，因为来自不同

单位且又分处两地，平时沟通少，彼此

之间较为陌生，投票给自己熟悉的战

友也在情理之中。”王宗民说。

换个角度看，问题中有契机。“轮

换可以提升战斗本领，也能密切官兵

关系。”当时的支委会上，王宗民提出，

山上的官兵因任务原因下不了山，“那

我们就上山”——遴选部分官兵代表，

利用召开支委扩大会议的时机上山，

在互相了解中密切联系，增进感情。

这 个 提 议 得 到 党 支 部 一 班 人 和

官兵的一致认可。杨治轩介绍，每次

上山，会议用时并不长，剩下的时间

都留给官兵代表，和山上的战友共同

开 展“ 站 一 班 岗 、值 一 次 班 、做 一 顿

饭 、搞 一 次 卫 生 ”的“ 四 个 一 ”活 动 。

“走一走山上战友走过的路，听一听

他们的奋斗故事，置身于他们训练生

活的真实场景，对他们的坚守和奉献

感触更深。”上山的官兵代表、中士吴

世豪很感慨。

中士谭浩添连续多次申请上山，

大家都知道，他是为了去找同为“技术

迷”的一级上士燕金杰。谭浩添第一

次上山就和燕金杰“相见恨晚”，约定

共同进行装备研究。前不久，两人合

作推出创新成果“装备使用 17 个小窍

门”，经实践检验已在全站推广。

“山上山下一条心，就没有完成不

了的任务，攻克不了的难关。”让王宗

民感动的是，前段时间，部队需要遴选

部分官兵参加某项演练任务，山上和

山下的官兵纷纷递交请战书。针对演

练中几项特殊任务，山上和山下的官

兵主动申请合作完成，颇有些“打虎亲

兄弟”的味道。

看到全站上下的可喜变化，该站

党支部一班人一致表示，要把这一做

法坚持好发扬好，让官兵之间心更紧、

情更浓。最近，再次接到任务通知，官

兵们斗志高昂，党支部也借助任务契

机，引导全站官兵掀起练兵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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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青春之花花盛开昆木加盛开昆木加
——推荐原西藏军区某推荐原西藏军区某团昆木加团昆木加边边防队第三任指导员冉隆均与西藏军区某团防队第三任指导员冉隆均与西藏军区某团

昆木加哨所所在连现任指导员廖锐的书信昆木加哨所所在连现任指导员廖锐的书信

敬爱的冉隆均前辈：

您好！我是昆木加哨所所在连

现任指导员廖锐。您和前辈们的事

迹，一直以来留存于一行行文字资料

中，传颂在一代代官兵的讲述里，没

想到这次能有机会与您书信交流，让

我非常激动。

今 年 初 ，我 刚 到 连 队 担 任 指 导

员，算是连队的一名新成员，但昆木

加哨所我并不陌生。6 年前刚到团

里任职时，我就听说团里有个“最偏

最远”的哨所，名叫“昆木加”。说它

“偏”，因为周围三四十公里荒无人

烟；说它“远”，因为距离团部 200 多

公里。直到 2019 年底随团领导到哨

所检查工作，我才第一次见识到这个

藏语中“鲜花盛开的天堂”，和它的名

字有多大反差。

当时临近春节，藏北高原已经银

装素裹。翻越一座座高山，车窗外渐

渐只剩下两种色彩——山的黑色、雪

的白色。这种“白与黑”交织的景象，

虽然美得纯粹，也给人一种难以言喻

的压迫感，仿佛大自然在用自己的壮

阔无声宣告着人类的渺小。就在我

们几乎要被这无尽的白色和黑色淹

没时，远方突然出现一个哨所，孤零

零地“立”在戈壁滩中。

室外冰天雪地，走进哨所，迎面

而来的是融融暖意——战士们端来

冒 着 热 气 的 姜 茶 ，双 颊 晕 染 着“ 高

原 红 ”，与 他 们 身 后“ 最 美 戍 边 军

人 ”文 化 墙 上 贴 满 的 笑 脸 照 片 ，相

映成趣。

第 二 天 ，我 随 队 参 加 哨 所 官 兵

的 巡 逻 任 务 。 虽 然 巡 逻 点 位 不 算

远，可由于积雪厚，巡逻车行进速度

很慢，刚驶出几公里就陷入一个雪

坑。驾驶员做了一个示意下车的手

势，老兵穆鲁东告诉我：“别担心，很

快就好。”

大家齐心协力推车，车辆很快爬

出雪坑。穆鲁东当时已在哨所服役

15 年，上车后他和我聊起天：“昆木

加经常下雪，雪大时会没过大腿，巡

逻路上车陷进雪坑是常事。有时车

过不去，我们就下车步行。”

那次巡逻归来，穆鲁东带我“看

望”了一位战友。哨所旁有一座沙石

堆砌的坟茔，长眠着建哨以来牺牲的

第 22 位军人陆永刚。1994 年，陆永

刚在执行任务时被急性肺水肿夺去

年仅 19 岁的生命。按照他牺牲前的

意愿，战友们将他安葬在哨所旁。每

次官兵们巡逻归来，都会来向这位战

友“报平安”。

近年来，随着上级对边防投入力

度持续加大，昆木加哨所的生活和训

练条件越来越好，陆续建起安装了地

暖的新哨楼，能种植西瓜、西红柿的

温室大棚，还有新型太阳能发电站等

设施，集中供氧、远程医疗等暖心工

程也在相继推进。

老前辈，还要告诉您两件事。您

服役时修建的那座老哨楼还在，虽然

如今不再承担观察任务，但已经成为

哨所的精神象征。每次新兵下哨，我

们都会在老哨楼前组织入哨仪式。

“党员井”也成为开展教育活动的场

地 ，不 远 处 打 了 一 口 新 井 ，深 度 达

100 多米，水质通过了检测。

不 过 ，虽 然 哨 所 硬 件 设 施 得 到

很大改善，但昆木加的气候依然恶

劣。常年在高原边防线上巡逻，哨

所官兵身上都留下许多“印记”：双

腿风湿、心室变大……然而，对边防

军人来说，戍守高原，海拔高，精神

和使命的“高度”更高。从前辈们那

里传承的“高地方苦地方，建功立业

好地方”的昆木加精神，就是一代代

哨所官兵爬冰卧雪、甘于奉献的精

神源泉。

去年底，24号界碑旁的中国－南

亚新贸易通道里孜口岸开通。我们

有幸见证边疆发展繁荣、祖国日益强

大，也更感受到肩上责任重大。请老

前辈们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在

接续奋斗中完成好属于我们这一代

边防军人的使命任务。

去年，在专家的指导下，昆木加

哨所试点种植了一批适合高原气候

的松树树苗。经过官兵们精心呵护，

寒冬过后，一部分树苗存活下来。今

年，团里又给哨所送来一些树苗，官

兵们都积极参加“一人一树”种植活

动。相信不久的将来，昆木加会绿树

成荫，终会像它的名字那样，成为一

个“鲜花盛开的天堂”。

廖锐

2024年 5月 17日

图①：当年昆木加边防队官兵站

岗执勤。

图②：当年昆木加边防队官兵雪

后运送物资。

图③：冉隆均（左）接受采访后，

给哨所官兵写信。

图④：昆木加哨所官兵站岗执

勤。

图⑤：昆木加哨所新兵在老哨楼

前举行授枪仪式。

图⑥：昆木加哨所官兵巡逻途中

给界碑描红。

供图：徐兆刚、王腾、旦增曲杰、

迟浩鹏

制图：扈硕

文字整理：陈武斌、邬军

亲爱的战友们：

你们好！我是冉隆均，今年 89 岁。

我曾于 1966 年至 1970 年任昆木加边防

队第三任指导员。我想给你们讲讲我

们那个年代在昆木加艰苦奋斗的故事，

希望能对你们的成长有所帮助。

“昆木加”在藏语里是一个美丽的

称呼，意为“鲜花盛开的天堂”。每每想

起 昆 木 加 ，想 起 曾 经 一 起 战 斗 过 的 战

友，想起那段艰苦又难忘的戍边岁月，

我都会热泪盈眶。昆木加是我的第二

故乡，是让我无数次魂牵梦萦的地方。

1959 年 ，怀 着 满 腔 热 血 和 报 国 之

志，我从山城重庆参军入伍，新兵训练

是在进藏路上进行的。那时，西藏还没

有通飞机和火车，进藏的新兵只能依靠

军用卡车和马匹运送。由于路况复杂，

加之要让新兵逐渐适应高海拔带来的

身体不适，行进速度比较慢，带队干部

就在途中组织新兵展开训练与考核。

这一走便是 4 个月，直到年底我们

才抵达驻地。我很快给家里写了封信，

一来一回，半年后才收到回信。因为距

离实在太远了，在那个电话没有普及的

年代，书信是唯一的联系方式。

1960 年，我们接到命令，进驻昆木

加。当时，昆木加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

“荒坝子”。由于物资匮乏，建筑材料稀

缺，我们只能就地取材，挖冻土 、背石

头，白天还要执行巡逻任务。为了缩短

工期，我们经常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

终于赶在当年大雪封山前，让哨楼初见

雏形，加上军用帐篷让大家有了过冬的

“庇护之所”。虽然日子艰苦寂寞，但是

没有一位战友抱怨，反倒都铆足了劲工

作。那时，我们的口号是“长期建藏，边

防为家，以苦为荣，先苦后甜”。

“当兵来昆木加，这里没有鲜花，只

有 青 春 的 朝 霞 ……”当 时 有 首 歌 曲 叫

《当兵来昆木加》，是边防队官兵在训练

之余创作的。那时候，我们干工作，特

别 是 脏 活 累 活 ，都 是 党 员 干 部 冲 锋 在

前，士兵个个奋勇争先，精神头特别好，

干起工作来大家都不知道累。

我记得，哨楼东边有一口水井，我

们叫它“党员井”。边防队组建之初，官

兵们的生活用水需要赶马车前往十多

公里外的马泉河去拉，非常不方便。为

了改善吃水难，队长和指导员带着全体

党员，利用休息时间打井。虽然没有进

行动员，所有官兵都主动参与进来。在

昆木加，到处是碎石坡与冻土层，挖土

难，打井更难，加上官兵们打井技术并

不专业，历时半年，连续打了 3 口水井都

失败了。好在大家没有放弃，反而相互

鼓励，第 4 口井终于出水了。打出水的

那一刻，大家无比激动，有跳起来的，有

鼓掌的，有欢呼的，最后所有人都紧紧

相 拥 。 刚 打 出 来 的 井 水 ，虽 然 有 些 浑

浊，但在我们眼里，那是世界上最干净、

最甘甜的水。

在 我 的 记 忆 中 ，昆 木 加 除 了 用 水

难，其他生活保障也都很困难，但官兵

们 硬 是 凭 着 一 股 子 战 天 斗 地 的 干 劲 ，

通 过 努 力 一 点 点 改 善 。 那 时 ，每 年 有

近 半 年 的 大 雪 封 山 期 ，时 间 大 概 是 从

当年 11 月份到来年 4 月份。我最难忘

的 一 件 事 ，就 是 成 为 昆 木 加 边 防 队 指

导 员 后 ，和 时 任 队 长 潘 华 春 一 起 带 领

官兵开垦荒地，种植蔬菜，给官兵们改

善伙食。此前，由于交通不便，也没有

温室大棚，官兵的日常给养只有海带、

粉 条 等 脱 水 菜 和 罐 头 ，常 年 难 以 吃 到

新鲜蔬菜。

1964 年，我来到昆木加已有 4 年，

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气候规律，心里常会

萌 生 出“ 要 是 能 在 这 里 种 出 蔬 菜 就 好

了”的念头。可是昆木加风沙大，即便

在气候相对湿润的八九月份，也是“风

吹石头跑”。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合适的

菜地，将种子种下，没多久就被沙土盖

住。我们尝试了好几次都是如此，大家

开始觉得“在昆木加想种出蔬菜有些不

太可能”。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哨楼脚下发

现一簇嫩绿的小草，仔细观察后发现，

小草之所以能不受风沙侵袭，原因是它

生长在哨楼的背风面。受到启发，我号

召战士们一起打土坯，在菜地边砌了一

堵挡风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那年

9 月迎来大丰收，收获了上万斤青菜，在

藏北高原创造了属于我们的奇迹。当

时我们不仅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媒体

还进行了报道。

昆木加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三天

三夜也讲不完。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

一 石 都 饱 含 着 我 们 老 兵 的 青 春 记 忆 。

我多希望能再回昆木加去看看，看看绵

延的边防线，看看如今的新哨楼，看看

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作为一名军人，

我 最 大 的 荣 幸 就 是 在 昆 木 加 当 过 兵 。

希望你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为守卫祖

国边疆再立新功！

我很期待收到你们的回信，给我这

名年近九旬的老兵，讲讲属于你们的新

时代哨所故事。

老战友：冉隆均

2024年 5月 11日

5月 14日

今年 5月，为收集昆木加哨所的
历史资料，西藏军区某团宣传保卫股
干事陈武斌利用休假时间，辗转联系
到冉隆均等几位老兵。冉隆均曾于
1966 年至 1970 年任昆木加边防队指
导员。提及昆木加，耄耋之年的冉隆
均数度落泪：“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临别之际，冉隆均给昆木加哨所
官兵写下一封信，讲述进驻昆木加之
初和战友们的奋斗故事，期望新时代
哨所官兵能创造新的辉煌。

收到来信，昆木加哨所官兵备受
鼓舞。昆木加哨所所在连现任指导
员廖锐，代表官兵写了一封回信，向
老前辈介绍哨所的新变化，汇报官兵
在强军征程上肩负的新使命、展现的
新风采。

经本人同意，我们将两封信推荐
给读者，一起品读不同年代“昆木加
人”的热血青春。

（丰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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