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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现场越近，笔下的官兵越

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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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所的黎明，在枪尖上

它的美超越一声鸡鸣

也不是梦醒的那一刻

它是一抹刺破苍穹的天下白

雷声和彩霞，同时升起

旗帜的一角被光明托起

枪尖高过山峰

兴奋打起精神和雀跃

力量从脚跟拔起

有谁懂得哨兵的心思

黎明是个啥滋味

导弹上天的时钟敲响

一道命令在晨光里宣读

士兵，又有了练武的战场

墙角的三月梅蓓蕾红了

太阳一出就会怒放

小鸟在晨光里扇动着翅膀

快，打开诗本写上几句

按住天边那一抹白色的意境

车辆，战炮，火箭群

战歌，誓言，红色旗

昨天的沙盘演练模具还在

敌人进攻的硝烟凝固了沙滩

下哨时，脚步重了又轻

背影留给星星和远山

走上战位

时间脱下旧的表情让位给鹰的眼神

刹那间，空气凝固加密了刻度

无须口令，脚下的方寸之地就是命令

没有鲜花，没有鸟鸣，只有目标

正前方是云海，是林涛，是苍茫

修正耳朵，擦拭眼睛，眺望更远方

从风声中分辨雷霆、敌机的走向

走上战位的时候

正是他探亲归队的时候

叮嘱的爱情还在，母亲的送别还在

把它暂时藏进假日的方格里

备战有我，我就是国土挺立的脊梁

挑灯看剑

从历史长河里拾起一个词

依然这样，一一挑灯看剑

幸福安宁是好日子的底色

那是属于人民的

士兵，意味着一种牺牲的姿势

他的字典里没有躺平

士兵也爱浪漫，也有父母的寄托

士兵紧握一种品质：警惕一切战争

我从士兵阵里退下，卸下盔甲

挑灯看剑，日里三顾

无枪的日子依旧铁骨峥嵘

兵之谣（组诗）

■峭 岩

万里晴空之下，没有青青草原，只

有连绵的山峦上裹着厚厚的雪袄，以及

翱翔在空中的秃鹫。

那年春天，刚刚下连的新兵熊永冰

第一次来到高原。他是南方人，小小的

个子，皮肤黝黑。经过新兵阶段和高原

适应性训练后，他被分配到了驻扎在雪

山下的连队。南方少雪，熊永冰从没见

过这样广袤的雪原。在前往连队的路

上，他一直很兴奋，望着车窗外的雪山，

时不时感叹一句：“这雪山真漂亮！”

连队考虑到新兵初上高原，还没有

完全适应，便成立了高原适应班，卫生

员每天负责督促新兵吃药、吸氧。军医

们的关心让新兵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

的温暖。

这天，连队组织人员进行高原负重

登山课目训练，老兵们都在收拾装具。

熊永冰十分向往登上雪山，于是找到班

长汪利强说出想参加登山课目训练的

想法。

当时，汪利强正在穿戴装具、集合

人员准备出发训练，看着这名新兵如此

积极，心中很是欣慰。他笑着说：“年轻

人有干劲是好的，但也要考虑自己现在

的身体状况，等适应差不多了，我就带

你去，现在听从连队安排。”

汪利强身材高大，因长期驻扎在高

原，脸被晒得黑红，说起话来声音洪亮，

有着西北汉子的豪爽。对于这条攀登

之路，汪利强已经十分熟悉了。

高原登山与在低海拔登山截然不

同，攀登的战士时刻受到恶劣环境的袭

扰，肩上更是背负着沉重的物资。山路

上散碎石子很多，尤其是山坡变陡时，

官兵因找不到着力点常常需要压低重

心、手脚并用向前攀爬，走五步，退一

步，体力消耗很大。

一个晴天，天空湛蓝得如水彩画一

般，朵朵白云被风吹着向远处飘去。新

兵的融入壮大了队伍，各课目训练也逐

渐展开。休息时间，熊永冰望着远处的

白云，幻想山顶的风光，一段急促的哨

音把他拉回了现实。

“全体都有，集合训练，目标，远处

的小山！”登山训练终于开始了，熊永冰

激动不已。

说是小山，实则不小，是高原的辽

阔与博大将眼前这座山衬托得显小了。

全连共分为 3 个登山小组，路线也

分为 3 个不同的方向。汪利强和熊永

冰 被 分 在 第 2 组 ，登 山 路 线 在 中 间 位

置。小组划分完毕，第 2 小组的战友在

汪利强带领下，全副武装向山顶前进。

高原的山都保持着天然陡峭的状

态。山石常年遭受风雪侵蚀，质地破

碎松散，受到外力便会大片滑落。“大

家多注意脚下，踩实了再迈步，不舒服

一定及时汇报。”汪利强回过头提醒着

大家。

爬到半山腰，第一次进行高原攀登

的熊永冰止不住地咳嗽起来。见状，汪

利强让队伍原地调整休息。

高原的风是锋利的，刮在脸上似乎

能留下痕迹，让人睁不开眼睛。熊永冰

坐在地上不断深呼吸。此刻，遥远的山

顶，让他心中不禁产生一丝紧张。

汪利强问道：“怎么样？永冰，这山

和你想象中的是不是不一样？”熊永冰

点点头。汪利强继续说：“你的体能在

平原上算是很优秀的，可高原氧气稀

薄，身体各项机能都有所下降，你要适

应自己在高原上的体能状况。登山训

练，也是在考验你的毅力。走，山就在

那里等着你登顶。”

短暂的休息后，熊永冰渐渐恢复了

体力，也恢复了信心。原来并不是自己

退步了，只是还未适应高原的环境。山

就在那里，只要他有足够的毅力，就一

定能够登顶。他咬紧牙关说：“我要继

续前进，登上最高的山峰。”汪利强看着

熊永冰重拾信心，高喊一声“出发”，大

家继续向山顶前进。

在后半程的山路行进中，汪利强率

先走在队伍前面，其他人则跟在后面。

他们前拉后、后推前，终于一步一步登

上了山顶。

熊永冰喘着粗气，望向被夕阳映得

通红的天空。几缕霞光穿过云层洒在

山顶，将雪山映照成鲜艳的颜色。他被

眼前的景象震撼，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

得的。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

长，走下去，总能到达。

登 顶
■刘金福 马要兵

那个难忘的夏天，我随部队前往岛

礁。

初到岛礁，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无垠

的沙滩。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平静而

美好。我静静坐在沙滩上，任由海风带

着海盐的咸味拂过脸颊。我抓起一把海

沙 ，感 受 着 海 沙 在 指 间 滑 过 的 粗 糙 质

感。这似曾相识的一幕，让我回想起了

过去几年的军旅时光。那些与沙相伴的

日子如同一本老相册，在我脑海里徐徐

翻开。

刚入伍时，我被分到一座大山深处

的坦克训练场。

伫立远眺，起伏的山峦仿佛没有尽

头。我需要在那里完成坦克驾驶、射击、

通信等多个课目考核。

大巴车载着我们一行人来到驾驶

区。刚一下车，一股山风卷着黄沙扑面

而来。我们赶紧闭眼掩面，以免被沙子

迷 了 眼 。 风 停 之 后 ，大 家 纷 纷 咳 嗽 起

来。即使小心躲避，细小的沙尘依旧沿

着缝隙钻进了人的嘴巴、鼻孔里。负责

组训的班长宽慰我们说：“常事儿，习惯

了就好了。”我抓起一把地上的黄沙，感

觉它细腻得如同面粉一般，轻轻吹一下

就会飞扬起来。后来，从长期驻守在这

里的班长口中得知，这片土地原本并没

有这么多细沙，开辟驾驶区之后，坦克进

驻训练场，一次次战术训练，让地面上的

沙土像磨盘磨面一样被反复打磨。久而

久之，训练场的地面上便满是这样的细

沙了。

在这里，我也经历了军旅生涯最初

的打磨。每天，我们驾驶着坦克在山间

驰骋，伴着山风的怒号，一遍遍练习相关

课目。每当夜深人静时，我总会躺在床

上回想白天的训练场景，心中充满了对

军营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

这几年，我跟随部队走南闯北，与沙

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一次训练，我们来到戈壁滩，亲眼

见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

景象。戈壁的沙与山间的黄沙截然不

同，它坚硬且沉重，混着岩石碎屑，带着

阳光的灼热。

每当上午的训练结束，我们会将泥

泞的衣服简单清洗一番，平铺到沙砾之

上晾晒。中午休息结束，沙砾已将衣物

烘干，我们刚好穿上继续训练。

然而，戈壁滩的沙也给我们带来了

不少麻烦。

一次机动行军，一辆重卡在执行物

资前送任务时不慎驶入沙地，左侧轮胎

深陷沙窝。沙质松软，车辆寸步难行。

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用铁锹掏空车轮下

的沙土，铺设麻袋麻绳，试图通过增加车

轮 与 地 面 摩 擦 力 驶 出 沙 窝 ，但 没 有 效

果。驾驶员急中生智，将麻绳缠在轮胎

上，从随车附件箱里取来三角形垫木，一

块块码放在车轮前后两侧，为车轮提供

支点。分队长喊着号子，大家随着号子

齐力推车，驾驶员借力轰着油门，一脚不

行就再来一脚……经过大家不懈努力，

左侧车轮终于“踩”着垫木驶出了沙窝。

我在岛礁执行任务期间，又认识了

岛上的沙。

受地理因素影响，岛礁上蔬菜供应

种类较少。为了让官兵吃上多种多样的

蔬菜，我和战友们决定在这里开辟一处

菜园。

岛上的白沙滩沙土松软、排水性较

好，但缺乏养分，难以为蔬菜的生长提供

营养。如何在白沙滩上种出蔬菜？成了

我们训练之余的聊天话题。

“要不运点土上来吧”“岛中央有树

林，树能长菜也能长吧？我去那里挖点

土试试”……我们抚摸着白沙，你一言我

一语出谋划策。最后我们决定分成两个

小组，一组负责在岛上找能够种植蔬菜

的土壤，一组想办法从别处运土来。

不久，官兵就在岛上找到了可以尝

试种植的、较为疏松的沙土。更多官兵

趁休假从家乡背来一袋袋土壤，汇集在

菜园里。故乡土让这片菜园更加亲切。

中士彭书培播种了香菜、小白菜、上海

青、韭菜等。大家找来木条和铁丝，仔细

地围起篱笆，“岛礁菜园”初具雏形。当

一天的训练结束，战友们来到菜园，浇

水、施肥、除草，看着幼苗一天天长大，心

里充满成就感。

然而，菜园的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 。 由 于 缺 乏 经 验 ，有 些 蔬 菜 长 势 不

佳 ，有 些 种 子 甚 至 不 能 在 岛 上 生 根 发

芽。是土壤水分不够、营养不足，还是

有些蔬菜根本不适合在这里生长？我

们开始调整策略。训练之余，我们查阅

书籍学习更多种植知识，尝试增加有机

肥来改良土壤，控制白沙比例增加土壤

透气性。慢慢地，菜园里的蔬菜种类越

来越多，长势越来越好。后来，为了改

善岛礁生活条件，我们就地取材，用岛

上的白沙混合水泥筑起了晾衣棚、蓄水

池、车棚……岛礁的生活越来越有“家”

的味道。

岛礁上有种花叫做“太阳花”。它的

枝叶狭小，在白沙上匍匐生长，根茎却深

深扎在沙土之下。它的花朵总是向阳生

长。岛礁任务结束后，我收集了太阳花

种带回营院播种，如今已是一片花海。

与
沙
相
伴

■
董
博
豪

装 满 石 料 的 重 型 卡 车 排 着“ 长

龙”，机器的轰鸣声隆隆入耳……凌晨

1 点，通往团洲垸决口的大堤上，路窄

车多。为了不影响交通，我们一行人

决 定 在 距 离 决 口 2 公 里 的 路 口 处 下

车，步行前往。

放眼望去，大堤两侧皆是一望无

际的水面。幽深的夜色中，不时有白

色的房顶、摇摆的树梢露出水面。岸

边聚集着漂浮的杂物，不时飘来一阵

阵臭气。

7 月 5 日，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

被洪水冲断，豁开了一道 226 米长的

大口子，垸内村庄和农田受损严重。

所幸，由于处置得当，无人员伤亡，当

地居民被连夜转移安置。在居民们举

家转移的时候，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

兵、民兵、消防等多方力量，勇敢逆行，

进驻大堤。

今夜，正是鏖战的一夜。

封堵决口，块石是重要物料。专

家预估，团洲垸决口合龙需要的石料

总量约 10 万方。为此，这里集结了来

自周边地市的运输卡车，大家都在等

待前方的放行指令，然后将石料运往

合龙处。

卡车司机赵波从长沙赶来。他供

职的公司组织了 50 辆重卡，满载石料

前来参与抢险救援。另一位司机熊雄

伟则来自 200 公里外的益阳。接到通

知后，他立刻出发，将物资运送到了这

里。更多的司机，我无从得知他们的

名字，但车牌上的字母或者车上的横

幅，表明了他们的来处。

“来不及休息了。把石料卸货后，

我们还得赶紧回去，再拉一车石料过

来。”卡车司机朴素的话语，让我忍不

住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继续向前走，我看到决口两侧的

两支队伍正在相向进行封堵合龙作

业。现场的救援人员有序地忙碌在各

自战位。

奋战在第一线的推土机驾驶员，

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推土机操

作手、中士焦金博。灯光下，他的面容

有些疲惫，但双眼紧盯机械臂，正全神

贯注地操纵遥杆，推石、运石、卸石，再

后退……

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封

堵决口的任务。白天，指挥员下达封

堵合龙命令后，焦金博作为“党员突击

队”一员，操作推土机将第一车石料倒

进决口。当时决口的水很深，水流很

急，石头倒进水中，浪花飞溅，拍打在

驾驶室的玻璃上。

凌晨 1 点，正是人最瞌睡、难熬的

时候。更何况，这里的环境嘈杂、尘土

飞扬，闷热的天气压得人喘不过气。

但现场的指挥员、安全员、操作员斗志

不减，携手奋战。决口处的石料在一

层一层叠加，决口在一点一点缩小。

我的内心一阵感动，这些身影好像黑

夜里的火苗，点燃了希望的光。

凌晨 3 点，我们从决口处返回。

一路上，我注意到岸边多了几艘

冲锋舟，路旁多了一排行军床和几个

休息的民兵。不远处的旗帜上，“华容

县民兵应急连”几个大字十分醒目。

这支民兵队伍，是搜救转移被困

群众的力量之一。大堤决口后，华容

县民兵应急连的民兵第一时间携冲锋

舟出动，在淹没区逐家逐户排查，确保

不落下一名受困群众。当晚，他们先

后进行了数轮搜救，并将一名 90 岁高

龄的老人成功救出，转移安置。

在回程的车上，我还得知，当晚，

在距离决口几公里处的钱团间堤上，

官兵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入夜时分，岳阳市君山区人武部

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天亮之前，在

14 公里的堤坝上，每隔 1 公里搭设一

顶帐篷，为后续救援人员上堤提供保

障条件。

钱团间堤上道路崎岖，最窄处只

有两米多宽，而植被足有一人多高，

搭设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但这一

路上的所见所闻，让我深信，我们的

人民子弟兵，有信心、有能力完成这

些任务。

这一路，我看到无数奋战在大堤

上的身影，也听到关于他们的故事。

我被官兵、民兵以及前来参与抢险救

援的各方力量深深感动着。我忽然想

起之前在路边看到一块标语牌，上面

“万众一心、顽强拼搏、敢于胜利”几个

大字熠熠生辉。

几天后，前方传来消息，大堤决口

已经合龙成功。

深夜鏖战
■李 倩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水秀青峦（中国画） 李俊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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