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长 征 副 刊２０２４年８月２３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耿语轩 李汝海 12

心香一瓣

用心记录多彩时光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第6213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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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后一抹晚霞隐匿于山的那头，

夜，便悄然而至。

拉练的队伍在暗夜中前行，汗水像

断了线的珠子，顺着脸颊簌簌滑落，浸湿

了衣衫，我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而沉重。

中途休息，我倚着背囊，用心感受微

风携来的那一缕凉意，缓缓仰起头，目光

不由得被那片广袤的星空所吸引。它们

是那么遥远，却又如此清晰地映入眼帘，

闪烁在我的记忆深处。

繁星照耀，清新的草木气息萦绕身

旁，使我忘却了身体的疲惫，思绪也随之

飘向远方。

军 旅 生 涯 中 ，贮 藏 着 许 多 珍 贵 记

忆。它们就如同璀璨的繁星，在我心中

熠熠生辉。其中，新兵时期第一次伞降

训练经历，无疑是最耀眼的那一颗。

那是我盼望许久的一天。

引擎轰鸣、战鹰升空，随着高度持续

攀升，我的心跳也随之急促起来。

运输机到达预定高度，舱门打开的

一刹那，高空的强风裹挟着寒意汹涌而

来，如潮水般席卷了整个机舱。

此刻，时间仿佛凝固了，豪情满怀的

我们也进入了冷却时间，谨慎和小心占

据了上风。

“入伍前，你们都坐过飞机吗？”投放

员看出我们的紧张。为了缓解氛围，他拍

了拍身旁战友的肩膀，打趣说：“大家都别

绷着脸，外面这么美的景可别错过了。”

闻言，我透过舷窗向外望去，只见云

朵如羽毛般轻盈而柔和。穿过云层，山

川湖泊在阳光的照耀下，好似一幅精心

渲染的画卷，闪耀着迷人光彩。

“保持离机姿势，勇敢跃出机舱，我

相信你们，你们更要相信自己！”投放员

激励的话语，如同划破黑暗的流星，在那

一刻燃起了我们内心的火焰。

心跳如激昂的鼓点，神经似紧绷的

满弦，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倔强的勇气。

它告诉我要勇敢去面对，相信自己一定

能做好。

“绿灯亮，跳！”我毫不犹豫地跃出舱

门。身体急速下坠，世界安静下来，只有

风声在耳边呼啸。

此时，在拉练途中，我仰望星空，回

溯过往，心中诸多感慨。军旅生涯中的

点点滴滴，就如同这夜空中的繁星，闪耀

在我的心间，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拉练的哨声再次响起，我站起身，拍

了拍身上的尘土，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

繁星闪耀，黑夜被点亮。我知道，未

来的路或许充满未知，但只要目标始终

在心底闪光，我便会勇敢地大步前行，追

逐那属于自己的星光。

星光闪耀
■顾熙熙

“你是铿锵的玫瑰，绽放在伞花丛

中；你是奋飞的海燕，翱翔在天空之

上。”

两年前，邹海燕被上级表彰为“天

兵追梦人”。那一次，恰好是由我来撰

写“追梦人”的颁奖词。

奋飞的“海燕”，以此来形容这名

女子特战队员，再贴切不过了。

前不久，我又来到女子特战小队

采访，得以面对面听海燕讲述翱翔蓝

天背后的故事。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

已飞过。”这是海燕写在笔记本扉页的

一句诗。她说她很喜欢这句诗，在数

百次的从天而降中，她想象自己就像

“海燕”一样，在云海中飞翔。

然而，技能并非一蹴而就。跳伞

训练期间，她每天经过上百次训练，

双 手 伤 痕 累 累 ，腰 痛 也 导 致 难 以 入

睡……

除了这些，挑战无时不在。一次

训练中，海燕首次在戈壁进行跳伞。

那次，夜空漆黑如墨。机舱门打开后，

冷风倒灌进来，吹得人睁不开眼。向

地面望去，仿佛置身于无底的黑洞之

中。

当离机信号响起，她勇敢地跳出

机舱。几秒钟后，降落伞顺利张开，

凛冽的风吹过海燕的脸颊，周围黑乎

乎的看不见一点光亮，夜空显得出奇

安静。

“我很喜欢降落伞张开后周围安

静的时刻。”海燕说，“仿佛飞到了很高

很高的地方。”

事实上，高空跳伞并非像海燕说

的那样轻松。勇敢者总是与危险相

伴，海燕的追梦路上也常常险象环生。

她的右手手腕有一块伤疤，那是

几年前在参加高空翼伞集训时留下

的。

那次跳伞任务中，从登上飞机到

空中爬升，从跳离机舱到降落伞张开，

一切都正常推进。然而，在下降到距

地面十几米的高度时，海燕的降落伞

突然和班长的降落伞相撞。瞬间，两

个伞衣缠成一团，两人也急速下沉，重

重地摔在地上。

海燕的右手被碎石划破，鲜血直

流。踉跄地站起身后，她顾不上查看

伤势，慌张地向着班长跑去。

“如果班长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真

的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回忆起那

次特情，海燕依然心有余悸。

幸运的是，班长除了轻微擦伤之

外并无大碍。她笑着安慰海燕：“放轻

松，我们接着跳。”

时光飞逝间，海燕已完成上百次

跳伞任务。曾经的紧张已经烟消云

散，取而代之的是她日益娴熟的跳伞

技术和更加坚定的决心。

现在，海燕也成了一名班长。训

练场上，她耐心地纠正着新入队女兵

的动作，仿佛在呵护一只只即将高飞

的雏燕。

我采访期间，碰巧遇到上级文艺

小分队来巡演。舞台上，精彩纷呈的

节目引得海燕和战友们拍手叫好。

互动环节，小分队一名女队员拉

起了海燕的手。看着那长满老茧、饱

经沧桑的双手，她沉默了。看着海燕

黝黑的面孔、抚摸着她粗糙的手，那名

队员事先准备好的台词卡在了嗓子

眼儿，眼里不禁泛起泪光。

海燕常对女兵们说：“特战女兵的

美是别样的美。”是的，灵巧纤细是一

种 美 ，坚 毅 有 力 何 尝 不 是 另 一 种 美

呢？每当这些矫健的“海燕”在天空翱

翔，都会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

由于完成任务出色，海燕所在的

特战小队先后获得“全国巾帼文明岗”

和“ 全 国 三 八 红 旗 集 体 ”荣 誉 ，2023

年，又荣立集体二等功。我想，这就是

海燕奋飞的青春，这就是特战女兵的

青春光芒。

海燕翱翔
■戚勇强

8 月的藏南边关，远山如墨雾如

云，青山如黛草如烟，整个营区被云雾

包裹其中。巡逻归来，我和次罗布坐

在连队的“老虎嘴”石刻旁，聊着关于

他的故事。

第一次见到次罗布，只见他皮肤

黝黑、身材壮实、鹰眼如炬，一看就是

“练家子”。10 年军旅生涯，7 年戍边

经历，2500 余天执着坚守，60 次带队

巡逻……西藏某边防连班长次罗布的

故事仿佛都刻在了一双布满伤疤、老

茧的大手之中。

2017 年，次罗布主动提出申请，

从原驻地重庆来到西藏边防部队，并

选择了生活条件最艰苦、巡逻任务最

繁重的连队。

来到西藏后，次罗布一直奋战在

艰苦的巡逻路上。7 年来，他多次与

死神擦肩而过，身上留下多处伤疤。

长期的边防巡逻，也让他对巡逻地域

格外熟悉，被战友称为“藏地雄鹰”。

去年，次罗布带队参加春节前的

最后一次巡逻。巡逻队伍走在海拔近

5000 米的山上。那里缺氧、极寒、人

迹罕至。密集的雨点打在头盔上，溅

到脸上凉彻肌肤。

海拔越来越高，风雨已然成了暴

风雪。

“大家注意，前方有暴风雪，跟着

我的脚印走。”极端天气并没有打乱次

罗布的巡逻节奏。他根据自己的经

验，用绳子把大家串联起来，自己走在

前面打头阵。经过 6 个小时的艰难跋

涉，官兵最终顺利到达巡逻点位。

我问他：“巡逻遇险的情况多不

多？”

“ 还 行 。”次 罗 布 的 回 答 云 淡 风

轻。交谈中得知，2020 年 7 月，巡逻分

队突遇暴风雪，寒风裹挟着雨雾。当

时，次罗布、秦永臻等 14 名战士人均

负重 30 多斤物资。

山路崎岖，艰险难行。在途经一

段狭窄小路时，秦永臻吃力地攀爬在

悬梯上。突然，秦永臻的背囊与崖壁

发生磨蹭，导致身体失去重心，“噗通”

一声掉进了悬崖下的冰河里，并顺着

湍急的河水冲进了回水区，反复打转，

时而上浮时而下沉。

次罗布见状，赶紧丢下身上的背

囊，跳入河中，试着游到秦永臻身边。

几次快靠近的时候，他都被水里的回

旋流给打了回来。

秦永臻在水中挣扎，逐渐体力不

支。岸边的战友手拉手组成“救生链”

涉入水中。次罗布再次试图施救，又是

一个浪，次罗布被拍到深水之中……

此时，大家的心再次紧张起来。

次罗布双脚使劲蹬水，在呛了两口水

后又浮了起来。他甩了甩脸上的水，

锁 定 秦 永 臻 的 位 置 ，游 过 去 将 他 捞

起。最后战友手拉手组成的“救生链”

合力将他们拉回岸边。

随后，次罗布一边安慰秦永臻，一

边将大家召集过来交待险要路段行进

的注意事项。“前方的雪山容易出现雪

崩，大家一定要先注意观察，判断安全

后快速通过”“下一座大山有一段路面

异常危险，大家用背包带绑在身上协

作通行”……

我一边看着远方的高山，一边听

次罗布细说着他这些年的巡逻故事，

有惊险，也有温情。

冒雪出征，次罗布早就习以为常。

2022 年 4 月，上级命令次罗布带

队执行潜伏侦察任务。不久，天气骤

然变化，大风卷着雪花肆虐袭来。尽

管有雨衣遮挡，可风疾雪大，大家的衣

袖、脖颈很快钻进不少雪粒。

蜿蜒曲折的山路，仿佛没有尽头，

暴风雪让通往山口的路更加湿滑。但

这阻挡不了次罗布的脚步，他带领着

队伍奋勇前行。

经过数小时艰难跋涉，巡逻分队

终于抵达目标点位。暴风雪中，次罗

布安排大家轮流进行观察，他却一直

不肯轮换，始终盯着前方。任务结束

后，大家把他从雪地里“刨”出来，次罗

布像个雪人一样，身上到处都是冰碴

子，多处冻伤。

次罗布巡逻次数多，经验丰富，是

连队出名的巡逻“活地图”。所以，每

次巡逻他都是走在前头，为队伍开路。

对 于 第 一 次 参 加 巡 逻 任 务 的 新

兵，他总是让他们紧随着他的脚步，战

友们也乐意跟着他。正如战士刘鸿彬

所说：“班长就是我们的保险，是我们

安全的屏障。”

2019 年 12 月，一次踏雪巡逻，随

着海拔的升高，空气变得稀薄，积雪的

山路越发崎岖难行。行进中体能消耗

越来越大，有些战士的嘴唇已经变得

乌青。

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官兵的

视线越来越模糊。第一次参加巡逻的

上等兵赵国策，东跌西撞间迷失了方

向。只听“咔嚓”一声，赵国策脚下的

冰层破裂，身子随即陷进积雪中。

“快，救人！”连长大声喊着。身旁

的次罗布眼疾手快，趴在雪地里利用

背负的伸缩梯成功将赵国策救起。望

着寒气逼人的“冰窟窿”，赵国策瘫坐

在雪地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说话间，我和次罗布所在的“老虎

嘴”石刻边，已是雾霭环绕。有人说，在

这里，雪是天空揉碎的云，云是风扬起

的雪。畅谈之后，次罗布径直走进器械

训练场，又开始了他新一轮的冲锋。

坚守云端
■米久江 陈长宏

1985 年 6 月，一辆卡车载着我们 13

个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学员，向一座深山

进 发 ，带 我 们 前 去 大 山 中 的 某 部 队 报

到，车后扬起一路灰尘。

到达目的地，旅领导接见了我们。

他说：“你们是新栽入这座大山里的 13

棵小树苗，虽然这里条件非常艰苦，但不

缺土和水，能不能长成大树，要看你们能

否扎下根。有一点要记住，无论今后走

到哪里，都不能忘记大山里的初心。”

我们 13个人被分配到不同单位。我

来到一个方圆几十里无村落的中队报到。

在这里，几十个战友住在两排旧瓦

房里，也没有专门的饭堂，吃饭就站在门

前的沙地上。除了一部专线电话外，没

有任何通信工具。我来到这里，就像与

世隔绝了一般。报到的第二天，中队长

问我：“能待下去吗？”我毫不犹豫地回

答：“你们能待下来，我就没问题。”

这年春节，大雪封山，本来有几个

战士申请了休假，可因无法下山只好作

罢。大年初一上午，官兵围聚在门口的

雪地上总结着一年的工作与生活。这

时，我远远看见通向山口的崎岖公路上

过来一个人。只见那人推着一辆自行

车，在积雪中艰难地前行。中队长赶忙

带我们去查看，走近了才发现是大队教

导员，他走了 30 多公里来给我们拜年。

教导员身后那一道深深的车辙和一串

脚印在白茫茫天地间格外显眼。我情

不自禁泪眼蒙眬，这一幕成为我珍藏心

底的记忆，许多年后依然清晰。教导员

的身影时时提醒着我，带兵的人，心中

要装着兵。

第二年，我们中队被评为先进，上级

奖励了一台电视机。可山中没有电视信

号，电视机便一直放在仓库里。到了国庆

节，中队长想到了这台电视机，于是安排

一个懂些无线电的战友做了个简易天线，

让我和几名战友到山上找信号。我们在

山上反复试验了一上午，终于在一个山头

上找到了信号。由于信号不稳，一个战友

自告奋勇守在天线旁，随时调整天线角

度。那一天，全中队官兵兴高采烈围坐在

电视机前，观看了足足一下午。

第四年，我被安排到另一个连队担

任指导员。那时候我年纪轻，也没有带

兵经验，听说这个连队有几个“刺头兵”，

让我不免紧张。每天早上出操，总有几

个战士不起床，训练时也不专心。怎么

啃下这第一块硬骨头？我一连几天睡不

着觉。

这时，旅政委正好到我们连队检查

工作，看见黑眼圈的我，问明原委，手把

手教我带兵之道和政治工作方法。他鼓

励我以情带兵，依法管兵，使我重新鼓起

了信心。我从连队文书和班长开始，逐

个谈心交心，发动老兵参与管理，终于赢

得了大家的信任与支持。一个月下来，

那几个“刺头兵”态度改善许多，连队面

貌焕然一新。这一段经历，成为我军旅

生涯迈过的第一道坎。

后 来 ，我 进 入 机 关 工 作 。 城 市 虽

然 繁 华 舒 适 ，我 却 常 常 想 起 山 沟 里 的

那 些 日 子 。 当 初 一 起 报 到 的 同 学 ，有

些 已 经 转 业 到 地 方 ，留 下 来 的 也 都 离

开了山沟。但每当我们见面或电话联

系 时 ，还 是 会 不 约 而 同 地 谈 起 那 一 段

难 忘 的 时 光 。 那 处 深 山 ，也 是 我 们 成

长 的 根 基 ，更 蕴 含 着 我 们 的 初 心 。 在

那 里 吃 了 不 少 苦 ，却 使 我 们 得 到 了 成

长，学会了坚持。

深山里的初心
■杨良勤

在今天人们通常所称的陇中地区，

有着颇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古城定

西就坐落于此。这里属于周秦故地、关

陇咽喉，自古以来多民族聚居，地域文化

特色十分鲜明。今年夏天，我在这里亲

眼见识了黄土高原的历史文脉传承与发

展现状，深情重温了发生在这里的波澜

壮阔的革命战争历史。

说起陇中，自然要提起通渭。这个

因其境内有诸川之水通向渭河而得名的

小 城 ，自 汉 元 鼎 三 年 置 县 ，迄 今 已 有

2100 多年历史。通渭作为红一、红二、

红四方面军和红 25 军长征途经的重要

地区，留存下众多革命遗址和文物，无声

讲述着革命历史的苦难与辉煌。

说起通渭，又不能不提起榜罗镇。

“榜罗”一词系吐蕃语音译，一说意为“盆

地”，另有一说意为“骡马市场”。榜罗镇

地处通渭、陇西、武山、甘谷 4 县交界地

带，自古就是商贾云集之地。这个现今

人口约 4 万的小镇，在中国革命历史上

具有重要地位。

1935 年 9 月 17 日，红军陕甘支队一

举攻克天险腊子口，于 18 日乘势占领哈

达铺。红军长征以来，为更多地了解外

界局势以便确定下一步行动，每到较大

的集镇，红军总是到当地邮局购买报纸、

搜集信息。红军通过在哈达铺获得的报

纸，得悉阎锡山的部队正在“围剿”陕北

红军刘志丹、徐海东部。这引起了红军

的高度关注，经进一步证实得知陕甘两

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正蓬勃发展。此时，

这支疲倦不堪的队伍，正面临着何去何

从的重大抉择。陕北有刘志丹和红军根

据地的消息，犹如久旱后的甘雨，让大家

兴奋不已。

经 过 短 暂 休 整 ，从 哈 达 铺 一 路 北

上 的 红 军 ，于 27 日 到 达 通 渭 县 榜 罗

镇 。 当 天 ，毛 泽 东 同 志 组 织 召 开 了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会 议 。 会 上 ，根 据

最 近 了 解 到 的 情 况 ，改 变 了 之 前 俄 界

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革命根据地的

决 定 ，确 定 把 中 共 中 央 和 红 军 陕 甘 支

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

扩大苏区”。

这年 10 月，红军过了四川和甘肃交

界处的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此时，

毛泽东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写下那首

响遏行云的壮丽诗篇：“红军不怕远征

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

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

过后尽开颜。”

沿着弯曲的山路，我来到榜罗镇。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走进榜罗镇会议旧

址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图片、一件件

革命历史文物、一处处再现情景……仿

佛将我带回到当年的那个重要时刻。

榜罗镇会议之后，红军日夜兼程向

陕北进发。在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

岭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

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

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

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

家了。10 月 19 日，红军到达陕北保安

县（今志丹县）吴起镇。10 月 22 日，中

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

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正式宣告中

央红军长征结束……榜罗镇就这样作

为一个重要地标，镌刻于中国革命的史

册。

在榜罗镇会议旧址纪念馆广场，有

一棵枝干粗壮、枝繁叶茂、树冠如盖的

大核桃树。此时，一枚枚青绿的核桃高

挂枝头，静待金秋的收获。当年，正是

在这棵大核桃树下，毛泽东召集陕甘支

队连以上干部开会，作了当前形势和任

务报告，发出了向陕北集中、北上抗日

的号召……

沿着蜿蜒的黄河，我们能听到峥嵘

岁月的回响在陕甘大地上激荡。走进

榜罗镇，可以感受到它深厚的历史文化

积淀与红色文化交相辉映。这里的众

多革命遗址和文物，讲述着一段段革命

先 辈 们 不 屈 不 挠 、英 勇 战 斗 的 光 辉 事

迹，凝结成为榜罗镇人民心中永不磨灭

的红色记忆。现在的榜罗镇，自实现脱

贫目标以来，已逐步发展成为通渭西南

部充满活力的城镇。随着乡村振兴工

作的不断推进，榜罗镇呈现出更加生机

勃勃的美好景象——这也是对革命先

辈最好的告慰。

走
进
榜
罗
镇

■
胡
建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