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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从山口吹来，冰冷如刀。天色

已 黑 ，车 窗 外 只 能 看 见 白 茫 茫 一 片 雪

野。在严酷的天气中，我们与东达山遭

遇了。

山路狭窄，蜿蜒盘曲，左边是看不见

底的深壑，右边是隐没在雪雾中的高山

悬崖。汽车兵小心驾驶着车辆，车轮轧

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上咯吱作响。雪夹着

雨滴打在车窗上，凝结成薄薄的冰层。

向前方望去，一片白茫茫，看不到尽头，

只有一辆接着一辆的汽车，顶着猛烈的

风雪前进。山高风急，寒气侵入驾驶室，

驾驶员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突然，对讲机里传来驾驶员杨燚急

促的声音：“教导员，我的车辆出问题了，

需要马上停车。”闻讯，正前出探路的教

导员立即靠边停车，冒着风雪跑向出现

故障的车辆。此刻，那辆车停在一个非

常危险的地方——前是急弯，后是车队，

左边是百米深谷，右侧是随时可能有碎

石坠落的峭壁。

为确保运输任务顺利完成，营长与

教导员商量后决定：营长留下带队处置

抛锚车辆及收尾工作，教导员带领其余

车辆继续前行，尽早翻过东达山。

营长带着几名维修骨干下了车，风雪

袭来，寒风钻进衣领和袖口，让他们感到全

身冰冷。经过简单的询问，他们初步掌握

了抛锚车辆的情况，随即展开进一步检查。

引擎盖一掀开，白色的雾气腾起，很

快又被寒风吹散。维修骨干们在风雪中

默契配合，仔细检查着故障车辆。几个

技术骨干钻进车底，他们的身体几乎是

贴着冰冷的地面作业。汽车修理技师朱

小红眉头紧锁，举起手电筒在车底扫着，

光束掠过发动机的油管、齿轮。他的眼

睛几乎贴在线路上，仔细地观察着，不放

过任何细小的连接处。

“杨燚，你出来，我来看看。”他半蹲

在地上，冲着钻进车底的驾驶员杨燚喊

道。车底的空间狭窄而冰冷，杨燚呼吸

变得粗重而急促。他的手指被冻得僵硬

发麻，连简单的动作都无法顺畅完成。

“我可以再试试……”杨燚咬了咬牙

说道。

“你出来，我进去看一下。”朱小红坚

定地说。

经不住几名维修骨干的催促，杨燚

终于爬出了车底。他整个人像是从泥潭

中挣扎出来，浑身被雪水和泥泞裹住，衣

服紧贴着身体。他的嘴唇因寒冷而发

紫，脸上满是污渍。

作为新闻报道骨干的我，仅仅是站在

这冰天雪地里，冻得连相机几乎都握不住

了。刺骨的寒风像是无形的鞭子，不断抽

打着我的脸，耳边还不时传来阵阵呼啸声。

过往的车辆不断从我们身边驶过，

车灯穿透风雪，照亮东达山这片白茫茫

的冰雪世界。

雪越下越大，风越来越猛。大家轮

换着检修车辆，一个接着一个顶上。

终于，问题找到了——是发动机和

电喷系统出了故障。这问题比预想中更

复杂，就算在车场修理也需要时间。大

家的体力已经消耗很多，然而没有人退

缩，期待着每一次尝试能有所进展。

维修组尝试了几次始终无法修理

后，决定采取最彻底的方案——把发动

机吊起来进行维修。

夜 色 沉 沉 ，时 间 已 经 接 近 凌 晨 1

点。维修过程中，有的战士因为缺氧感

到身体不适，也有的战士因寒冷而不停

地咳嗽，但没有人退缩。对于常年行驶

在川藏线的汽车兵来说，这些困难他们

早就习以为常。刺骨的风雪、那些驶过

的艰难道路，已然成了他们的练兵场。

天气实在太冷，我们生起一堆火烘

烤扳手等工具，以防结冰。火光跳动着，

映照在维修骨干们被寒风吹得通红干裂

的脸庞，也把他们的身影照得格外高大。

经过了数小时的维修，发动机终于发出了

久违的轰鸣声……

驾驶员杨燚激动地奔向那些奋战了

几个小时的维修骨干，一把抱住他们，话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眼眶里的泪水就已

经在打转。我站在一旁，用手中的相机

记录下了这令人动容的瞬间，我的眼眶

也不由得湿润了。

任务结束后，杨燚回忆说，东达山，

海拔 5130 米，他在那里感受到山顶风的

凛冽，也看到战友们不惧严寒、顶风冒雪

工作的拼搏身影。

听着杨燚的讲述，我仿佛也回到了

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故障车辆旁那些

忙碌的身影、默契配合的场景，留给我许

久的感动。每一次任务的顺利完成，背

后都有高原汽车兵的坚守与付出。漫漫

高原路，战友间的深厚情谊与对职责的

坚守，为他们心中注入无穷的力量。

夜过东达山
■廖平洋

落日余晖映照着辽阔的海面，浪涛

轻摇着远处洁白的军舰，傍晚的军港如

油画般呈现在眼前。距离海岸不远处

的山脚下，几座石楼在树木的掩映中若

隐若现。这里就是海军某油料技术保

障大队油料兵工作生活的地方。他们

在这里经历着春华秋实，书写下独特的

军旅记忆。

春天是生机盎然的季节。飞燕归

巢、树枝萌芽、积雪消融，满眼所见皆为

蓬勃生长的气象。这是上等兵徐奕对

石楼最初的印象。

那天是徐奕下连的第一天，正赶上

单位的“尖兵故事沙龙”开讲。二级军

士长王玉栋站在石楼前的讲台上，声情

并茂地讲述着。“大家知道南沙四代高

脚屋吧？我们的码头保障一线也有过

这样的点位。第一代点位只有马扎可

坐；到了第二代，有了遮阳伞；第三代点

位是一顶军用帐篷 ；今天的第四代点

位，是各种设备齐全的值班方舱……”

听着“尖兵故事沙龙”上的一个个

故事，新兵徐奕了解到单位的发展沿

革，也被前辈的事迹深深感动着。他暗

暗给自己加油鼓劲，要向前辈学习，干

好岗位工作。

年初的一天，气温骤降，寒风裹着

雪霰扑面而来。徐奕接到发油任务后

马上就出发了。由于能见度差，他只能

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油罐车赶往码头。

到达点位后，徐奕立刻手持冰冷的管

线，将油罐车和舰船连在一起。寒风

中，徐奕盯着油料被输送进舰船，心里

才踏实下来。直到深夜，他才返回。此

时的雪霰已转为雪花。当晚查寝的副

队长留意到洗漱间的灯还亮着。他近

前查看，原来是刚结束任务返营的徐奕

在那里，只见他脸和手被冻得通红。为

避免影响战友休息，徐奕特意来到洗漱

间拍打大衣上的冰雪。正是在一场场

风霜雨雪的砺炼中，徐奕快速成长，下

连不久便能够在工作中独当一面。

3年前，义务兵服役即将期满的油料

保管员武晨浩，原本是打算退伍的。用

他自己的话说：“当兵苦，当油料兵更苦。”

每天守着洞库，武晨浩感到很是乏味。

在一次巡查过程中，班长刘刚向武晨浩

讲起这座洞库里一代代老兵的故事：“在

几百米长的坑道里，老兵每天来回巡视

检查，那时没有先进的检查装备，有时一

天要走几十公里……”听着班长讲述的

一个个故事，武晨浩仿佛看到前辈扎根

岗位、默默奉献的模样，他的内心被触动

了。经过认真思考，他坚定地说：“我想好

了，我要申请留队。”年复一年，迎狂风、顶

烈日、战酷暑、斗严寒，年轻战士如山上的

青松，一个接一个在石楼里扎下了根。

一个夏日，油料保障兵的战位化部

署操演全面展开。“军港遭遇‘强敌’袭

扰，码头油料保障设施受到波及，已无法

进行保障作业，舰艇油料保障分队抓紧

组织抢收抢发。”命令下达后，各组迅速

进入战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表盘

异常，流速不稳！”班长韩晓良紧盯仪表

盘向分队长报告。正当大家心急如焚

时，只见应急抢修组迅速前出。他们一

边记录着参数，一边查看仪表盘转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最终他们根据仪

表盘转数和前方巡查报告进行推测，找

到了故障原因。检测、拆卸、紧固、调试，

他们争分夺秒对装备进行维修。5 分钟

不到，油料装备就抢修完毕。故障得以

排除，油料再次顺畅地流进战舰腹中。

演训结束，大家已是汗流浃背。队

长正在进行复盘讲评时，油料技师刘朕

宇急匆匆赶到现场：“报告队长，一艘战

备值班舰船急需用油。”“通知各班，即

刻出发，准备发油。”于是，他们马不停

蹄备好油料后，立即为战备值班舰船发

油。在担任班长的 5 年里，刘朕宇和战

友们一直奋战在码头一线，风雨无阻地

为舰船提供油料保障。

去年，韩晓良开始担任班长，并从刘

朕宇手中接过了油料库钥匙和《保障记

录本》。《保障记录本》是油料兵用来记录

执行任务情况的本子，每名油料兵执行

完保障任务后，都会按照规定记下数量

和舰船的相关数据。大家写的时候，总

是习惯往前翻翻，看看自己上次执行任

务的记录、查查战友保障用油的情况。

日复一日，这个原本普通的记录本，成为

战友们相互竞争的“擂台”——看谁发出

的油量多、保障任务执行得好。

进入秋季，山中从青绿逐渐转为金

黄；远望，海天相连、一片湛蓝。此时，

位于山海相接处的石楼，显得格外醒

目。油料保管员卢利涛清楚地记得那

年秋天执行的一次任务。舰船还未靠

港，任务订单需求就已传回岸上。卢利

涛看着手中十几艘舰船的名单，不禁捏

了一把汗。来不及多想，他立刻着手准

备需要的油料。这艘舰船还没完成加

注，另一艘又将靠泊码头，卢利涛忙得

顾不上喝一口水。那次，他从早上 8 点

离 队 ，直 到 第 二 天 上 午 10 点 才 返 营 。

那次任务，他顺利保障了舰船的油料需

求。自此，他便获得一个昵称——“铁

涛”。在石楼，像卢利涛这样的战士还

有很多。他们铆在任务一线，随时为舰

船提供油料保障。阴冷的洞库、噪声刺

耳的泵站、闭塞狭窄的管沟、夜幕笼罩的

码头……处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太阳东升西落，照耀着面朝大海的

石楼，石楼也见证着一茬茬官兵无悔的

默默奉献。走过半个世纪后，石楼的使

命即将完成。不久后，这里会有一座新

楼拔地而起，官兵也将以青春与奋斗书

写新的历史。

石楼春秋
■毕笑天 胡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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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延安颂（中国画，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典》） 钱松嵒作

戈壁滩上

骆驼刺如“野火”

一簇连着一簇

稠密的枝条迸射出辛辣的钢花

滴沥着通红的铁水——

那是它的刺、它的花

是它对风雨的回应

阵阵狂风中

骆驼刺匍匐前进

迅猛，又不失警觉

飞沙走石的弹雨里

向前的每一步都值得一曲凯歌

而它只是沉默

亲爱的骆驼刺

落日将你最高处的叶子

投射到远处

如一棵铜枝铁干的树

同一束光辉中

战士的影子也高大起来

他们在硝烟中

前进着，呼喊着，战斗着

他们的眼眸如万千星辰

照耀着戈壁

草之歌
■马雪宁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十 层 大 山 位 于 中 、越 、老 3 国 交 界

处，山上屹立着中越老 0 号界碑。一条

巡逻路从起点到中越老 0 号界碑，官兵

途中要翻越 10 座层峦叠嶂的高山。这

里常年云雾缭绕、潮湿阴森，茂密的树木

遮天蔽日，苔藓遍布、藤蔓纵横缠绕……

丛林杂草间有蚂蟥、毒虫藏身，蟒蛇等时

常出没。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就坚

守在这让人望而生畏的环境中。

一

月光皎洁，满天繁星闪烁，为十层大

山披上一层银辉。二级上士杨跃，出神

地望着远方。

“班长，又想家人了？”中士黄源觉察

到班长杨跃似有心事。杨跃的孩子刚 1

岁多，想起孩子，杨跃脸上露出笑意，只

是对妻子的愧疚也随之涌上心头。

那年，中士服役期满的杨跃，原本打

算退伍回家。当时连队骨干力量相对薄

弱，正是需要人的时候。经过反复考虑，

杨跃向连队递交了留队申请。

坚守岗位是一个人的选择，背后却

是两个人或一个家庭的选择。军嫂也用

默默的付出，支持着远在大山的丈夫。

晚上，杨跃拨通妻子的电话，告诉她自己

的决定。妻子对杨跃说：“你安心留在部

队，家里一切有我……”不少官兵曾面对

扎根军营与照顾家庭的两难抉择，然而，

他们总是无怨无悔地选择坚守在十层

大山。

春节期间，杨跃收到妻子寄来的包

裹。打开包裹的瞬间，杨跃的眼睛湿润

了——包裹里静静躺着一个相框、一封

信。相框里是一家三口的合照，看着照

片里的妻儿，杨跃脸上绽出幸福的微笑。

“我亲爱的‘杨班长’，我和儿子为你

而自豪，因为你是一名边防军人。虽然

你不能陪伴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的心

永远在一起……”妻子写的信，让杨跃深

受感动，泪水不知不觉滴在写满思念的

信纸上。

二

大学本科毕业的唐正平，是今年入

伍的新兵。因为军事素质过硬，他被安

排参与巡逻 0 号界碑的任务。得知这一

任务安排后，对十层大山 0 号界碑向往

已久的唐正平，内心非常激动。

唐正平与巡逻分队的战友，一路颠

簸，乘车驶上蜿蜒的山路。在一处山坡

前，他们停下车来。前方道路更加陡峭，

剩下的路程要徒步行进。

“十层大山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

单，等会儿一定跟紧队伍……”一级上士

白帆对唐正平叮嘱道。“班长，你放心吧，

我不会掉队的！”望着眼前层峦叠嶂的山

峰，唐正平坚定地说道。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对话，让白帆想

起 18 年前自己第一次参加巡逻 0 号界碑

时的场景。

那年，来到连队不久的白帆，站在山

脚下，激动不已。然而，刚进山没多久，

十层大山便给他来了个“下马威”。走在

崎岖的山路上，穿过比人还高的野草，每

迈出一步都极其艰难，他的双腿像是灌

了铅般沉重……白帆的双手也被荆棘与

锋利叶片划出多处血痕。他原想打报告

停下来处理划伤。然而，当他看到走在

前 面 的 战 友 ，情 况 并 未 比 他 好 到 哪 里

去。于是，他决定努力跟上大家的步伐，

待到集体休整时再处理。

最终，白帆和战友走到了目标点位，

他也更真实地认识了十层大山的艰苦。

然而，面对困难与艰险，他没有退缩，而

是选择扎根在十层大山。这一待就是

18 年。

这些年，白帆参与巡逻任务千余次，

是连队官兵公认的“活地图”。自从担任

班长之后，他在巡逻出发前总是细心叮

嘱新兵注意事项，并走在最前面为大家

探路。白帆将脚印留在了巡逻路上，也

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边防。

十层大山，山路泥泞湿滑，空气闷热

潮湿。第一次跟随巡逻分队前往 0 号界

碑的唐正平，跟紧队伍、以防迷路，还要

小心各种意外情况的发生……在真正见

识了十层大山的艰辛后，唐正平一度对

自己能否走到界碑产生了怀疑。

五层山，蚂蟥谷。这里有许多蚂蟥

潜伏在树叶、草木上。“在这里，只要站

着不动，不超过 20 秒就会被蚂蟥叮咬。”

班 长 白 帆 对 新 兵 唐 正 平 传 授 着 经 验 ：

“想要少被蚂蟥咬，有两个办法，一个是

扎紧裤腿，另一个是往作战靴上抹一层

厚厚的盐巴……”

在进入五层山时，唐正平就把自己

从领口到裤腿包裹得严严实实。尽管如

此，他还是没能躲过蚂蟥的“袭击”。唐

正平刚走出大约 50 米，就发觉自己被蚂

蟥叮咬了。

“不想掉块肉的话就别停下，再坚持

两分钟。”同样被蚂蟥叮咬的白帆，顾不

上自己身体挠心般的痒痛，拉着唐正平

快速通过蚂蟥谷。他们大步穿行在树丛

里，白帆记起自己当年也是这样被老兵

拉着穿越蚂蟥谷。

待到穿过蚂蟥谷，唐正平依旧心有

余悸。此时，他深刻体会到了十层大山

的凶险。唐正平来不及多想，迅速脱下

衣服、撸起裤腿用酒精为患处消毒。直

到一只只吸饱血的蚂蟥渐渐化作一摊血

水，唐正平才放松下来。

一路上，官兵有惊无险地通过“一线

天”“生死阶梯”……终于，目标出现在眼

前。看着 0 号界碑，唐正平觉得这一路

的艰辛都是值得的。

巡逻结束归队后，唐正平在笔记本

写下：“我站立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他说：“界碑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无论有

多高、多远、多险，我们都要勇敢地走近

它、拥抱它、守护它……这是戍边人的职

责和荣光。”

班长白帆也发觉了新兵唐正平的变

化——对待艰辛的任务已经毫无惧色。

这种变化白帆也经历过。一茬茬坚守在

十层大山的官兵，在巡逻路上互相帮助

支持，也传递着扎根大山、奉献边防的

信念。

三

在如今的边防连队，执勤方式、武器

装备、巡逻手段、生活条件等，都在发生

日新月异的变化。这让白帆感触颇深。

一条条巡逻路依旧漫长曲折，密林

深处依旧需要官兵徒步进入。然而令人

欣喜的是，一些路段上，官兵执勤有了巡

逻车。大山深处不再与世隔绝，有线电

视、网络信号相继落户边疆，官兵守防条

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连队昔日的手电筒、望远镜和对讲

机“老三样”，变成了今天的可视化监控

系统、夜视仪眼镜和北斗卫星电话“新

三样”。

可 视 化 监 控 系 统 ，让 官 兵 足 不 出

户 ，就 可 以 实 时 监 控 数 十 公 里 外 的 风

吹 草 动 …… 一 天 ，白 帆 通 过 可 视 化 监

控系统观察边境情况时，发现 1 号界碑

周 边 有 异 常 现 象 。 正 在 值 班 的 白 帆 ，

紧 急 向 连 长 报 告 情 况 。“1 号 界 碑 西 侧

约 800 米处，发现可疑情况。”连长紧急

向驻地派出所通报情况，不到 10 分钟，

军 警 民 协 同 出 动 ，迅 速 将 两 名 越 境 人

员控制……

连队防区架设起智能监控设备，对

特 定 路 段 、区 域 实 施 24 小 时 不 间 断 管

控。谈起连队的信息化管边控边模式，

白帆说道：“过去巡逻靠官兵的双眼、靠

铁脚板，如今有了信息化手段的‘千里

眼’。科技与智能设备的应用，方便了巡

边与管控。”

如今，连队人防、物防、技防“三结

合”管控体系基本形成，白帆和战友们

既 可 以 驾 驶 巡 逻 车 走 进 复 杂 的 地 形 ，

也可以在值班室远程巡边，处置一些异

常情况……

执勤方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官兵肩头的责任依然重大，官兵扎根

边防的精神依然没变。0 号界碑巍然屹

立在十层大山山巅。连队官兵戍守边

疆、扎根大山的赤诚之心，永远映照着十

层大山。

扎
根
在
十
层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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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密集的午后

训练场仿佛沉寂的沙漠

雁阵般排开的火炮上

年轻的士兵们

拖着汗涔涔的背影

将清澈的目光

一次次投向远山淡影

捕捉目标

此刻

我想起

与故乡和家园有关的场景——

孩子们身处花园般的学校

一群牛羊啊

低头追赶着草色

还有更多的幸福画面

与眼前的训练场

与这些燃烧的青春

保持着深刻联系

阳光照耀下的训练场

关于热血与宁静的话题

围拢在这个午后

此刻的军营

仿佛一座工厂

和平的意象

一遍遍接受锻打

当军装被汗水浸透

那些生命的盐

就会缓缓析出

午后的训练场
■陈海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