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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余晖消失在地平线，夜幕笼罩

下的山谷洼地，一根天线悄无声息地立

起。通信兵们正在紧张架设天线、建链

组网……他们要在各个作战分队到达阵

位前，完成基本指挥所的搭建。

一级上士李大超，正在娴熟地连接线

路、调试设备。李大超知道，信息传输关

系到战时指挥链路的畅通，也是确保打赢

的重要条件。学习专业时，为了尽快掌握

装备性能，实现精准高效的通信保障，他

常常拿着说明书对照装备的功能逐一练

习。训练中，他把遇到的一些偶然发生的

情况详细记录，并总结出处置应对的心

得。经过刻苦钻研，李大超的思路更加开

阔，工作起来也越发得心应手。

“政治工作要素、后勤保障要素通

联测试完成……”耳机中传来战友的

声音。李大超长舒一口气，他们在规定

时间内接通了网络。随后，李大超和战

友开始等待前沿指挥所将侦察小队取

得的“敌”重要目标位置回传——上级

将指挥火炮对这些目标进行覆盖。届

时，李大超将向各个指挥所传达“总攻”

号令，分布各地的阵位也会在同一时刻

发起冲锋。

侦察小队通信兵程少兵和队友，经

过一天的渗透，按照作战计划已于黄昏

前，在“敌”阵地前一处隐蔽高地建立起

观察阵地。很快，他们就测算出了“敌”

指挥所的位置坐标。

拿到“敌”指挥所的坐标，远方的火

炮就可以对其实施精准打击。届时，“敌

军”将乱作一团，我方获胜将成定局。程

少兵戴上耳机，难掩内心激动，打开电台

准备向前沿指挥所上报“敌”指挥所坐标

参数。

“泰山，我是孤狼，收到请回答。”程

少兵向前沿指挥所发去电台通联调试的

口令。然而，程少兵重复了几次却没有

收 到 回 应 ，耳 机 里 传 来 的 只 有“ 嘶 嘶 ”

声。此时，“总攻”发起的时间眼看越来

越近。

基本指挥所内此刻也是一片安静，

李 大 超 尝 试 与 前 沿 指 挥 所 建 立 通 联 。

他屏气凝神，仔细听辨，坐标数据迟迟

没有传来。李大超不断调试设备，试图

重新建立通联。经过多番检查、确定接

收端无异常后，李大超判断：无线通信

受到“敌”电磁干扰，与前沿指挥所通联

中断。

“无法突破‘敌’电磁干扰，只有靠有

线通信了。”李大超心头一紧，不禁回想

起之前的经历。

那时，他刚到通信连不久，心中产生

了一个疑问：当今的无线通信技术已经

如此发达，为什么战场上还需要有线通

信？直到在一次任务中，电台受到电磁

干扰，无线通信中断，班长背起线盘，用

线路接通指挥所与一线阵地，李大超才

明白：无线通信在保密性、安全性方面存

在弱点，容易受到外部电磁干扰，影响通

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这时，有线通信

就是保底手段之一。

自那时起，李大超常常背着七八公

斤重的络车进行训练，三步上杆、徒手攀

爬、穿越堑壕……

刺耳的“嘶嘶”声让李大超来不及多

想，他拉起线盘向前沿指挥所跑去。为

确保通信尽快建立，他在灌木丛中快速

奔跑着。在通往前沿指挥所的几条主干

道上，李大超注意到“敌”无人机正在空

中盘旋。直到无人机的声音渐渐远去，

李 大 超 才 猛 地 起 身 ，继 续 拉 着 线 盘 狂

奔。他拽紧绳索，背着沉重的设备在山

地丛林里穿梭，手掌被划出道道伤痕。

此刻，他不敢停留，不停催促自己“快一

点，再快一点”。

另一边，程少兵也带着目标点坐标，

往前沿指挥所方向跑去。与前沿指挥所

失去通信联系的他，只好尝试徒步将信

息后送。他边跑边测试电台，不断探寻

“敌”电磁干扰区的边界，只希望尽快将

信息传回。

“怎么样？通信恢复了没有？”程少

兵的身后传来李大超焦急的询问。他们

在距离前沿指挥所不远处相遇。

程少兵说：“无线通信被干扰了，我

们 的 电 台 与 前 沿 指 挥 所 失 去 了 联 系 。

你 恢 复 与 前 指 的 通 信 ，我 把 参 数 带 回

去。”来不及多说，程少兵和李大超并肩

奔跑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当他们到达前

沿指挥所时，夜色已经笼罩山林。李大

超借着繁星的微光，将线路与前沿指挥

方舱连在一起。前沿指挥所与基本指挥

所之间的通信恢复了。程少兵快速口述

参数，李大超操作通信设备，将坐标在

“总攻”前传回。

一条条信息随银线穿过战场，精确

抵达指挥点位。冲锋号声响起，霎时前

方“炮火”轰鸣，夜色被熊熊燃烧的烈焰

点亮。不一会儿，李大超的耳机里不断

传来前线的捷报。

电波里的战斗
■周 鑫 夏泽华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风 卷 起 阵 阵 沙 尘 ，呼 啸 着 掠 过 天

际。朱日和，这片广袤的大漠戈壁，以

它独有的力量与野性，迎接着来此淬炼

的官兵。“发射！”轰鸣声传来，拖着尾焰

的炮弹直冲云霄。某连技师马超杰快

速操作设备，将这一场景精准地捕捉进

镜头。

马超杰所在的连队，担负着演训摄

像和战场记录任务。作为连队的技师

和班长，马超杰除了要在导调室作技术

指导外，还要处置各种突发情况、排除

故障。多年来，无论是炮弹发射时的尾

焰，还是爆炸时的沙尘飞溅，或是战士

们向高地英勇冲锋的身影，都被马超杰

和战友们用镜头一一记录。尽管不是

在炮火硝烟中冲锋，他们同样是离“战

场”最近的战士。

“马 班 长 ，设 备 出 现 问 题 ，请 求 支

援。”电话里传来上等兵李钰栋求援的

声音。放下电话，马超杰把正在剪辑

的视频保存好，迅即登车直奔 10 公里

外的演训场。远处，坦克群呼啸而来，

沙地上留下履带轧过的辙痕，扬起的

沙 尘 在 风 中 翻 卷 。 天 上 传 来 阵 阵 轰

鸣，数架战机低空掠过，带起的气流与

地面的风沙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道壮

观的沙旋风。

来到演训场，马超杰很快就找到出

现问题的机位。他接过李钰栋手里的

设备，调整焦距，重新寻找拍摄角度……

此时，演训场上正刮着大风，沙粒扑得

人脸颊生疼，战友们几乎全都套上了雨

衣。马超杰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专

注地调试着设备。天色越来越暗，风沙

吹迷了马超杰的双眼，他用力眨了眨眼

睛，试图让眼睛舒服些。他的手指在摄

像机上灵活移动着，时而将镜头对准不

远处，捕捉一个个如箭矢般冲出的身

影；时而将镜头对向天空，拍摄战机掠

过长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凭借丰

富的经验，马超杰最终顺利排除故障，

完成摄像任务。

在一次任务中，马超杰按照要求架

设好设备，很快便与导演部取得通联。

演训开始，耳机里传来“注意”的口令。

“砰！”一声，马超杰看到不远处腾起一

道光柱，接着耳边便响起爆炸声和此起

彼伏的枪声。呛人的火药味钻进他的

鼻腔，坦克分队从他面前驶过……

正当马超杰把镜头对准坦克时，他

突然发现，由于前期对环境判断有偏

差，架设机位距离目标点位过近，导致

画面模糊不清。看着漫天黄沙，马超杰

的大脑飞速运转，下一步该怎么办？其

他点位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马超杰

只好试着不断调整机位，却仍然无法找

到合适的角度。视频画面里除了空旷

的大漠，什么都看不到。连长并没有责

怪他，而是耐心地从准备工作开始，与

他一起寻找原因。这让马超杰既感动

又自责，感动的是连长的信任与包容，

自责的是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还未达到

独立执行任务的标准。自此，马超杰下

定决心认真钻研技术。

为了跟上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马

超杰跟着各类资料学习不同场景下的

摄像技巧。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本

子，上面记着每次演训时的地貌、天气、

机位架设和心得体会，一有时间就把本

子拿出来翻看。在他的影响下，连队的

学习氛围越来越浓，休息时间看书学习

的人多了起来。战友们更加熟练掌握

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方法，摄像技术也

有了很大提升。

在任务中，战士们一般都有各自固

定的机位，但为了测试不同参数和演训

场景的融合度，马超杰时常穿梭在不同

机位之间。变幻的天气和复杂态势下

的“战场”环境，无疑增加了拍摄的难

度。他不但要灵活避开战车，还要适时

调整手里设备的参数值。演训结束后，

马超杰认真比对照片，从中挑选最合适

的参数记录下来。经过一轮轮筛选，他

将不同任务场景下匹配度最高的参数

发给战友，以保证拍摄质量和执行任务

的效率。

这些年，马超杰带领团队多次完成

演训保障任务。一次次战风沙、斗严

寒，他们把对岗位职责的爱，化作夜以

继日的坚守。看着镜头里弹丸飞出炮

膛，精准命中目标，马超杰不由得从心

里发出赞叹。每一次按下录制键时，他

都感觉自己也是冲锋陷阵的战士。

月 光 亮 起 来 ，银 辉 洒 满 草 原 。 熄

灯前，马超杰和战友翻看着相册，总结

一天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当看到一张

战 友 拍 摄 的 自 己 正 埋 头 工 作 的 照 片

时，马超杰有些出神：等到新的一天，

自己将和战友继续一路前行，执行新

的拍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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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组雕之“会宁会师”（雕塑，局部） 吴为山主创

每次沿京广线乘火车途经当年老

部队的驻地时，我都会早早站起身向西

张望。县城的西北方，是我参军时的老

部队、原武汉军区炮兵第二师的军营。

有一次夜晚乘火车路过时，我抑制不住

内心的激动，抬起右手向着军营的方向

敬了一个军礼。

那座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军营，

留下了我火热的青春记忆。作为炮兵

第二师的一员，老部队的光荣历史和英

勇战绩，值得我永远铭记。

炮兵第二师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

前身是组建于延安时期的炮兵学校，也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最早的两个炮兵

师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打沈阳、轰锦

州、攻天津、战衡宝……炮兵第二师跟随

大 军 从 白 山 黑 水 一 直 打 到 海 南 岛 。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

阅的队伍中，就有炮兵第二师的官兵。

1950 年，炮兵第二师跨过鸭绿江、奔赴

抗美援朝战场，立下赫赫战功。和平年

代，被中央军委授予“抗洪救灾爱民模

范营”荣誉称号的某营，也是原隶属于

炮兵第二师的单位。

多少个无眠的夜晚，我的思绪就像

鸟儿一样飞到了火热的军营，部队生活

的一幕幕不时浮现在眼前。生命里有

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感到光荣；来

到一支英雄的部队，更是感到自豪。军

营给了我强健的体魄、钢铁般的意志，

也塑造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果让

我重新选择人生路，我一定还会选择

当兵。

虽然我已脱下军装多年，但我永远

不会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兵。从部队

转业回到家乡后，我先后在不同岗位工

作。这期间，曾经当过兵的经历与老部

队的光荣传统，一直激励着我在工作岗

位和文学创作上默默耕耘。

12 年前，丹桂飘香的 10 月，在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这天，我们炮兵第二师的一些老战友相

聚在武汉，听老师长韩玉方讲红色传

统、战斗故事。

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二

师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二师，

在夜幕的掩护下跨过鸭绿江。在抗美

援朝战场上，炮兵第二师官兵作战英

勇、重创敌军，参加的重要战斗有铁原

阻 击 战 、长 津 湖 战 役 、天 德 山 防 御 战

等 。 在 上 甘 岭 艰 苦 卓 绝 的 43 天 鏖 战

中，炮兵第二师官兵出色地完成了作战

任务，多个连队立功受奖。炮兵第二师

在上甘岭战役中使用的功臣炮和获得

的奖旗，还被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

那 年 ，在 跨 过 鸭 绿 江 的 队 伍 中 ，

有一位 18 岁的年轻战士，在心里默默

吟咏一句古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

士 一 去 兮 不 复 还 。”他 抱 着 视 死 如 归

的 决 心 走 向 战 场 。 这 位 18 岁 的 年 轻

战士，不久后即被任命为所在连观测

班班长，半年后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 …… 他 就 是 我 们 炮 兵 第 二 师 的 老

师长韩玉方。

师长的战斗故事讲完，大家报以热

烈掌声。炮兵第二师在革命战争年代

的光荣历史，再次深深感动着我。见到

老战友，回忆起当年火热的部队生活，

我忍不住激动得流下热泪。

老 兵 情 思
■徐 青

阿克苏的清晨格外安静，早上 7 点

仍是一片漆黑。隐约中，我听到窗外传

来一阵脚步声，是早操时间开始了？我

心里疑惑。这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清

晰，是踢正步的声音！

窗外，空旷的广场上，3 名战士身着

礼服，脚蹬长靴，在升旗台前来回练习正

步，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走出房间，我径直走向他们的练习

场地，趁着训练间隙跟他们聊了起来。3

名“00 后”战士来自团里的红一连。团

里最近要举行升旗仪式。往年这项任务

都是交给警勤连的 3 位老兵，这次团里

把升旗任务交给了红一连这支从秋收起

义中走来的英雄连队。3 人从众多优秀

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担任升旗手和护

旗手。

天 边 泛 白 ，路 灯 不 知 何 时 已 经 关

闭。来不及介绍更多，3 位战士便又站

好了队形，一遍遍将脚步砸向地面，发出

整齐的声音。

我转身离开，回头之际，猛然发现

不远处一栋宿舍楼二楼的一扇窗户里，

一名老兵正看向升旗台。老兵神情若

有所思。

吃过早饭，3 位旗手和护旗方队列

队来到广场，准备进行合练。红一连的

毛指导员热情地邀请我到现场观看。路

上，毛指导员向我介绍，一周前，他们才

得知要执行升旗任务，由于时间紧，战士

们每天天不亮，就自发到广场上加练。

“齐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他

们在广场上一遍遍练习。我再次朝那扇

窗户看去，竟惊奇地发现，那双眼睛依然

在注视着升旗台的方向。他是谁？为什

么会这么关注这里？他和升旗台有什么

故事吗？我向毛指导员说出了我的疑

惑。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毛指导员

告诉我：“那是警勤连的宿舍，以前我们

团的升旗仪式都是由警勤连的老兵执

行，他应该是以前的升旗手。”

我似乎猜到了窗边这位老兵的故

事。经过同意，我来到老兵的宿舍。站

在那扇窗前，我也朝外面的升旗广场望

去，“这里的视野真好，刚好能看到整个

方队。”

“对，这是离升旗台最近的一扇窗

户，天不亮就能听见他们训练的声音，晚

上熄灯后，他们会有意压低声音，但还是

能听到他们练到很晚才离开。我们以前

也是这样……”

老兵自顾自说着，好像要把这几天

的见闻一股脑全说出来。我忍不住打断

他，想知道他常常站在窗边的原因。

“当升旗手 14 年了，升国旗是我军

旅生涯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老兵娓娓

道来。这名老兵叫刘鹏，入伍以来因为

身高优势一直担任团里的升旗手。他

甚至清楚地记得自己身边换了多少位

护旗手搭档、从他手里升起了多少面国

旗……

得知“00 后”新战友要执行升旗任

务，刘鹏的第一反应确实有些失落。后

来，红一连的年轻战友主动上门请教，刘

鹏自告奋勇当了一天教员，手把手教他

们相关动作要领。从那以后，他就不时

在操课间隙，站在这扇窗前向外望去。

看着他们的动作逐渐有模有样，刘鹏也

感到很欣慰。

此时，窗外传来一阵说话声。“每次

转弯你怎么都走不齐排面？来，我给你

下口令，你走一遍……”细细听去，似乎

是一位战士怎么也走不整齐，休息的时

候，其他战士正在为他补课。

刘鹏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笑道：

“他们总是这样，休息的时候也在讨论训

练，看谁没走好，都要帮他加练。这群年

轻人很有责任心的。”

从零起步到渐入佳境，刘鹏深刻感

受着战友们一天天的变化。他对队伍里

传来的脚步声尤为敏感。当窗外传来干

净利落、清脆有力的脚步声，他仿佛能感

受到每名战友身上迸发出的力量。

太阳悄然升起，照得人睁不开眼睛，

队 列 里 的 战 士 依 然 昂 首 挺 胸 、目 不 斜

视。在他们前方，“人民军队忠于党”的

标语熠熠生辉。

窗 外 风 景
■李攀奇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万里边关

一张张青春的面庞

写满坚毅与刚强

一双双清澈的眼睛

闪烁着忠诚与担当

一双双粗糙的大手

紧握钢枪

彰显战斗血性和力量

汗水浸透军装

留下盐花

一片斑斓

犹如战地黄花

弥漫着青春的芬芳

苍茫边关

挺立着威武的身姿

眼底，是雪山巍峨

心中，有远方温馨的灯火

穿在身上的军装

犹如钢铁锻造的脊梁

风雪巡逻路

脚印堆叠，一年又一年

我青春的烈火

燃烧在高原雪峰之上

边关青春
■宋 鹏

碧波涌动的大海上

战舰，威武列阵

如同春天的犁铧

犁开海面，翻出层层洁白的花朵

这移动的钢铁长城

捍卫着和平与安宁

晚风拂面，海浪轻唱

低语着往事

记忆深处燃烧着昔日烽烟

如今啊，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

在战士心中铭刻

海浪轻摇着战舰

这无言的钢铁

守护着大地与海洋

还有孩子画笔下的

绚丽朝霞与静美夕阳

战舰随想
■邹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