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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如水，洒在一望无际的戈壁大

漠上，四周空旷寂寥。

两天前，二级上士吴荣贵所在营奉

命在这片地域隐蔽设伏，阻止“敌”机在

低空突防。

指挥所内，吴荣贵蹲在电台边，握着

手中的标图笔，时刻准备绘出“敌”机航

线。他预感，今晚将会是又一个漫长的

夜晚。

一

2015 年 12 月，为了实现成为一名侦

察兵的梦想，当了两年机关公勤人员的

吴荣贵，向组织提出申请：到基层连队加

强锻炼。

下连第一天，指导员为他和 7 名新

兵举办了入连仪式。那天，他们吃了连

队“传统饭”——冻土豆，参观了连队荣

誉室。荣誉室中，记录着一段段烽火往

事。1950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连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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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鹰岭阻击南逃敌军。官兵为了不暴

露目标，在零下 40 摄氏度的严寒中一动

不动，最终牺牲在阵地，化成一座座持枪

的冰雕。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写下的绝笔

信令人动容：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

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

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

我也要高傲的（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吴荣贵被革命先辈的精神所震撼。

当晚，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他的眼前

仿佛浮现出先辈们在严寒中冻僵的身体

和他们脸上坚定的神情——他们至死都

在战斗！他一遍遍默默念着白天指导员

说的那句话：学“冰雕连”传统，当“冰雕

连”传人。

现实很快给了他一次严峻的考验。

一日早晨，指导员把吴荣贵叫到会

议室，告诉他，连队党支部决定让他担任

标图班班长。吴荣贵坚决服从命令，可

心里还是有些低落。在他看来，标图是

一项“冷门”技术，在现代战争中几乎用

不上。当标图班班长，就是去坐“冷板

凳”。他有一个当侦察兵的梦想，向往着

在沙场中驰骋，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他

身体素质强，曾在旅里组织的群众性练

兵比武中拿过好几个第一……标图，或

许并不适合自己。

彷徨间，吴荣贵决定向曾经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的爷爷请教。爷爷听他说

完，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问了他 3 个问

题：是不是组织的安排？军人的天职是

什么？“冰雕连”精神是什么？

听了爷爷的问话，吴荣贵惭愧地低

下了头。

二

大漠戈壁的夜晚，寒冷寂静，星星挂

在低垂的天幕上，仿佛触手可及。

指挥所内，吴荣贵静静地坐着，双眼

盯着图板。因为太冷，他的手不禁缩回

袖筒里。

那年，吴荣贵刚搬进标图班，标图班

副班长就悄悄告诉他，自上任班长因病

离岗后，标图班已经半年没有班长了。

上次旅里组织比武考核，全班成绩倒数。

吴荣贵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带领标

图班从头再来。他找来新兵时的标图班

班长，向他请教经验；又从机关借来多套

标图专业模拟训练器，带着全班加练专

业技术……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标图班

成绩进步明显。

一次陆空联合训练，指挥所内键盘

敲击声此起彼伏，电子图板上空情信息

清晰明了。各作战要素通过指挥信息系

统及时准确下达指令，信息流迅速传递

到各作战单元的每个节点。

数据不断更新，信息快速流转，手工

标图派不上用场。标图班只能看着大家

忙碌。

直到训练结束，标图班依旧没有发挥

作用。吴荣贵内心五味杂陈。当晚，吴

荣贵坐在操场上，一幕幕过往在他脑中

浮现。他想到了自己刚入伍时爷爷骄傲

的模样；想到了那些艰苦的训练和为他

打气的战友；想到了要成为一名侦察兵

的梦想……

“想什么呢？”身后传来指导员的声音。

吴荣贵摇摇头，没有说话。

指导员坐到他身边，“在想今天的训

练吧？”

“这次训练，我们班还是没有派上用

场。”吴荣贵语气很低落，“您说，既然用

不上标图班，为什么还要设立它呢？”

“照你这么说，如今装备更新这么

快，为什么还要骑兵连呢？”

“因为……”

“因为总有用得着的地方！”指导员突

然严肃起来，“如果信息化系统遭到攻击，

难道标图班不是我们最关键的底牌吗？

军人，就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吴荣贵愣住了，他明白了标图班存

在的意义。

吴荣贵开始调整状态，带领班内战

士继续强化训练。渐渐地，标图班的训

练成绩节节攀升，直至在全旅遥遥领先。

三

凌晨时分，大漠戈壁风云突变。狂

风裹挟沙尘撕扯着天地，星星挂在天上，

仿佛摇摇欲坠。

“变天了。”吴荣贵盯着远处席卷而

来的沙尘默念道。

突然，雷达显示屏上同时亮起多个光

点，电台里传来“滴滴答……”的声音。

夜空下，“敌”机突然从多方位低空

突防。

时刻待命的标图班当即行动。吴荣

贵迅速伏案，红、黑、蓝三支彩色标图笔

在他手中迅速翻转。两名标图员侧耳倾

听着，朗声报读“敌”机空情信息。

指挥所内数据奔流，指挥口令快速

下达。随着“敌”机逼近，雷达屏幕上目

标信号不断增强。态势图上，“敌”机飞

行距离、高度、速度等参数一览无余。各

战位官兵紧密协同，全神贯注做好抗击

准备。

突然，信息化指挥系统遭“敌”破坏，

几近瘫痪，雷达屏幕上一片杂乱。指挥

所内，只剩下电台发出的滴答声，在寂静

的空间中回响。

紧急时刻，所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标

图班。

只见头戴耳机的吴荣贵，左手拿着

距离尺，右手紧握标图笔，随着耳机中传

来的空情信息，尺起笔落。每一条航线、

每一个变化，都在吴荣贵的笔尖下迅速

成型。很快，颜色各异的飞机航线，被呈

现在标图板上。

与 此 同 时 ，两 名 标 图 员 站 直 了 身

子。他们精神抖擞，报读空情信息的声

音愈加洪亮。

几分钟后，指挥员根据标图班手工

绘制的空情信息果断决策。地面防空雷

达依据指引，快速搜捕目标，并引导导弹

完成抗击。

训 练 结 束 后 ，标 图 班 荣 立 集 体 三

等功。

“保底手段必须可靠。”面对来之不

易的荣誉，吴荣贵告诫全班：每一个岗位

都有存在的意义，作为军人要坚守战位，

像时刻准备射出的箭一样。

又一个夜晚，伴随着熟悉的滴答声，

吴荣贵和标图员们埋头伏案，标图笔在

图板上沙沙作响。他们在标定飞机航

迹，也在时光中不断标定着属于自己的

人生航迹。

标 定 航 迹
■胡瑞智

山 城 初 春 ，江 雾 漫 卷 。 嘉 陵 江 与

长江交汇处，薄纱般的晨雾在江风中

游弋，将朝天门码头笼罩在一片朦胧

之中。

“嘀嘀嘀——”电铃骤然划破寂静，

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驾驶班班长、二

级警士长王建的身影在趸船甲板上快

速移动。检查导航设备、观测水文数

据、调整通信频道，他的双手在仪表盘

上跳动如飞。紧接着，他驾艇离港加入

编队，开始在江面上巡逻。

我随队参加了此次巡逻任务。透

过舷窗向外望去，两岸的大楼如列队

的哨兵，千厮门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

灯 在 薄 雾 中 若 隐 若 现 。 船 过 洪 崖 洞

时 ，王 建 突 然 收 紧 舵 轮 ，巡 逻 艇 划 出

漂 亮 的 S 形 轨 迹 ，避 开 了 一 处 暗 涌 。

“ 这 里 水 流 复 杂 ，每 次 都 要 多 留 些 余

地。”他的面庞映着雷达屏幕的蓝光，

多 年 江 风 刻 就 的 皱 纹 里 沉 淀 着 岁 月

痕迹。

江面浪花翻涌，江风的呼啸声与船

艇发动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冬季蓄

水期，往来船只密度是平时的两倍。”教

导员递来航行日志，上面密密麻麻标注

着红色警示标记。江风裹挟着寒意灌

入驾驶室，王建仍紧盯前方江面。从大

佛寺长江大桥到鹅公岩长江大桥，这条

20 多公里长的航线，王建驾驶船艇走了

近千次。

“老 王 ，下 午 你 就 轮 休 了 ，这 次 巡

逻 你 真 没 必 要 来 ！”教 导 员 忍 不 住 说

道。

“冬季蓄水期出行船只增多，出勤

风险多，我熟悉江上情况。”透过明亮的

舷窗，王建目光坚毅，看着前方不时跃

起的浪花。

王 建 对 我 说 ，他 从 入 伍 伊 始 便 从

事 船 艇 操 纵 检 修 工 作 。 他 说 他 喜 欢

待在船上，喜欢站哨时静静聆听浪花

的声响。风起的时候，浪花拍打着船

帮，像是一首古老的歌。他就在这歌

声里随着船身摇摇晃晃，一晃就是 24

年 …… 言 语 间 ，船 体 因 暗 流 冲 击 发 生

颠簸，我在踉跄间抓住扶手。王建双

臂 肌 肉 鼓 起 ，迅 速 操 舵 摆 正 船 身 ，舵

轮在他手中如被驯服的烈马。

“王班长能熟练驾驶冲锋舟、挂机

艇、巡逻艇、交通艇等多种船型……他

带出了 11 名军士艇长、20 余名骨干人

才和技术能手；荣立个人二等功 1 次、

三等功 4 次；先后被表彰为‘全军士官

优秀人才奖三等奖’‘武警部队红旗船

员标兵’等。”走出驾驶室，教导员向我

讲起了王建获得的荣誉，又跟我讲述

了他在编队航行中成功处置的一起船

艇失舵事件。

多年前，正在长江铜锣峡水域夜间

航行的船艇编队遭遇极端天气，一艘交

通艇突然船舵失灵，船身剧烈摇摆，顺

着江流向下游方向漂去。

“ 信 号 兵 打 开 船 艇 失 控 信 号 灯

组……”王建一边用对讲机指挥，一边

快速来到驾驶室。此时失控船艇倾斜

近 10 度且向左转向，正冲向岸边山体。

千钧一发之际，王建紧握船舵，迅

速拉满倒车……终于成功避免发生碰

撞。随后，他马上通知枪帆部门备锚，

机电部门检查船艇机器，并重启舵机后

换上备用舵。大约 20 分钟后，交通艇

恢复正常。

“王班长就像是铆在船艇上的螺栓，

只要有他在，出航就多一分放心。”谈及

老班长，战友们都竖起大拇指。

这些年，在王建的言传身教下，不

少同志成长为船艇专业技术骨干，一级

上士、机电长蒋海帆就是其中之一。王

建负责船艇操纵，蒋海帆负责保障发动

机运行。两人既是师徒也是搭档，配合

十分默契。

船艇铁甲之外，是宽阔的江面；铁

甲之内，是逼仄的机舱，里面机器高速

转动的噪声冲击着耳膜。返程途中，

我来到机舱内，蒋海帆正手握电流表，

仔细检查舱内的元器件。发电机散发

的热气与冷空气交融，在他的头发上

挂满水珠。蒋海帆告诉我，机电兵看

不见船艇劈波斩浪，也看不见舷窗外

的江海流淌，但能保障船艇平安航行，

他就挺知足。

这 些 年 来 ，蒋 海 帆 不 仅 熟 练 掌 握

了船艇检修维护技能，还取得了多种

船艇的驾驶资格。前不久，大队组织

教学法集训，蒋海帆走上讲台，向官兵

传授专业知识。课后，官兵纷纷竖起

大拇指：“王建带出来的徒弟，专业素

质就是过硬！”

夜幕慢慢降临，昏暗的江面尚有几

分喧嚣，星星点点的渔火和灯标的倒

影，欢快地在江中跳跃。结束水上巡

逻，官兵返回营区。

江风吹皱江水，不断拍打着船舷。

王建像往常一样，拿着手电，对周围环

境和船上的设备设施进行检查。透过

舷窗，我看到灯光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

很长。船舱里，“四铁”先进单位的奖牌

和泛黄的《船艇故障排除手册》手抄本

静静陈列，封面上“平时多流汗，战时少

流血”墨迹如新。他的储物柜里，整齐

叠放着一摞航行日志，每本扉页都工整

抄写着同样的话：“船听我的话，我听党

的话。”

看 着 两 岸 灯 火 倒 映 在 江 面 ，我 的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王建常说的话——

只 要 有 船 艇 兵 在 ，再 大 的 风 浪 也 敢

闯！我想，在那灯光倒影中，应该也有

属于船艇兵的星光。

船
艇
兵
的
星
光

■
王

肸

3 月的阿里，冰雪尚未消融。

“防区大雪，信号中断。”随着值班室

一声报告，业务部门发出了前往一线抢

修光缆的指令。

通过信号检测和距离测算，此次故

障点在距连队百公里外的山口方向。天

刚破晓，新疆军区某部指挥通信连的官

兵已整装待发。

车辆从营区出发，“搓板路”上留下

两道车辙印。在通往山口必经的达坂

路上，通信技师朱小龙抬头望向长达数

十公里的“天堑”和山间不时滚落的碎

石，再看看另一侧垂直高差有 150 米的

断 崖 ，赶 紧 通 知 人 员 下 车 ，车 辆 缓 慢

通行。

从卫星地图上看，高原达坂像是盘

踞在山间的长龙，体态蜿蜒而灵动。来

到这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驾驶员旦

增罗布，也不敢大意。

抵近故障点大致方向后，具体位置

仍需进一步排查。上等兵慕兆多作为抢

修分队的业务能手，率先携带相应检修

器材来到一处山脊光缆布设点位，进行

故障排除。他动作十分娴熟，“爬杆、检

测、熔接、固定、盘留”一气呵成。作为即

将退伍的老兵，面对此次抢修任务，他主

动请缨，想要为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圆

满句号。

光缆架设点设在山间，只能徒步前

往。排除掉这个故障点后，抢修分队开

始向下一点位进发。

自建连以来，这个连主要担负防区

光缆抢修和巡线保通等任务，官兵每年

外出巡线检修的时间都是以周为单位。

这既是对体能的挑战，也是对意志力的

打磨。

跨 过 沟 壑 、翻 越 山 脊 ，一 路 向 西 ，

抢 修 分 队 来 到 要 排 查 的 下 一 处 地 点 。

此 时 ，气 温 骤 降 、能 见 度 降 低 ，风 雪 拍

打 着 官 兵 的 脸 颊 ，每 前 行 一 步 都 十 分

困难。

二级上士张宽取出测量器材，测算

出距基准点 23 公里处存在光损异常衰

减。“这是典型的挤压式断点。”通信技师

朱小龙一眼便看出了问题所在。

去 年 冬 天 ，他 们 曾 处 置 过 一 起 因

野生动物踩踏而导致的故障事件。那

次 任 务 很 是 困 难 ，给 官 兵 留 下 了 深 刻

的印象。可如今的情况更为棘手——

连续的大雪几乎掩盖了地面所有参照

物，光缆布设点也被白雪覆盖，消失得

无影无踪。

见 此 情 况 ，朱 小 龙 把 队 员 分 成 两

组，进行“蛙跳式”排线。经排查，故障

段位于前方两公里范围内的山体，分队

只能背着抢修设备翻山越岭。沿途，官

兵要攀爬几处接近 60 度的陡坡。脚下

1 米厚的积雪和高原缺氧的环境，使官

兵每跨一步都喘着粗气。

“快了，同志们，还剩最后几个光缆

布设点需要进行故障排除。”朱小龙给大

家鼓着劲。官兵咬牙前行，额上渗出了

汗珠。

夕阳的余晖消失在山谷，官兵也进

入最难熬的夜。

借着微弱的月光，藏族战士旦增罗

布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带领大家穿梭

在山谷中。官兵手脚已被冻得有些不听

使唤了，仍相互打气，坚持行进。

在 黑 夜 中 行 进 ，很 是 考 验 人 的 耐

力，有时觉得近在眼前的目的地，要徒

步将近半个小时才能抵达。终于到达

相应位置，官兵顾不上休息，再次进行

故障检测。

“找到了！”随着仪器上“波谷折线”

的出现，有人发出一声欢呼——他们连

夜奋战，终于将断点找到。

下士周鹏摘掉手套，上杆操作。此

时，已是凌晨 1 点，所有人的防寒面罩

已结满冰霜。随着最后一根光纤被熔

接完毕，任务圆满完成，大家总算松了

口气。

“在即将退伍之际，能够攀上这样高

这样险的山峰，顺利与战友完成任务，我

的军旅生涯没有遗憾了！”上等兵慕兆多

激动地说。

雪坡上的欢呼声尚未消散，11 点钟

方向的垭口突然亮起晃动的光束。原

来，边防连的战友看已是凌晨 1 点，抢修

分队仍未返回，便带着手电上山寻人，他

们还带来打包好的饭菜。

经过通联测试，视频信号已恢复通

畅。笑容绽放在高原边防通信兵的脸

上。月光清冷，他们的笑容却很暖。

雪 峰 排 障
■袁 帅 焦 杨 晨曦微露间

绿军装，轻轻摇曳着晨光

每一针每一线

都是青春的注脚

忠诚

被绣在胸襟上

岁月的版图上

绿影斑驳了时光

有多少汗水

把迷彩洗濯得明亮

有多少汗水

磨砺了兵的刚强

绿军装

是迷彩、军被、水壶的颜色

绿军装

与步枪、徽章的光泽

相得益彰

曾记否

第一次穿上它的模样

红旗下的誓言

多么嘹亮

绿军装

见证了你青春的绽放

记录着你历经坎坷的坚强

它的每一个褶皱记得

你敬礼时

身姿挺拔的模样

它的每一根线头记得

你站哨时，肩头曾停驻的月光

临近退伍的日子

那绿军装

依旧笔挺

它说

老兵啊

你虽将离开这绿色的营房

可兵的精神

将永远在这里矗立

兵的汗水

在每一个黎明与夜晚

都闪耀着光芒

绿军装
■张玉铎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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