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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第6395期

春节过去有一段时间了，家住河

北省吴桥县的张圣林、朱丽萍夫妇，还

总念叨起这个春节里的难忘情景。

“爸妈，我们来给二老拜年啦！”农

历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这天的上午，

张 圣 林 、朱 丽 萍 夫 妇 家 中 就 热 闹 起

来。7 个“儿子”一起回来拜年，让家中

顿时充满欢声笑语。

“ 爸 爸 妈 妈 ，看 看 您 儿 媳 妇 买 的

啥？”武 警 山 东 总 队 某 部 中 队 长 赵 团

军 ，首 先 卖 着 关 子 让 两 位 老 人 拆“盲

盒”。朱丽萍从中掏出一件红色的棉

袄，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赵团军说：

“她知道您喜欢鲜艳的，特地挑了件红

色的，祝愿您永远年轻！”客厅里又响

起一阵欢笑声。

“爸妈，你们大孙子去当兵了，他

一会儿要通过视频给爷爷奶奶拜年。”

“儿子”王蓬勃最懂得“爸妈”的心思，

看到老人因为今年一个孙辈也没来，

难免有点失落，便安慰说，“孩子们现

在学习都抓得很紧，都在努力做出成

绩给你们报喜！”

“好！好！好！我们等着这一天

呢！”朱丽萍欣慰地说，“张楠也一定会

为他们感到高兴！”

朱丽萍的话一下子触碰到大家内

心的敏感处。因为怕二老伤心，他们

都不想把话题往这里引。

2015 年 7 月 26 日，我驻索马里大

使馆所在地遭遇恐怖袭击，执行警卫

任务的张楠不幸牺牲，年仅 28 岁……

武警部队追授他“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奖章，中宣部授予他“时代楷模”荣誉

称号。

“爸妈，张楠牺牲了，今后我们 7 个

都是你们的儿子！”2016 年春节前夕，

张楠所在的警卫小组返回国内。按照

约定，大年初七这天上午，曾任警卫小

组组长的王蓬勃带着组员李杰、任方

金、朱随军、王旗、李海朋、赵团军，一

起来到河北省吴桥县，齐刷刷跪在张

楠父母面前。

两位失去儿子的老人感动地哭了

又笑、笑了又哭：“走了 1 个，多出来 7

个，我们有 8 个儿子……”从此，“楠爸”

“楠妈”便成了“儿子”们心中共同的牵

挂。每年春节，他们都相约一起到吴

桥给“爸妈”拜年；每年清明，他们都争

取赶到吴桥，陪“爸妈”一起去给张楠

扫墓；每逢休假，他们总要到吴桥看望

“爸妈”……这样的陪伴，他们已坚持

了整整 10 年，给两位老人极大的安慰，

纾解了他们的伤心和孤独。

告慰烈士，不仅要全心照顾好烈士

亲人，更要向烈士学习。赵团军曾经向

班长张楠承诺过，他一定要替班长圆了

军校梦。张楠牺牲后，赵团军把悲伤化

作奋进力量，努力学习、刻苦训练，终于

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去年 9 月，赵团军

由副中队长调整为中队长。他第一时

间拨通“楠爸”的电话，向“爸妈”报喜。

现在，每次通话，他都会给“爸妈”报告

中队和个人取得的进步。

“我要感谢我的另一个婆婆——

‘楠妈’，是她全力促成了我们今天这场

迟到的婚礼。我还想说，嫁给军人，今

生无悔！”在朱随军的婚礼上，他的妻子

徐雪对“楠爸”“楠妈”满怀感激之情。

那年，休假的朱随军带着儿子和已

怀孕 3个月的徐雪来到张楠家陪老人小

住。徐雪跟“楠妈”闲聊时说：“他一直

说要为我补办个婚礼，可眼看二宝都快

要出生了，我还是没有穿上婚纱……”

朱随军不是不想补办婚礼，可他

确实是太忙了。工作生活中，他处处

以张楠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

有一年“魔鬼周”训练，胜负对决之

前，不少同志患了流感。作为副小队长

的朱随军在动员时说：“在警戒、观察敌

情时，一颗子弹差点打中张楠的心脏，

可他出院后坚决申请重返战位。我想，

这就是我们应有的精神，这就是强大的

战斗力！同志们，咱们也要敢打敢拼！”

在朱随军的鼓舞下，队员们个个

虎虎生威、人人奋勇向前，最终取得优

异成绩。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给他

们鼓劲的副小队长朱随军，当时正发

着烧。正是凭着这股拼劲，朱随军取

得了一连串令人羡慕的成绩。

“要想干好工作，后院更要稳定。”

二老都为朱随军感到骄傲。“楠妈”当

晚就劝起朱随军来：“趁着媳妇行动方

便，圆了她这个念想吧！”

看着朱随军和徐雪幸福地站在婚

礼舞台上，前来当证婚人的“楠爸”“楠

妈”也激动得热泪盈眶。

“ 我 做 什 么 事 总 喜 欢 向 张 楠 看

齐，看看达到他的标准没有。”一次，

被 二 老 称 作“二 儿 子 ”的 李 杰 带 领 队

员 参 加 比 武 。 他 拿 出《张 楠 日 记》给

大 家 做 动 员 ，“好 铁 也 要 经 过 锻 打 磨

砺 才 行 ，拼 过 一 次 不 够 ，还 得 再 拼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直 到 像 张 楠 一 样 成 为

真正的男子汉！”

面对挑战，李杰带领队员一路披

荆斩棘，最终荣获佳绩。

一句承诺，一生践行。10 年来，王

蓬勃等战友不仅尽心尽力地替张楠尽

着孝心，还在各自岗位上干出优异成

绩。他们以实际行动告慰英烈：放心

吧！张楠，我们八个兄弟永远是一家！

八个兄弟是一家
■安普忠 潘 明

行走在高原边关，一路见到的风景，

让人心生豪迈；边防军人扎根高原、无私

奉献的精神让人敬佩。

我从车窗向外望去，天空湛蓝，雪山

连绵，共同交织出高原的壮美。随着海

拔升高，原来在高处的浮云，转眼间已近

在咫尺。我们乘车继续前行，道路两侧

一簇簇、一片片的高原红柳映入眼帘。

眼前，天与山相融、云和柳相拥，我不禁

发出阵阵赞叹。

西北高原的戈壁滩上，红柳是较为

常见的植物。它们用坚韧的根系抓住脚

下的土地，用火红的花穗点缀着苍茫戈

壁。去年 8 月，我到红其拉甫边防连参

观见学，正巧赶上红柳花开的季节。在

帕米尔高原，盛开的红柳花是一道引人

入胜的风景线。它们为高原增添了一抹

绚烂色彩。

与我同行的某部班长告诉我，红柳

多生长于戈壁大漠深处，枝条婀娜多姿，

花色雅致。它们不惧风沙和贫瘠，顽强

扎根，向上生长。红柳花像是在大漠燃

起的火把，虽然没有牡丹的华贵，也没有

玫瑰的娇艳，却能在狂风飞沙之中，傲然

绽放。在边防官兵眼中，它们是顽强精

神的象征。

帕 米 尔 高 原 平 均 海 拔 4500 米 以

上。盐碱地上渗出一层白霜，红柳的根

却在更深的地下，吮吸苦咸的养分。风

起时，枝条颤动，整片红柳林都在簌簌

作响，在苍茫高原唱起昂扬的歌。半个

多世纪以来，一代代守防官兵驻守在这

里，战天斗地，也扎下了根。红柳顽强

的生命力，让边防官兵坚信能够在这里

种出一片绿意。

从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

那天起，守防官兵从未停止过植树的努

力。班长为我讲述了他们在高原种红柳

树的艰辛历程。

那时，红柳树究竟能不能种活，谁心

里都没有底。营区的后方有一座山，乱石

林立，因盐碱严重超标，寸草不生。树能种

活吗？地方绿化单位的人看过后直摇头：

“条件太差了，不可能种活……”

“这里根本就不长树。如果大家付

出艰辛劳动，树却没有活，恐怕会伤了官

兵的心。”在征求植树意见的会议上，官

兵讨论激烈。还有人说：“种树搞绿化，

意义长远，只是干起来不容易啊！”

“不容易？我们还真要和这个‘不

容易’较量一下！”当时团里的干部坚定

地 说 ：“ 大 家 不 要 忘 了 我 们 团 的 前 身 。

我们是三五九旅的传人。战争年代，先

辈们奉命开进南泥湾，披荆斩棘、风餐

露宿，将满目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到

处 是 庄 稼 ，遍 地 是 牛 羊 ’的 陕 北 好 江

南。战争年代，在南泥湾开荒，容不容

易？老边防住地窝子、喝雪水守边防，

容不容易？先辈们能做到的，我们也一

定能做到！”

当时，植树最难的是在石头山上挖

坑，工兵连主动接过这个艰难任务。在

训练之余，官兵们艰苦奋战，在后山开挖

出总长 100多公里、深半米的坑道。

为了改换土壤，官兵需要在坑道上

每隔 3 米挖一个深半米、直径半米的树

坑，然后端起脸盆，用拉来的新土回填。

半年下来，守防官兵磨破了约 2 万副手

套，用坏了上千把锹镐。一名入伍 16 年

的老兵摸着手上的老茧说：“困难再大，

我们也要勇往直前，办法总比困难多！”

高原植树不仅是体力活，也是个技

术活，不能蛮干。在植树之初，他们就请

来农林专家，反复进行研究论证，最终形

成“深挖坑、广填土、施有机肥、采用滴灌

技术、选栽耐旱树种、套种高原花草”的

绿化方案。

“官兵对绿树的珍惜，让人感动。”一

名干部回忆起当年的高原军营生活，眼

中闪烁着泪花。那年冬天，一场暴风雪

摧折了连队门口的唯一一棵白杨树。在

高原戍守了 10 年的老连长，抱着折断的

白杨树干，哭得像个孩子。听闻哭声，几

名班长从房子里跑出来，也抱着白杨树

大哭。

“其实，有红柳陪伴，我们守防时，

就像有了很多朝夕相伴的朋友。”告别班

长时，他说的这句话，像是在戈壁上扎下

根的红柳，在我的心头沙沙作响。听着

班长的讲述，我许久没有回过神来，眼前

浮现出守防官兵在戈壁荒山上植树、浇

水、护树的身影。等我缓过神来，再次望

向道路两侧的红柳，它们在我的心中更

加鲜活起来，也有了新的含义。高原红

柳，恰似一个个守护在边防线上的戍边

官兵。

默默地，我抬起手，向他们敬了一个

军礼，久久没有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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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脱，藏语意为“隐秘的莲花”，地

处西藏东南部，因江河阻隔、雪山环抱，

曾被称为“雪域孤岛”。这里既有海拔

150 米的河谷，也有海拔 7782 米的南迦

巴瓦峰。如此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涵

盖热带季雨林到高山冰雪带的山地垂

直生态系统。雄伟神奇的背后，是复杂

恶劣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西藏军

区某团就戍守在这里。

朝阳升起，全副武装的官兵又一次

踏上了巡逻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

任务由数支巡逻队伍从不同点位出发，

采取“多路并进、纵抵横联”巡逻模式，

对防区展开立体管控。

某连指导员王钦铭带领队伍一出

门 便 扎 进 茂 密 的 原 始 森 林 。 古 树 参

天，雾气弥漫，旺盛的植物拂过官兵的

脸庞。

“这里的山河是有生命的，它们生

生不息，与我们的青春一样。”王钦铭

担任连队主官仅 1 年时间，带队执行了

40 余次巡逻任务。“不管多么艰险，必

须打通新的巡逻线。”这一次，王钦铭

要带着官兵开辟一条新的巡逻道路。

他们刀劈荆棘、脚踏乱石，奋力前行。

在前方负责开路的官兵累了，再换一

个顶上。官兵就这样轮换着开路，大

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尽快打通新

的巡逻线。

穿梭在莽莽丛林，翻越高山峡谷，

危险如影随形。“小心！”在藤蔓遮蔽的

山路上，负责探路的战士陈鑫一脚踩

空，滑了下去，摔在距离路面约 3 米的

断木上。大家赶紧用背包绳把他拽上

来。所幸有惊无险，陈鑫擦了擦脸上的

冷汗，背起枪继续前行。

“注意观察，前方小道上有明显活

动痕迹。”望着前方的湿滑小道，尖兵组

组长王盼盼发出提醒。只见他弯下身

子，手扣岩石，放慢脚步，用照相机拍下

泥土上的痕迹。官兵仔细检查，最终判

定痕迹是野生动物频繁活动留下的。

“无人机起飞，向 3 号高地抵近，实

施侦察。”在峡谷山涧，无人机冲出树

障，向远方飞去。二级上士王靳手推

操纵杆，眼盯侦察画面，向指挥组汇报

情况。有了科技力量的加持，官兵管

边控边更加得心应手，巡逻执勤质效

大幅提升。

“我们守好边防，百姓就能扎西德勒

（藏语，意为吉祥如意）。”挥刀开路的上

等兵巴桑多吉自豪地说。这群年轻的官

兵来自五湖四海、多个民族，大家亲如兄

弟，在祖国边陲聚成一团炽热的火焰。

这 里 的 天 气 复 杂 多 变 ，刚 才 还 艳

阳高照，顷刻间就大雨滂沱。危峰高

耸 ，山 头 被 浓 雾 紧 锁 ，能 见 度 不 足 5

米。眼前怪石嶙峋，脚边深谷望不到

底。官兵看准路线，手扒岩体、脚踏石

缝，缓慢前行。在这段险路上，他们不

敢有丝毫大意。虽然这段路高差只有

300 米，但巡逻队伍用了 1 个多小时才

攀爬到顶。

行至鹰喙崖，列兵陆龙贤右腿突发

痉挛，无法行走。随队军医郑宗钊单膝

跪地，不停地帮他揉搓、拉伸。在巡逻

路上为战友治疗伤病，郑宗钊已经数不

清有过多少次。自然环境复杂的墨脱，

也是毒虫猛兽频繁出没之地。郑宗钊

肩负着保障官兵健康的任务。

2008 年，郑宗钊军校毕业，来到墨

脱成为一名边防军医。为了提高医术，

他勤学精练，并在 2012 年考取了研究

生。3 年后，郑宗钊研究生毕业。他坚

定重返墨脱，回到心中热爱的边防线

上，与昔日战友相伴。

那年冬天，无人区的一处哨点，冰

封雪裹。二级上士段金利在锯木柴时，

手指被油锯割伤，最深处露出指骨。郑

宗钊立即为他止血。哨点条件简陋，郑

宗钊就在火堆边进行缝合手术。由于

郑宗钊处置得当，段金利的伤情恢复良

好，最终保住了手指。

“走 在 边 防 线 上 ，心 里 特 别 踏 实 。

任务官兵去哪里，我就保障到哪里。”郑

宗钊说，他的青春早已融入墨脱的山水

草木。

走 到 一 个 陡 坡 前 ，上 等 兵 张 天 翔

跟着老兵，拉住保险绳，几下就爬到了

坡顶。虽然入伍时间不长，但老兵英

勇无畏的精神深深感染着他。他说：

“巡逻边防线，战胜一个个难关，内心

很自豪。”

是的，走在巡逻路上，就是在战胜

一个个难关。一次巡逻途中，恰逢阴雨

连 绵 的 日 子 ，峭 壁 上 ，仅 容 一 只 脚 挪

步。二级上士何坤小心翼翼地横挪身

体。突然，他脚下一滑，身体失去平衡，

整个人贴着崖壁滑了下去，幸好被一块

凸起的石头拦住。这惊险的一幕，让大

家心有余悸。

官兵在高山峡谷间不断穿行。山

顶缺氧难耐，谷底毒虫肆虐。官兵翻越

奇峰险壑，通过亚热带雨林，涉过冰河

的激流……在休息点，官兵摘掉身上的

蚂蟥，留下的伤口渗着血迹。

行走在山花烂漫的高山杜鹃林里，

中士扎西旺堆满心欢喜。他说，巡逻路

从春走到冬，杜鹃花开花谢，好像一茬

茬官兵，陪伴守护着大山。扎西旺堆有

时会捡拾颜色不一的杜鹃花，制成标本

送给妻子。他说：“高山上的杜鹃花点

缀着巡逻路，虽然家人不在身旁，却也

有可以分享的浪漫。”

夜幕降临，月亮高悬。在宿营地，

吃过晚饭的官兵围坐在火堆旁烘烤起

衣物。“只要你闻到一股柴火味，就知

道这个战友刚巡逻回来。”一位在此驻

守 多 年 的 老 兵 说 。 官 兵 外 出 巡 逻 一

次 ，短 则 1 天 ，长 则 10 余 天 。 做 饭 烧

水、烘干衣服，全靠烧柴。时间久了，

柴 火 烟 熏 的 味 道 就 会 渗 进 官 兵 的 衣

服、身体，很难消除掉。官兵笑称，这

是边防的味道。柴火味道越重，说明

巡逻次数越多。

经过 4 天的艰难跋涉，王钦铭带领

巡逻分队顺利和友邻分队会合。他们

互通巡逻情况后，各自又朝着预定路线

出发了。两支队伍很快消失在重重峰

峦与密林之中。

墨脱巡逻
■邵博康 马 军

青春的脚步踏向黎明

热血在胸膛激荡回响

穿上戎装，背起钢枪

梦想在召唤，勇敢去闯

参军吧少年

让青春在军营绽放

风雨无阻，勇往直前

用汗水浇灌荣耀的勋章

告别家乡，踏上征程

迷彩的岁月铸就坚强

战友并肩共赴远方

使命在肩，不负韶华

听军号嘹亮

看战旗飞扬

我们是钢铁长城

守护这山河无恙

参军吧少年

让青春在军营绽放

风雨无阻，勇往直前

用汗水浇灌荣耀的勋章

参军吧少年

让青春在军营绽放

逐梦青春（歌词）

■陈继欢

杨善洲（雕塑，中国美术馆藏） 李 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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