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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3 发代表战斗结束的绿色信号弹

划过天际，二级上士张雄镇沾满泥浆的

睫毛颤动了两下，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

来。几个日夜奔袭与潜伏的疲惫，此刻

都化为圆满完成任务的喜悦。

一

“战斗”打响的第二天晚上，乌云笼

罩，天色黑沉，远处时不时传来几声虫子

的鸣叫。已在丛林里潜伏观察了一天的

张雄镇，在确认周边安全后，通过模仿虫

子的叫声发出信号。很快，5 道迷彩身

影敏捷如猎豹，从潜伏地悄然跃出。

借着微光，张雄镇一边整理队伍，一

边清点人员和武器装备。整理完毕，队

员们再次展开奔袭，几道迷彩身影很快

消失在丛林深处。

按照作战计划，侦察小分队的主要

任务是在大部队发起进攻前，将“敌”目

标位置传回后方指挥部，引导上级实施

精准火力打击。奔袭了 20 多公里后，一

道闪电骤然划破天幕，随着一声炸雷，雨

点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

雨水灌进张雄镇和战友们的领口，

可他们无暇顾及。此时，他们正在荆棘

密布的丛林里搜寻。

丛林里没有路，所到之处都是杂木、

荆棘，脚下是砾石和泥泞，队员们每走一

步，都异常艰难。上等兵侦察员翁志伟

手拿开山刀走在最前头，负责拨开荆棘，

开 辟 通 路 。 这 位 全 连 公 认 的“ 特 战 尖

兵”，此刻正卖力地挥动铁刃。荆棘繁茂

尖锐，在他脸上、手上划出道道血痕。山

路积水渐多，小分队行进更加困难，每踏

出一步，都会溅起朵朵水花。

“班长，雨太大了，怎么办？”眼看大

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副班长张美勇一

脸担忧地望向张雄镇。

张雄镇面色凝重，在这样复杂的环

境下行军，稍不注意就可能落入“敌”陷

阱。他当即展开防水地图，标定现地坐

标，并对地形地貌进行仔细研判。队员

们围在他身边，静静等待他的下一步指

令。凭借多年侦察经验，张雄镇判断，

“敌”营很可能就在前方不远处。此时也

许正是对方最松懈的时候，借助着雨势，

小分队或许能够神不知鬼不觉潜伏到

“敌”眼皮子底下，监视其一举一动。

下定决心后，张雄镇立即命令全班

克服恶劣条件，加快行军速度，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插入“敌”心脏。

二

队伍再次开始奔袭。很快，他们来到

一片玉米地。此时的天色已蒙蒙亮，大雨

渐停，山间浓雾未散。张雄镇和战友们利

用茂密的玉米秸秆作为掩护，沿着道路一

旁的玉米田埂继续向深处摸索前进。

“轰——”，不远处突然传来车辆发

动声，瞬间引起了队员们的警觉。张雄

镇抬起左手向下压，和队员们迅速钻进

玉米地。他们匍匐在雨水刚浸透的田地

里，警惕地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车辆的轰鸣声持续了近 1 分钟。玉

米地里，张雄镇和战友们趴在泥水中，迷

彩与周边环境几乎融为一体。

“保持警惕！”张雄镇压低声音说。

话音刚落，不远处两道微弱的亮光穿透

雾气隐约闪现，被眼尖的张雄镇快速捕

捉到。

张雄镇耳廓微动——雨幕中，有胶

靴踏水的声音，还有泥浆飞溅的声音，且

两种声音时常相叠。显然有两名“敌”哨

兵，正一前一后走来。

不远处，隐隐传来对方的交谈声。

“你听错了吧，这大雨天他们怎么可

能摸到这里来。”一名“敌”哨兵虽有疑

问，但仍警惕地搜索着。

踏水声近在咫尺，声源越发逼近。

张雄镇用舌尖顶住上颚——这是他控制

心跳的习惯性做法。伏在他右侧的翁志

伟将手慢慢挪至腰后，握住匕首，随时准

备前出。

“敌”哨兵在距张雄镇不到 2 米的地

方停了下来，手电光扫过张雄镇他们藏

身的玉米地。张雄镇按住一旁的翁志

伟，伏在泥水间屏住呼吸。他正飞快地

思考着对策及被“敌”发现后的制“敌”招

式。身旁战友们等待着他的命令，随时

准备下一步行动。

近 1 分钟的“对峙”显得格外漫长，

另一名哨兵搜寻了一阵，方才说道：“可

能是我听错了。”他们又在张雄镇附近搜

寻了一番，未果，终于离去。

确定安全后，张雄镇再次掏出地图，

仔细比对附近地形地貌，判断“敌”目标

很可能就藏在前方山体反斜面。副班长

张美勇带着一名战士前出侦察。不一会

儿，他们折返回来，说看见有 3 辆“敌”车

载榴弹炮正在此地驻扎。

“全体人员，行动！”张雄镇沉声命

令。队员们迅速按照战术队形压低身

体，交替掩护向“敌”目标位置进发。他

们先在距目标数百米外的小土坎上潜伏

下来。可树林茂密，夜间观测器材发挥

作用不明显。为了得到更为精确的数

据，张雄镇冒着暴露的风险，带着队员们

一点点匍匐前进，抵近侦察。又往前摸

爬了近百米，他们潜伏在一斜坡位置，拨

开草丛，“敌”动态终于尽收眼底。

三

天空阴沉，乌云如沉重的铁块压在

山 谷 上 方 。 不 一 会 儿 ，大 雨 又 倾 盆 而

下。张雄镇从胸前口袋摸出压缩饼干，

掰成几块分给队员们。

持续的强降水使山间部分低洼地段

被淹没，而张雄镇和队员们潜伏的位置

地势较低。眼看着水慢慢涨起来，形势

很是严峻。

“班长，我们先向后撤一点吧，‘敌’

方阵地应该不会再变动了。”翁志伟低声

建议道。张雄镇没有回复，陷入沉思。

部队大规模进攻将在当晚零时发

起，届时后方火力将根据回传的目标位

置 实 施 精 准 打 击 ，掩 护 主 力 部 队 突 破

“敌”防线，一举拿下阵地。如今“敌”目

标位置已经侦获，大雨却没有停的意思，

这时候安全撤回，无疑是明智之选。

可“敌人”真的会“坐以待毙”吗？多

年的侦察经验和任务经历，让张雄镇养

成了遇事沉着冷静的习惯。

经过反复考量，张雄镇决定带领队

员继续潜伏，伺机行动。

长时间的奔袭、快耗尽的干粮和身

上湿透的衣服让潜伏行动愈发难熬，可

小分队没有一人退却。他们屏气凝神观

察“敌”动向，像一支支引而待发的箭矢。

夜里，雨渐渐停了下来，距离大部队

发起总攻的时间越来越近。

一滴水珠顺着叶片砸在夜视仪边

缘。张雄镇屏住呼吸，透过目镜望去：

300 米外，3 辆伪装成岩石的“敌”方车载

榴弹炮正缓缓降下驻锄，车尾排气孔腾

起白雾。

“敌人”果然要转移阵地！

“01，我是 02，‘敌’车载榴弹炮正在

向东南方向移动。新巢穴坐标为……”

“01收到，保持监视。”指挥所的电波

杂音里隐约传来此起彼伏的键盘敲击声。

零时整，大部队准时发起总攻。漫天

炮火倾泻而下，精准打击“敌”方目标……

晨曦微露，任务圆满完成。看着队

员们那一张张疲惫却神采奕奕的脸，张

雄镇心中很是自豪。霞光照在他们迷

彩服斑斑点点的泥污上，像是一枚枚金

色的徽章。

雨 夜 潜 伏
■张 柳 陈 奕

塞 外 燕 山 脚 下 ，有 一 个 偏 僻 的 转

运站。第 81 集团军某旅一级军士长王

新民和妻子已在这里坚守了 20 多年。

当我们来到这偏远的转运站，王新

民在给道轨注油，他的妻子孙春霞正配

合搬动道岔。见到我们，他们笑着请我

们先到屋里烤烤火。

“这里位置偏，平时也没人来，招待

不周，你们多担待。”王新民拿来瓜子，

孙春霞端来热茶，夫妻俩忙前忙后，很

是热情。

在袅袅茶香中，他们打开了话匣子。

2001 年 ，孙 春 霞 与 王 新 民 喜 结 良

缘。婚后的两人聚少离多，直到两年

后，单位安排王新民到转运站工作，并

批准孙春霞跟他一同前往。

说 起 初 到 转 运 站 ，孙 春 霞 记 忆 犹

新。“风透黑屋墙结冰，荒草人高遍地

生 ，垃 圾 如 山 住 区 堆 ，缺 水 缺 物 难 营

生……”孙春霞笑着说了句顺口溜。

为了尽快改变转运站面貌，他们披

着星光出门，顶着月亮回来。除了维系

转运站正常工作外，他们还要拔野草、

清垃圾。几天下来，孙春霞身上都是被

蚊虫叮咬的包，手上全是新磨出的血

泡。就这样忙碌了一个多月，转运站终

于整洁起来。

之后，夫妻俩又重新粉刷了墙裙和

宣传标语，还在屋子前后栽种了香椿、

桃树、枣树和杨树。他们还动手开垦荒

地、栽苗种菜，建鸡舍、盖羊圈、搞养殖，

用以补充经费，减少开支。

就这样，两人在这里扎下了根。

说起这些时，孙春霞和王新民的眼

里闪烁着同样的光彩——他们不只是

夫妻，更是战友。

2004 年 4 月 8 日，孙春霞临产。当

时工作繁忙，王新民一边要忙着码货、

装载、核实、检查，一边又担心着怀孕的

妻子。那晚 11 点，最后一个车皮终于

发出，而在 20 多公里外的医院，他们的

女儿已经出生。

说 到 女 儿 ，夫 妻 俩 眼 眶 都 有 些 泛

红。孙春霞喝了口手中的茶，给我们讲

起了一个故事。

那 是 一 天 下 午 ，他 们 回 来 发 现 女

儿不见了。“那时我们急得不行，到处

找呀，找遍了整个院落……”王新民拍

拍妻子的肩膀，接着她的话说：“你们

猜那孩子去哪里了？她正在羊圈里，

给羊跳自己编的舞蹈……”他们说，孩

子从小没个玩伴，他们身为父母，也顾

不上陪她，她还那么小，就已经尝到了

孤独的味道。

这个转运站要负责保障近 400 米

铁路线和 5 组道岔。

每次列车进站前，王新民和孙春霞

都会认真检查线路，确保列车顺利进

站；货物装载完毕，他们还要绕着车厢

爬上钻下，检查车厢封装情况及车轴、

车轮的安全情况；列车在专用线停留期

间，他们要昼查夜巡站台库房，防止发

生车辆溜逸等事故。

孙春霞说，有人说她太傻，跟着丈夫

吃苦受累；也有人问她，在这个荒凉的地

方守了这么多年，她是如何做到的……

孙春霞总是笑着回答说，这不算啥。

“22 年了，她和我并肩工作，我们一

个是班长，一个是兵。工作中我是班长，

她是兵；生活中她是班长，我是兵。”王新

民笑得很温柔，“有时她的标准比我还

高。我们俩，只有一个目标：哨所当家

建，职责首为先。”

不知不觉，太阳已西沉，我们起身

告别。昏暗灯火中，他们俩的影子投在

地上，肩并着肩，是那样亲密无间。

亲 密 战 友
■张弼朝 杨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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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在植被难以生长

动物难以生存的地方

官兵在这里扎根

成长为一道屏障，固若金汤

信念、意志和精神

是成长的雨露和土壤

磨砺骨骼

长成刀枪剑戟

斧钺钩叉

肌肉被风刀霜剑、严寒酷暑雕琢

剔除怯懦、胆怯和犹疑不决

雕刻成坚硬的钢铁

朝气蓬勃的青春，愈发清澈

深爱，只为中国

所有困难都是滋养

理想的根须繁茂发达

不论环境多么恶劣

青春的树木，向上生长

长到郁郁葱葱、顶天立地

哨所、阵地、界碑

巡逻、站哨、训练

他们的存在

绚烂了雪山、戈壁、岛礁和荒漠

他们的眼眸

点亮了祖国的每寸疆域

燃烧吧

春到边关
■春 宁

用忠诚、奉献和顽强

春风拂过钢枪

阳光触摸山河

他们挺拔着，笔直站立

于是，春风骀荡

青春的赤诚

会在祖国的每寸山河

开出绚烂的花朵

在边关冷月里

伫立成一座山峰

用钢铁意志

守护这片茫茫边疆

风声呼啸

诉说着守望的故事

月色清冷

对故乡的思念

随月光流淌

又在心底肆意生长

父母的期许

爱人的目光

在这孤寂里

成为力量的港湾

山川为证

我将忠诚安放

巡逻的脚步

踏遍每寸土壤

风霜雕刻了年轻的脸庞

岁月诠释着使命的重量

就让山川作证吧

身为军人

山川为证
■徐俊涛

保家卫国的志向

会永远闪亮

朝霞初绽

映照着

官兵坚毅的脸庞

我们化身雄鹰翱翔

祖国的天空

是多么苍茫

青松不倒

恰如官兵挺拔的脊梁

磐石不移

就像官兵坚定的信仰

站哨、巡逻、训练

在摔打磨砺中

我们愈发坚韧顽强

月光如水，停驻在

官兵宽阔的肩膀

我们持枪挺立

守护着

祖国夜的安详

母亲啊，请放心

您当兵的孩子

早已长高长大

可以温柔撑起

您安睡的梦乡

祖国啊，请放心

您当兵的孩子

已磨砺出坚硬骨骼

听从时代的召唤

在强军征程上

步伐坚定

足音铿锵

祖国，请放心
■凌 珑

战地黄花分外香（油画，局部）

吴作人作

3 月的北京，春归大地，万物复苏。

草 绿 了 ，花 开 了 ，一 双 双 燕 子 飞 回 来

了。在这个生机盎然的季节，我们送走

了又一个植树节。

植树节，是一个播种绿色、孕育希

望的节日，散发着旺盛的生命气息。实

际上，不只是植树节，在我国 960 多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勤劳智慧的人民，

每天都在将新绿播种 ；更有生态护边

员、边防军人，将绿色的种子播撒到沙

漠、荒野、高原，播种到那些少有人烟的

地方。

“ 绿 ”，是 草 和 树 叶 壮 盛 时 的 颜

色。在中国文化里，它代表着生命的

蓬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象征着宁

静与和平。

回顾历史，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艰难

奋进、砥砺前行。新中国成立初期，生

态环境脆弱，很多地区田野萧条。饱经

战乱的中国人民，多么渴望山河秀丽、

生态蓊郁，多么渴望让广袤疆域早日披

上绿衣。

天地转，光阴迫，植树造林，刻不容

缓。于是，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原野上，

中华儿女团结一致，誓将绿色铺满祖国

大地。

在这项艰巨的挑战中，我们总能看

到人民解放军的身影。

多少年来，官兵与群众一起开展大

规模植树造林活动，积极参加大小兴安

岭、长白山等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北方防

沙带建设，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加

强与地方有关部门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协助推动革

命老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基地、高海

拔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绿色振兴发展，

实现生态富民……

只要有军人驻守的地方，从来不会

缺少绿色。在营区里、在边防哨所，到

处是官兵亲手栽下的绿意。

你看，在官兵的用心呵护下，营区

里的乔木、花草和果木，长得那样茂盛，

生机勃勃。那满眼绿意，给人以清新的

慰藉。你看，在那少有人烟的边防，官

兵用锲而不舍的执着和毅力，在风沙肆

虐或高寒的环境下，种植出棵棵绿色林

木，让那荒芜的高原戈壁出现了生机盎

然的绿洲。

每年到了春季，看到绿色渐渐铺满

大地，我都会想起儿时的故乡——那个

贫困、荒芜，不见一点绿意的地方。

早年在我的老家，房前屋后、田间

地头一片荒芜。直到有一天，村东的山

上来了一支造林队。在彼时小小的我

眼里，他们年轻的脸像天边刚升起的朝

阳，映着金灿灿的笑意。他们像“愚公”

一样，在山上一干就是 8 年。8 年里，他

们常年吃住在山上，任风吹雨打，任风

霜爬上他们的眼角发梢……后来，家乡

的山岭上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松柏，风一

吹，像一片充满生机的绿毯。

时光流转，孩子在长大，树木在生

长。如今，故乡那曾经裸露的山脊，早

已被茵茵绿色覆盖；那广袤的原野，到

处生长着几米高的荆条树——这是我

儿时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现在的孩子，

哪里还会相信，在我们那个年代，光秃

秃的山上，甚至找不到柴火用来烧火。

漫步在这春意渐浓的季节，我心中

充盈着感动与喜悦。

我 看 到 历 经 岁 寒 的 松 柏 ，在 春 日

的 阳 光 下 伸 展 着 ，笔 直 挺 拔 、绿 意 蓬

勃。这旺盛的深绿，让我想到那一片

片植被高大的树林，在阳光雨露的照

拂下、在风雨雷电的考验中，依旧那样

葱郁、那样生机盎然。这绿色，更像将

风霜挡在身前、将人民护在身后的中

国军人的迷彩。

我看到刚吐新绿的柳枝，在独属于

春的柔风中招摇着、生长着；看到悄悄

发芽的小草，是多么可爱、多么活泼。

这是鲜嫩的翠绿，是蓬勃生命的起始。

它们多像在祖国与父母的呵护下，茁壮

成长的孩子啊！

春的画笔是这样多彩、这样灵动。

我看到有深绿、浅绿、墨绿，绿得厚重、

绵密、深沉、饱满……在祖国的大地上，

呈现出一幅幅生机勃勃的画卷。我想，

等到了秋天，我们将会收获一个多么五

彩斑斓、层林尽染的世界啊！

如今的中国，放眼望去——山河壮

丽、生机勃勃，大江南北、水清岸绿。

“三北”防护林、塞罕坝建成林场、

毛乌素沙漠披上绿装……一代又一代

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绿化奇迹。宝石般的绿色由浅入深、由

点向面，放眼望去，已连成了一片绿色

山河。这份成绩单，凝结着多少人的汗

水和努力！

春风中，我欣赏着这满目的苍翠，

期待未来山更青、水更绿，绿色的旋律

响遍中国的大地！

倾
听
绿
色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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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