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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士塔格峰

■宋 鹏

帕米尔高原

雪峰连绵

这里是勇敢者与忠诚者的天地

辽阔天地，铸就多少英雄的人生

“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

冷峻的风，雕琢出你的风骨

千年的雪，凝固成你的巍峨

银白的峰巅

刺破湛蓝的天际

似一柄利剑

守卫着静谧岁月

山鹰从你身旁飞过

在你的怀抱

追逐着天边自由的云朵

巍巍冰山，慕士塔格

仰望你的高度

西陲铁哨，耸立天边

群山荒原，与我作伴

接受着山风的挑战

忍受着缺氧的煎熬

与漫天的风雪对抗

没有在什么地方的生活感受

能比这里更强烈

烈火在年轻的胸膛燃烧

装满风雪的身体，升腾起豪迈

上等兵刘浩林是哨所的升旗手，一

大早就在军容镜前认真地整理着装。这

天是他最后一次执行升国旗任务。“向国

旗，敬礼！”金色的霞光映照着官兵的面

庞，哨所旁的干枝梅在风雪中悄然绽放，

成为哈日陶勒盖哨所独特的风景……

连队门前，指导员郭泽光下达登车

命令。参加执勤的 5 名官兵立即登上巡

逻车。走完这条通往界碑的巡逻路，要

步行穿过盐碱地，翻越 10 多道沟。

哈 日 陶 勒 盖 ，蒙 古 语 意 为“ 黑 山

头”。这里的无霜期每年仅有 5 个多月，

方圆几十公里无人烟。恶劣环境中，生

长着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干枝梅。

10 年前的冬天，新兵马登国来到哨

所。一周后，战友们彼此的故事好像都

讲完了；一个月后，他把带来的书都读完

了。开朗乐观的马登国逐渐变得沉默寡

言。20 岁的他不知道要怎样面对眼前

的孤寂。偶然间，他发现一株绽放的花，

枯黄的枝头上点缀着五角星状的花瓣，

在茫茫雪原显得格外淡雅秀丽。

“干枝梅虽然没有玫瑰的妩媚，也不

似牡丹国色天香，但能在冰雪中生长，即

使天寒地冻，也傲然盛放……”听着班长

的讲述，马登国明白了班长的用意。他

说：“我也要做北疆边防线上的干枝梅。”

巡逻路上有形状各异的碎石。每次

归来，马登国都会带回一些，摆放在哨所

旁。“咱们拼一个干枝梅的花朵吧，正好

是个五角星。”战友们纷纷加入进来。每

一次执勤归来，大家都会顺手捎带几块

石头，填补图案上的空缺。一段时间后，

一个占地约 5 平方米的五角星，出现在

哨所旁。

“戍守边关就要像干枝梅一样，和艰

苦较劲、和困难较劲。”这是二级上士郑

斌恒常讲的一句话。

五角星拼成的那天，连队开展武装

5 公里越野。冷风裹着雪粒子在空中打

旋，水壶中的开水已冻成冰坨，防寒靴踩

在冰碴上，发出清脆的碎裂声。渐渐地，

新兵郑斌恒体力不支，大口喘着粗气。

突然，他脚下一滑，眼看就要摔倒，被班

长一把扶住。他看见远处那颗鲜红的五

角 星 ，如 同 干 枝 梅 在 冰 雪 中 向 自 己 招

手。郑斌恒重新直立身体，心中响着一

个声音：“冲上去，一定要冲到终点！”最

终，他拼尽全力冲过终点线。

如今，郑斌恒已经当上了班长，哨所

的官兵也走过一年又一年。当年战友们

拼出的五角星，依然鲜艳，如同冬日里的

干枝梅，深深扎根、傲然绽放。

大年初三，军嫂王婧楠第一次踏上

去哨所的路。

1 年前的婚礼上，王婧楠收到了一

份来自丈夫单位送来的特殊礼物——三

等功喜报。“军功章是爱人对我最好的

‘告白’。”王婧楠紧握丈夫张晴带回来的

那束干枝梅，几度哽咽。

“真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忙啥。”相恋

的日子里，“等我一会，去忙了，回来再

说”，成了张晴的口头禅。

两年前的一天，张晴突然接到家中

的电话，父亲不慎摔伤。远在边防线上

的张晴，情急之下拨通了当时还是女友

的王婧楠的电话。

接到电话的王婧楠立即动身前往张

晴家。挂号、缴费、诊疗、住院……王婧

楠奔走在医院，整整一夜守在病床前。

第二天下午，张晴才请假赶到医院。那

时，父亲的骨折手术已做完，情况基本稳

定。看着靠在椅子上的王婧楠，张晴眼

睛湿润了。

春 节 期 间 ，王 婧 楠 辗 转 1000 余 公

里，赶往丈夫的驻地。“带我去看看你每

天坚守的边防线吧。”来队第二天，经批

准，王婧楠和丈夫一起走上巡逻路。路

上 ，张 晴 对 爱 人 讲 述 着 这 里 的 一 草 一

木。感受到边防的艰苦，王婧楠眼含泪

水，紧握张晴布满老茧的手。那天，王婧

楠亲手摘下一束干枝梅。她对张晴说，

“以后我们的孩子就叫‘梅梅’吧，我想让

孩子像干枝梅一样坚毅。我们一起守护

你，守护着咱们的小家。”

“你看，哨所的干枝梅开花了！”哨

所前，王永天拨通了退伍老兵刘浩林的

电话。

王永天刚下连那会儿，一度让干部骨

干有些“头疼”。“兵都是好兵，我一定把王

永天带好。”指导员郭泽光下定决心。一

次党团活动上，指导员郭泽光分享起一茬

茬官兵奋斗在边防线上的故事，绽放在哨

所的干枝梅，蜿蜒崎岖的巡逻路……

执勤巡逻，真的像指导员说的那样

辛苦吗？巡逻路崎岖难行，大雪给冬日

执勤增添了困难。经过几个小时的跋

涉，第一次参加巡逻的王永天，步伐越来

越沉重，但他咬牙坚持着。

界碑近在眼前，王永天学着班长的

样子，为界碑描红。那一刻，他感受到了

战友们炽热的戍边情怀，也懂得了戍边

守防的意义。

“风雪越大，干枝梅开得越鲜艳……”

两个月后的一次夜间勤务中，为了追回被

大风吹走的地图，张晴摘掉手套，顶着刺

骨的寒风将手伸进冰雪中，被冻裂的伤口

渗出血，染红了雪花。那一刻，被鲜血染

红的雪花，宛如边防线上的干枝梅，在王

永天的心中深深扎根。

“永天，你看冬日绽放的干枝梅，我

们遇到困难时，要学一学它们顽强拼搏、

百折不挠的劲头。”班长张晴说。

“向国旗，敬礼！”王永天迎着蓬勃的

朝阳，振臂一挥，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升旗手。望着哨

所旁用碎石拼起的鲜红五角星，王永天

坚定了当一名好兵的想法。

那天，王永天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

样的话：“当一名好兵，像边防线上的干

枝梅一样，不惧风雪、深深扎根。”

哨所盛开干枝梅
■向 勇 龙喜涛

这是于都县的一个小山沟，寂静得

除了山还是山，除了树还是树，除了天

还是天，除了绿还是绿。一座座紧密依

靠的山和亲密相连的绿，在晴朗的天空

下，显得格外的高远、空阔和宁静，似乎

云朵飘来时，都听得到声音。

可就是这样一个寂静无声的小山

沟，居然隐藏着一段辉煌的历史。似乎

每一个山头，都隐藏着一个厚重宏阔的

篇章；每一寸土地，都隐藏着一个跌宕

起伏的章回；每一棵树，都隐藏着一个

硝烟弥漫的片段；每一株小草，都隐藏

着一个诗意盎然的细节。即便是每一

滴露珠和每一丝空气，都隐藏着历史的

丝丝缕缕、点点滴滴。

这历史和辉煌，就是在这小小的山

沟里，诞生了第一家由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创办的企业——中华钨

矿公司。承接这个历史辉煌的，是于都

县的铁山垅。

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

办的第一家企业，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倡

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

民实施建立的。

赣南钨矿储量占全国的 70%、世界

的 60% ，素 有“ 钨 都 ”之 称 。 1929 年 ，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 4 军主力离

开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

在 赣 南 ，星 罗 棋 布 的 矿 井 和 黑 亮 的 钨

砂，让毛泽东深感钨矿对革命胜利有重

要作用。

1930 年 4 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率

领 红 4 军 主 力 进 驻 会 昌 县 城 。 毛 泽 东

会见了于都县盘古山的矿工和靖石农

民 300 余人，并听取他们汇报。当得知

与 会 昌 交 界 的 于 都 有 丰 田 、仁 风 山 两

处 钨 矿 后 ，毛 泽 东 指 示 正 在 筹 建 中 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

的 胞 弟 毛 泽 民 ，尽 早 成 立 钨 矿 公 司 。

毛 泽 民 得 令 后 ，一 方 面 紧 锣 密 鼓 地 筹

建 银 行 ，一 方 面 马 不 停 蹄 地 筹 建 钨 矿

公 司 。 毛 泽 民 多 次 来 到 于 都 、会 昌 的

交 界 地 带 ，进 行 调 查 研 究 、发 动 群 众 。

在 毛 泽 民 等 人 艰 苦 卓 绝 的 努 力 下 ，红

军官兵扛着枪杆、拿起钢钎和铁锹，与

矿 工 们 一 道 进 驻 铁 山 垅 ，成 立 了 公 营

“ 铁 山 垅 钨 矿 ”。 随 后 ，又 恢 复 和 整 合

周 边 多 家 矿 产 公 司 ，成 立 了 更 大 规 模

的 中 华 钨 矿 公 司 。 不 久 后 ，时 任 中 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

行长的毛泽民兼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

理。中华苏维埃的第一家企业就这样

在苏区诞生了。

要 在 国 民 党 重 兵 的 重 重 封 锁 与

“ 围 剿 ”中 建 起 一 个 大 型 钨 矿 企 业 ，并

实 现 钨 砂 的 生 产 和 销 售 ，不 是“ 艰 苦 ”

两 个 字 可 以 形 容 的 。 矿 工 们 住 的 工

棚 是 用 竹 子 和 杂 木 扎 的 ，棚 顶 盖 的 是

杉 树 皮 和 茅 草 、稻 草 ，睡 的 是 木 板 和

竹 床 。 开 采 工 具 也 是 极 为 简 单 的 锄

头 、铁 锹 、钢 钎 等 。 但 是 ，有 着 卓 越 管

理 能 力 的 毛 泽 民 ，在 困 境 中 充 分 发 挥

自 己 的 才 干 ，把 中 华 钨 矿 公 司 经 营 得

风 生 水 起 、红 红 火 火 。 他 下 到 矿 井 ，

与 矿 工 们 一 道 挥 汗 如 雨 。 他 走 进 工

棚 ，与 矿 工 们 抵 足 而 眠 ，促 膝 谈 心 ，了

解 矿 工 疾 苦 。 他 努 力 改 善 矿 工 生 产

生 活 环 境 ，保 障 矿 工 安 全 健 康 ，解 决

矿 工 生 活 困 难 ，提 高 矿 工 工 资 待 遇 ，

解 除 矿 工 后 顾 之 忧 。 他 重 用 技 术 干

部 ，鼓 励 技 术 创 新 ，攻 克 了 挖 矿 、选

矿 、筛 矿 等 一 系 列 难 题 ，使 得 钨 矿 质

量 越 来 越 好 。 他 重 视 生 产 管 理 ，实 施

科 学 的 生 产 制 度 和 分 配 制 度 ，多 劳 多

得 ，并 开 展 劳 动 竞 赛 ，奖 励 劳 动 能

手 。 他 不 但 抓 公 营 生 产 ，也 组 织 私 营

合 作 。 他 还 不 断 寻 找 新 的 矿 点 、开 采

新 的 矿 源 、扩 大 公 司 规 模 、增 加 新 的

经 济 增 长 点 。 公 司 规 模 最 大 时 ，矿 工

达 5000 多 人 。 从 钨 矿 开 工 到 红 军 长

征 出 发 的 3 年 间 ，中 华 钨 矿 公 司 共 开

采、收购钨砂达 4193 吨。

二

面对如此红火的中华苏维埃企业，

敌人怎么会乐见其成？国民党发动疯狂

“围剿”、实施严密封锁，企图切断苏区的

物资运输。毛泽民召集身强力壮的红军

和矿工，组成一支秘密运输队，用扁担和

箩筐将一担担钨砂运出深山。广东军阀

陈济棠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多次进攻苏

区，觊觎苏区的钨矿。彭德怀带领红 3

军团官兵，在红 1 军团紧密配合下，在南

雄水口与粤军展开殊死鏖战，打击了粤

军的嚣张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南

翼，为红军后来在北线作战创造有利条

件。有趣和传奇的是，在这场殊死战斗

中，红军不但没有乘胜追击，还主动撤兵

退守，释放了大批俘虏。这使得陈济棠

万分感激，与苏区达成钨砂贸易协议。

苏区产出的钨砂，得以经粤军之手秘密

销出。钨砂贸易赚来的钱，换回苏区和

红军急需的盐、布、药品等物资。这对维

持苏区政府的运转，打破国民党对苏区

的“围剿”和经济封锁，起到重要作用。

国民党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其处心

积虑对苏区的严酷封锁和残酷“围剿”，

居然不声不响地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打

开了一个通道。

如今的中华钨矿公司旧址只是一

栋不大不小的房子。石灰墙和石头墙

相间，黑色的瓦片铺满屋顶，木质的窗

棂没有窗花，屋外飞檐翘角，屋内有天

井、堂屋、正房、厢房。就是这样一个并

不起眼的旧址，却装着一个大大的世界

和一段长长的历史。看到中华钨矿公

司旧址前矗立的毛泽民雕像，看到中华

钨矿公司旧址，就会让人感受到那段峥

嵘岁月的波澜壮阔，就会听到群山的回

响与诉说。

如今，那段岁月远去了，硝烟不在，

枪声不在，隆隆的炮声也不在了。可我

的眼前依然晃动着成千上万的红军官兵

的身影，总觉得那些穿着草鞋、打着绑

腿、戴着八角帽的红军官兵还在青山绿

水间行军、战斗，还在为老乡担水、劈柴；

总觉得中华钨矿公司的红军官兵依然在

一手拿枪战斗，一手拿锹挖矿。我仿佛

看到中华钨矿公司的红军官兵与 8 万多

红军官兵一同集结在于都河畔，踏上万

里长征路。这山，这矿，这红军，都成了

人们心中不朽的雕像和永恒。

三

在于都，当我穿行在城市农村，大街

小巷，田间地头时，我看到的是一群群建

设者忙碌的身影；是一个个劳动者躬耕

的模样；是高大的脚手架、雄奇的特大

桥；是一幢幢高楼、一栋栋民居、一条条

街道、一个个公园；是如诗如画的山水、

如画如诗的田园；是生动、灿烂的一张张

笑脸，是幸福、快乐和知足的表情。

更 让 我 惊 讶 的 是 ，在 这 片 诞 生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红 色 企 业 的 红 土 地

上 ，有 近 4000 家 大 大 小 小 的 纺 织 服 装

企 业 。 一 个 县 ，近 4000 家 纺 织 服 装 企

业 、30 万 从 业 人 员 ，这 是 什 么 样 的 规

模 ？ 什 么 样 的 奇 迹 ？ 什 么 样 的 气 象 ？

几 千 家 纺 织 服 装 企 业 ，像 一 夜 生 长 的

春笋，遍布红土地。一条条流水线上，

服 装 工 人 的 剪 刀 轻 轻 一 剪 ，剪 成 的 就

是一个崭新世界；熨斗轻轻一熨，熨出

的就是一片广阔天地；手指轻轻一捻，

捻开的就是一种舒适生活。而在琳琅

满 目 的“T”型 台 上 ，走 出 的 是 于 都 风

姿、赣南风采和中国风范；各个服装厂

的直播间里，播出的是于都表情、赣南

神韵和中国笑颜。

我想，这既是中国工农红军给于都

和 赣 南 留 下 的 一 片 江 山 ，是 群 山 的 回

响；也是于都和赣南给中国工农红军交

出的一份完美答卷，是一个时代对另一

个时代的回报与感恩。这世界，正如我

们所想、先烈所愿，正是现实可许、未来

可期。

题图照片：中华钨矿公司旧址

设计：贾国梁

群 山 的 回 响
■彭学明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

的脚步近了……”阿里高原的春，比内

地来得更迟一些。它轻轻地、悄悄地，

踏着细碎的步子，终究是走来了。

晨曦初露，天边泛起一抹淡淡的蓝

色，太阳从地平线升起，金色的阳光穿

透稀薄的空气，洒在绵延起伏的山峦

上。雪线悄然隐退，裸露出斑驳的岩石

和褐色的大地。山脚下，河流开始解

冻，潺潺流水奏出一串串欢快的旋律。

它们绕过磐石，穿过草甸，欢笑着，跳跃

着奔向远方。

小草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头，

它们在风中摇摆着，似乎在宣告春天的

到来。野花也不甘落后，红的、黄的、蓝

的，竞相绽放，点缀在草丛中，散发出淡

淡的香气。红柳、沙棘等众多高原植

物，也悄悄吐出了嫩绿的芽儿。它们带

着清新的气息，为这片寂静的高原带来

了勃勃生机。

春意渐浓，阿里高原上的动物也开

始活跃起来。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

叫着，声音清脆悦耳，仿佛在歌唱一曲

献给春天的歌。远处，几只牦牛和藏野

驴在草场上悠闲地游走，或低头啃食鲜

嫩的青草，或抬头望向远方。牧民们也

趁着大好春光，开始一年的劳作。他们

骑着骏马，挥舞着长鞭，驱赶着牛羊，穿

梭在草场之间，构成一幅动人的草原牧

歌图。

戍守高原的官兵也更加忙碌了起

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雪山之巅

时，官兵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巡逻。他们

头戴钢盔，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崎岖的

山路。此时的春风还带着寒意，他们脸

上却洋溢着乐观的笑容。

沿途，巡逻队员们认真观察地形地

貌，仔细检视防区内每一寸土地。有

时，他们会遇到陡峭的山崖，需要小心

攀爬；有时，湍急的河水拦住了去路，只

得涉水通过；有时还会遇上大堆乱石，

摸索着才能前进。巡逻途中，官兵还会

遇到许多美丽的风景，譬如雪山下绽放

的野花。这些花很小，却长得生机盎

然。微风拂过，摇曳生姿。一路上，鸟

鸣声此起彼伏，这些鸟儿或站在枝头欢

歌，或翱翔于蓝天之下，宛如高原的精

灵。要是运气好，路上还会遇到几只藏

羚羊。它们轻盈而优雅地漫步在草原

上，像是春天高原的舞者。

高原上的风夹杂着凉意，却丝毫未

能冷却官兵火热的训练热情。射击训

练场上，官兵身姿矫健，卧倒、瞄准，双

眼紧锁住远方的靶标，神情格外专注。

战术训练中，官兵分组对抗，运用各种

战术手段进行攻防转换。他们时而快

速穿插，时而隐蔽接近，展现出高超的

战术素养。至于体能训练，大家更是练

得热火朝天。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

向上、攀爬等训练，挑战身体极限，磨砺

坚强意志。

阿里高原的春天，如诗如画。它用

灵动的笔触，在这片广袤大地上勾勒出

一幅绚烂多彩的春日胜景。“高原春光

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高原官兵用

青春和热血守护边防，也守护着春天的

美好与希望。春天的阿里高原，那片迷

彩正是最动人的风景。

春
到
阿
里
高
原

■
黄
辛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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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训练场上的春天

■陈贵平

此刻，我卧姿据枪

胸口紧紧贴着地面

地上龟裂的缝隙清晰可见

像岁月无法修复的伤痕

我屏住呼吸，感受先烈的心跳

食指在扳机上停留

曾经，轰鸣的炮火

让你破碎，也让你重生

那时候这里荒无人烟

再后来变成战场

变成满目疮痍的阵地

千疮百孔的胸膛和燃烧的肋骨

是永恒的丰碑

如今，这里变成我们的训练场

阳光正好

白玉兰热情绽放

锈蚀的弹壳已经发芽

我的枪膛瞬间滚烫、发热

扣动扳机

子弹沿着你当年冲锋的足迹

掠过春天的原野

在弹道尽头

绽放美丽的花朵

潜艇水兵

■丹晨璐

大海，一望无际

在无人知晓的深处

寂然无声中

藏着潜艇水兵的力量

登艇——

螺旋桨搅起千层浪涛

潜艇舱内，热浪在轰鸣

狂澜呼啸，响起万丈雷霆

骑鲸蹈海的勇士，静待号令

潜艇水兵，在深海航行

光辉的故事

总有英雄续写

守护着风平浪静

粼粼波光中

凝聚着军功章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