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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下午，某海防旅支援保障

营助理工程师张烈伟满心欢喜地带着

老人和妻子、孩子，住进了旅里为他们

准备的“暖心房”。

张烈伟打开手机，计步器上显示：

从营门到“家”的距离，正好是2456步。

他说：“这看似普通的数字，代表

着党委机关对基层的真情关爱，令人

格外暖心。”

去年底，张烈伟从驻港部队交流

到该旅任职。今年春节前夕，远在四

川老家的父母和妻儿，提出了来队探

亲的想法。

这让张烈伟既开心又忧心，因为

这个海防旅去年刚刚调整组建，营区

家属住房短缺。

“实在不行，我们自己来解决住房问

题吧……”为了不给部队添麻烦，张烈伟

和妻子反复商议后，做出了这个决定。

谁知，上级领导了解到张烈伟的特殊情

况后，专门制定出台了一项“惠兵”举措。

随后，旅机关人力资源科、营房科、

集中采购办等多个科室联动，统计梳理

春节期间官兵来队家属情况、核对营房

数量缺口，并与驻地房屋租赁商对接。

同时，依据《关于规范完善军队人员

有关福利待遇的若干规定》中，单位在协

调租住房的同时，向自行租房的官兵家

属发放补助费等内容，旅里专门租用了

一批住房，保障临时来队的官兵家属。

这样，和张烈伟情况一样的官兵，

只需在旅人力资源科备案，即可直接

领取“暖心房”钥匙。

那段时间，张烈伟见证了“暖心

房”从无到有，深切感受到这份关爱来

之不易。

从拟制方案通知，到对接保障部门，

人力资源科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

现地考察、研究合同、洽商谈判……从营

区到租住房，虽然只有2456步的距离，集

中采购办的战友每天都要跑上好多趟。

当日下午，张烈伟带着父母和妻

儿推开了“暖心房”的房门，望着室内

配置齐全的电视机、洗衣机和干净整

洁的床铺，一家人开心不已。

“暖心房”暖人心。妻子挽着张烈

伟的手臂，轻声说：“部队领导想得真

周到，咱们一家人终于可以过个团圆

年了！”

暖心的2456步
■陶 昱 赵 伟

1 月 17 日一大早，崔艳滨坐在熙
熙攘攘的海洋岛候船厅里。他神情焦
急，手里紧紧攥着手机计算着时间。

崔艳滨是某海防旅四级军士长，
长期驻守海洋岛，已经两年没有回家
过年了。

这次，好不容易赶上了春节期间的
探亲假，他老早就算好了返乡日期，买好
了船票、火车票……没想到，即将起程，
寒潮天气突然来袭。归家心切的他，心
中多了几分担忧。

果不其然，受寒潮影响辽东海域风
大浪涌，多班船次延误停发，出岛船票
“一票难求”。

17 日，崔艳滨踏上了返乡旅途。
候船厅里人头攒动，他的脑海里不断
浮现儿子活泼的笑脸，耳畔响起妻子
细心的叮咛……

崔艳滨眉头紧锁，反复计算着时间：
距离火车发车的时刻只剩 8小时了，通
常情况出岛就要4小时。

万分焦急，他突然想起：去年一位
战友着急出岛，碰巧赶上夏季风暴天

气，根本买不到票，后来在航务军代处
的帮助下顺利登船。

自己不妨也试试？
他试着拨通了军代处参谋乔浩伟

的电话，一五一十说明了情况。电话
那头传来了热情的声音：“不要着急，
你等一下，我来想办法！”

崔艳滨心里暖暖的。可他转念一
想：“去年的情况是有船没票，如今连
船都不发了，也许乔参谋只是安慰我
吧！”想到这里，他的心又凉了半截。

挂上电话，乔浩伟赶紧咨询客运公
司，得到的答复是“风浪大，船只延误”。

那一边，乔浩伟开始忙上了。他
心里明白，“出岛探亲与家人团聚”，对
于守岛官兵来说非常不易。
“风大浪急，抗风能力好的货运滚

船能不能按时出发？”想到这里，他一连
拨打了几家货运公司的电话，最终了解
到，当日果真有一艘货运船从岛上出
发！这家货运公司的负责人告知，货船
的原定出发时间是在2小时以后。
“2小时后出发，这名守岛老兵的

火车就要延误了！为了守岛戍防，他
已经两年没回家过年了，恳请您协调
一下，看货轮能不能提前 1小时出发！”
乔浩伟恳求对方。
“为海防官兵开通‘绿色通道’，

值！我赶紧通知船长加快装卸速度。
就1小时后出发！”

时间又过了半个小时，候船厅里，
崔艳滨紧紧攥着手机，等待着……电
话铃声突然响起：“崔班长，请你立即
登船准备出发！”

手握电话，崔艳滨心里涌动着暖流。
登船，起航，向陆地进发。让崔艳

滨没想到的是，刚下船，就有一名工作
人员迎上来问：“您是崔艳滨班长吗？
我们正好有一辆回市区的车，乔参谋
让我在这里等您。”

在离发车还有 10多分钟时，崔艳
滨顺利登上了返乡的列车。

放好行李，崔艳滨拿出手机向乔
浩伟发送了一条感谢短信：“此刻千言
万语凝成一句话：请接受一位海岛老
兵的敬礼！”

“绿色通道”为休假老兵开通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通讯员 王正旭

日前，我国南北多地遭遇强寒潮，微信朋友圈里尽是“白茫茫一片”。
寒冷冬日，让人感到温馨的，是那家家户户门前悬挂的一盏盏红

灯笼。它们恰似寒冬里的一团团火焰，将温暖传抵人们的心房。
凛凛寒风中，温暖有时是一杯热茶，有时是一句悉心的鼓励、一番

关心的话语，有时是遇到困难时他人的雪中送炭。
在遥远的边关，温暖是巡逻路上战友之间的手拉手情谊，是与望尽

天涯路、梦里几相依的她深情相拥；是无悔奉献、忠诚坚守时，生命彰显

的价值底色，更是执勤放哨、守望万家灯火时，摇曳在心中的一团火……
这样的“温暖”，增添了岁月的情感、人生的体悟，诠释着新时代边

防军人的责任与担当；这样的“温暖”，因守护万家团圆而幸福，为保卫
边境安宁而自豪。

肩上永远有责任，眼睛里永远有敌情，胸膛始终燃烧着激情，这是
属于边防军人内心的温暖。

—编 者

寒冬里，边关那些温暖的故事

“旅客们请注意，从济南开往长春的
G1268次列车，因故晚点1小时06分……
列车晚点对您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
意！”1月 22日 15时许，长春火车站，一
则列车晚点的通知正在循环播放。

站台上，某边防部队前来车站协
调下连新战士转乘的干部赵福来，心
急如焚。

他赶忙拨通了驻沈铁长春军代处
主任王晓龙的电话：“由于G1268次列
车晚点，我部54名下连新战士可能无法
转乘开往乌兰浩特的C1309次列车，那
样他们将在车站滞留近12个小时……”

情况紧急，王晓龙立即向驻沈铁

军代处运输调度值
班室汇报情况，并提
出解决方案：“一是，
请 G1268 次列车加
快行驶速度，尽量缩
短晚点时间；二是，
让接续的 C1309 次
列车延时发车。”

充分沟通后，鉴
于“长白客运专线在
该时段动车车次密度
不大，C1309 次列车

等候时间较短，对铁路运行时刻造成影
响较小”等情况，铁路部门采纳了第二种
方案。

16点 45分，当铁路部门启动调度
工作时，乘坐C1309次列车的旅客已开
始检票上车了。

5分钟后，C1309次列车顺利接到
“因等待转乘下连新兵，延时 10分钟发
车”的通知。

这时，王晓龙迅速安排军代表前
往 G1268 次列车停靠的站台，等候引
导新兵；自己则找到C1309次列车长，
希望能通过广播向车上旅客进行解
释，取得乘客们的理解。

16 点 57 分，一则“特殊广播”在
C1309次列车车厢内响起：“尊敬的旅客
朋友们，有54名即将奔赴边防一线的下
连新战士，需要转乘本次列车。但他们
乘坐的G1268次列车因故晚点，还有几
分钟才能到站。如果我们耐心等待 10
分钟，就可以避免战士们在车站滞留12
个小时，谢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
“为了子弟兵，我们愿意等”“子弟

兵处处为人民，应该等”……
车厢内，不少旅客积极响应。一名

乘客还主动找到列车长：“战士们就要
上车了，为他们播放个欢迎曲吧！”

几分钟后，54名背着背囊的新战
士和带队干部，在军代表的引导下，从
15站台向 5站台飞奔而来，顺利登车。

列车上，当乘客们看到一个个满头
大汗、一脸稚气的新战士进来时，纷纷
站起来帮他们提行李，有人还拿出纸巾
递给他们。
“立正！敬礼！”在带队干部的口令

声中，年轻的战士们齐刷刷地向全体旅
客敬了一个军礼。列车门关闭的一刹
那，车厢内响起了如潮般的掌声……

左上图：这是军代表用手机记录

下的新战士登车场景。 杨天明摄

“为了子弟兵，我们愿意等”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通讯员 胡 兴 杨天明

连日不断的大雪，覆盖了红山梁，进
入封山期的红山嘴边防连格外宁静。上
等兵王政淇执勤归来，手上的棉手套不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裹紧的棉围巾。
“执勤时手套掉进雪窝里了。”王政

淇一脸无奈地说。-30℃的天气，手刚
裸露在外就被冻得生疼，多亏上士冯永
强及时解下脖子上的围巾裹在他手上，
他才没有被冻伤。

红山嘴边防连，每年封山期漫长，官
兵互帮互助、同甘共苦，火热的战友情
谊，温暖兵心。

有一年春节前夕，雪下得很大。会
晤站翻译乌拉的儿子突然身患重病，情
况危急。乌拉被困在山上，只能一个接
一个电话询问儿子病情，急得团团转。

团领导得知此事，立刻安排车辆“推
雪”上山。积雪实在太厚，汽车在距连队约
5公里的地方再难前进……得知了这个消
息，几名战友决定把乌拉护送上车。

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跋涉绝非易事。
下午4点，他们一行3人从连队出发，直到
天色完全暗下来，也没见到车影。

天寒地冻，大伙儿只好蹚雪返回连
队。谁知，回到连队没多久，团里便打来
电话说，接人的车辆刚到，正通过卫星电
话确认。

这回，乌拉执意“孤身上路”。此时
夜已深，大伙儿怎能放心？最终，还是
“原班人马”护送他一路蹚雪前行。数小
时后，一行人终于走到汽车前，乌拉热泪
盈眶……

这个“雪中送战友”的故事，深埋在
冯永强心中许多年。

当时，因为徒手扒雪开道，冯永强的
右手严重冻伤，至今还留着一道疤痕。
他说：“战友情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
送炭！这道疤痕是战友情最好的纪念。”

在连队图书室，一本名为《红山嘴
的雪花》的书里，记载了另一个关于“温
暖”的故事。

指导员王海峰介绍，1971年冬，连队
老兵孙甲魁和军医刘玉兴，战士于俊杰、
王志斌，赶往库斯特执勤点执勤。途中
休息时，孙甲魁来到河边凿冰取水做饭，
其余三人则骑马到远处勘察地形。
“早点回来，中午炖肉吃。”让孙甲魁

没想到的是，这句话竟成了与战友的“最
后诀别”。

当时，“轰隆”一声巨响传来。孙甲魁
抬头望去，远处山上的积雪倾泻而下，呼啸
着向山脚下袭来。“不好！雪崩！”他顿时脸
色惨白，提起铁锹就往山脚下冲去……

但，一切已来不及了！他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三名战友被积雪吞没。

今天，三名烈士被安葬在阿勒泰市
烈士陵园，而他们牺牲的地点每年都有
官兵前来祭奠。
“大雪封山后，连队随时面临给养中

断的困难；巡逻执勤时，险情层出不穷，
官兵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渡难关。”
王海峰说，连队要求人员离开营房执行
任务时必须两人以上同行，连夜间司炉
工烧锅炉都要有带哨干部陪同。
“亲爱的战友，我一直在你身边。”这

是官兵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风雪肆虐，
一起度过封山期的红山嘴官兵知道，正是
彼此的守护，驱赶了孤独，温暖着心房。

版式设计：梁 晨

本版图片由李国涛、姬文志、郭发

海、宋小理、叶洪林、赵 坤提供

亲
爱
的
战
友
，

我
一
直
在
你
身
边

■
王
子
冰

罗

浩

“太给力了，网购的书这么快就到
了！多亏了‘快递哥’！”

大雪袭来，西北边陲气温骤降，驻
守大山深处的新疆军区禾角克边防连
下士王星手捧着不久前网购的新书，喜
上眉梢。

王星所说的“快递哥”名叫班华伟，
是连队的蔬菜供应商，如今他还有另一
个身份——连队义务快递员。

蔬菜商当起了“快递小哥”，这还得
从两年前说起。

一次，战士姚丽坚的家人寄来了几
瓶特色腌制小菜，本想着能和战友们一
道品尝。没想到，运送快递的货车半个
月后才上山。

等打开包裹，小菜已经变质发霉了，
官兵们一脸难过：“包裹运到哨所的‘最
后一公里’，真不是一般的难走……”

班华伟听说后，主动提出，要帮助
连队官兵取送包裹。

按照约定，班华伟每周给连队运送
一次新鲜肉菜。打那以后，每次上山送
菜前，他都先到县城邮局和各快递投送
点走一趟，只要有官兵们的包裹，签收
确认后，帮大伙儿带上山。

去年夏天，中士薛强和女朋友李振
洋闹了点小矛盾，连续半个月闷闷不乐。
班华伟注意到了一脸愁容的薛强，便悄悄
从连队官兵那里要到了李振洋的地址。

从哨所返回县城，他到超市采购了
几样女孩子爱吃的巧克力、新疆特产，
按照大伙儿提供的地址，以薛强的名义
寄了出去。

一周后，班华伟刚把货车在营区停
稳，等候已久的薛强就给了他一个大大
的拥抱：“华伟哥，我和她和好了，多亏
了你！”

这件事很快在哨所传开了，从此，
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呼班华伟“快递哥”。
“如今边防公路全线畅通，官兵探

亲休假、家属来队、物资供应更加便
捷。”指导员陈潇介绍说，随着边疆地区
经济快速发展，官兵们戍边条件得到极
大改善，而信息化建设的提速，也让边
疆与内地城市的差距逐步缩小，“尽管
如此，网购还是很不方便。自从有了
‘快递哥’，这个难题解决了！”

春节临近，许多官兵都收到了家人
寄来的物品。上等兵王晨曦说，从接到
母亲的电话，到拿到班华伟送来的包
裹，仅用了 6天时间。手捧着母亲一针
一线缝制的 3双鞋垫，王晨曦的眼圈红
了：“快过年了，真有点想家，能及时收
到家人寄来的‘温暖’，心里特别激动。”

听了这番话，班华伟心里美滋滋
的。他正盘算着，快到年根了，还得给
官兵们多采购几种新鲜肉菜，让大家过
个快乐的春节。

捎来温暖，多亏了边关“快递哥”
■郭发海 赵永峰

前方危险，给你我的手

雪大路滑，骑马送你下山

嫂子来了，吃上“温暖牌”饺子

边关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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