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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午，拉萨贡嘎机场，人头攒动。
吴海燕带着儿子伍鹭洋刚下飞机，手机
便响了起来。
“恰拉山发生塌方，车辆无法通

行。”电话那头，吴海燕的丈夫、西藏军
区某边防哨点四级军士长伍伟的语气
有些焦急。

海拔 5000 多米的恰拉山，是通往
丈夫伍伟所在部队的必经之地。这个
消息让刚刚飞抵高原的吴海燕心急如
焚。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她一时不知
该说什么……

去年，伍伟主动申请到驻守在西藏
玉麦乡的某边防哨点守防。

玉麦是中国人口最少的乡。一年
来，伍伟和战友们默默守护着这里的每
一寸国土——这里，每年有 8个月大雪
封山，冬天很难吃上新鲜蔬菜，生存条
件异常艰苦……
“为啥去守那么苦的地方？”一次通

话中，吴海燕忍不住问丈夫。
伍伟告诉她：“这里是祖国的领

土。”他没有做更多的解释。
她懂得，丈夫在高原守防 14 年，

“为国守好边防”始终是他内心坚守的
信念。
“既然你不能回家，我就带着孩子

去看你！”在与伍伟反复商议，并征得部
队同意后，吴海燕开始精心准备这趟探
亲之旅。

她专门买了丈夫爱吃的豆腐乳和
卤鸭，精心挑选了衣物，随身携带的行
李箱被塞得满满当当。

一年没见过爸爸了，7岁的伍鹭洋也
特别想去看看爸爸驻守的地方。出发前
一晚，小家伙兴奋得睡不着，他要妈妈带
上自己的模型飞机：“这是我考‘双百’得
到的奖励，我要把它送给爸爸！”

8月 6日清晨，吴海燕带着小鹭洋、
拖着沉重的行李，从重庆启程，踏上了
高原探亲的旅途。经过 2个半小时飞
行，母子二人抵达贡嘎机场。没想到还
没出机场，就听到“道路受阻”的消息。

拉萨到玉麦，距离近千公里，途中
要翻越 5座海拔 5000米以上的雪山，加
之夏季高原天气多变，要顺顺当当走一
趟很不容易。

让吴海燕没想到的是，她怀着忐忑
的心情刚走出机场，山南军分区派来的
专车，已在机场外等候。
“嫂子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带车干部、副营长次仁达娃迎上前，
接过吴海燕手中的行李。

上车后，次仁达娃便向军分区领
导请示，并与沿途驻军进行了对接。
他们商议决定，先在拉萨暂住一晚，
第二天清晨再出发。

翌日，天刚蒙蒙亮，西藏军区保障
部为吴海燕母子送来了干粮、水和氧气
袋。在大家关切的目光中，汽车向玉麦
出发了。

高原风景迷人，吴海燕却无暇欣
赏。一想到路上可能出现的种种艰险，
她心里就七上八下。“嫁给边防军人，必
须有颗强大的心脏！”吴海燕与带车干
部次仁达娃，聊起了她和丈夫的故事。

10 年前，吴海燕和伍伟还在热恋
中。一次，伍伟突然“失联”多日，手机
怎么也拨不通。情急之下，吴海燕把
电话打到了团部。原来，伍伟所在的
工兵连突然接到命令，被紧急派往百
余公里外的高原腹地执行任务。那里
没有信号……

吴海燕说，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到

“揪心”的滋味。
守防责任重，平时家里的大小琐

事，夫妻俩只能通过电话商议处理。有
些事一个电话可以解决，但多数时候伍
伟只能“干着急”。

小鹭洋 2岁那年突发急性肠胃炎，
吴海燕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前
后折腾了一个多星期。眼看着小鹭洋
病情好转，她却累得瘦了一圈。当时，
伍伟在高原执行任务。后来得知这件
事，他内心满是愧疚。

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一个人撑起
一个家，吴海燕吃了不少苦。可她爱伍
伟，为了爱，再苦再累她也坚持。
“当我选择身着戎装的你时，就做

好了坚强与担当的准备，当我决定成为
卫国守防的你的妻子时，就决心成为你
事业最大的助力……”

高原探亲的路，比想象中还要难
走。翻越海拔 5100 多米的贡拉山，汽
车在颠簸的山路上“跳迪斯科”，吴海燕
感觉胸口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胃里翻
江倒海。小鹭洋一直在吸氧，高原反应
让他脸色发白。

即将抵达恰拉山塌方路段，只见仅
容一车通过的路上，乱石遍布。吴海燕
一手搂着儿子，一手紧紧抓住车内扶手。

这条公路去年刚修通，极其险峻。
道路紧贴着山体逶迤盘旋，另一侧就是
悬崖，立于路边的“危险”警示牌无时不
在提醒人们：稍有疏忽，后果不堪设想。

吴海燕掏出手机，发现没有一格信
号，但计步软件的数字却持续飙升。
“嫂子，咱这是在‘乘车锻炼’。以

后要是沙土路修成柏油路，还真没这种
体验了呢！”次仁达娃跟吴海燕开起了
玩笑，缓解车内紧张气氛。

汽车在道路阻断处停了下来，吴海
燕和小鹭洋下车徒步穿越塌方路段。
次仁达娃扛起行李跟在后面，他安慰吴
海燕说：“山的那一边，部队派来的汽车

已经在等咱们了。”
这句话，让吴海燕心里暖极了。
路边工程车轰鸣，道班工人正在抓

紧抢修被损路段；身旁，次仁达娃和驾
驶员一路搀扶吴海燕；远处，伍伟的战
友正在张望等候……此情此景，吴海燕
一辈子也不会忘。

走过塌方路段，坐上团里派来接应
的巡逻车，吴海燕拿出手机，默默打出
一段话：“伍伟，这一路我尝过了你吃的
苦，也懂得你的职业，理解了你身上的
责任使命。”

吴海燕想，只要有了信号，就把这
段话发给伍伟。那一刻，想起即将与
分别一年的丈夫相见，她把手机攥得
紧紧的。

眼前的路，渐渐平坦。“近了近了，
玉麦边关，我们快到了。”车轮飞转，吴
海燕眺望着远方。

峰回路转，路边出现两个身影。
“是爸爸！”小鹭洋高兴地大声

喊……在距哨点还有 5公里的一处转
弯，副连长裴子凯和伍伟已经等候多
时了。

汽车停稳，吴海燕和儿子推开车
门，一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从重庆到玉麦，这一路吴海燕和儿
子走了 40多个小时，虽然一路饱尝奔
波之苦，但这次探亲也让她感受到了部
队大家庭的温暖。
“嫂子，辛苦了！”抵达营区时，官兵

们列队欢迎。吴海燕拉着儿子的手，轻
声说：“孩子看看这里，玉麦也是咱的
家，爸爸守护的地方便是家。”

图①：伍伟与妻子吴海燕、儿子伍
鹭洋遥望玉麦边关；图②：探亲途中，
次仁达娃帮助小鹭洋吸氧，缓解高原

反应带来的不适；图③：山路湿滑泥
泞，汽车陷入泥潭，次仁达娃和驾驶员

下车救援。 冯 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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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来队探亲，总队报销路费。”
驻守喀什的武警新疆总队某特战中队
副中队长韩振伟，向远在山东聊城的妻
子张悦说起了这个喜讯。

电话这头，张悦开心地笑了。
韩振伟和张悦结婚一年多。半年

前，韩振伟随部队从内蒙古转隶到南
疆。部队任务重，两人相聚的时间不
多。张悦在老家一所小学当老师，暑期
到了，夫妻俩商量着在部队团聚。
“部队想得真周到，家属探亲乘飞

机，组织帮咱来买单。”那天，张悦高兴
地把这个消息与亲友分享。她随后便
开始订机票、收拾行李……想起即将与
爱人相见，她兴奋得一夜没睡好。

经过近8个小时飞行，飞机缓缓降落

在喀什机场。刚走出候机大厅，张悦一眼
就看见站在人群中的韩振伟——他晒黑
了，也瘦了，一身迷彩作训服让他看起来
格外精神。

坐在支队派来的专车上，张悦和
另外几名来队军嫂一起聊着天。窗外
风景让人目不暇接，旅途劳顿也缓解
了许多。

支队新装修的来队家属公寓房掩
映在一排白杨树下，环境幽静。走进房
间，张悦感到一阵凉爽，支队领导一大
早就派人将空调打开、电视机调试好，
在房间的茶几上摆放了水果和干果。

房间内，饮水机、厨房用具等一应
俱全……

像张悦一样感到欣喜的，还有支队
其他来队军嫂。今年春节，支队邀请十
几名两地分居的干部家属到部队团

聚。后来，她们中许多人自发地给支队
写信，表达心底的那份感动。

这些暖心举措，在武警新疆总队领
导眼中，是各级应该想到必须做到的。

一次，总队一位领导在驻喀什地
区的一个偏远中队蹲点发现，一名干
部当月的长途话费很高。这名干部
直言不讳：“家里遇到啥事，我和家人
只能电话沟通。从老家青海到南疆
近 3000 公里，来一趟路费也要花费不
少……”
“只有真心实意为基层解难题，官

兵们才能安心扎根边疆。”总队党委千
方百计为基层办实事，在不违反规定的
基础上设立专项经费，为驻喀什、和田
等南疆部队干部，以及上士以上士官家
属报销来队探亲的飞机票。
“解决家属探亲路费”只是为官兵

服务的第一步。他们还把事关官兵切
身利益的个人住房、家属就业、子女入
学等12件难事一揽子办到底。

有些新转隶部队住房紧张，他们为
官兵腾置住房和来队家属房，并精心购
买了生活设施，让官兵和来队家属住得
舒心；许多单位还安排了方便军嫂出行
的专车，让她们在与家人团聚的日子里
过得顺心。
“以前总觉得边疆很远，长途跋

涉让人苦不堪言。如今部队为方便
军嫂探亲出台了各种举措，距离再也
不是问题了……”

晋意群的丈夫、上士黄彪常年驻
守帕米尔高原。此次探亲，她倍感温
暖：“每一名军嫂都格外珍惜探亲的机
会，在哪里团聚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身
边有他。”

莫道路途遥，组织搭“鹊桥”
■张 灏 本报特约记者 王国银

碧波荡漾，海天一色。广袤无垠的
海面上，一座小岛犹如镶嵌在蓝色国土
上的珍珠。

台山岛是福建省距陆地最远的一座
海岛，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连官兵常年
驻守岛上。乘船前往东海深处的台山
岛，需要大半天时间。只有上岛探亲的
军嫂们，才能体会到“漂洋过海来看你”
的艰辛。

对于军嫂陈国燕来说，她向往海岛，
每次与丈夫在岛上相聚的时光都是“那
么温馨”；她也怕上海岛，因为上岛探亲
的经历实在“一言难尽”。
“俗话说‘宁上山莫下海’，晕船的滋

味不好受！”海上风大浪急，轮船颠簸摇
晃，陈国燕的胃里翻江倒海，她下意识地
搂紧怀中尚不满周岁的儿子。
“嫂子，我帮你抱孩子吧。”轮渡上，陈

国燕巧遇两名休假归队的海防战士，他们
与她的丈夫、四级军士长钟锡钊是战友。
得知陈国燕一个人带着孩子探亲，两人不
由分说，帮她拎行李，一路上悉心照料。

台山岛码头，钟锡钊已经等候多
时。看到战友们帮忙抱着孩子走出船
舱，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次探亲路
上，多亏了你们！”

海岛偏远，上岛不易。海岛军嫂在
探亲中收获了团圆的喜悦，一路上也得
到了暖心的帮扶。

朵朵翻滚的浪花，寄托了多少相
思，可有时也会让“团圆梦”化为泡影。

去年春节，新婚不久的军嫂黄芳
玲，计划利用 7 天假期上岛陪伴丈夫

一起过年。她连夜从老家湖北出发，
公交、高铁、汽车，一路奔波抵达海港
码头。

谁知，偏偏天公不作美——风浪过
大导致 2天内所有船只停航。满怀期
待的她眼眶红了……

黄芳玲终于上了岛，可已是大年初
一了，见到丈夫时，她委屈地哭了……

大海的脸说变就变，留给这对夫妻
见面的时间太短暂了。当时，天气预报
说“24小时后将有风暴来袭”，无奈之下，
黄芳玲次日一早便匆匆离开了海岛。

7天的假期，夫妻俩只在一起待了
1天。

说起军嫂上岛探亲的不易，守岛
10多年的老连长耿朋感触更深。

那年，妻子杨双双带孩子上岛探亲，
轮渡被海浪高高掀起，又重重地抛下，让
这位来自内陆的军嫂“难以招架”。下了
船，她直接被送进了连队医务室。

望着妻子苍白的脸，耿朋禁不住潸
然泪下……

海岛风寒潮湿，加之连日奔波，一岁
半的儿子深夜突发高烧。岛上医疗条件
有限，连队连夜租用民船把孩子送出岛接
受治疗……打那以后，杨双双上岛再也
没带过孩子。

探亲结束时，杨双双对丈夫说，我
舍不得你。耿朋细语安慰：“等到春暖
花开时我就回家。”

在他们身后，涛声阵阵，海风习
习，它们仿佛在聆听着这对夫妻的又一
个“期待”。

海岛上的团圆不容易
■刘清云 齐永辉

“妈妈，我爸爸是做什么的？”“你爸
爸是军人！”“那军人每天都在哪里呢？
我怎么见不到爸爸？”

年仅3岁的军娃张梓涵想知道，军嫂
陈晓燕却说不清楚。

要说边关军嫂最头疼的问题，“军
娃找爸爸”绝对算一个。

最近这段时间，已经很长时间没见
到爸爸的小梓涵，常常想念爸爸。每
次，陈晓燕只好哄哄女儿：“爸爸过几天
就回来了。”

时光回溯到 11 个月前，新疆军区
某团导弹连指导员张振华回家休假不
久，突然接到通知：随部队紧急赴海拔
4300米的高原参加驻训。

张振华把刚满两岁的小梓涵抱在
怀里，轻声说：“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
工作……”

还在咿呀学语的小梓涵，眨着一双
大眼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第二天，
张振华收拾行装踏上回营的列车。

今年春节前夕，张振华所在团领导
特意安排，让每位在高原驻训的官兵与
家人视频通话，并给每位进行视频连线
的官兵拍了一张隔空“全家福”。这些
“全家福”定格了别样的“团圆”，也为军
嫂军娃留下了别样的记忆。

那天，看着手机屏幕中的爸爸，小
梓涵笑得格外开心：“我找到爸爸了！”

那一幕，陈晓燕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她决定带着女儿上高原探亲。

一路奔波，马不停蹄。7月 2日，陈
晓燕带着小梓涵抵达距驻训点最近的
汽车站。得知这对母女探亲的消息，团
里专门派来了接站的车。

没想到，小梓涵下车后看到爸爸，
却一个劲儿往陈晓燕怀里钻。张振华
伸手想抱小梓涵，她却哭着说：“你不是
我爸爸……”

也难怪女儿认不出爸爸。

面对高原肆虐的风沙、强烈的紫外
线照射，张振华的脸黑红黑红的。有次
视频通话，连妻子陈晓燕都忍不住开玩
笑：“真想给你盖个‘如假包换’的章。”

转眼又是 2个月过去了，张振华又
黑了一圈……尽管手机里“见过面”，但
当陈晓燕带着女儿站在张振华面前时，
小梓涵还是没认出爸爸来。

陈晓燕来队探亲的第一个周末，张
振华牵着女儿的手，参观了他平时训练、
工作的地方。小梓涵还被爸爸抱着第一
次登上了坦克，第一次摸到了以前只能
在电视里看到的“钢铁巨兽”。

年幼的小梓涵，始终不明白这些
“铁家伙”的具体用途，但她却渐渐接受
了张振华。
“你的爸爸有些‘善变’，但他很了

不起，能开着这些‘铁家伙’保家卫
国！”陈晓燕笑着告诉女儿，将来如果
有人问起“你的爸爸在哪里”，你就说
他在边关！

“善变”的爸爸了不起
■苏建国

这个夏天，许多军嫂如候鸟般奔赴高原哨卡、

海岛军营，探亲到部队与丈夫团聚。转眼间，军娃

们将陆续开学，又到了军嫂们结束探亲返回家乡的

时刻。

离别哨卡、离别爱人，军嫂们有哪些不舍？今

夏探亲她们经历了什么，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今天，本版采撷一组军嫂赴边防探亲的暖新

闻。感动之余，我们相信，在各级情系基层、悉心关

爱军嫂的政策保障下，来年的“探亲季”，军嫂的探

亲之旅会更加顺利，探亲的日子会更加温馨、舒心。

这个“探亲季”，她们的别样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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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感言：

我们常说，军功章有军嫂的

一半。军人在外保家卫国，军嫂

们就是他们稳定的“后方”。赡养

老人，抚养孩子，她们无怨无悔，

放下娇柔，把自己修炼成“女汉

子”，她们心甘情愿。

当军嫂手捧闪亮的军功章，

那一刻，她们感受到的，一定是

作为一名军人妻子的自豪。

各位军嫂，结束探亲离开军

营也别感伤。请相信，身穿军装的

他会让你感受到更多荣光！各位

战友，练兵备战请加油，要知道军

嫂的眼神里对你有着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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