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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和她结婚后的第一个中

秋。虽然我们的家就在驻地，但繁重的

任务，让我们平时聚少离多。作为一名

军人，很多任务说来就来，任务来了说走

就得走。中秋前夜，我接到通知即刻赶

往某基地承接新训任务。“你安心出发，

我替你守家。”她的话，让我热泪盈眶。

—第72集团军某特战旅特训

三连连长 江 松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fjbjygc@163.com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５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陈小菁

月亮下，咱俩遥遥

相望

离愁别绪，戴云松和马茜相恋后的
第一个中秋，就品尝到了。

那是 2013年中秋。26岁的戴云松
是世界最高人控雷达站——甘巴拉雷
达站的一名中士、指令标记班长。25岁
的马茜在故乡贵阳与朋友开了一家药
店。闲时，她还在家里开的牛肉馆帮忙。

中秋节晚上，戴云松在海拔 5374米
的阵地上担负战备值班。完成了一天紧
张的空情保障任务，戴云松轮班站岗。
仰望天空，皎洁的明月贴着雷达天线防
风罩悬挂着，仿佛伸手可触的“银盘”。

一下岗，他赶忙拨通马茜的手机视
频连线。“好大好美。”看到戴云松头顶
的月亮，马茜孩子般地欢呼起来。

都说“月是故乡明”，可贵阳当天是
阴天，月亮躲进云里。透过手机屏幕，
这对恋人一起欣赏甘巴拉的明月。

关于未来，这对远隔千里的恋人聊
了好多。活泼的马茜举着两个月饼凑到
屏幕前，戴云松也举着站里发的月饼让
她“品尝”。那一刻，他的心里暖暖的，完
全忘了身处氧气都吃不饱的极地之巅。
“雪峰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戴云松脱

口而出，马茜的眼泪扑簌簌顺着脸颊流
淌。见他心疼得不知所措，她挂着眼泪强
颜欢笑：“你在山上多保重，别让我担心。”

团圆相聚，普通人唾手可得的幸福，
对长年戍守边关的军人来说，却是奢望。

2017年3月底，在甘巴拉坚守10年的
戴云松，作为业务尖子被充实到某边境一
线雷达站任战勤分队长。

那年中秋之夜，阵地皓月当空。戴
云松换了班，走出指挥室，他拨通手机视
频。电话那头，马茜抱着一岁的儿子开
心地笑着：“快看爸爸！叫爸爸！”

儿子咿呀学语，阵地寒风刺骨，戴
云松却感到格外温馨。

在阵地坚守了 140余天，戴云松几
乎连轴转。看到丈夫黑瘦的面庞、乌紫
的嘴唇，马茜眼圈红了。恰在这时，指
挥室突然紧急呼叫，戴云松匆匆挂断电
话奔向阵地。

云端阵地，一片冷寂；雪域之外，万
家团聚。他知道，千里之外的妻子这会
儿一定在抹眼泪——她是父母捧在手
心的女儿，因为嫁了边防军人，才一天
天变得坚强。
“月亮下，咱俩遥遥相望，为了和平

的使命……”阵地上，不知谁播放着这
样一首歌，动人的旋律唱出他没来得及
对妻子说的话。

追着兵哥走，追着月

亮走

“这个中秋，我们终于可以团聚
了！”2014年 9月 7日，中秋节前一天，马
茜风尘仆仆赶到甘巴拉雷达站休整
点。就在几天前，戴云松结束了两个月
的阵地值班，下了山。

从贵阳到拉萨 2000多公里，还要在
重庆中转。马茜的行李箱里，装满了戴云
松爱吃的家乡小食和月饼。等两人见了

面，打开行李，戴云松既心疼又感动——
他不明白，体重不足 90斤的妻子，哪来
的力气拖着沉重的行李上高原。

初上高原，她开心得又蹦又跳，很
快高原反应袭来，头疼干呕，夜不能寐。

相聚日子越久，她越懂他的职责。
过去有时电话接不通，她也会想不通、
发脾气，可感受过军营生活后，她对他
多了一分理解。

中秋节后的一天，这对相知相爱的
恋人，在拉萨领取了结婚证。那天，他
俩手拉手登上布达拉宫。四目相对，两
人立下爱的誓言……

自从爱上雪域雷达兵，伫立高原的
军营和战友，都成为她的牵挂。
“你不能回家团聚，我就追着你团

圆。”2015年中秋节前夕，马茜又一次上
高原探亲。

在甘巴拉休整点，戴云松带她参观
荣誉室，马茜对这个英雄连队的所有历
史都十分感兴趣。他为她一一讲解历
史图片和背后的故事，她的内心有说不
出的自豪。

在一张黑白照片前，马茜驻足良久。
照片上的老兵叫许正兵，1989年上

山值班时突发肺水肿，他坚持不下阵
地，献出了 18岁的年轻生命。这让她深
受触动，她知道阵地艰险，却没想到在
和平年代坚守阵地，也会有牺牲。

就在马茜来探亲之前，戴云松在
阵地值班时突发高烧，为了不让妻子
担心，他始终瞒着，只字未提。马茜来
队后，他不小心说漏了嘴，她心疼地哭
了……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她都
会寄来各种药品。

那年，雷达站举办中秋晚会，每个
班都要出节目。马茜兴奋得像个孩子，
她和戴云松的战友一起商量节目内容、
准备道具，还下厨为大家准备夜宵。

皎洁的月光照亮了休整点宽敞的
营院。赏月、看节目、做游戏……官兵
和家属的笑声回荡在高原。

晚会上，连队专门为在阵地团圆
的军人家庭，准备了一个“夫妻同行”
游戏——几对夫妻分别脚踩一张纸抢
答题目，每答错一道题，就要将纸对叠一
次，且脚不能踩在纸外。几轮下来，纸对
叠得不够两人一起踩了，戴云松就抱着
马茜继续抢答，最终俩人赢得了奖品。

那是一瓶洗发水，马茜很长时间都
舍不得用。她说，那是两人最难忘的一
次团圆。

第一次在中秋节团圆，

他在团圆时降生

2016 年 9月 15 日，中秋节，戴云松
的微信朋友圈更新了——
“喜报！爱妻于今日产下一子，母

子平安。”
从此，“中秋”这个节日，在这对夫

妻的人生字典中，有了新的内涵。
因为儿子的呱呱坠地，那年的中

秋，成为戴云松和马茜相识后，在家乡
过的第一个团圆节。

儿子预产期前，戴云松才从雪域风
尘仆仆赶回贵阳。他的父母亲，也从安
顺紫云老家赶来照顾儿媳。

中秋当日，马茜的父母炖了鸡汤、备
了月饼带到医院。产房外，全家老少焦急
地等待幸福的降临。当第一声啼哭传来，
一家人喜极而泣……

当晚，一家老少围着马茜的病床吃着
团圆饭，听着孩子的啼哭，每个人脸上都
露出幸福的笑容。
“孩子在中秋出生，就是希望咱们一

家人年年团聚啊。”那晚，戴云松守在妻

儿身边一整夜。
在他看来，这个孩子是上天赐来的

礼物。他和马茜商量着给孩子取名“羿
泽”——羿，羽之羿风；泽，上苍恩泽。

外表柔弱的马茜，性格却耿直得像
个女汉子。十月怀胎，戴云松一直在高
原执行保障任务，她一个人到医院做检
查，从没半点抱怨。

马茜怀孕 7个多月时，戴云松的父
亲住院做手术，老人坚决不让告诉儿
子。马茜得知后，自己乘大巴车去看望
老人。没承想，她拖着笨重的身体下
楼，一脚踩空摔了下去，腿上满是青紫
红肿的瘀伤。
“万幸，孩子没事！”当晚，戴云松打

来电话才知道情况。透过视频，看见妻
子双膝肿得老高，他心痛得一脸自责。

她却笑着，说着让他宽心的话。
对于家庭的付出，马茜总是轻描淡

写：“不理解军人职业，没有荣誉感，还
当什么军嫂！”

我们何时团圆，何时

便是中秋

今年中秋，恰逢小羿泽两岁生日，
马茜决定带着儿子到安顺紫云老家，陪
公婆过节。

盛夏 7月，马茜便带儿子千里迢迢
赴高原探亲。两个月时光转瞬即逝，小
羿泽在营院中游弋玩耍，跟着叔叔在大
棚种菜……这个小小的身影，为高原军
营增添了几许欢乐。
“爸爸呢？”这句话，小羿泽每天要

重复数十遍。平时在家，都是他和妈妈
相伴，好不容易有机会跟爸爸朝夕相
处，小家伙一天到晚黏着爸爸。

去年初，戴云松刚从甘巴拉调到这

个边境一线雷达站。马茜也是第一次
带孩子来队探亲，但她做的贵州特色美
食“辣鸡角”，连队战友们早就品尝过了。

去年底，戴云松回贵州休假。马茜
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让戴云松捎回
部队——她从乡下买了两只土鸡，做了
拿手菜“辣鸡角”，装了满满 3塑料桶，塞
进他的旅行箱。

归队后第二天，戴云松接通了马茜的
手机。透过视频，马茜欣喜地看到，离家千
里的战士们吃得津津有味，她开心地笑了。

天涯有个兵哥哥，从此心儿连哨所。
10多年坚守雪山之巅雷达站，戴云松出色
完成 10余项重大任务。用戴云松的话
说：“军功章的背后，也有她的功劳。”

9月 7日，离队前一天的晚上，马茜
做了满满一桌菜，全家提前给儿子庆祝
生日。“何时团圆，何时就是中秋；你在
哪里，团圆就在哪里。”她对他说。

碰巧，连队两名战士的生日与小羿
泽的生日，相隔没几天。戴云松提前到
县城订了生日蛋糕。晚饭后，大家一起
为三个“寿星”过了个生日。

吹蜡烛、唱生日歌……小羿泽眼睛
晶亮如星。马茜说：“这个军营生日，一
定像小苗一样种在了儿子的心田。”

中秋节前一周，马茜带小羿泽赶回
戴云松的家乡。她给婆婆买了月饼，给
公公买来了酒，还在包里塞满了从西藏
探亲带回来的藏药、黑枸杞和牦牛肉干，
“今年他不能回家，我替他与家人团圆。”

这个中秋，戴云松和战友们在边境
一线雷达站度过。

家乡明月与边关冷月交相辉映，如
爱人的眼睛，如爱人的歌。

他的心越发踏实妥帖：“月亮升得
再高，也高不过天，你走得再远，也走不
出我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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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世界屋脊，我在黔山秀水
■本报特约记者 胡晓宇

“月亮在天上，我在地上，就像你在海角，我在天涯。”
雪域极地，冷月高悬。西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某雷达站上士戴云松，眸子

里氤氲起雾气，耳畔回荡起歌曲《望月》的动人旋律。
2013年，戴云松开始和妻子马茜相恋相守。从那时起，他便觉得这首歌道

出了他们夫妻俩埋藏在心底的思念。那悠扬旋律在夜空中回荡，仿佛拉近了家
乡与边关的距离。明亮的月光，可是送给军人的团圆梦想与期待？

明月不语，望月人“你也思念我也思念”。这个中秋，这对夫妻相隔千里，他

在世界屋脊卫着国，她在黔山秀水守着家。一周前，马茜带着儿子戴羿泽，拎着
大包小包，从贵阳赶往百余公里外的安顺紫云，那里是戴云松的家乡。中秋佳
节是两岁孙子的生日，戴云松的父母牢记在心，他们早早就备好了满席佳肴。

心在一起就是团圆。此时此刻，守卫在世界屋脊雷达站的戴云松，心头萦
绕着一缕缕相思乡愁。你为国守防，我为你守家，不管身在何处人在何方，一家
人的心时时刻刻都在一起。

属于军人的中秋，心在一起就是团圆。

中秋特别策划·“团圆”的距离②

中秋前夕，戴云松与马茜一家在边境一线雷达站团圆。 郭超英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秋思、乡思、情思，到中秋浓得难以

化解。

月是故乡明。对于长年在外的军

人来说，吃一块老家的月饼，赏一轮故

乡的明月，看一眼熟睡的儿女，无论征

尘有多厚，无论戍边有多苦，都将一洗

而尽。

每逢中秋，对于西部战区空军某雷

达站老兵戴云松而言，有一个雷打不动

的“节目”，那就是给妻子马茜讲述边关

的明月、高原的中秋。

他们俩，一个在世界屋脊，一个在

贵州贵阳。夫妻电话中的明月，化作

浓浓的思念。但马茜不后悔，她说：

“你在世界屋脊守阵地，我在黔山秀水

守望你。”无论走多远，家都是心灵停

靠的港湾；无论在何方，家都是精神成

长的沃土。

有家，就有明月；有家，就有甜蜜；有

家，就有幸福和守望。军人们常说，只要

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我而亮，边关风

雪再大又如何？

在戴云松和马茜心中，他们有两个

家，一个是黔山秀水的小家，另一个是世

界屋脊的大家。

桂花依旧香，月亮依旧圆。黄海前

哨开山岛，也在讲述着一个家的故事，一

个中秋的承诺。

王继才的小女儿王帆曾经和姐姐、

哥哥商量：这个中秋节一起上岛，给爸爸

过生日。现在，王继才走了。姐弟三人

还是决定上岛，陪着岛上的妈妈，守着天

堂里的爸爸。开山岛，是他们永远的家，

也是他们永远的精神寄托。

守岛，是守家，也是守国。开山岛虽

然是个岛，但并不是孤岛，那是因为有家

在。当年，王继才走进小岛，王仕花走近

丈夫。可以想到，如果没有开山岛上的

小家，很难有32年的默默坚守，也很难

有这个关于家与国的动人故事。

与其说王继才守岛，不如说王继才

一家在守岛卫国。有家不孤独，有家有

力量，有家有干劲，有家报国才有根基。

中秋过后即“十一”。中秋，月亮当

头挂；“十一”，国旗心中飘。望圆月思小

家，望国旗思大家。无数军人，日日需要

面对的就是小家与大家、自家与国家。

“十一”、中秋如此之近，映照着军人

的家国情怀。

军人生来为战胜。一名真正的军

人，“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

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这是

职责所在、使命使然。

后顾无忧，是军人所盼，也是战场要

求。军人家庭的稳固、后院的和谐、后代

的安康，都是对献身使命的最大支持。

有了坚定的后方，平时训练才会有动力，

战时打仗就会有捷报。

家，是军人出发的原点，心灵的归

宿，也是护佑的对象。

军属何以成为军属，军嫂何以成为

军嫂，那是因为他们都是深明大义之人，

是知大知小之人，总是默默经营好小家，

全力支持军人守护大家。

两情若是久长时，时时处处见明

月。对军属而言，他们想要的是长相

厮守，更是真心相爱；不是只为家谋，

而是多为国计；不是分忧扰神，而是企

盼捷报。

家是加油站，加满的永远是爱。爱

的根须深埋在家庭的泥土里，延伸到许

身报国的广袤空间。这才是一个完美的

家！一个干事创业的家！

遥望一轮明月，家的味道，越来越

浓。对每一位不能与家人团圆的军人而

言，最需要的就是在守护团圆中凝聚力

量，在声声祝福中振奋精神，在放飞梦想

中勇敢前行！

家
，军
人
永
远
的
加
油
站

■
桑
林
峰

锐视点

关键词：爽 约

又是一个不能回家的中秋。本来

已答应女儿带她去游乐园，但野战加油

站分队合成训练进入攻坚期，我只能“爽

约”。作为父亲，我深深愧疚；作为军人，

我义无反顾。通过视频看到女儿，也算

是一种“团圆”。我们约好了，下次休假

回家，爸爸一定加倍“补偿”她。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四

级军士长 鲁 巍

关键词：理 解

因为部队调整移防，我和他分居

两地。中秋佳节，我因临时任务不能

回家，他却先说“对不起，我亏欠这个

家太多”。听到这话，作为妻子的我，

瞬间泪如雨下。同穿军装，同在军营，

你有你的使命，我有我的战位，但我们

会携手走下去，这就是理解。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指挥

通信连指导员 杨紫一

关键词：值 得

今年是我在部队过的第18个中

秋。每到节日，长江航行游船的数量增

多，我们每天水上巡逻的频率也多了。

像我这样，自从到了部队就没在中秋节

回过家的武警战士，在支队还有很多很

多。每当看到长江两岸闪烁的万家灯

火，我就觉得，这样过节过得值得。

—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交通

艇驾驶班班长 王 建

关键词：温 暖

中秋时节，正是部队驻地村民收割

青稞的关键时期。一次走访，我听说村

里73岁老阿妈儿女都在外地打工，家

里没有劳动力。我们决定利用节假日

帮助阿妈干农活。每次干完活，阿妈都

会握着我们的手，一直送到村口，我们

心里暖暖的。

—第77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

部保卫科干事 次 仁

哨位飞鸿

（陈大帅、林 铎、毛 规、谢 江、申延帅、梁 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