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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日下午，北京卫戍区结合举
办师团干部理论研讨班的契机，组织
“跨越时空的怀念”直播访谈，邀请周恩
来总理警卫员高振普讲述在周总理身
边工作的往事，带领大家共同追寻红色
足迹、重温峥嵘岁月，感悟老一辈革命
家的初心和品格。

直播访谈在视频短片《信仰的力
量》中拉开序幕。大屏幕上，“信仰的力
量”5个大字格外醒目。
“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战、艰苦创

业，每个人都是一本厚重的‘活教材’。”
北京卫戍区领导介绍，“直播访谈的形
式，让大家更加直观地感受革命前辈的
崇高风范和精神境界，激励官兵永葆初
心本色、忠诚履行使命。”
“1966年，周总理到邢台地震灾区

视察灾情。他发现群众面对着西北风而
坐，就立即让大家换个角度背着风坐，自
己绕过去、迎着风沙给大家讲话……”访
谈中，高振普结合自己珍藏的老照片，动
情地讲述那段难忘的岁月。

此次直播访谈分“不忘初心、坚守
信仰”“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热爱人
民、勤政为民”等 6个章节，采取了访谈
交流、视频回顾、图片展示、情景再现等
方式，从一个个生动细节再现周总理一
生铁心向党、一心为国为民的精神风
范，引发大家的情感共鸣，让人深受感
染和教育。

直播访谈在情景诗朗诵中落下帷
幕。曾在荧幕上扮演过邓颖超的国家

一级演员黄薇，饱含深情地朗诵了邓颖
超追忆周总理的诗歌《海棠花忆》，感情
真挚，触人心弦。

上图：直播访谈现场。曾蓓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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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的西藏林芝地区，有一个重
要的边境县——察隅县。在县城东北
郊临近 201省道处，掩映在一片松柏郁
郁之下的，便是英雄坡纪念园。这里长
眠着从西藏和平解放至和平建设西藏
期间牺牲的447名革命烈士。
“以前由于条件限制，这些烈士分别

安葬在红卫、沙玛、台地、吉公、日卡通 5
个地方。为更好地保护烈士安息之所、
方便后人对先烈的祭拜与缅怀，英雄坡
纪念园于 2015年 9月 30日正式建成、开
园。”与我一同来到纪念园的西藏军区某
边防团宣传股干事王翰霆介绍道。

众人步行上山，一路沉默寂静。
率先映入眼帘的是高10米、宽19米

的纪念牌坊，正中镌刻着“英雄坡纪念
园”6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在藏东高原灿
烂阳光的照射下，纪念牌坊熠熠生辉。

漫步在纪念牌坊至纪念碑的 130级
台阶上，园内墓碑上一个个英雄的名
字、一段段人物简介让我心潮起伏，我
的眼前仿佛浮现出官兵浴血奋战的战
斗场景……
“雪山开路英雄”肖明生，用生命奋

勇开路，保障了全连和 200多名民工安
全翻越达秋拉雪山；副营长芦国屏，在
强攻“老虎嘴”的战斗中，率三连官兵攻
破敌三层地堡群，伤亡惨重，无力发起
新的攻击，仍然坚守阵地，直至壮烈牺
牲；加强营一连三排副班长李道修，负
伤后不忍战友为救他而牺牲，高喊：“副
连长，我不行了，你别管我，继续战斗，

完成任务！”而后，他翻身滚下悬崖，壮
烈牺牲……

墓区内，野花烂漫、松柏森森，一座
座墓碑犹如他们的主人生前那样，庄严
列阵、静静无言。当我的脚步停留在烈
士刘荣炳的墓碑前时，那熟悉的名字与
照片，令我不禁回想起去年结识的朱德
华老人，以及那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寻
亲之旅。

那一年，19岁的朱德华与回成都探
亲的高原军人刘荣炳相识。两人一见
钟情，第二天就领取了结婚证。新婚第
34天，有任务在身的刘荣炳仅留下通联
地址，就告别了新婚妻子返回部队。

也是在那一年，时任西藏军区某部
四连尖刀班班长的刘荣炳，在边境自卫反
击战中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噩耗传来，朱德华顿感天崩地裂。
可由于当时信息闭塞、交通不便，朱德
华一直无法准确获悉丈夫的牺牲地和
安葬点，更无法前往祭奠。英年早逝的
丈夫，成为朱德华心中多年的牵挂和解
不开的结。

去年 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老人的
亲戚在西藏察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网
站上，查询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烈士。
几经核实，他们发现，这位烈士正是老

人找寻了57年的丈夫刘荣炳！
克服强烈的高原反应，经过数天的

艰难跋涉，76岁的朱德华沿着丈夫当年
进藏的川藏线来到纪念园。她步履蹒
跚、老泪纵横扑到丈夫的墓碑前，饱经
沧桑的脸颊，久久地贴在墓碑黑白照片
上那张年轻英俊的笑脸上……那一刻，
河水浅唱，天地动容。

斗转星移，57年的时光搁不浅冲不
淡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和那份忠贞的爱
情。高高的雪山、湍急的冰河、千里的
距离、阴阳的殊途，也无法阻隔爱人半
个世纪后的“重逢”。革命先烈所作出
的奉献牺牲，正如纪念碑上镌刻的“革
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那样，永远写
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亲人不会忘记，祖
国也不会忘记！“察隅河，察隅河，河边
有道英雄坡，滔滔河水流不尽，争把英
雄故事说……”我仿佛能听见这曲《英
雄坡》熟悉的旋律在天地间久久萦绕。

一一瞻仰完 447个烈士墓，我并没
有找到早就想找寻的那个名字：王
磊。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一个连恋爱
都没来得及谈，便牺牲在雪域边关的
年轻军官。

2009 年 7月—2010 年 4月，连接两
个时间的短短一杠，就是王磊在雪域边

关短暂而又光辉的戍边岁月。
2010年 4月，驻地发生大范围降雨，

持续时间长达 1周。原沙玛一连信号中
断，情况不明。团首长指示离一连最近
的二连，选派人员前往查明情况，并传达
提醒注意事项。考虑到时任排长的王磊
曾在一连工作过、熟悉路线，连队将此项
任务交付于王磊和战士宋卫。

4月 25日凌晨，一连后山发生特大
泥石流。因王磊二人传达信息及时，全
连官兵提前准备，全部安全撤离。但王
磊和宋卫，却在这次灾难中永远定格了
宝贵的青春芳华。
“王磊烈士的墓，已于 2015 年 9 月

被他的家人迁回云南老家了。”在得到
王翰霆干事再三核实的答案后，我默默
朝云南方向点燃了三支香烟。

下山之际，王干事告诉我，他即将
与米谷边防四连官兵一道踏上“生死巡
逻路”。他要用镜头去定格、用视频捕
捉那群年轻士兵在雪域边关的最美瞬
间，顺便拜祭当年长眠在巡逻路上的老
兵王恩银烈士。

远处是奇秀而美丽的巍峨雪山，这
安宁圣洁的西藏边疆风景让人陶醉。
回首阳光蓝天下的英雄坡，我缓缓举起
右手，庄严地向英雄们敬上一个军礼。

英雄坡上
■黄自宏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可歌可

泣的英雄事迹和催人奋进的英雄精神，

强烈地震撼着人们，激励着我们文艺工

作者用心、用情去创作宣传抗疫英雄、

讴歌抗疫英雄的作品。

在抗击疫情的紧要关头，军事科学

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制的

新冠病毒疫苗，于3月16日获批进入临

床试验、4月12日开展二期临床试验，是

全球率先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

疫苗。这支团队背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

托，夜以继日地为铸造抗击病毒的“生物

盾牌”忙碌着。此次创作，我便选定这一

主题，取名《铸盾》。作品采取U形构图，

运用国画写实兼写意的方法，在中国画

笔墨韵味和光影艺术效应的律动中，营

造雅俗共赏的立体效果。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创作的关键所

在。画面主要人物陈薇，既是团队的领

头人，也是抗疫斗争中那些信念坚定、

素质过硬、作风顽强、无畏牺牲的人民

子弟兵的典型代表。画面所表现的，是

陈薇工作中一个非常专注的瞬间。画

面左侧，我运用艺术直观功能，静动结

合，用变化的彩墨将团队成员夜以继日

连续作战后疲劳小憩，与病毒争时间、

紧张忙碌进行检测实验，陈薇第一个受

试新冠疫苗等场景融入画面，增强了作

品启人联想的张力。

林立的雪山见不到一丝绿色，陡峭
的岩壁不时有碎石坠落，湍急的河流泛
着阵阵寒意……5月底，新疆军区某部
干部白永亮在经历了一路颠簸后，终于
如愿回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驻训点。

故事还得从今年 5 月 13 日说起。
那天，白永亮随队前往驻训点。军车
在喀喇昆仑高原蜿蜒前行，随着海拔
逐渐升高，白永亮高原反应也越来越
强烈。在即将到达驻训点时，他病倒
了。军医初步诊断为脑水肿，白永亮
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身体刚恢复，
白永亮就一再申请，要求回到喀喇昆
仑之巅参加驻训。

出发这天，他紧握右拳，跟又一批
上高原的战友一起在党旗下庄严许诺：
“做一棵扎根边防、蓬勃向上的小白
杨。战位在哪里，我就铆在哪里。”

他们口中的“小白杨”，源自那首脍
炙人口的歌曲《小白杨》。然而，今天官
兵心中的“小白杨”，已经远远超出了歌
曲本身。与“小白杨”有关的故事，正在
万里北疆不断延伸。

一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
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当清晨的
第一缕阳光如碎金般洒在巴尔鲁克雪
山之上，婉转动人的旋律，便从塔斯提
哨所传来。

1984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
会，军旅歌唱家阎维文演唱了歌曲《小
白杨》。歌声飘过数十年，《小白杨》依
然传唱不衰。这首歌曲打动人心的，不
仅是高远的意境、悠扬的旋律，还有歌
曲背后的故事——

1982年春天，哨所的锡伯族战士程
富胜回乡探亲，向家人讲述了哨所的恶
劣环境。归队时，母亲送给他 10棵白杨
树苗，希望能给哨所添些绿意。见到这
份礼物，战友们甭提有多兴奋，对小树
苗更是用心呵护：土壤不行，他们从 10
多公里外，一拨接一拨地搬运土壤；水
源缺乏，他们沿着磕磕绊绊的山道，一
桶又一桶把布尔干河水担回连队……
尽管大家精心照料，可因为环境恶劣、
干旱缺水等原因，9棵树苗相继枯死，
只有离哨所最近的一棵小树苗顽强地
活了下来，陪伴着哨所官兵守卫着北
疆边防。

第二年，原总政歌舞团的艺术家到
塔城采风，词作家梁上泉得知小白杨的
故事后激动不已，连夜创作出《小白杨》
歌词。没多久，这首歌词发表在《解放
军歌曲》上，作曲家士心看到后深受感
动，下了一番功夫为其谱曲。曲子既饱
含热血军人的阳刚之气，又诉说着对家
乡亲人的眷恋之情，刚柔相济、韵律活
泼，拨动了边防战士的心弦。

翌年春晚后，《小白杨》这首军歌一
夜间走进千家万户、座座军营。塔斯提
哨所因此出名，“小白杨哨所”成了它标
志性的名字。

历经 30多年风雨变迁，当年的小白
杨已枝繁叶茂，长成了参天大树。在哨
所服役 17年的老班长程富胜，也早已复
员返乡。但这棵小白杨，已成为代代边
防官兵的“精神图腾”。以“扎根边防、蓬
勃向上”为核心的“小白杨精神”，和“喀
喇昆仑精神”“国门卫士精神”等多种精
神一道，共同构成了新疆军区部队官兵
守疆兴疆、强边固防的“精神密码”。

士官杨恒基第一次来到连队时，
发现每天陪伴他的，除了漫天风沙，就
是孤独寂寞。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心理
上的落差，曾让他一度情绪低落。后
来，连队官兵以苦为乐、执着戍边的情
怀，让杨恒基渐渐找到了当兵的价值
与意义。去年，杨恒基面临退伍。临
别时，他请求带走一把小白杨树下的
泥土。他说：“不论走到哪里，我都不
会忘记小白杨，不会忘记我是小白杨
精神的传人！”

二

“在 98抗洪的大堤上，在抗击非典
的小汤山，在汶川、玉树地震的重灾区，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西沙群岛，在京郊的
阅兵村……我都唱过《小白杨》。我想
让更多战友了解小白杨的故事、了解小
白杨精神。”来过哨所 3次的阎维文曾回
忆说，《小白杨》这首歌见证了人民军队
经历的很多重大事件。

训练间隙、巡逻归来、来新兵了、送
老兵了……与那些历史性的时刻不同，
对于边防军人而言，《小白杨》那动人的
旋律，见证的是他们戍边守防岁月中无
数的平凡时刻。

从塔斯提边防连沿着边境线一直
向南，在海拔 4000 多米的瓦罕走廊前
沿，是自然环境更为恶劣的克克吐鲁克
边防连。这里寸草不生，四季风雪交
加，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一半。虽然距
离小白杨哨所很远，但这里的官兵同样
爱唱《小白杨》这支歌，同样让“扎根边
防、蓬勃向上”的“小白杨精神”深深融
入自己的血脉。

结束一天的巡逻，连队干部正在会
议室里组织骨干研究明天的军马骑乘
训练。虽然上级配发了全地形巡逻车，
但因为部分巡逻点位地势险峻，巡逻车
也无法通行，他们依然没有丢下军马骑
乘技术。官兵说，“今日戍边守防，仅凭
吃苦耐劳、牺牲奉献精神并不足以守全
国土，还必须练就过硬的本领。”

一位从内地城市来到新疆军区某
旅当兵的战士在笔记本上写道：“边防
官兵之所以伟大，不光是因为守防条件
艰苦，更因为大家处在如此艰苦恶劣的
环境中，依然积极进取、奋发向上，让边
防固若金汤，让人民安享和平……”

战士们朴实无华的话语，不正是
“小白杨精神”最好的诠释吗？

三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但总有些事物
历久弥新。仰望边关，一代代守防官兵
用青春热血凝结成的精神丰碑，在时间
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小白杨精神”以它
神奇的魅力感召着众多有志儿女。雪
域高原、万里边关持续上演着感人的戍
边故事——

某团九连列兵贺龙，曾在原南京军
区某旅服役。2017年，由于单位调整改
革，贺龙告别了部队。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看到了边防官兵宁舍生命不辱使
命在生命禁区巡逻的视频，心底泛起了

涟漪。去年，他再次应征入伍，执意选
择西北边关，来到地处偏远的新疆军区
某合成团服役。重回军旅，贺龙决心在
边疆热土干出一番成绩。无论是学习
教育，还是备战训练，他都像个嗷嗷叫
的“小老虎”奋勇争先，不仅成为了一
名“新兵教头”，还在比武中屡屡打破
训练纪录。

清华学子李高杰矢志边关，在校期
间申请转为国防生。毕业分配时，他毅
然选择西北边疆，成长为“进藏先遣英
雄连”第 25任连长；南开大学哲学系毕
业生王雪振，逐梦喀喇昆仑，多次赴“生
命禁区”执行演训任务，因带出过硬连
队荣立二等功……

巾帼不让须眉。那年，14名来自五
湖四海的女大学生参军来到某边防
团。结束新训生活后，她们齐刷刷打起
背包，奔赴海拔 3500多米的雪域高原书
写青春芳华，成为帕米尔高原首批戍边
女兵。

去年 5月，由陆军机关和人民网联
合开展的“祖国在我心中”界碑描红活
动启动仪式，在小白杨哨所举办。在界
碑上深情描下了“中国”二字后，带队领
导感慨地说，万里边防线上，无论走到
哪里，总能看到边防官兵牺牲奉献的身
影，总能听到边关将士不懈奋斗的故
事，一棵棵小白杨正在茁壮成长。

越是条件艰苦越要迎风挺立。在
西北军营的每一个战位上、每一座界碑
旁，无数棵“小白杨”正努力扎根、向上
拔节，共同构成了新疆军区官兵戍守边
关、建功军营的生动画面。在艰苦卓绝
的戍边岁月里，肩负艰巨任务的边防官
兵始终坚信：青春献给边关，我们无怨
无悔；虽然这里离首都很远，但我们的
心与祖国贴得很近……

上图：小白杨哨所官兵在执行重要

任务前组织向党旗宣誓活动。

拜海提摄

万里边防 小白杨茁壮成长
■黄宗兴 钞飞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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