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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高原，冰雪消融，西藏军区某旅海拔

4400米的“悬崖哨所”再次迎来新一轮的雨季，漫

山遍野的“高原花”如约绽放。

哨所官兵说，高原上的每一种花，都有特殊

的内涵，它们摇曳着青春的旋律，怒放着生命的

活力。

龙胆花寓意坚毅、杜鹃花诉说忠诚、五瓣梅

代表团结……随风舞动的朵朵花儿挺立在崖壁

上，就像扎根在这里的高原官兵一样。

山路上的五瓣梅

攀爬在通往山顶阵地运送给养的路上，侦察

兵杨志坤每呼出一口气，胸下的肋骨都隐隐作痛。

一队战友在杨志坤身后，同样肩扛“烧火

炭”、手提“山泉水”。回头望了望身后的战友，杨

志坤咬了咬牙继续向前。

25道盘旋公路，70公里崎岖山路。车行至山

脚下，最后774级台阶，无论是被厚厚的积雪覆

盖，抑或是连绵雨季所带来的泥泞，给养物资都

只能靠官兵肩扛手提运上山。

去年，杨志坤当兵来到西藏。新训结束，他

被分配到侦察连。下连没多久，有搏击特长的杨

志坤向老兵发起挑战。结果，心浮气躁的他，比

赛第一回合就败下阵来。

“要想成为高原尖兵，首先要踏踏实实练强

素质。”杨志坤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悬崖哨

所”接受锻炼。

刚到哨所，杨志坤就碰上了10天一趟的物

资补给。崎岖的山路、险峻的峭壁、稀薄的空气，

第一次搬送物资的杨志坤，渐渐感到呼吸困难。

一呼一吸之间，胸口阵阵刺痛。一不小心，肩上

的物资突然掉落，他差点滑下山崖。

危险时刻，走在杨志坤身后的班长王明远，

用手拉住了他。

“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成长

的路上，需要我们脚印叠脚印，大家互相扶持着

走踏实。”在王明远鼓励下，后来的日子，杨志坤

很快找回了信心与勇气。

通往哨楼的山路旁，淡粉色的五瓣梅紧紧簇

拥在一起，如同哨所官兵亲如兄弟相互依靠。

扎根峭壁的杜鹃

茫茫雪原上，白色似乎是唯一的色彩。杨志

坤第3次背运物资时，看到一朵从积雪中探头的

杜鹃花。那一刻，他有点激动——他知道，哨所

的春天来了。

这天以后，774级台阶旁，杜鹃花越开越多，

一路延伸到哨楼旁。

这天，杨志坤早早就起了床，轮到他为哨所

的几幅石刻标语描红。哨所位于山顶，四周没有

一块平坦的空地，加之常年雾大风大，因此没办

法每天升起五星红旗。去年，官兵在崖边的嶙峋

怪石上写下“祖国在我心中”等标语。从此，每个

星期一，便是哨所官兵给它们描红的日子。

执笔，蘸漆，一笔一画描红……简单的仪式

开始了。没有激昂的旋律，只有瑟瑟的冷风，但

官兵们同样心生自豪：“越是艰苦，越要像杜鹃花

开得绚烂。”

“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工作标准要更高。”

新战士王邵阳将这句体会写在本子上。官兵爱

花，他们希望自己就是那扎根峭壁的杜鹃花。

寒夜的龙胆花

哨所的夏夜，最难适应的还是那侵入骨髓的

湿冷。湿冷的风，钻进杨志坤的领口，他不禁打

了个寒颤。

“反正还要再干一阵，才能回侦察连，熬吧。”

杨志坤下了哨，又一次暗暗对自己说道。

“给你下了碗面，到炊事班趁热吃。”望着炊

事班长谭艳能上哨的背影，羞愧与感动一齐涌上

杨志坤心头。

谭艳能比杨志坤大8岁。每次杨志坤深夜下

哨，总能吃上老班长那一碗热乎乎的面。冲着谭班

长的关怀，杨志坤觉得“再苦也得守好这几个月”。

一有空闲，他就到炊事班帮厨，与谭艳能聊

天。在杨志坤看来，谭班长不仅是位能用“酸甜

苦辣咸”等调料烹饪出一桌好菜的“哨所大厨”，

更是一位懂得人生冷暖的老班长、老大哥。

“不管环境多艰苦，吃点苦没坏处。”正在切

菜的谭艳能，咧嘴一笑，“吃苦就是吃补。”

谭艳能最喜欢夏季山间绽放的一种叫“龙

胆”的花，“它的花蕊是蓝色的，只在这座雪山上

生长。”夏季，山上雨水多，偶尔有冰雹砸下来，每

逢“坏天气”，山上的龙胆花被打得七零八落，但

只要天气放晴，它们又会舒展身姿，将一袭蓝色

铺满山间。

“每一朵‘高原花’，都有顽强的生命力！”杨

志坤深有感触地说，生命如花，每种花都有自己

的花语，我们每个人也应当活出自己的精气神！

“悬崖哨兵”的青春花语
■本期观察 雷卓立

边关风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融媒体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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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友谊关，金鸡山。

站在山顶眺望，北仑河水直奔

大海，壮美山川尽收眼底。

回望历史，这生机勃勃的边关

有过山间马帮的铃响，有过血与火

的战斗。此刻，天空云卷云舒，山下

人群熙来攘往，安宁繁荣。

在那沧桑的百年古炮和绿意盎

然的“拓荒园”之间，金鸡山某边防

连官兵，如一块磐石雄踞在这里，坚

守孤独、守望繁华。

官兵们说，站在哨位上，能听

到祖国的心跳。每次伫立山顶，眺

望山下万家灯火，他们心里都会升

腾起一股自豪感。此时，他们脚下

的战位就是一个舞台，一串串音符

在心中跳跃，那是一首属于他们青

春的歌——

“威震南疆豪情壮，忠诚戍边敌

胆寒，艰苦奋斗一代代，精武创先奏

凯旋……”

策划人语

五月的最后一天，许多年轻人的朋友

圈被迎接夏天的歌曲“刷屏”。

许多旋律，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所

有人都会老去，但这些歌永远陪你在20岁。

这一天同一时间，距北京 2300多公里

的金鸡山巅，士兵黄磊在哨位笔直站立，眼

睛睁得溜圆。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也喜

欢咏唱夏天的歌。但此时此刻，他的心底

却在回响着另外一首歌——《我唱大风守

边关》。

“我的舞台我的歌！”在 28岁的黄磊心

中，这首年龄只有6岁、专属于金鸡山边防

连官兵的连歌，最适合演唱它的舞台，只能

是他站立的金鸡山巅。

唱这首歌，你要站

在金鸡山巅

“友谊关上，金鸡山巅，屹立着我
们光荣的十连，威震南疆豪情壮，忠
诚戍边敌胆寒……”

2014年，词作家贺东久和作曲家
周星奇，来到金鸡山边防连，为这支
英雄的连队创作了这首《我唱大风守
边关》。

歌词里记录的连队地理坐标，就
像是为一群官兵量身打造的有声名
片。自从有了这首歌，有人再问黄磊
在哪儿当兵，黄磊总是一脸自豪地
说：“听我为你唱首歌。”

话虽这么说，但对于这位入伍即
将满 10年的老兵来说，只有在天高云
淡的金鸡山山顶，才能唱出《我唱大
风守边关》这首歌的豪迈。

特殊的地理地貌，决定了金鸡山
位置的重要性。金鸡山周围的山相
对矮小，没有遮挡，站在山顶，可以看
到几十公里开外。前边是边关国门，
身后是万家灯火。无数个夜晚，黄磊
站在这里，眺望远方，反复咀嚼着“威
震南疆豪情壮，忠诚戍边敌胆寒”这
句歌词的分量与含义。

100多年前，清朝名将冯子材、苏
元春在此大败法军，捷报传至京师，
却换来了清廷停战撤兵的诏书和不
平等条约。历史如烟，当年的屈辱铭
刻在金鸡山巅的古炮台上。

40多年前，一次边境战斗任务。
连队副指导员莫尤为救战友，抱起
“嗤嗤”冒烟的炸药包，壮烈牺牲。那
年，莫尤 29岁，和黄磊现在差不多年
纪。烽烟散去，前辈的胆气血性融入
一支连队的红色基因中。
“使命在肩枪在手，爱民奉献长

城坚。”正如这首歌所唱的那样，在金

鸡山上站哨，“国家民族那些宏大的
字眼总是在心底不由自主地被激活，
那种关于军人的使命感总是会油然
而生”。

品这首歌，你要在

这里奋斗过

金鸡山边防一线沟坎纵横，乱石
如磨盘。10年来，黄磊已经记不清自
己到底巡逻了多少次。

巡逻路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常常巡
逻到一半，原本晴好的天气突然转
阴，大雨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很多地
方没有路，他们便在荒野中踩出一条
泥泞的便道。

黄磊说，他永远忘不了雨后天晴
时的情景：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到地
面，像一地晃眼的碎金。斑驳的光影投
在他们湿透的军装上，他们总会默契地

张开嗓门，一起吼唱着连歌……
连歌是什么？于金鸡山边防连

官兵而言，“是彼此参与的青春，更是
一起奋斗的记忆”。

每年退伍的时候，老兵告别连队
的前一晚，连队都会组织大家一起聚
餐。饭前唱连歌是金鸡山边防连的
固定仪式，只是这一天，战士们唱得
更动情、更洪亮。
“起立，唱连歌！”嘹亮的歌声响

彻饭堂。
黄磊收藏着每年送给退伍老兵的

MV光盘。那里面，有自己给退役战友
祝福寄语的话，有和战友们一起唱连
歌的样子，有一起奋斗过的时光……
“品这首歌，你要在这里奋斗

过！”黄磊忘不了一位老兵在教唱新
兵连歌时说的这句话。

一起奋斗过，才知曲中意。离别
的时候，语言总是苍白的。此时此刻，
唯有唱歌、握手与拥抱，才能无缝对接
往日时光，才能真切表达奋斗情谊。

那天，为了不让大家看到自己难

过，一位老兵吃了没多久就放下碗
筷，一个人默默走到外面。黄磊跟着
走出去，坐在他身旁，什么也没说。
聚餐结束，全连一起合唱连歌，“大家
都绷不住了，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
黄磊说。

懂这首歌，你要懂

这个时代

金鸡山上望百年。连史馆记录
了金鸡山“拓荒园”最初的样子——

1979 年，连队进驻金鸡山之初，
这里全是乱石堆。山上少土，他们外
出巡逻，就带上小铁铲，背上挎包，从
山下挑回一袋袋肥土；山上缺水，他
们就把石头掏空，储藏雨水；山上育
苗难成活，他们用旧水杯、罐头盒当
“育苗杯”。

如今，拓荒园里郁郁葱葱，所种
植物种类多达 50多种。战士们在剑

麻叶上刻下自己的座右铭：天地生
人，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一
日当尽一日之勤。
“军魂永驻中国梦，我唱大风守边

关。”正如这首连歌歌词中咏唱的新时
代新跨越，金鸡山这些年也迎来日新
月异的变化。从金鸡山巅俯瞰，红木
城、浦寨国际商贸城、凭祥综合保税
区……眼前的景象，正如歌中所唱：
“艰苦奋斗一代代，精武创先奏凯旋。”

去年休假回家的家庭聚会上，黄
磊主动提议唱连歌给家人听。一曲
唱完，掌声热烈。黄磊从父母眼中看
到欣慰的眼神。当兵 10年，他的家乡
也正在飞速发生着变化。亲人们绽
放的笑脸，正是黄磊在金鸡山巡逻时
日思夜想的样子。

那一刻，黄磊突然明白：金鸡山
边防连的“大风歌”，也是新时代的
“大风歌”。“懂这首歌，你要懂这个时
代，更要参与进这个时代。”黄磊说。

(采访中得到关磊、王宜涛、李忠

辉、王茂森大力协助，特此感谢)

我的舞台我的歌
■本报记者 程 雪

记者：金鸡山，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杨盛强：如果站在其他山上看金

鸡山，金鸡山是连绵起伏的，它有三

个山包，太阳光照射，有一种金鸡雄

踞的感觉，故名“金鸡山”。

记者：在你心中，金鸡山有多重要？

杨盛强：金鸡山是我的家，我有

责任要把这支连队带好，守好边关，

确保每一位战友的平安和整个单位

良好的发展。

记者：你觉得边防军人最要具备

的品质有哪些？

杨盛强：我觉得边防军人最重

要的品质是奉献精神。边防军人坚

守在鲜为人知的地方，用自己的双

脚去丈量祖国的疆土，远离繁华，远

离亲友，有时还会面对恶劣的环境

和长期的寂寞。战胜困难、寂寞，是

每一位边防军人成长必须面对的人

生课题。

记者：你最喜欢连歌里的哪句歌

词，为什么？

杨盛强：我最喜欢“艰苦奋斗一

代代，精武创先奏凯旋”这句，这是我

们连队从过去到现在的缩影，是新时

代连队官兵传承先辈光荣传统的真

实写照。

记者：连歌对你们的意义是什么？

杨盛强：连歌就像是我们连队

生活的缩影，我们在战备训练、

卫国戍边和工作学习中的感受，

都能在连歌里找到对应。它是我

们连队官兵的心声，唱出了我们

这个连队的模样，让这里充满生

机与活力。

“金鸡山是可以寄托感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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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记者：程 雪 对话人物：金鸡山边防连指导员 杨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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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巅的守望；图②：周末的拓荒园里，黄磊安静地听着自
己最爱的歌；图③：阴雨天，官兵们在室内体能训练；图④：杨盛强
给界碑描红；图⑤：南疆边境，官兵们在巡逻途中攀爬陡坡。

图片由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官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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