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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退伍边防老兵的心头常会萦绕

这样一个问题，昔日孤寂偏远的雪山哨

所，如今什么样？

少尉排长陈小金说，今日边关的模

样，要用耳朵来“听”。他来到哨所的第一

年，成立了一支“云上乐队”。每到周末，

吉他、贝斯、架子鼓等乐器声，让原本沉寂

的高原山野好像伴随音符舞动起来，单调

的守哨生活，瞬间有了几许诗意。

二级上士班长郑华许说，今日边关

不仅有旋律和音符，还有绚烂的颜色。

二次入伍的郑华许，重新捡起大学

学习的城市园林专业“老本行”，把盎然

生机带进了高原贫瘠的土地，种下一片

花种，让美丽的鲜花绽放在高原哨所。

有这么一句火爆网络的话：“如果年

轻人都去种植好看的玫瑰，那谁来守卫

家乡和平的稻穗？”事实上，高原哨所的新

一代守哨人，正用他们闪耀着时代光芒的

青春擦亮界碑，同时也用这一代人特有的

方式呵护他们心中的“花海”。

在官兵心中，哨所就是青春之花绽放

的地方，那里永远是春天。

曾经的大学助教、今天的上等兵李远

达，在坚守哨所的日子里，拿起画笔记录

下一抹抹迷彩色。

从战士肩膀上的麻雀到高耸入云的雪

峰，从凹陷残缺的指甲到夜空漫天的繁星，

从迎风飘起的国旗到挑起寒霜的钢枪……

李远达用一幅幅画作，致敬负重前行的边

防军人。

立冬后的这个周末，雪域高原阳光耀

眼。“谁画出这天地，再画下我和你……”

“云上乐队”的战士们学了新歌，迫不及待

地唱给雪山听。虽不是花开的季节，战士

们从网上订购的花种已在途中，他们心

里，一个又一个多彩的梦愈加清晰。

边关悠远，山石苍苍。一座小小的哨

所耸立云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戍边人。

如今，伴随着时代发展，这方天地也在改天

换地。基础条件变好了，新时代戍边人正

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片偏远的土地上劲

吹戍边新风，让坚守的日子更加多姿多彩。

这是来自西藏军区某团一个边防哨

所的守哨故事。驻守那里的 90 后、00 后

官兵们，正用新的方式诠释“以苦为乐，以

哨为家”的边关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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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哨所花匠”郑华许和他栽种的花；图②：排练新歌的“哨所乐队”；图③：“哨所画家”李远达和他创

作的作品；图④：陈小金在巡逻路上的休息时光；图⑤：哨所官兵训练归来。 朱家立、王凯文摄

“哨所乐队”——

生活要像音乐一样，前
面的低沉铺垫，都是为了最
后的高潮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

捍卫守护……”新排长陈小金带着他和

“云上乐队”战友们排练的新歌，又一次

在哨所演出了。

吉他、贝斯、架子鼓等乐器的伴奏

声，回荡在原本沉寂的高原山野，单调

的守哨生活，瞬间有了别样情调。

一年前，陈小金从一所军校毕业。

这个家在湖北的小伙子高中时就是学

校合唱团成员。被分配到西藏军区某

团，他主动申请驻哨一年。带上一把吉

他，他的心里，远方的哨所就像歌里唱

的那样——“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

的清澈高远。”

初到哨所，陈小金的生活过得悠然

自得。

因为爱好音乐、又怕打扰到大家休

息，他常坐在哨所外面、一片望不到底

的台阶上，欣赏着天边白云舒卷，迎着

人间的晚风，轻声自弹自唱。

从小勤学苦练、加之一副天生好嗓

音，那段时间，天梯台阶上的“排长演唱

会”常常引来战友围观。夕阳下，随声

附唱的“粉丝”不在少数，甚至有的战士

还“打赏”了起来。

“陈排长，再来一首吧，晚饭给你

加鸡蛋！”二级上士炊事班长普东华吆

喝道。

另一名二级上士班长陈英标则在

一旁评说道：“背背囊走在队伍最前面、

扛吉他和战士们打成一片，这名新排长

有点不一般。”

去年中秋，在众人力荐下，陈小金

上台弹唱了一首经典歌曲——《军中绿

花》。曲终，中士罗鹏辉激动地对陈小

金说道：“排长，我想跟你学吉他！”看着

板房里不少战友向他投来期许的目光，

“没问题！”小金排长爽快答应。

也是那一次，组建乐队的念头，在

陈小金心里产生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作为“徒弟”的罗

鹏辉，从初学时的兴致勃勃，渐渐学到信

心全无。这个上级比武时出了名的“神

枪手”，很难驾驭得了吉他上的几根弦。

“我是个‘大老粗’，干不了‘精细

活’。”一度，罗鹏辉陷入迷茫之中。一

旁，陈小金将这一切默默地看在眼中。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陈小金看着

泄了气的罗鹏辉说，“我第一次战士考

学时，成绩并不靠前，但教会我弹吉他

的班长告诉我，生活要像音乐一样，前

面的铺垫，都是为了最后的高潮。无论

结果如何，坚持下去总会有希望。”

罗鹏辉彻底将决心付诸行动。日

复一日的音阶练习，曲复一曲地和声演

奏，终于在前不久的晚会上，他的一套

弹唱行云流水，如愿迎来自己的“高光

时刻”。

不知什么时候，哨所的氛围渐渐被

优美的旋律带动起来。在陈小金努力

下，吉他声中加入架子鼓声和贝斯声，一

个“哨所乐队”初见雏形，在这山高路远

的哨所，年轻官兵一起纵情高歌。

“哨所的天空，有你年轻的笑容。”

在陈小金带领下，乐队组建了起来。大

家给乐队起名：云上乐队。陈小金说，

“在云朵上唱歌，更容易将旋律传到官

兵心间”。

既唱流行音乐，更唱军旅歌曲，伴

着飞舞的雪花，官兵们激扬的旋律穿

透层层雪山。正如乐队成立的初衷一

样——用双手铺展边关漫卷云锦，用歌

喉礼赞哨所飘扬国旗，让音乐力量澎湃

激昂青春！

“花开哨所”——

只有适应环境的心，没
有被环境淘汰的人

“娃儿，你发的照片这么好看，这是

什么花啊？”望着母亲在视频电话里的

笑容，二级上士郑华许，面带自豪地说：

“ 妈 妈 ，这 是 我 在 哨 所 里 自 己 种 的 龙

胆！您看，它比咱家的春兰还好看哩。”

郑 华 许 看 向 窗 外 ，不 知 不 觉 地 想

起，自己二次入伍后初见哨所的情景。

当时那满目荒凉的景象，如今依旧历历

在目。

寒 冬 时 节 ，积 雪 被 冻 成 道 道“ 山

梁”。极目四野，唯有贫瘠的青褐色山

体、厚薄不一的白色雪堆。夜晚陪伴哨

所官兵的，只有一钩千年不沉的孤月。

郑华许早年在武警西藏某部当过 2

年义务兵。退伍后，他选择继续在大学

选修学业，并如愿调剂到时下热门的专

业之一——城市园林。大学毕业后，他

选择再次入伍，再次来到他曾经守护的

高原，来到了海拔 4000 多米的边防哨

所。

这一次不一样，郑华许说，他要用

所学专业，给这片荒原带来生机。一开

始，他从网上买来了各类花种。尽管自

认种植技术不错，种在花盆里的花，却

连芽都不发。

一 筹 莫 展 ，哨 所 山 脚 下 的 一 片 野

花，让郑华许心中燃起来新希望——不

能“破土发芽”，可以“移花接木”啊！

那 是 山 脚 下 的 一 片 杜 鹃 林 ，春 夏

之际，遍地盛开着蓝色的龙胆花、火红

的杜鹃花。恰逢哨所整修栈道，战友

们常在花丛中流连忘返，仿佛置身“世

外桃源”。

郑华许提议：大家每次下山找石头

时，顺便带回几株杜鹃交给他……于

是，“在肩扛背驼的石头上放一株花”，

便成了哨所战士特有的情怀。

刨来容易栽活难。有人说：“把花

草栽上去，浇点水不就行了。”

作为“哨所花匠”，郑华许深知花草

和人一样，面对高原昼夜温差大、紫外

线强的严苛环境，生存环境每上升 100

米，都会带来新的挑战。

“格桑花需要土壤温度大于 15℃，

土质需要中性偏酸……”郑华许边上网

浏览、边摆弄着花盆。

“瞧，老郑研究种花，快要走火入魔

了。”哨长陈建东打趣说道，自从战士们

把花草“刨”进哨所，一阵“种花新风”便

席卷了整个哨所。

大 学 生 入 伍 的 上 等 兵 尼 玛 次 仁 ，

用“PH 试纸”测量起土壤酸碱度；哨所

卫生员、下士徐明会也拿起温度计，把

花盆当成“病号”；郑华许多次托人带

来培植的松针土，还利用废纸板，给花

卉制作起简易遮阳板……战士们用灵

巧的手，给哨所鲜花撑起了一个云端

之家。

初上哨所的列兵胡成飞，因为高原

反应吃尽了苦头，他一度对自己当初

“戍守高原”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每 当 看 到 移 栽 的 鲜 花 ，因 其 顽 强

的生命力，在云端哨所含苞欲放时，胡

成飞内心便会受到鼓舞：“只有适应环

境的心，没有被环境淘汰的人！”没过

多久，胡成飞彻底适应了哨所这个“新

家”。

“一朵、两朵……五朵，我种的龙胆

开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哨所首次

迎来一抹动人的“俏丽紫”。“妈妈，您常

唱的歌要改一改了，这里是‘在那龙胆

盛开的地方’了！”视频临近尾声，郑华

许不忘打趣母亲。

“我的心是簇拥烈日的花，在你的

眼里找到了家……”伴随哨所乐队的阵

阵歌声，赏心悦目的鲜花，让哨所多了

些许春意。当战士们把绿色的种子撒

满边关后，一种不断流淌的戍边情怀，

正在悄然传承和拓展。

青春画笔——

去勾勒雪山上的云端，
云端上的哨所，还有哨所中
的守望

“震撼”这两个字，是上等兵李远达

来到哨所后，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

他说：“令人震撼的是雪山上的云端，是

云端上的哨所，更是那哨所中的守望。”

穿 上 军 装 前 ，李 远 达 是 江 西 师 范

大学的一名美术助教。当别人还在羡

慕 他 时 ，这 个 不 走 寻 常 路 的 00 后 小

伙，又出人意料地选择踏上雪域高原

的旅途。

入伍前的最后一堂课上，李远达告

诉他的学生们，即将开启一段新的旅

程，“青春的画笔，要去勾勒祖国壮丽山

河才有意义。”而在心里，这是他和青春

的一个约定。

走进军营，李远达用自己的画笔和

镜头诠释了这个约定。

第一次上哨，刺骨寒风吹过来，把李

远达吹了个趔趄。他扶着帽子朝哨楼顶

看去，哨兵在风雪中站得笔直，宛若一座

石雕。那一刻，李远达就知道他“来对地

方了”，他要把眼前的一切和心中感触，

用镜头和画笔描绘出来，刻进青春的记

忆。

年初的一场大雪，让李远达遇到了

终生难忘的一幕。大雪封路，哨所物资

匮乏。一大早，他和战友一起沿着木栅

栏步行到数公里外的山脚下，肩扛背驮

拉运物资。

阳光沿着山脊爬上来，缕缕金光透

过晶莹的冰柱照在战士身上，茫茫雪

域，几个人影扶着一条蜿蜒的栏杆艰难

前行……这一幕，被李远达画在了画布

上。这，也成为他来到哨所后创作的第

一幅画。

“记录这些‘风景’，记录一群人。

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雪山深处，还有

这样一群可爱的人在坚守！”那天，李

远达对前来查哨的哨长陈建东说，这

里的每名军人，选择了“不同寻常的青

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入他们、成

为他们！

同年兵姚嘉说，自己女朋友很想知

道，自己守护的地方什么样……可因为

保密规定，他只能笼统地说：在雪域高

原。

得知姚嘉心中的遗憾，李远达拿起

画笔，将雪山巍峨的背景，以及官兵们

站哨的一方岗亭画了下来。

当姚嘉的女朋友收到远方寄来的

这幅画时，她说，她懂得了爱人无言的

守护。

今年春天，团队把一台无人机配发

到哨所。这让李远达忙了起来。

作为哨所摄像员，他主动承担了无

人机操作手的任务。每次训练结束，李

远达一定会让无人机围绕哨所上空盘

旋数周，让战友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到，

他们日夜守护的哨所到底是什么样？

高 耸 入 云 的 山 峰 ，在 迷 雾 中 若 隐

若现，哨所的背后是悬崖深谷，就在战

士的岗哨不远处……比起自己曾经顺

手拍下的城市夜景，这里似乎缺了烟

火气息，却多了几分庄严神圣——哨

所只是雪山上的一方平台，战士们在

云涛之上守望，他们挺立在山顶，守护

着祖国边陲。

新战士徐浩问他，“老兵，为什么你

画的国旗这么红啊？”李远达说：“因为

我们是在用‘心’来画这面国旗！”

是啊，茫茫雪域，战士就像是一面

面旗帜伫立在这高山之巅，守护着祖国

的山河。

在那青春之花绽放的地方
■张子钦 朱家立

西北边陲，冬雪初降，窗外泛起寒

意，官兵心中温暖如春。

“嫂子，这里有一些儿童纸尿裤和奶

粉，快拿着。”踏雪而来，第 76 集团军某

旅军需营房科科长柳锁强，专程为三级

军士长郝巨峰和妻子曾鑫送来了母婴用

品，解了夫妻俩的燃眉之急。

得益于该旅机关为随军家属打造的

“专属服务”，这个旅队军人家庭遇到的

棘手难题，常常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前不久，该旅以随军家属为对象开

展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驻地偏远，购

物不便，生活保障难”等呼声，引发旅党

委重视。经会议研究，保障部迅即了解

军人家庭情况，安排专人上门，为随军家

属制定专属“服务清单”。

部队营区偏远，每到冬季，家属们在

生活中遇到不少难题。“此次我们上门，

就是要彻底摸清大家的生活困难，逐一

‘拉单列项’尽快解决。”旅保障部领导

说。

母婴用品、新鲜果蔬、保健药物……

5 大类上百种物品，一张“服务清单”上

罗列着几十户随军家属的“急难愁盼”。

保障部第一时间核准清单，协调地方供

应商送货上门。

一 级 上 士 秦 艳 梅 的 女 儿 刚 满 3

岁 。 作 为 卫 生 队 的 骨 干 力 量 ，她 平 时

工 作 忙 、任 务 重 。 由 于 和 丈 夫 两 地 分

居，女儿的生活，只能由秦艳梅的母亲

帮 助 照 顾 。 不 久 前 ，秦 艳 梅 随 队 赴 高

原 执 行 保 障 任 务 ，旅 机 关 定 期 派 人 为

秦艳梅家中的一老一小，送去蔬菜、水

果。

三级军士长王林的妻子从老家归

队，碰巧驻地降下第一场雪。旅队派专

车前往几十公里外的车站等候迎接，让

在外驻训的王林，感受旅队大家庭带来

的暖意。

解难事事用心，帮困件件托底。针

对军人军属反映的各项困难，他们定期

更新“服务清单”、逐一对表落实、机关定

期跟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军人

军属荣誉激励和权益保障。”该旅领导

说，下一步，他们将打造涉及范围更广、

种类更全的“服务清单”，将为兵服务常

态化、精细化，让为家属服务的各项工作

更丰富多彩，更有针对性，给练兵备战增

添新动力。

暖心动力
军属有了“专属服务”

■曾建伟 刘 鲁 曾圣垚

特 稿

“哨所乐队”的新样子。

“哨所拍客”镜头中的星空。

初冬时节，阿里高原寒风刺骨，驻守

在此地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们却斗志昂

扬，有条不紊地投入执勤训练。

“高原氧力储能舱，通过压力平衡调

节，将日常保健融入氧疗，能够快速缓解

高原反应。”该团团长夏红斌介绍道，为

了提升保障水平，在上级大力支持下，他

们积极推进高原氧力储能舱建设，更好

守护官兵健康。

一套高原氧力储能舱，可同时为 8

名官兵提供氧气补充……夏红斌介绍，

官兵进入舱内封闭舱门，即可向舱内充

气 提 加 压 力 ，当 舱 内 压 力 调 节 至 海 拔

2000 米左右，高原反应的症状会明显缓

解。

氧疗过程中，官兵还可通过对讲机

与操作人员保持沟通，并通过调节舱内

音乐系统，在享受微压氧疗的同时，彻底

放松身心。

为确保氧疗效果，他们还因人而异，

根据不同官兵的高原服役年限、身体健

康状况等，建立科学方案，以初上高原的

新兵为保健重点，有效缩短他们的高原

习服期。新战士王刚来自广东沿海城

市，在完成一个疗程的氧疗后，身体状况

得到很大改善，也渐渐适应了缺氧的环

境。

“相较于普通制氧机吸氧，接受氧疗

更有针对性，保持效果更稳定。”二级上

士王橔说。前不久，王橔的妻子从宁夏

老家来队探亲，在阿里高原出现高原反

应，军医根据体系医院专家的建议，为其

制定氧疗方案，很快这位军嫂便适应了

高原环境。

驻 守 高 原 ，健 康 就 是 战 斗 力 。 下

一 步 ，该 团 将 更 好 地 发 挥 高 原 氧 力 储

能舱的作用，建立健全健康跟踪制度，

对 每 名 官 兵 的 健 康 状 况 登 记 造 册 、跟

踪 观 察 ，不 断 加 大 主 动 治 疗“ 治 未 病 ”

的力度。

满满活力
高原氧力舱守护健康

■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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