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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那场暴风雪是全连吃年

夜饺子时下起来的，是一场十几年不遇

的暴风雪。

当时，边防雷达连总要换班吃饭，

年 饭 也 不 例 外 。 过 年 了 么 ，菜 品 和 以

往 不 一 样 了 ，两 荤 两 素 。 第 一 拨 人 吃

完 饭 ，便 列 队 去 雷 达 阵 地 换 班 了 。 雷

达 阵 地 离 营 区 不 远 ，目 测 距 离 应 该 不

超过一千米，建在一个山坡上，高矗的

雷 达 天 线 成 了 地 标 ，远 远 地 就 能 看

见 。 有 两 部 工 程 车 停 在 山 顶 上 ，那 是

战士们值班工作的地方。每当战备值

班，雷达开机时，操纵员、报务员、标图

员都会在工程车里就位。一串串电码

穿 越 崇 山 峻 岭 ，飞 到 千 里 之 外 的 团 指

挥所，所有的情报再次汇总，又发往更

上 一 级 指 挥 部 。 雷 达 连 虽 小 ，肩 负 的

使命却很重大。

第一拨开过饭的人到山上接班，值

了一天班的战友又列队从山坡上走下

来。年三十了，所有人都知道加餐了。

他们脚步轻快，聊着轻松的话题。话题

自然离不开年夜饺子是什么馅的。有

人 说 是 白 菜 馅 的 ，也 有 人 说 是 洋 葱 馅

的，有两个战友猜来猜去谁也说服不了

谁，还要信誓旦旦地打赌。他们一路说

笑，满身轻松地从雷达阵地上走下来，

鱼贯着直奔食堂。炊事班的人早已把

上一拨人吃过的饭菜收拾干净了，四个

菜热气腾腾地摆到了桌子上。连长站

在门口，脚边放了两只啤酒箱子，很豪

气地把啤酒递给每个进门的战士。当

时，从年初到年底，也就是过年，连队才

破例让大家喝一次酒，值班的官兵当然

不能喝。不论会喝不会喝酒的战友，都

喜气洋洋地从连长手里接过酒，走到桌

前，“砰”的一声把瓶盖打开，啤酒的气

沫从酒瓶里冒出来，桌上就有了会餐的

气氛。

炊 事 班 长 姓 马 ，是 个 有 七 年 兵 龄

的 老 兵 。 此 时 ，他 笑 眯 眯 地 从 后 厨 里

走 出 来 ，双 手 不 时 地 在 胸 前 的 围 裙 上

绞来拧去的。刚才打过赌的战士就迫

不及待地问：“马班长，年夜的饺子是

啥馅的？”马班长也不卖关子，从耳后

把一支卷烟拿下来，划火点燃，浓烈的

烟 雾 在 他 嘴 里 喷 出 来 ，整 个 食 堂 就 被

农家土烟的味道弥漫了。马班长把五

官堆起来，自豪地说：“韭菜馅的，还有

肉，你们吃完饭，可得来帮厨哇，大家

一 起 包 饺 子 。”众 人 就 一 脸 喜 色 地 应

了。帮厨包饺子，是件愉快的事，你一

言我一语，你笑话他包的饺子丑，他笑

另 外 一 个 人 把 饺 子 包 得 更 丑 ，不 亚 于

一次联欢晚会。

饺子包好时，马班长从厨房里拿出

一些鞭炮，来到院子里，好奇的战士们

早就围过去了，纷纷从马班长手里把鞭

炮抢过去。每个人嘴角都点燃了一支

烟，用香火去点炮捻子，一声声炸响在

半空中连成一片。战士们抬起头向半

空望过去，这时才发现天上已飘下来雪

花了。在北方当兵的战士们，对下雪并

不感到新奇。随着稀落的鞭炮声淡去，

雪越下越大了。

鞭炮放过了，马班长的目光从半空

中收回，有些恋恋不舍。战友们知道，

马班长在此时，比任何人都想家。两年

前，马班长探亲回老家结了婚，妻子是

他同班同学。按马班长的话讲，他和妻

子是青梅竹马。两人在一个村里长大，

一起上学，马班长参军时就和她谈起了

恋爱，一直到两年前结婚。马班长接到

妻子来信时，是他最幸福的时刻。他读

信很有仪式感，在连队院内的花坛旁坐

下，先卷一支烟，吸上两口，待情绪稳定

了，才撕开信封。从读信的第一眼，马

班长满脸都充满了温暖的幸福，眉眼就

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后来，他的儿子出

生了，妻子给他寄来一张儿子满周岁的

照片。幸福在内心已经盛不下了，他逢

人便掏出儿子的照片，笑眯眯地问：“我

儿子，咋样？”战友们就说：“这小子壮

实。”马班长听了，嘴都快咧到耳根处

了。在大年三十晚上，爆竹声中，他又

是如何思念他的一家老小，别人是无法

用语言描述的。

马班长把目光从漫天飞舞的雪花

中 抽 回 来 。 灯 影 里 ，雪 在 他 脸 上 融 化

了，湿漉漉的，他拍一下手说：“好了，该

煮年夜饺子了。”

正当战士们欢天喜地、热气腾腾吃

年夜饺子时，窗外突然刮起了大风。大

风突然而至，呼号着，夹杂着雪把世界

搅成一团。

马班长从厨房里走出来，端了一盆

煮好的饺子，他要去雷达阵地给值班的

战士送年夜饺子去。连长站起身，望眼

窗外道：“起风了，再派一个人和你一起

去吧。”马班长憨憨地一笑道：“不用。”

他下意识裹紧大衣，用半个身子挤开食

堂的门。我们看见，风吹起马班长的帽

耳朵飞起来，像一只鸟。

连部值班的通信员几乎前后脚把

食堂门撞开，气喘着向连长汇报道：“雷

达 阵 地 来 电 话 ，大 风 把 天 线 吹 得 摇 晃

了。”雷达天线要是被大风吹倒了，那可

是大事故。雷达兵没有了雷达天线，就

等于是瞎子聋子。连长把刚塞进嘴里

的半只饺子吐在碗里，喊了一声：“全体

集合。”

当战友们向雷达阵地奔去时，才发

现平时只有一公里不到的路，竟如此难

行。新落的雪和积雪搅在一起，不时有

人 摔 倒 ，猛 烈 的 风 把 整 个 世 界 都 搅 乱

了。分不清是天上还是地下，战友们手

拉着手，摸索着前行。一公里的山路，

平时在战士们脚下也就十几分钟轻松

走完，这一次全连官兵用了足足有两个

小时，才摸到雷达阵地上。

连长望着几乎被大风吹倒的雷达

天线，独自爬上去，几次差点跌下来，终

于把牵引绳系在了天线上。所有的战

士用尽浑身力气拉扯着牵引绳与大风

较 量 。 一 批 战 士 累 了 ，又 一 批 战 士 上

去，他们与风抗衡，最后和漫天的雪融

在一起，个个成了雪人。

天亮时分，风终于弱了下去，高耸

的雷达天线渐渐平稳下来。直到这时，

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又饥又冷的战

士们，瘫倒在阵地上。

操纵班班长突然想起了马班长，叫

了一声：“马班长的饺子呢？”大家这才

想 起 马 班 长 出 门 时 ，端 了 满 满 一 盆 饺

子。连长清点人数时，在阵地上压根就

没 看 见 马 班 长 。 连 长 嘶 哑 地 喊 一 声 ：

“咱们回去，吃回锅饺子。”

部 队 撤 下 雷 达 阵 地 时 ，天 已 经 亮

了。当战士们走到半山腰时，他们看见

了 一 个 熟 悉 的 身 影 ，这 不 就 是 马 班 长

么。他弓着身子，用身体护着盛饺子的

盆，风把他大衣吹开了，满脸风雪地一

动不动立在那。连长叫一声：“马班长，

你怎么还在这儿？”上前一推才发现马

班长已经成了雪人。他怀里端着的那

盆饺子早就成了冰坨。战士们叫喊着

向马班长冲来，马班长落满雪的脸上，

正微笑地面向前方。

那年的大年三十，因为一场大风和

暴雪，马班长牺牲在了送饺子的路上。

此后，每天上下阵地的战友们，路

过马班长牺牲的地方，总要慢下脚步，

似乎怕惊扰了马班长。

在以后的大年三十，每次吃饺子，

战士们都会想起马班长，还有他吸着卷

烟散发出的呛人的辣味。

暴 风 雪
■石钟山

春节，在古时被称为“新正、新岁、元

日、元旦”等。几千年来，其名称历经变

迁，在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年俗文化。

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采用公

元纪年法。为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

年，又考虑到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

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农历的正月

初一称为“春节”，阳历的 1 月 1 日定为

新年的开始——“元旦”。12 月 23 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会

议通过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

法》，规定元旦放假一天，春节放假三

天。从此，春节列入法定假日。在新中

国的第一个春节期间，全国人民兴起了

拥军优属热潮。

1950 年 2月 1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在春节到来之

前的 1 月 26 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就

指示各地政府，春节期间开展拥军优属

运动。2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展开春节拥军运动》，倡导各地领导人

民群众在自愿的条件下，对人民解放军

进行慰劳，以此提高烈属、军属的社会地

位，形成关心尊敬烈属、军属的新风尚。

据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1950 年

春节期间，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拥军优属

活动。北京市确定正月初一至初七为

“拥军优属活动周”，政府和人民团体慰

劳驻京部队，慰问烈军属，并征求他们

对组织生产的意见。天津市成立了拥

军爱民委员会，依部队所驻地区，召开

军政民联欢会，举行庆功活动。上海市

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盛丕华向全

市烈军属致送贺年片祝贺春节，各区还

分别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座谈会，慰问

驻地部队。南京市举行了 3000 多人参

加的全市各界代表拥军优属晚会，并向

驻宁陆海空部队献旗。杭州市的妇女

们做了很多“拥军鞋”，敲锣打鼓送到市

政府转送前线，上写“努力杀敌”“爱民”

“拥军”等字样。青岛、武汉、广州、南

昌、开封、长沙等地也都向驻军贺节，对

贫困烈军属给予物质慰问。还有不少

农村组织代耕队，帮助烈军属解决生产

困难，并送他们的子弟免费入学。

与此同时，全国还以拥军优属为主

要内容开展了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

化活动。1949 年 12 月 23 日，中央人民

政府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开

展年节、春节群众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

的指示》，在宣传重点上明确指出，宣传

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央人民

政府的成立，宣传战斗英雄、军人家属、

烈士家属的光荣等。文件要求地方人

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应当组织对于当地

驻军和军人家属、烈士家属的慰劳和联

欢。各地文艺团体与文艺工作者，应积

极准备短的剧本、唱词、歌曲、年画、春

联等，供给群众采用，并选派干部到农

村、工厂、部队，帮助群众进行创作和演

出活动。如北京市各文艺团体在大年

初一至元宵节，分赴城郊各工厂、农村

巡回演出。人民艺术剧院在春节演出

了大刀舞、小车舞、狮子舞、绸舞、剑舞、

花鼓舞、跑旱船等多种民间形式的舞

蹈。在电影放映上，除展映苏联影片

外，还上映了新片《乌鸦与麻雀》《丽人

行》等。天津市举办了《白毛女》《野猪

林》《花木兰》等新戏曲竞赛活动。大年

初四下午，天津市总工会举行工人拥军

联欢大会，出席联欢大会的以战斗英雄

和劳动模范为主，有 2000 多人参加。

新年画的创作出版，也体现了拥军

优属工作。文化部在《关于开展新年画

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地文教机关团体

把新年画工作作为春节宣传文教工作的

重点之一，并对创作的重点内容、技术、

印刷、发行、艺术表现形式等提出了明确

要求。各地美术界纷纷展开新年画创

作、出版、销售工作。上海市军管会文艺

处美术室采用民间最流行的年画形式，

绘制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

民翻身普天同庆》《支前荣归》《民主选

举》和《劳动起家》等年画 12 幅，美术出

版公司也出版了新内容的日历和月份

牌。天津市美术工作者协会举行年画改

革座谈会，安排年画创作出版工作。杭

州国立艺专的彦涵、潘韵等教授创作出

《民主反霸大翻身》《儿童献花给毛主席》

《男耕女织》等 30 多幅年画。陕北文协

付印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解放战

争胜利》和有关生产、文化建设的多种年

画。《人民日报》于 1949 年 12 月 31 日推

出一期“新年画专版”，刊登了柔坚《新年

胜利，军民同乐》、乌力吉图《迎接丰收胜

利年》和枫川《李顺达之家》等一批新年

画。全国各地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反

映人民革命辉煌成就和工农业生产建设

成果的新年画，种类达 300余种，发行总

数超过 600万份。

此后，拥军优属这一光荣传统成为

春节里的重要内容，并且在形式上不断

丰富和发展，促进了拥军优属工作的深

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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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祖国的西北边陲早已是

一派冰封雪裹的景象。新疆军区某工

兵团因地制宜，利用得天独厚的冰雪资

源，修建天然滑雪场、滑冰场开展越野

滑雪和滑冰技能训练，将野外冬训与冰

上体育运动有机结合，丰富了官兵的日

常生活。

滑雪行军不仅是官兵喜爱的体育

运动，也是他们进行冬季体能训练的重

要方式。

“在部队第一次接触滑雪，我感到

很新奇。我一定加紧练习，在完成基础

动作的同时向班长们学习实用的战术

动作。”列兵何宏力刚刚接触滑雪，滑行

不足 10 米就一个踉跄扎到了路旁的雪

窝里，但他兴致不减，爬起身后继续跟

随教练员学习。

训练中，教练员张博一边讲解动作

要领，一边辅助战士进行训练。很多初

次接触滑雪的战士，虽然满头大汗，但

仍努力向前滑行，5 米、10 米……速度一

点点加快。

“1、2，1、2……”官 兵 之 间 保 持 间

距、排成两路滑行，教练员喊着号子，帮

助大家保持统一的节奏。

在野外环境下滑雪比在专业的滑

雪场更具有挑战性。野外不时出现裸

露石块等，官兵如果稍不注意，就可能

摔倒。

经过反复摔打磨炼，战士们已经掌

握了滑雪和滑冰的基本技巧。他们的

身影来回穿梭在冰天雪地中，尽情享受

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一个个身影飞驰

而过，在雪面上留下动感的线条，像是

随手而画，充满韵律。耳边呼呼作响的

风声，是冬天对他们不惧严寒的赞美。

随着训练难度的增加，参训官兵手

持步枪，脚蹬雪板，全副武装进行滑雪

技 能 训 练 ，锤 炼 严 寒 条 件 下 的 作 战 技

能。他们在运动中巧妙穿插负重行军、

雪原搜救、据枪瞄准等内容，激发了官

兵的练兵热情。

冰雪运动不仅考验官兵的体能素

质，还对抗寒能力和身体协调性有着极

高要求。在滑冰训练场上，官兵积极参

与冰上推车、冰壶比赛等活动，热情高

涨。

“ 利 用 冰 雪 资 源 开 展 各 类 体 育 活

动，既丰富了官兵的课余生活，又有效

提升了官兵的体能素质。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把冰雪运动与军事训练结合起

来，引导官兵科学训练。”指导员余柯

说。

图为战士们进行滑雪训练。

作者供图

冰雪运动热军营
■李志强 周 一

争当“昆仑尖兵”
■李晶锐绘 黄辛舟文

兵 漫

这幅作品拍摄的

是第71集团军某旅一

名狙击手参加综合演

练时的场景。作者使

用长焦镜头拉近人物

主体，通过虚实相间，

突出了主体人物专注

的神态，将狙击手紧

盯目标、等待射击的

瞬间生动展现出来。

（点评：李 林）

阅 图

专 注
■摄影 劳洪超

活力军营

文化博览

作家新作

高原驻训誓师动员大会吹响了我

们冲锋的号角。

初到高原，我有点想家，训练成绩也

亮起“红灯”。

在班长和战友们的耐心帮带下，

我重拾信心。
课余时间，我加班加点进行学习。

专业技能，我也迎头赶上。精武

强能才能成为“昆仑尖兵”。

经过不懈努力，我被评为“军事训

练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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