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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宏杰 任朝阳 李 峰 文并摄

熙熙攘攘的春运人潮中，黄睿淅带着

两个孩子和一大堆行李左冲右突。样貌、

着装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儿子吸引了很多人

的目光。

“这是双胞胎吗？”一路上，不断有人

好奇地询问。黄睿淅笑着回应，视线却离

不开两个孩子。这是她第一次带着他们出

远门，目的地远在 3700 公里外的新疆塔

城，她不敢有丝毫懈怠。

黄睿淅的丈夫李毅恒在新疆军区塔斯

提边防连服役，那里位于祖国版图的西北

边陲，也是歌曲 《小白杨》 的发祥地。

从四川长宁坐车到成都，从成都坐飞

机 前 往 乌 鲁 木 齐 ， 再 换 乘 火 车 到 塔 城 ，

3700 公 里 的 路 途 需 要 整 整 一 天 一 夜 。 丈

夫李毅恒多次提醒她“一切从简，能不带

的尽量不带”，她还是把一大一小两个行

李箱装得满满当当。

出发前一晚，她彻夜难眠，脑海里反

复预想着旅途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如果

孩子搞丢了，我该怎么办。如果孩子在路

上发烧了，我又该怎么办⋯⋯带了一大堆

药过来，就担心孩子身体不舒服”。

两个儿子尚年幼，不懂妈妈的担忧。

只听妈妈说，“爸爸那儿有雪，很厚很厚

的雪”，便高高兴兴地跟着出发了。

只有黄睿淅知道，这一路走来有多么

不易。“两个箱子一共六七十斤，有一段

路两个孩子还要坐在箱子上，让我一个人

推，太重了。当时我想再这样的话我可能

会崩溃的，还好及时上了火车。”

从乌鲁木齐开往塔城的 K9855 列车是

一趟绿皮火车。当晚 9 点 45 分发车，途经石

河子、沙湾市、奎屯、

克拉玛依、额敏等站，

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

塔 城 。车 厢 与 车 厢 的

隔间密封不严，冷冽

的风夹杂着沙砾般的

雪在夜色掩护下袭进

隔间的缝隙，阵阵寒

气随着过往旅客“哐

当哐当”的开门声飘进卧铺车厢。

黄睿淅买的卧铺没在一起，“换来换

去换了两个上铺”。两个孩子第一次在火

车 上 过 夜 ， 一 晚 上 不 停 地 翻 身 ， 睡 不 踏

实。她怕他们摔下去，三人就挤在一张铺

上，“他们只要动一下，我就醒一下。”

“到塔城的旅客收拾好行李物品，准

备下车⋯⋯”新疆的天亮得晚，早晨 8 点

半，他们被乘务员叫醒时，天还黑着。黄

睿淅把箱子里最厚的衣服拿出来给孩子们

穿上。一下车，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寒

还是让他们冻得瑟瑟发抖。

“这里也太冷了。”孩子们喃喃自语着

走出车站，连队接站的车已早早在停车场

等候。

李毅恒所在的塔斯提边防连驻守在中

哈边境，从火车站到连队还有近半天的车

程。一路上，天色渐亮，北疆大地展露出

无边的宽广，雪山在天际线绵延，初升的

太阳把天空晕染成梦幻般的粉色。

孩子们无意观赏窗外的风景，长途颠

簸让他们从最初的兴奋、期待，变得焦躁

不 安 。 一 直 乖 巧 懂 事 的 哥 哥 出 现 晕 车 反

应 ， 躺 在 妈 妈 的 怀 里 不 停 地 嘟 哝 ，“ 妈

妈，还有多久到呀？”“马上就到了，马上

就到了。”黄睿淅不停地安慰着。

看到孩子不舒服，驾驶员放慢了车速。

汽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缓缓前行。拐过最后

一道大弯，小白杨哨所终于出现在视野中。

“看！那儿就是小白杨哨所。”驾驶员

指着左前方说。

孩子们瞬间兴奋起来，吵嚷着要看爸

爸的哨所。然而后排的车窗上早已结了一

层厚厚的霜，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景象。黄

睿淅只好摇下车窗，一阵凛冽的寒风呼呼

地灌进车内，但两个孩子全然不顾，将小

脑袋探出窗外，远远眺望着皑皑雪山上一

个舞动着的红点。

“儿子，看到没有？就在那里。”

“看到了，那里飘着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越来越近，远处传来隐隐约

约的锣鼓声。锣鼓声越来越响，车终于到

达连队门口。黄睿淅匆忙理了理头发，涂

了涂口红。李毅恒捧着鲜花快步走来，打

开车门，接过孩子，把花献给爱人。

黄 睿 淅 眼 眶 一 热 ， 来 不 及 跟 丈 夫 说

话 ， 连 队 的 战 友 们 已 经 在 路 两 旁 燃 起 鞭

炮。李毅恒背对着鞭炮，把爱人、孩子护

在身前，抱作一团。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嫂子好！”“嫂子好！”战友们一个个

热情地上前和黄睿淅打招呼，兴高采烈地

抱起孩子。李毅恒把妻子扶上马背，牵着

马走进营院。这是连队迎接军嫂来队时的

最高礼仪。

黄睿淅“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

这不是她第一次来连队探亲。5 年前

的夏天，她只身一人前往新疆，与恋人李

毅 恒 订 下 婚 约 。 第 二 年 ， 一 对 双 胞 胎 出

生。如今两个孩子已经 4 岁了，却从来没

和爸爸一起过过年，这也是她下决心带孩

子来队探亲的原因。

黄睿淅到连队这天正好是他们结婚五

周年纪念日。5 年聚少离多，对妻子，李

毅恒满怀愧疚，“两个小家伙平时吃喝拉

撒都是她一个人管。一边上班，一边还得

带小孩，挺不容易的。”

黄睿淅接过话，“最难的还是孩子生

病的时候。我们那儿医疗条件不是特别好，

只要孩子一生病，就得赶紧去医院，开车要

一个小时，半夜一两点都要跑⋯⋯”说着

说着，泪水就不由地涌出，她又赶忙安慰

自己，“熬过来就好了”。

黄睿淅抹去眼泪，看着丈夫李毅恒开

玩 笑 说 ：“ 都 说 部 队 的 父 亲 是 最 轻 松 的 父

亲，孩子生了，他走了，等到再回去的时候

已经能喊爸爸了，再回去的时候已经能跑

能跳了，再回去孩子已经读书了。”

妻 子 的 玩 笑 话 却 是 李 毅 恒 的 真 实 写

照 。这 次 探 亲 ，他 明 显 感 觉 两 个 孩 子 长 高

了，“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会跟你犟嘴了”。

母子三人来的路上，李毅恒一会儿一

个电话，“有时候信号不好，心里就开始着

急。”车快到连队时，他悬着心才终于放下，

转而开始有些忐忑。“好久不见了，担心小

孩跟我生疏，不想黏我。”李毅恒说。

李毅恒的担心没有发生。孩子们一见

到 他 就 扑 进 他 怀 里 ， 李 毅 恒 一 手 抱 起 一

个。两个孩子不停地捏着他的脸，用手感

受眼前这个“真实”的爸爸。

一家人来到家属接待房，房间简洁而

干净，两张单人床被并在一起，拼成一张

两米多宽的大床。屋里暖气很足，和窗外

的冰天雪地仿佛两个世界。打开行李箱，

李毅恒才发现，除了孩子的衣物，妻子还

特意给他和战友们带来了家乡的冬笋、腊

肉、香肠、竹荪等各种年货，这让他感到

“既意外又惊喜”。

第二天上午，李毅恒带着黄睿淅和两

个孩子来到连队最艰苦的前沿哨所，给这

里的战友送去家乡的特产。两个孩子把亲

手挖的冬笋送到叔叔们的手中，还用稚嫩

的童声给叔叔们唱起了自己学会的第一首

歌曲—— 《小白杨》。

黄睿淅和官兵们一起爬上哨楼，给这

座见证了一代代边防军人热血青春的古老

哨楼挂上灯笼，贴上了战士们自己书写的

春联——“风雪边关笑看三尺雪，白杨传

人傲立九寒中”，横批“蓬勃向上”。

随后，李毅恒带着妻子走到哨所前的

一棵白杨树前，将树干上的“小白杨守边

防”6 个字重新描红。这棵树是连队老兵

程富胜 1982 年探家归队时从家乡伊犁带

回来的，当时的哨所官兵吃水都很困难，

他们用节省下来的水来精心浇灌，10 棵

小白杨树苗最后终于成活了 1 棵。

20 世纪 80 年代初，作词人梁上泉来

连 队 采 风 时 听 闻 此 事 很 受 感 动 ， 创 作 了

《小白杨》 的歌词，后由士心谱曲，阎维

文演唱。“一棵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

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朴实无

华 的 歌 词 配 着 饱 含 深 情 的 曲 调 ，《小 白

杨》 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成为经典，白杨

树也成为边防军人的代名词。

如今，连队每天晚点名都会点到“小

白 杨 ”， 官 兵 们 齐 声 答 “ 到 ”。 这 一 声

“到”李毅恒已经喊了 10 年。作为小白杨

第 44 代传人，“扎根边防、蓬勃向上”的

小白杨精神，也已经深深印刻在这位边防

老兵的心中。

黄 睿 淅 常 听 李 毅 恒 讲 起 小 白 杨 的 故

事。5 年前，她第一次来队探亲时，李毅

恒 就 带 她 来 到 这 棵 树 前 。 第 一 次 见 到 它

时，黄睿淅深受震撼。“跟我想象的完全

不一样，小白杨树很大，像参天大树，充

满了生命力。”黄睿淅说。

吃过午饭，李毅恒一家人踏着厚厚的

积雪，来到 206 号界碑前。回忆伴随着热

泪涌上黄睿淅的心头，这是她无数次在记

忆里重温的地方。

“这里是他跟我求婚的地方。”回忆当

时 的 场 景 ， 黄 睿 淅 依 旧 不 能 自 已 ，“ 那

天，他带着我，骑着一辆自行车。他说，

我 要 带 你 去 看 一 个 地 方 ， 很 神 圣 的 。 他

说，这就是界碑，界碑会一直都在。然后

就单膝跪地，向我求婚。”

黄睿淅泣不成声，李毅恒在一旁搂了

搂 她 的 肩 膀 说 ，“ 就 跟 我 们 的 国 土 一 样 ，

界碑立在这儿，这儿永远都是我们的，跟

你求完婚，我的心永远是你的。”

神 圣 的 界 碑 前 ，黄 睿 淅 和 李 毅 恒 紧

紧 地 拥 抱 在 一 起 ，像 冰 天 雪 地 里 的 一 团

火焰。

□ 高骏峰 李 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近日，“学习报告励斗志、创破纪录当先锋”比武考核在

陆军第 71 集团军某旅如火如荼地展开，官兵们士气高昂，在

实战化条件下完成障碍越野、利用地形隐蔽行军、战斗体能等

多课目连贯作业，打破 5 个课目纪录。这是该旅持续开展“攻

坚勇士、攻坚尖兵、攻坚英雄、攻坚先锋”系列比武活动，引

导官兵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传承发扬“攻坚精

神”、争做“攻坚传人”的一个缩影。

该旅前身为东北保安 1 旅和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历经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

血战田家会、四战四平、金城反击战、瓦弄大捷等战役战斗，

涌现出“田家会英雄连”“爆破英雄连”“模范尖刀连”等 15
个英模单位，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凝结形成了“爱党忠诚、敢

打 硬 仗 、 不 怕 牺 牲 、 无 坚 不 摧 ” 的 “ 攻 坚 精 神 ”。 连 日 来 ，

该 旅 引 导 官 兵 将 学 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传承弘扬旅

队光荣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汇聚起攻坚克难、备战转型的磅

礴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

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5 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

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学

习讨论中，回顾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联系近年来部队建设

发展成就和大家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的历程，官兵们热血沸

腾、信心倍增，听党指挥、奋斗强军的信念愈发坚定。

6 年前，在部队调整改革的大潮中，该旅再次进行移防，

面对营房条件破旧、训练场地不 足 、 物 资 器 材 短 缺 等 实 际 ，

官兵通过营区挖潜、维权征用、拓展建设，新建扩建各类训

练场和驻训地，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发展

变化。

“ 赞 辉 煌 成 就 、 强 理 想 信 念 ” 故 事 会 热 火 朝 天 地 进 行 ，

“ 学 报 告 、 担 使 命 、 见 行 动 ” 大 家 谈 活 动 官 兵 踊 跃 参 加 ⋯⋯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在该旅营区和驻训点，官兵们持续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大家在学习讨论中

达 成 共 识 ：“ 如 期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 加 快 把 人 民 军

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

略 要 求 。 任 务 艰 巨 、 使 命 光 荣 ， 我 们 要 发 扬 ‘ 攻 坚 精 神 ’，

练 精 手 中 武器、练强打仗本领，做好随时听令出征、克敌制

胜的准备。”

在该旅装步一连俱乐部，副连长熊亮正通过视频，结合亲

身经历分享学习体会。从军 14 年来，熊亮爱军精武、攻坚克

难，从传统步兵成功转型为“合成尖刀”，在上级比武中多次

夺得冠军，先后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3 次。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的成长轨迹，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的生动体现，也彰显旅队在备战转型道路上的坚实步伐。”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

明。”一个个身边的典型事例，使官兵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这段话感受更为深刻，

精武强能的信心决心更足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军史学习教育，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

培育。我旅的‘攻坚精神’是革命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

传承。”在该旅训练场，“勇猛果敢突击营”营长刘华勇利用训练间隙，组织官兵结合

实际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鼓舞军心士气。

连日来，该营广泛开展“亮身份、亮职责、亮决心”活动，发扬“攻坚精神”，

在演习中当先锋、打头阵、争荣誉，与蓝军展开激烈较量，成功抢占多个纵深高地。

“备战转型当先锋，攻坚克难立新功。”2022 年以来，该旅官兵闻令而动、听令

而行，穿丛林、越岸滩、跨戈壁，累计行程上万公里，高标准完成整建制海上航渡和

远程投送“一个过程”演练等多项重大任务。

近段时间，该旅接连展开多场实战化对抗演练，官兵连续奋战、攻坚克难，提升

多专业混编作战、多火力协同打击能力。官兵们纷纷表示，要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

态、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练兵备战，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锻造

﹃
合成尖刀

﹄

□ 许家铭 王梓嘉 胡 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寒风呼啸，身着白色伪装衣的武警特

战队员脚踩滑雪板穿行于林海雪原间，在

运动中瞄准、击发、命中目标。

“成绩有效！”对讲机中传来声音，特

战队员一个急停摘下防寒面罩，呼出的热

气迅速变成一团升腾的雾气。

连 日 来 ， 位 于 祖 国 边 陲 的 黑 龙 江 黑

河 最 低 气 温 已 突 破 零 下 40 摄 氏 度 。面 对

极 寒 ，驻 守 在 这 里 的 武 警 黑 龙 江 总 队 黑

河 支 队 官 兵 叫 响“ 越是严寒越向前”的口

号，在白山黑水间掀起了“冬季大练兵”的

热潮。

锻造坚固的“心理盾牌”

1 月 15 日，天降大雪，黑河市锦河大

峡 谷 内 ， 一 支 行 军 队 伍 正 在 雪 野 中 蜿 蜒

前进。“前方道路被毁，由摩托化机动转

入徒步行军。”对讲机内传来指令，官兵

们迅速下车、整理装具，向着山林深处进

发。“冬季大练兵”的第一个课目徒步行

军，正式拉开帷幕。

“不就是走路嘛！”第一次参加冬训的

新兵周腾飞是南方人，第一次见到大雪的

他显得格外兴奋。但队伍行进还不到 10
公里，原本活蹦乱跳的周腾飞就像霜打的

茄子，默不作声地跟在了队伍后面。

“先是欢声笑语，然后窃窃私语，最

后沉默不语。”入伍 13 年、经历过 13 次冬

训 的 二 级 上 士 孙 彪 说 ， 每 年 新 兵 参 加 冬

训，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太冷了！跟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

走在队伍中的周腾飞望着一望无际的雪野

开始犯憷，原以为在冰天雪地中行军是一

件富有诗情画意的事，没想到徒步行军选

的道路尽是些山沟野路，极寒条件下全副

武装蹚在齐膝深的雪中，每走一步都要耗

费极大体力。除此之外，无人机侦察、小股

“敌人”袭扰等接踵而至的“敌情”也让周腾

飞应接不暇。没过一会儿，他便汗流浃背，

恐寒畏难等情绪开始慢慢出现。

“外界环境的变化，势必会导致心理

上 的 应 激 。 只 有 锻 造 坚 固 的 ‘ 心 理 盾

牌’，才能适应实战的要求。”该支队支队

长 张 仰 勇 介 绍 ，“ 冬 季 大 练 兵 活 动 ” 中 ，

支队积极探索冬训期间心理服务工作新模

式：他们抽选军医、卫生员、思想心理骨

干成立冬训心理服务小分队，第一时间赶

赴驻训地域开展心理服务工作；编印下发

《严 寒 条 件 下 易 发 心 理 问 题 解 决 20 法》

《冬训中心理自我调节常识》 口袋书，为

官兵配备防冻伤小药包；常态化组织冬训

防寒保暖知识大讲堂，针对严寒气候环境

容易诱发的多种身体、心理问题及解决方

法向官兵传授经验。

摸清装备“耐寒指数”

1 月 17 日晚，在支队的演训场上，装

备保障股股长刘浩带着业务骨干对某型侦

察仪器进行性能测试，尽管穿着大衣，他

们还是冻得直打哆嗦。

“ 零 下 35 摄 氏 度 ，某 型 软 管 窥 镜 电

池 工 作 效 率 下 降 30％ ，信 息 传 输 出 现 延

迟 ⋯⋯”刘 浩 一 边 讲 ，一 边 在 本 子 上 记 录

下此次测试的数据。在他随身携带的记录

本 上 ， 密 密 麻 麻 写 满 了 多 种 武 器 装 备 的

“冻”态参数。

“和人一样，武器装备也会因环境的改

变产生‘水土不服’，摸清各型装备‘耐寒指

数’，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前提。”刘浩介绍

说，以往冬训，考虑到精密装备造价昂贵、

信息化元件怕低温等原因，有的单位在冬

训时选择将其“深藏闺中”。

“战争不分地域天候，恶劣环境下更

能暴露出武器装备平时看不出的问题，要

让每名官兵都成为数据采集员。”该支队

领导在议战议训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问

题所在，随后制订下发 《严寒条件下装备

效能数据采集手册》，以便随时采集各型

装备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性能数据。

以往从未经历过冬训的武器装备“全

员 出 动 ”， 暴 露 出 的 问 题 和 困 难 自 然 不

少。特战队员刘学在冬训第一天就“冒了

泡”。那天滴水成冰，刘学所在小队受命

执行侦察搜索任务，没想到“老伙计”竟

然“罢工”了。经过检查，是由于长时间

低温，电池电压不足，无人机无法起飞。

“ 无 人 机 高 空 侦 察 ！” 对 讲 机 传 来 指

令。情急之下，刘学拆掉无人机电池塞进

了大衣里，用自己的体温加热电池⋯⋯待

无人机起飞后，目标早已不见踪影，任务

被判定失败。

失利后，刘学与战友们集智攻关，很

快就为无人机穿上了“棉袄”——他们与

厂家技术人员沟通协调，为无人机配备了

便携式电池加热器，使用时仅需 10 分钟

即 可 将 电 池 温 度 提 升 至 20 摄 氏 度 以 上 。

此外，他们还在无人机电池上加装了绝缘

贴纸，可以有效减缓无人机飞行过程中的

热量损失。

除此之外，气温低于柴油凝点时如何

避免车辆出现“趴窝”、通过染毒地带防

毒面具观察口的雾气如何去除等问题，也

在冬训中被一一解决。

据悉，此次野外驻训，该支队共总结

测试出各类武器装备数据 40 余项，各型

号装备在低温状态下的作战性能得到有效

检验，填补了支队寒区作战的数据空白。

在冬训现场，笔者看到支队射击教员

高黎明通过采集弹着点的分布规律，总结

出低温条件下的射击要领，在零下 30 摄

氏度的雪地里打出了 5 枪 50 环的好成绩。

让靶场与战场深度耦合

“距离 200 米，西北向来风，风速每

秒 5 米⋯⋯”观察员话音刚落，狙击手刘

波果断开枪，成功“击毙”目标。

1 月 20 日，大寒，一场实战化实兵对

抗演练悄然展开，狙击手刘波执行潜伏狙

击任务，在雪地中潜伏近 30 分钟后，才

等到目标出现。

“不光打得要准，能在冰天雪地中隐

蔽自己和反侦察同样重要。”刘波说。

在前不久的一次演习中，刘波所在小

队受命对“暴恐分子”实施捕歼，正当刘

波和观察员占据任务地域的最佳射击位置

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砰！”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山林的

寂静，1 名队员“遇袭”倒地。

“通过枪声判断‘敌人’位于我们西

北方向。”刘波迅速判明情况，调整位置并

做好射击准备。正当他在瞄准镜内发现“敌

人”踪迹，准备射击时，没想到隐藏在另一

方向的“敌人”却率先扣动了扳机。

“如果这不是演习，那后果将不堪想

象。”复盘总结会上，“ 铩 羽 而 归 ” 的 刘

波作出深刻反思，“我们只顾着占领整个

山 谷 的 最 佳 射 击 位 置 ， 却 忘 了 ‘ 最 佳 位

置 ’ 在 顺 风 顺 光 的 同 时 也 最 容 易 遭

‘敌’打击。”

该支队作训股股长苏冠华介绍，此次

演练，将部队机动至陌生地域，目的就是

在陌生环境、实战条件下检验官兵作战能

力，但部分官兵存在用惯性思维去适应新

战 场 ， 情 况 设 想 不 充 分 ， 预 案 制 订 不 科

学的情况，成绩不理想在所难免。

雪地机动后没有处理雪地上的脚印、

生火取暖烟雾暴露目标等 4 类 10 余项脱离

实战的问题被摆上台面，官兵们解决问题

的同时也推动训练向实战再靠近一步。

近日，驻地气温已骤降至零下 40 摄

氏度，但官兵们备战打仗的热情却丝毫不

减，多项战法在风雪中接受了近似实战的

检验。

杀出一条“雪”路

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黑河支队在极寒条件下开展冬季大练兵。图为官兵正在进行刺杀训练。 王傲雪/摄

界碑下的爱情界碑下的爱情

压题图片：李毅恒一家在界碑前合影。 第 71 集团军某旅在皖东某战术训练场组织榴炮分队进行集火射击。 姚宗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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