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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院夼码头遥望苏山
岛，她身披翠绿的衣裙，曲线婀
娜地斜倚于蓝天碧海间，显得
无比安详、娴静。顺着风平浪静
的海面望去，她离我们是那么
近，仿佛一抬脚就能靠近，去仔
细欣赏她端庄的风采。

视觉的误差让我小看了眼
前的一泓海水，这五海里宽的
海水从亘古流淌到今天，时而
一平如镜，时而惊涛拍岸，纵使
驻岛的某海防团四连官兵归心
似箭、两岸亲人望眼欲穿，也从

不曾增减一寸。
走进四连，大家对近年来

岛上的硬件建设津津乐道，新
建宿舍楼宽敞明亮，喝雨水成
为历史，玻璃大棚让新鲜蔬菜
走上餐桌，海底光缆带给官兵
最新资讯。但是一提到眼前的
五海里水路，听到的故事就充
满了无奈与苦涩。

2010年7月，中士邵向伟得
知妻子临产，作为岛上唯一的
机电工，他还是决定修好风力
发电机再踏上归途。可谁想，第
二天到来的风暴持续了将近半
个月，五海里波涛汹涌的水路
成了不可跨越的鸿沟，等赶回
家中，妻子的眼泪和孩子的笑
容让他既喜且愧，一段短短的
海路带给他永远无法弥补的遗
憾。

前任指导员曹正明，新婚
不满一周，因连队施工提前归
队。他走后没几天，妻子受其

“蛊惑”，专门请了10天假，兴致
勃勃从老家扬州赶到岛上度蜜
月。谁料想，在院夼码头，等待
她的是无休无止的风浪，小小
的拥军船根本无法战胜一米多
高的海浪。她等了4天才上岛，
小聚3天后又趁着浪小匆匆返
回。临行前，她带着苦涩的笑容
对曹正明说：“你好好干，我为
你感到骄傲。”

去年中秋，连长刘洪乾的
妻子带着孩子，从河南濮阳千
里迢迢赶到威海与他团聚，还
没上岛，孩子就因天气恶劣发
起高烧，隔海相望的一家三口
只恨上苍没赐给他们一双翅
膀。终于见着妻子与孩子，也到
了送别他们的时刻，相顾无言，
满怀歉疚的刘连长唯有与他们
紧紧相拥，感受彼此的心跳。

去年年底，上士崔家俊的
家属从外地赶来驻地与亲人团
聚，又遇见恼人的大风浪。焦急
的人儿不耐风浪的阻隔，冒险
坐船上岛。终于，盛满爱人甜蜜
期待的拥军船，在汹涌的浪涌
中飘飘摇摇地出现在大家的视
线中。可谁知，调皮的海浪被码
头反弹后，执拗地一次次将小
船推向缆绳够不到的地方。近
在咫尺的爱人却无法把彼此拥
入怀抱，只有相思的目光在海
风中紧紧纠缠，诉尽衷肠。“你
好好照顾自己，我先回去了。”
许久，军嫂用无奈的语气怜惜
着她的情郎。“路上小心。”回应
同样简短，同样饱含着无限的
怅惘，泪水瞬间涌出现场所有
人的眼眶。

多少次的风浪阻隔了亲人
思念的目光，让他们有说不完
道不尽的苦涩。虽然苦涩，但我
却从他们的故事中读出了奉献
与无悔。司务长刘红军用数年
如一日的辛勤劳作耕耘着官兵
的“口福”，神炮手崔家俊用一
个个荣誉回报家人的期待，视
频值班员刘仰明用连续七个春
节的值班行动激励着年轻的战
士……“海岛为家、艰苦为荣、
祖国为重、奉献为本！”嘹亮的
口号穿透汹涌的波涛，穿越时
空的阻隔，回荡在苏山岛上空。

潮起潮落、船来船去，四连
官兵坚定的目光和挺拔的身
姿，仿佛矗立的礁石，永远定格
在祖国的海防线上。

我的海岛

我的家

地处亚非大陆十字路口的
苏丹共和国，是古埃及、地中海及
西亚地区诸文明交汇之地。多年
来，在这片古老而又灾难深重的
红土地上，种族和宗教矛盾相互
交织，人民饱受战争蹂躏，一直备
受国际社会关注。

从2005年开始，济南军区向
苏丹瓦乌和达尔富尔两个任务
区先后派遣了19批维和部队。8年
多来，这些为国出征的军中健儿，
代表两岳雄师亮剑国际舞台，传
递着中国军人捍卫世界和平的
声音。

生命渴望体现，军人向往出
征。这些年来，我一直负责维和部
队宣传工作，走近一批批忠实履
行使命的蓝盔勇士，聆听他们维
护世界和平的动人故事，感受他
们对祖国的满腔赤诚与忠勇。

苏丹接近赤道，素有“世界火
炉”之称。2006年5月，首批赴苏丹
瓦乌维和部队踏上了这块神秘
的红土地，呈现在官兵眼前的，是
一片荒芜的灌木丛，没有营房，没
有道路，没有水源，部队一度过着

“炒菜水当油，菜花黑了头，黑馒
头打死狗，牛羊肉难入口”的艰苦
生活。

官兵们吃着过期变质的干
粮，喝着简易净化的河水，住着野
战帐篷，起早贪黑地工作。不到两
个月，一排排整齐的板房拔地而
起，所建营区也成为整个联苏团

的样板，“中国速度”、“中国质
量”、“中国标准”的名声在非洲大
陆一炮打响。

“爱国胜于一切，使命高于一
切，铁律重于一切，拼搏战胜一
切。”维和任务区最显眼、最有气
势的四句话，对一批批维和官兵
而言，是心声，也是写照；是鼓励，
更是诺言。

来自“铁军”部队的战士谢保
军，刚到任务区，就接到一项紧
急任务：以每天400块的速度生
产一批防弹砖，用于UN城安全
设施建设。280多个日日夜夜，57

项临时任务，谢保军不知疲倦地
忙碌着，因过度劳累，导致脑部
大量出血。2010年5月28日，在与
死神抗争了4天4夜后，年仅26岁
的谢保军再也没有醒来，成为济
南军区首位牺牲在维和一线的
英雄战士。此时，距联合国授勋
仪式还有7天。

谢保军牺牲的消息，在联合
国、苏丹及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发吊唁函，
对谢保军“为苏丹和平事业做出
的贡献表示敬意”，并“感谢中国
政府对联苏团的宝贵支持”。全国
人民对谢保军烈士无限缅怀，数
百万网民自发在新华网、新浪网、
搜狐网等各大网站发表感言，寄
托哀思，盛赞谢保军是中华民族
的英雄，是推进世界和谐的使者。

在苏丹的红土地上，常年盛

开着一种叫“苏丹红”的花，当地
老百姓把它比作中非友谊的象
征。一批批维和官兵在执行繁重
危险的维和任务之余，为饱受战
乱之苦的苏丹人民排洪水、筑堤
坝，建学校、修家园，访贫苦、诊病
患，用友善四邻的行动，无怨无悔
地付出着。

在联苏团的各项统计数据
中，有这么一组数字格外引人注
目：在中国维和部队进驻的地区，
当地民众的数量比中国维和部
队进驻前增加了2/3。当地部落的
一位村长这样感慨道：“只要中国
维和部队在，我们的生活就有希
望。”

维和，是一扇门，穿过这扇
门，可以感受国际政治博弈的现
实较量；维和，又是一扇窗，透过
这扇窗，可以看到一种全新的用
兵模式；维和，更是一种记忆，翻
开记忆的底片，可以看到一张张
坚定执著的刚毅面孔。

让我们记住这些维和官兵的
名字吧：某分部原部长张勇，从
2005年到2008年，3年时间的1095天
里，他在维和集训营度过395天，在
维和任务区度过513天，被誉为“真
正的维和勇士”，荣获“第二届中
非友谊贡献奖”，成为感动非洲的
10位中国人之一；某工兵团原副团
长陈长青，三赴维和战场，征战两
个任务区；某工兵团四级军士长
李璐，因成绩突出成为老家征兵

宣传形象大使；某车材仓库士官
班长张健，四次维和写忠诚，被誉
为“维和张”；来自山东安丘的吕
红兵，踏着哥哥的足迹，续写吕氏
兄弟接力维和的军旅传奇……

大爱，播撒异国；感动，跨越
国界。在万里之遥的异域他乡，维
和官兵用自己的付出赢得荣耀
和尊重，更让温暖的光芒穿越时
空、跨越国界。

人离祖国越远，心就离祖国
越近。在维和官兵的床头柜里，都
有一个装着祖国泥土的瓶子，上
面写有“祖国在我心中”的字样。
每一次在红土地上升起五星红
旗，都会让维和官兵心潮澎湃。他
们或在床头插上一面小国旗，或
在行囊中珍藏一枚中国结……

“如果说经济实力是一个国
家的支柱，那么军事实力就是一
个国家的盾牌。”第七批赴苏丹
达尔富尔维和工程兵大队全体
官兵，谈起去年1月成功营救中
铁十八局4名被苏丹当地武装
分子劫持的援建员工，无不感
慨万千。因为有强大的祖国做后
盾，走出国门的维和官兵切身体
会到了荣誉的高度、责任的重
量。

茫茫热带丛林，多少豪情记
忆，多少壮怀激烈，让中国维和
官兵冷静地观察灾难、思索战
争。在异国他乡的红土地上，他
们一路驰骋，一路放歌……

红土地上的中国红
□李德忠

□李宗义 张存阳

天一亮，两支历史上都没输
过的部队，就要决出高下。

红军，是济南军区某机步旅，
历史上屡遇强敌从无败绩，可谓
老牌劲旅；蓝军，是北京军区某数
字化团，凭一身光鲜的全新装备，
出道以来让所有对手臣服脚下，
典型的新科状元。

一弯下弦冷月，凄清孤绝地
横陈于墨色深沉的夜空，那断续
而来的寒光，更映衬了这塞外大
草原的空阔与神秘。夜色苍茫中，
成吉思汗当年扬鞭策马纵横驰
骋的古战场上，那亘古积淀的沉
沉杀气，也在一丝又一丝地苏醒、
生长、发酵。

这是公元2008年的8月下旬。
塞外早秋也如冬。站立在亚洲最
大的朱日和训练基地的一处数
十米的高地上，看着黑压压排列
整齐的步战车，看着一列列整装
待发的将士头顶泛着冷光的头
盔，那些由古而来的胆略与豪气，
真的就能助你生温御寒，就能引
你热血沸腾。

我熟悉这支红军。就在一个
月前，其麾下数千将士才刚刚从
四川抗震救灾一线转回中原，征
尘未洗，便投入这一场新的战斗。

谁也不敢小看这场即将展
开的对决。

这次实兵对抗的裁判，是解
放军总参谋部，而跨战区作战演

习，对整个济南军区也是大姑娘
上轿——— 头一回。由于对抗的现
代战场气息浓郁，国防大学数百
名外军学员及武官全程观看。更
要命的是，这一对抗的公开性，使
新华社等媒体从演习之初就开
始跟进报道。

影响大自然压力大。出征前，
军区领导撂给机步旅领导班子
一句话：“打输了，咱济南军区可
丢不起那人!”

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就在刚
刚结束的四川抗震救灾战场上，
济南军区出兵近五万人马，开辟
数个战区，赢得自军委总部到灾
区人民的一致好评，可谓完胜。而
数典引史，全军能打硬仗的部队，
大多数不都在咱们两岳军营里
吗？

好家伙，火药味儿打从一开
始，就让每一个参演官兵都品得
十足。

有时候，军人对于胜负的倾
情与追逐，能超出你的容忍空间。
当然，在眼下宽胸释怀、知足常乐
等禅思佛语、生存哲学的引领下，
人们的眼界越见开阔，心胸越见
坦然，胜也好，负也罢，多看得淡
如水、远如烟了。但当兵的人不这
样。从上将到列兵，只要面对竞
争、面对战斗，哪怕一次集合的拉
歌、一次正常的比武，也都要比个
高下、争个输赢。

金一南有句名言：军人生来
为战胜。在此便可为注脚。

一入大漠，对抗便已开始。蓝
军团长是位全身用数字化、现代
化打造而成的博士生，第一次见
面会，其先进的现代作战理念、精
准的战场洞察力，就让现场的几
位红军指挥员心里发沉。此后而
来的对抗更残酷，全局的战场环
境，红军只大致远观了一下，企图
再探，人家处处布控，你几乎无从
着眼。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没
有情报，没有信息，仗怎么打？于
是乎，几乎一夜之间，各种大小战
场，便开始提前布局。

最先进入情况的是侦察兵。
他们有的躺在地上把脸晒出“高
原红”，有的找当地牧民突击蒙古
语，此后便开始了紧张的侦察作
战。我汇集的侦察兵故事五花八
门：有的面对蓝军盘查拉着蒙古
姑娘唱起《敖包相会》惊险过关，
有的躲在牧民家中的羊粪堆下
避开追查，有的干脆弄来蓝军衣
装深入腹地开展工作，有的“被
捕”之前紧急把珍贵情报发给后
方……

随着情报的累积，战场清晰
了，战法形成了，战术鲜活了。

无论战场如何更变，无论对
抗双方如何力量悬殊，既为较量，
敌对者总需直面生死。你守之处，

我必夺之。这仗，何以避得？
避不得，就亮剑。
寒月驱残夜，大漠兵事疾。

指挥员一声令下，部队出发了。
寒光铁衣，战车轰鸣，此情此景，
就着那猎猎风声，我真的便似听
见那远古而来的金戈铁马之音，
听见那三军将士的搏杀之声。

我不是战斗员，所以只能做
看客，远观硝烟、品战局变化。然
而，我还是跌了眼镜。由于红军指
挥员保密意识强，我虽是一家人，
也没套出作战方案。结果，相信了
总参导演部的判断，选择与一众
各般肤色的国外武官拎着马扎
儿，迎风坐在一处山顶上同看好
戏。

但我们都失算了。红军的主
攻方向只是佯攻，实则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右摆拳临时换成了左
勾拳。这下好了，看戏现场登时乱
了。我看着这情景倒有些幸灾乐
祸：乱也该乱，如果这一仗真的被
这帮外国哥们儿看了戏，这战场
岂不真的成了戏台!

当然，这还不是结局。结局
是，红军不仅在战场上节节胜
利，最后还突发奇兵，连蓝军的
老窝——— 指挥所也给端了。听
说，两个红军战士为了“抓活
的”，不紧不慢地追着一个要跑
去报信的蓝军副团长满草原地
跑呢!

寒光照铁衣
□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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