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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昆仑高原，横亘西部边
境。

2020年4月以来，有关外军
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在加勒
万河谷地区抵边越线修建道路、
桥梁等设施，蓄意挑起事端，试
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甚
至暴力攻击我前往现地交涉的
官兵。

面对外方的非法侵权挑衅
行径，我边防官兵保持克制忍
让，尽最大诚意维护两国关系大
局和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在忍无
可忍的情况下，边防官兵对暴力
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
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

中央军委授予某边防团团
长祁发宝“卫国戍边英雄团长”
荣誉称号，追授某机步营营长陈
红军“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
给战士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
追记一等功。

宁洒热血 不失寸土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
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
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
赶了出去。”

——陈祥榕对一次战斗的
记录

英雄勇敢无畏，只因责任在
肩。一线官兵常说，我们身后就
是祖国，当国家受到侵犯时，唯
一的选择就是冲锋向前。

清晨，当哨声响彻营房，班
长李确祥又想起了一笑就露出
两颗小虎牙的陈祥榕，想起了那
个新兵的第一次冲锋。

那是2020年5月初，外军越
线寻衅滋事，李确祥和陈祥榕等
紧急前出处置。李确祥问年轻的
战友：“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
陈祥榕回答：“使命所系、义不容
辞！”

他们赶到前沿后与对手殊
死搏斗，坚决逼退越线人员。陈
祥榕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面
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
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
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
去。”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
不可凌。面对严峻斗争考验，一
线官兵越是艰险越向前，生死关
头更凛然。

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
与我方达成的共识，越线搭设帐
篷。按照处理边境事件的惯例和
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团长祁发
宝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仅
带几名官兵，蹚过齐腰深的河水
前出交涉。

交涉过程中，对方无视我方
诚意，早有预谋地潜藏、调动大
量兵力，企图凭借人多势众迫使
我方退让。

“他们的人陆续从山崖后冒
出来，黑压压挤满了河滩……”
参谋陈鸿宇回忆说，“我们人虽
少，可拼了命也不能退呀！”

祁发宝张开双臂挡在外军
面前，大声呵斥：“你们破坏共
识，要承担一切后果！”同时组织
官兵占据有利地形。

官兵们组成战斗队形，与数
倍于己的外军对峙。对方用钢管、
棍棒、石块发起攻击。祁发宝成为
重点攻击目标，头部遭到重创。

见此情景，陈红军带人立即

突入重围营救团长，陈祥榕作为
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摄像取证
的肖思远也冲到前沿投入战斗。

增援队伍及时赶到，一举将
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
利，外军溃不成军、抱头逃窜，丢
下大量越线和伤亡人员，付出了
惨重代价。

军医韩子伟记得，祁发宝被
救出后，左前额骨破裂，有一道
十几厘米长的口子。包扎伤口
时，“他一把扯掉头上的绷带，还
想起身往前冲，那是他最后一丝
力气，随后又晕倒了”。

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毫
不畏惧、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
牲。王焯冉在渡河前出支援途
中，为救助战友牺牲。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
志更坚。

那场战斗后，“宁将鲜血流
尽，不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
自发写在了头盔里、衣服上，刻
印在青春的胸膛里。

赤胆忠诚 皆为祖国

“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
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
土。”

——摘自肖思远的战地日记

1997 年，高中毕业的祁发
宝报名参军，带着新兵营“军事
课目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向组织
申请：到高原去、到斗争一线去。

2009 年，陈红军从地方大
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
考试，可听说要征兵就临时“变
卦”了，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2016年后，年轻的肖思远、
王焯冉、陈祥榕也相继走上边
关。一年年来，无数与他们一样

的青年做出同样的选择。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

高原则考验信念。
他们首先要战胜的，是无法

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
川，漫长的冬季封山，以及由此
形成的遥远而荒凉时空……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必
须时刻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
出，挫败一切侵犯中国领土的图
谋。

官兵说，风与雪的洗礼、生
与死的考验就像一个超级过滤
器，足以滤去你心中所有的浮
华，最后只剩下对这片土地清澈
的爱。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
是 18岁的陈祥榕写下的战斗口
号。班长孙涛问他：“你一个‘00
后’的新兵，口号这么‘大’？”

“班长，这跟年龄没关系，我
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他坚定地说。

边防斗争中，他们用青春和
热血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官兵一致 生死与共

“对峙时干部站前头、战士
站后头，吃饭时战士不打满、干
部不端碗，野营时战士睡里头、
干部睡风口。”

——祁发宝所在团不成文
的“规定”

海 拔 5000 多 米 的 高 原 ，
“进藏先遣英雄连”连旗迎风
招展。连旗下，全连官兵庄严
宣誓：向王焯冉烈士学习，发
扬“先遣精神”，坚决完成边防
斗争任务……

那天，王焯冉和战友马命
等连夜渡河增援一线，第 4次蹚

河时有人被激流冲散，王焯冉
和马命拼尽全力将 3名战友推
上岸，自己却被冻得几乎失去
知觉。

突然，王焯冉一只脚被卡在
了水下巨石缝中。危急时刻，他
将马命猛地推向岸边：“你先上，
如果我死了，照顾好我老娘！”马
命获救了，王焯冉则永远倒在了
刺骨的激流中。

一个英雄的集体，必然是团
结的集体。回顾那晚的战斗，官
兵们含泪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生
死与共、舍命相护的故事——

看到祁发宝受到攻击重伤
倒地，营长陈红军当即带着官
兵，冲进“石头雨”、“棍棒阵”营
救团长。

听到有人喊“营长连长被围
攻了”，陈祥榕迎着对手冲去，用
身体和被砸坏的盾牌护住营长
连长。

发现还有战友被围攻，肖思
远再次冲向前去，拼死营救战
友，用身体为战友遮挡石块、棍
棒的攻击。

“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
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
长救战士。”回顾那场战斗，一名
指挥员动情地说，我官兵上下同
欲、生死相依是这次战斗以少胜
多的关键所在。

边防斗争中，各级指挥员
与官兵同住地窝子、同爬执勤
点、同吃大锅菜、同站深夜哨、
同背给养物资，平时铆在一线、
战时带头冲锋，凝聚起以命相
托的生死情谊和团结战斗的强
大力量。

祁发宝所在团一直有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对峙时干部
站前头、战士站后头，吃饭时战
士不打满、干部不端碗，野营时
战士睡里头、干部睡风口。”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战
士王钰发现陈红军等人牺牲现
场。他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
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
姿势。

这名战士，正是陈祥榕——
陈红军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
之一。

以身许国 青春无悔

“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他就
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身
上肩负的是军人的天职，所以我
也很为他感到骄傲。”

——姐姐眼中的陈祥榕

刚刚过去的冬天里，一封家
信在高原广泛流传，激励官兵战
风斗雪、坚守一线——

“奶奶，这么长时间里我最
牵挂的就是您，孙子这些年一直
想好好让您享福，可是我却一直
不在家……

爸妈，儿子不孝，可能没法
给你们养老送终了。如果有来
生，我一定还给你们当儿子，好
好报答你们。”

这封家信是王焯冉执行任
务前写下的。字里行间，战士的
家国情怀催人泪下，边防斗争的
严峻考验也跃然纸上。

对此，祁发宝也深有体会。
20 多年的戍边岁月中，他先后
40 多次遭遇暴风雪和泥石流，
1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孩子刚出生，祁发宝就匆匆
归队，妻子生病时他总是不在，
父亲去世时他因执行任务未能
及时赶回……

丈夫身许国，私恩邈难顾。
一名老边防深情地说，戍守高原
的军人不是不顾家，而是每当走
上边防一线，身后就是整个国
家；不是不会爱，而是没有足够
的时间去爱。

正是渴望爱情的年龄，肖
思远的钱包里珍藏着一张漂亮
女孩的照片。牺牲当天，他还憧
憬着未来：“她支持我在部队长
干，我想娶她，给她做一辈子的
菜……”

还有 4 个多月就要当爸爸
了，陈红军身在一线仍想方设法
托后方的战友，提醒妻子按时产
检。他答应妻子，等到退役后“就
一起带孩子、做饭、钓鱼”……

然而，他们都失约了。时光
之舟桨橹轻摇、驶向未来，他们
的爱，永远凝滞在了彼岸。

几个月过去了，陈祥榕的姐
姐依然对弟弟思念无尽。她坚强
地说：“当弟弟穿上军装的那一
刻，他就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公民，身上肩负的是军人的天
职，所以我也很为他感到骄傲。”

肖思远牺牲后，16 岁的弟
弟时常梦见哥哥端着枪武威的
样子。他下定决心：到了 18岁，
接替哥哥入伍，把哥哥的精神传
下去！

2020年 10月 25日，陈红军
的儿子出生了。那天是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
日，陈红军妻子的爷爷是一名志
愿军老战士，她相信这是冥冥之
中的血脉传承。她坚强地说：“我
要把孩子好好养大，让他成为像
爸爸那样的人。”

英雄从未走远，精神薪火相
传。

据《解放军报》

英雄屹立喀喇昆仑
——走近新时代卫国戍边的英雄官兵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常年招收自理、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
有清真伙食。环境优雅，住的舒心，吃的放心。

招聘服务员，年龄40岁到55岁，工资
面议，要求吃苦耐劳有爱心。

鑫源老年公寓
电话：18931718321

战士

王焯冉

战士

肖思远

战士

陈祥榕

营长

陈红军

团长

祁发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