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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野 车 在 一 片 古 老 的 土 地 上 辗 过 。

此行目的地是位于我国边境一线一个叫

查干扎德盖嘎查（村）的地方，我们要去见

战友徐乃超和他的妻子李文娜。他们俩，

组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家戍边夫妻警

务室。

车 从 阿 拉 善 左 旗 巴 彦 浩 特 镇 驶 出 ，

一路向北颠簸了 300 多公里。要是在内

地，这距离恐怕早已穿县过市甚至跨省，

然 而 在 这 里 还 只 是 在 一 个 旗（县）里 转

悠。目之所及处，只有黑色戈壁和漫漫

黄沙，除了偶尔遇见的骆驼，我们很少能

看见走动的生物。

车 猛 然 停 下 ，终 于 到 达 目 的 地 。 眼

前出现一片整齐的院落，门口是两座砖混

结构的蒙古包，院内，庄严的国旗迎风飘

扬，这便是我们心心念念的戍边夫妻警务

室了。站立着的两个人，我认出了徐乃

超，而旁边的女警，想必就是他的妻子、戍

边夫妻警务室辅警李文娜。

许久不见徐乃超，他依旧如故，制服

笔挺，言语不多，但双目炯炯有神。与李

文娜则是第一次见面，令我意外的是，她

非常爽朗健谈，而且特别爱笑。

突然，昏黄的戈壁滩上，大风卷着沙

尘扑面而来。还没等寒暄上几句，徐乃超

夫妇连忙把我们拉进了他们的家。

在这里，跟随他们的讲述，我走进了

这对夫妻的戍边生活，走进了他们的情感

世界……

一

时间回到 2022 年初，内蒙古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正经历

着“选择”带来的现实考验——

“ 上 级 决 定 成 立 抵 边 警 务 室 ，我 想

去 ！ 去 了 那 里 ，我 可 就 是 警 长 啦 ，管 着

3000 多平方公里的边境管理区呢。”

“那是不是离我更远了？”

“那里的风光特别美，大漠落日，巍巍

界碑，去了那里，我可以帮助群众办好多

事情。”

“那儿的条件是不是特别艰苦？”

“ 我 不 怕 吃 苦 ！ 只 不 过 你 要 做 好 准

备，我可能不能随时接上你的电话……”

刚 结 婚 没 多 久 ，徐 乃 超 给 李 文 娜 打

来这样一个电话。当时，徐乃超是阿拉

善 边 境 管 理 支 队 乌 力 吉 边 境 派 出 所 民

警，李文娜是阿拉善左旗公安局情指中

心辅警。二人虽说在一个旗，但相距也

有 270 公里。

戍边人的生活似乎总跳不出一个定

律，选择了边防就意味着两地分居，这是

无法回避的家庭困难。当初，徐乃超也曾

谈过几个对象，但到最后无一例外的是，

对方接受不了两地生活。直到遇见李文

娜，徐乃超的大龄未婚问题才得以解决。

结婚时也曾谈及两地分居的问题，包容大

度的李文娜对此态度是：可以两地分居，

但必须保持电话畅通，既然没办法天天在

一起，至少可以做到随时随地保持联系。

可现在，结婚不到 100 天，这一条底

线也要被徐乃超“无情”地冲破。

李文娜内心的担忧不难理解：从 270
公里到 360 公里，变换的不是简单的数字，

它意味着地理位置更加偏远、自然环境更

加恶劣、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最重要的，

边境线上信息不畅、交通不便，无论是徐

乃超还是李文娜，但凡遇到突发情况，极

有可能联系不到对方。

作为在阿拉善戍边十几年的老兵，徐

乃超自然懂得李文娜的担忧，但是，出于

对这份职业的荣誉感，他一直对边境一线

的工作生活怀有一种向往，他渴望着能在

边境一线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两人的交流不欢而散，直到睡梦中的

徐乃超被一个电话惊醒。电话那头，李文

娜嗓音嘶哑，似乎一夜未眠：

“乃超，我想和你一起去戍边。你打

你的申请，我交我的报告，与其两地分居，

不如我们一起去边境一线共同战斗！”

“可是，那里的条件很艰苦。”

“ 你 不 是 说 有 大 漠 落 日 、巍 巍 界 碑

吗？有你在，我不怕。就这样吧。”

“嘟、嘟、嘟……”电话那头已经挂断。

经过徐乃超所在阿拉善边境管理支

队和李文娜所在阿拉善左旗公安局协商，

内蒙古自治区首家“戍边夫妻警务室”正

式成立。徐乃超和李文娜打起背包，奔赴

边境一线，在距离边境线几公里的地方安

营扎寨，升起了袅袅的炊烟。

来到边境的第一天，老天爷似乎就想

给这对年轻的夫妻一个下马威，刮起了长

达 3 天的沙尘暴。狂躁的大风怒吼着，似

乎要把房屋的顶棚掀翻才作罢，尘土拼命

地朝着每一处缝隙里钻，小小的警务室到

处弥漫着呛人的味道。小两口只能戴上

口罩睡觉。沙尘暴过后，房门被沙土掩

埋，徐乃超不得不从窗子里跳出，将半米

深的沙子铲走，李文娜才能走出房门。

“边疆确实是遥远的存在，这里没有

风花只有风沙，没有雪月只有清苦，不过，

还好有我在他身边！”李文娜有写日记的

习惯，在收到这场强沙尘暴的“见面礼”之

后，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艰苦的挑战远不止这些。吃水要到

20 公里外的边防连队去拉，菜由 85 公里

外的银根边境派出所供给，仅有的风力发

电只能维持 4 个小时的夜晚照明，通信则

只能靠信号扩大器勉强维持手机基本通

话，走出警务室几公里，信号就一点没有

了。洗澡、看电视、网购更是只能存在于

脑海中的奢侈。面对困难，小两口自己想

办法，炉子坏了自己动手修理，没有柴火

就到野外去拾枯树枝，没有网络信号就听

收音机娱乐。不过，最难熬的是午夜。一

阵阵呼啸的风夹杂着野狼的嗥叫，听得直

叫人脊背发凉。

当新鲜和激情退却，如此艰苦的条件

下，城市女孩李文娜能否在边境待得住？

这成了压在徐乃超心上的一块石头，但很

快，这个顾虑就打消了。

警务室有 5 间房，分别是厨房、办公

室、宿舍、库房和供往来群众歇脚的休息

室。在两人宿舍的墙上有一张大大的结

婚照，格外引人注目。原来，为了营造家

的温馨，李文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这

张结婚照带到了警务室。徐乃超问及原

因，李文娜说：“家要有家的样子。从今以

后，进了家门，我说了算！”

“对，你说了算。”徐乃超掩饰着内心

的喜悦，帮助李文娜一天天把这个“家”布

置了起来。

彼此之间有了爱人的陪伴，徐乃超和

李文娜战胜了一次次挑战，成功在边境一

线安下了家、扎稳了根。

每当夜深人静时，李文娜总是嚷着让

徐乃超讲述他的经历。二人相恋 1 年，结

婚 3 个 月 ，在 一 起 的 时 间 加 起 来 不 到 60
天。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有大把时间回忆

过去，畅想未来。

二

1991 年，徐乃超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

特。家中不少长辈都在部队当兵，这让小

乃超对军旅生活充满了向往。

2008 年 12 月，徐乃超终于穿上这身

橄榄绿。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内蒙古

最西部的武警阿拉善盟边防支队（阿拉善

边境管理支队前身）服役。火热的部队生

活让他每天都在成长。两年义务兵服役

期满，他毫不犹豫地递交了继续服役申请

书：“这个兵我还没有当够！”

2011 年，黄河阿拉善段发生险情，部

队立即进行抢险救灾。徐乃超毅然报名，

奔赴抗洪一线。在堵住一个缺口时，战士

们将沙袋填进去，却眼见着一个个沙袋被

冲走。怎么办？现场指挥当即决定派人

深入水中去钉木桩，以阻挡沙袋被冲走。

“我来！”关键时候，徐乃超又是第一时间

报名。任务圆满完成，他获得了军旅生涯

的第一次嘉奖。

“要组建维和警察防暴队了，听说是

去非洲利比里亚。”2014 年初，正在老家休

假的徐乃超接到战友的电话。

“ 这 是 很 多 军 人 梦 寐 以 求 而 不 得 的

机会，我应该报名！”虽然对“维和警察防

暴队”知之甚少，也不清楚那个遥远的国

度究竟如何，但身为军人的徐乃超本能地

觉得，出国维和也是报效祖国的一种方

式，是值得一辈子骄傲自豪的事。

第二天当确定消息属实后，徐乃超立

即取消休假返回部队，递交了报名表，参

与选拔训练。“训练 3 个月，需要熟悉掌握

30 多个训练课目，一天只能睡 6 个小时，

光作战靴就磨坏了 6 双。”那是徐乃超所经

历的人生中最严酷的军事磨炼。凭借着

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最终他从几千名报名

者中脱颖而出，和其他 139 名战友一道如

愿戴上了蓝色贝雷帽。

胸前佩戴国旗的徐乃超终于到达了

遥远的西非大陆。“蚂蚁有蜜蜂那么大；一

不留神毒蛇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那种半

米多长绿色的蜥蜴，就像我们这里的‘沙

爬爬’（阿拉善沙漠地区的沙蜥）一样随处

可见……”

那里的天气会“变脸”，一会儿晴空万

里，炎热无比，一会儿电闪雷鸣，倾盆大

雨。长期的暴晒和风沙，使得几乎没有人

能逃脱皮肤皲裂、脱皮的折磨。

2014 年 埃 博 拉 病 毒 肆 虐 西 非 ，面 对

随时到来的危险，徐乃超所在的中国第

二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没有一

人退却。

“还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难忘，每次

我们出去执行任务，利比里亚的小娃娃都

会跟着我们的汽车跑。非洲的孩子认识

中国国旗，他们知道我们是文明之师、威

武之师，所以特别喜欢和我们打交道。”

“维和的经历使我真切地意识到：我

们并非生在和平的年代，而是生在和平的

国度，身为中华儿女，是何等幸福！”

…………

“这 就 是 那 枚‘ 联 合 国 和 平 勋 章 ’的

故事。”

李文娜被徐乃超的讲述吸引着。“人

非生而无畏，只是心有担当。我们一定能

守好祖国的边境。”望着大漠戈壁中的繁

星点点，李文娜发出感慨。

当晚，她在日记本中写下一句话：“有

一种经历，叫忠诚！”

三

在警务室 3000 多平方公里的边境辖

区里，仅居住着 8 户群众。徐乃超夫妇的

到来绝对算得上轰动辖区的事情。牧民们

热闹地议论着这对夫妻民警的到来。当

然，淳朴的他们知道小两口初来乍到，肯定

会遇到很多困难，自发地伸出了援手。怕

夫妻俩冻着，恩图格日勒送来柴火；怕警务

室没有水吃，胡日岱送来一车饮用水……

“人心换人心，不干出个样子来，就对

不住辖区的老百姓。”夫妻俩下定决心。

警务室组建后不久，徐乃超夫妇就开

始了警务工作，下乡走访、边境踏查、抢险

救援……他们要尽快熟悉辖区的情况。

“咱们能不能申请一个医疗室，我负

责管理。”一天，李文娜跟徐乃超提出了一

个想法。原来，夫妻二人在下乡走访时得

知，年逾古稀的蒙古族额吉（妈妈）敖云高

娃患有老年慢性病，每天都得到 85 公里外

的银根苏木去做理疗，来回 170 公里的搓

板路，既耽搁了牧业生产，又加剧了病情

发展。李文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徐乃

超当即表示赞成，并很快向上级反映了情

况。10 天后，便民医疗室组建，不仅配备

了 20 件医疗器材，还随车带来 3000 元常

备药品。后来，在李文娜的精心照顾下，

敖云高娃的病情有了很大改善。现在，她

已经可以骑上小摩托追赶骆驼、牧羊了。

牧民焦多文夫妇年事渐高，儿女又常

年不在身边，家中许多重活都积攒下来。

徐乃超夫妻定期到老人家中劳动，从饮羊

喂羊到盖圈垛草，小两口练就了一身干牧

活的本领。牧民们竖起大拇指：“小徐警

官干起活儿来，就是个牧民的样子嘛！”

“便民商店成立了，都是米面粮油等

日常生活用品，有需要的随时联系我。”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便民快递点

开通了，谁需要寄快递来警务室，大家的

快递我也帮着签收，下乡时带过去。”

“警务室新来了一批图书，主要是牛

羊防疫和沙生植物种植的，大家感兴趣的

可以来看看。”

徐乃超和李文娜不断延伸着服务群

众的触角，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小小的警

务室变成了阿拉善左旗北部边境地区的

“文化中心”。而他们也成功完成了由“外

来户”到“自家人”的转变，牧民家里有大

事小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连做顿

好吃的，也一定让小两口来吃一口。

徐乃超还将附近群众纳入群防群治

组织，牧民在放牧的同时，自愿当起了哨

兵。徐乃超这边有任务安排时，哪怕家里

的活儿再忙，大家都会二话不说受领任

务。用牧民的话说：“咱自己的国家，自己

的土地，必须要守好！”

斗转星移、日升日落，大漠边境的岁

月里，徐乃超、李文娜奔波在边境一线，耕

耘着夫妻俩共同的事业。每一次和丈夫

共同巡逻踏查边境线，在庄严的界碑面

前，李文娜总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她

变得坚强勇敢。“和爱人共守边疆，用脚步

丈量祖国土地，这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李文娜说。

2023 年 5 月，徐乃超获得“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颁奖结束后，不爱拍照的他

专门请别人给自己照相：“这枚奖章里有

妻子一半的功劳，我想拍一张最好看的照

片发给她。”千里之外的李文娜也抑制不

住内心的激动：“他是我的骄傲，是我们全

家人的骄傲。”

如今的徐乃超，依旧会给李文娜讲故

事，不同的是，听众由一个人变成了两个

人。2023 年 6 月 7 日，徐乃超和李文娜的

女儿出生了，夫妻俩给孩子取的小名叫漠

漠。徐乃超说，是为了纪念他和妻子守护

的这片沙漠。徐乃超计划着，等到明年，

就让李文娜带着孩子来边境，一家三口一

起戍守边疆。他说，在边境成长的童年，

更有爱国情怀，也更有责任感。

眼下，徐乃超的工作还有很多，帮牧

民们的阿拉善奇石找销路，想办法出售牧

民们的羊和骆驼，为群众安装净化水设备

……他一直在忙，忙着他所热爱的边防，

忙在祖国和群众需要他的地方！

图①：徐乃超、李文娜开展辖区踏查

期间，在制高点瞭望。

图②：徐乃超、李文娜进行义务劳动，

帮助群众捡拾过冬取暖柴火。

图③：徐乃超、李文娜开展边境巡逻

期间，在边境界碑前合影。

以上图片均为旷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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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如今的“三河汇碧”竟

然如此美。

永川，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重

庆西部，原属四川省管辖，1983 年

并入重庆市。城内，临江河、玉屏

河 、跳 蹬 河 三 河 汇 碧 ，形 如 篆 体

“永”字。有一种说法，这就是永川

名字之由来。其中，发源于永川宝

峰镇的临江河，永川段长达 88 公

里，最后在江津朱杨镇汇入长江。

我初到永川是上世纪 90 年代

后期。下了火车，出了拥挤的火车

站，坐人力三轮车到萱花路的招待

所。一路上，只见街道平坦、商铺

林立、海棠盛开。对于出生在川南

农村的我来说，一下子就有了一种

天然的亲切感。可是，等到安顿下

来，却发现城区的临江河等几条河

流浑浊不堪，河面上还漂着垃圾，

这让从小在水边长大、喜欢水的我

怅然若失。

没过多久，开货车的表姐到重

庆 送 货 ，顺 道 来 永 川 看 我 ，住 在

我家。当时，我和爱人住在三河汇

碧片区的玉屏南路，借住大姑妈家

的房子。白天，表姐到城北的茶山

竹海去玩，丰富的植被、良好的生

态，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谁知

到了晚上，河水的臭味飘进屋内，

害得她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天刚

亮，表姐就离开了我家。

“这里河水污染严重，街道狭

窄，道路泥泞，环境太差了，长期

住下去，肯定对健康不利。”表姐

临 走 时 说 的 一 番 话 ，让 我 难 忘 。

其实，那时的我也深受其害。

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三河汇

碧片区，人口密集，热闹非凡。河

中取水饮用、河畔洗衣服、岸边垂

钓、孩子们在河边嬉戏的场景，成

为 不 少 老 一 辈 永 川 人 的 美 好 记

忆。可是，随着城市扩张，岸边生

产生活污水无序排放，河流污染日

益严重。三河汇碧的美景逐渐消

失，临江河、玉屏河、跳蹬河无一幸

免。表姐说的没有错。很快，我们

也搬离了三河汇碧片区。

那些年，父母多次劝我离开永

川回四川资中老家。但是，我在永

川工作、结婚、生子，永川已然成了

我的第二故乡。我一直在自己热

爱的文学之路上行走着。我写永

川的人，写永川的事，写永川的景，

写永川的情。字里行间，我无数次

憧憬，临江河等河流又见清澈，三

河汇碧美景重现。

现 在 ，我 的 这 一 愿 望 终 于 实

现了。2017 年是三河汇碧片区的

转折点，也是临江河等河流迈向

蝶变的第一步。永川区启动河流

治理工作，将临江河流域综合治

理作为全区“一号民生工程”。经

过 治 理 ，城 区 三 河 汇 碧 、水 景 公

园、棠城公园、兴龙湖等亲水景观

接连建成，临江河水质由劣Ⅴ类

提升至Ⅲ类。2020 年临江河被评

为重庆市“最美河流”。2022 年临

江河入选全国首批“幸福河湖”建

设项目。

前些日子，表姐又到永川来。

一来是送表侄上大学，二来是想看

看我新买的“水景房”。

我们在永川高铁站接到表姐

一家。高铁站左前方便是红旗河，

河水清澈见底，岸边，各种花儿色

彩斑斓，美景让表姐移不开眼睛。

坐上车，经世通大厦、科技片场，过

永川里、渝西之眼……表姐一边拍

视频一边感慨，永川新城的变化日

新月异，今非昔比。

我们到棠城公园吃了鲜嫩的

永川星湖鱼，然后漫步红旗河棠城

公园段。河水碧绿，一群孩子正在

河畔嬉戏、网鱼。看着那些郁郁葱

葱的挺水植物，表姐说，永川的新

城就是比老城好。我笑着说，新城

有新城的好，老城有老城的妙，很

快你就会知道。

来 到 老 城 三 河 汇 碧 片 区 ，只

见盈盈清水流淌、奔向前方，水面

波光粼粼，岸边翠柳轻拂。永川

古 城 墙 遗 址 、亲 水 广 场 、创 新 书

店 、文 艺 茶 吧 、品 牌 咖 啡 …… 如

今，三河汇碧片区还打造了文创

街，成为永川最时尚的宝藏街区，

在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引导产业

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永川

市民纷纷来到这里亲水、玩耍、休

闲 ，外 地 游 客 也 专 门 过 来“ 打

卡”。眼前的三河汇碧片区，巧妙

地将古典元素和现代元素融为一

体，好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生态画卷。三河汇碧的美景重

现，让表姐连连惊叹。

接 到 表 姐 平 安 到 家 的 信 息

时，我正站在家中临水的露天阳

台上。抿了口永川秀芽，想到表

姐打算来永川发展，我情不自禁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几张三河汇碧

的图片。如今的临江河等河流、

如今的三河汇碧，已成为永川最

美的风景。

三河汇碧润永川
海清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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