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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的雪域腹地，依旧寒风呼啸。伫

立远眺，草原向远方的天际延伸，尽头处

山峦起伏，山顶的雪与蓝天白云互相映

衬。这是多少人一生难见的壮丽奇景，而

樊朋利早已视若平常。在女子战炮班服

役，几乎每年她都要在这里开展野外训

练。这里的草木山林，早已深深印在这个

广东女孩心里。

她所服役的西藏军区某部女子战炮

班于 2015 年组建，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

旗集体”。现在，这支平均年龄 24.5 岁的

队伍，正在雪域高原奏响一支属于她们的

巾帼战歌。

不爱红装爱武装

“为何‘不爱红装爱武装’？”

对女子战炮班的成员来说，这是她们

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但这些来自五湖四

海 的 姑 娘 们 给 出 的 答 案 ，却 难 以 一 语

概括。

樊朋利，1994 年出生的她已经是全

班最“老”的兵。当年从学校毕业后，偶然

看到入伍的通知，樊朋利“突发奇想”动了

当兵的心思，应征入伍，没想到在雪域高

原一干就是 8 年多……

贾濡菲，现任班长，早早立下了当兵

入伍的志向。大学即将毕业，她选择入

伍。面试官问她：“西藏你敢去吗？”彼时

刚 刚 20 岁 的 少 女 咬 着 牙 应 了 下 来 。 这

位 1997 年 出 生 的 山 东 姑 娘 从 此 告 别 家

乡的海风，拥抱高原的凛冽寒风……

周 晨 晨 ，这 名 个 头 不 高 的“ 重 庆 妹

儿”，是一名 00 后。她所在的高校有当兵

入伍的传统。刚进大学的她总提不起学

习的劲儿。有一天，她偶然遇到学校里入

伍归来的师兄师姐，突然意识到自己“不

能这样虚度大学时光”。她选择像那些师

兄师姐一样应征入伍，并来到西藏……

来自不同的地方，怀揣着不同的初

衷，这些姑娘在雪域高原被火热的军营熔

铸，成长为合格的战士。

贾濡菲在拉萨报到的第一天，就被樊

朋利的“飒”给迷住了——“那就是我想象

中一名女军人的样子。”多年之后，贾濡菲

依旧记得当初第一次见到樊朋利的样子：

一头爽利的短发，走路仿佛都带着一阵

风，说话做事刚毅果决，里里外外透出一

股干练劲儿。

“我是你们的新兵班长，这段时间你

们的训练就归我安排了……”樊朋利的话

犹在耳畔，严苛的训练随即而来。运动、

摔打……这些本就激烈的训练，在高原上

给贾濡菲带来了更加沉重的身体负担。

看着樊朋利等人的示范，贾濡菲跟着做训

练动作，心里只想着把动作做得快、做得

准。回到营房休息时，才发现身上青一块

紫一块，“挨着床板都直叫疼”。

但贾濡菲没有放弃。“成为像樊朋利

一样‘飒’的女兵”，这个梦想一直支撑着

她。“曾经，我只是向往军营。至于到底要

做什么样的人，我其实并无实感，直到见

到了班长。”她说。

对 00 后周晨晨来说，部队生活还带

来一项“挑战”，就是与手机保持距离。入

伍前，她一直手机不离身。在寝室躺在床

上 ，手 机 一 玩 一 整 天 ，曾 是 她 生 活 的 常

态。但是，刚入伍的第一天，她的手机就

按照规定被管理起来了。

习惯了多彩的大学生活，训练的日子

显得简单、枯燥。但正因这份简单，那些

吉光片羽的记忆在周晨晨的脑海里分外

清晰明朗。2019 年 12 月，训练的第三个

月，正好是她 19 岁的生日。那一次，樊朋

利和贾濡菲离开营地，专程为周晨晨买来

了蛋糕。营房里的战友下厨，给她下了长

寿面。吃着战友煮的面和专程买来的生

日蛋糕，周晨晨心里分外感动。

由于手机使用时间大幅压缩，过去

“手机不离身”的周晨晨甚至一度忘了手

机的开机密码。多次尝试无果，她只能拜

托当时的班长贾濡菲给自己家里人打电

话，询问他们是否记得自己的手机密码。

除夕那天，家里人接到周晨晨的电话，心

里既充满着联系上女儿的喜悦，又对她的

经历忍俊不禁——“原来，部队生活真的

能治好孩子依赖手机的老毛病。”

而周晨晨清楚地知道，与家人许久不

见，自己身上的变化还远远不止于此——

她如今已经不是那个稚嫩的大学生，而是

一名军人，一名属于光荣集体“女子战炮

班”的军人。

“我们并非不爱红装，只是更爱‘武

装’。”樊朋利说，“告别红装拥抱武装，我

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初衷。但正是在部

队的经历，造就了我们对军营的热爱和忠

诚，将我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人凝聚成

一个集体。”

谁说女子不如男

“驻训嘛，我想象中应该就是跟大家

常说的野外生存一样，要爬山上树，要自

己找吃的喝的，应该会很有趣吧。”初上高

原的战炮班新兵刘珊对野外驻训充满了

幻想。

她当时不明白，老兵班长为什么露出

了意味深长的笑容，直到她真正来到了驻

训场——驻训第一天的帐篷搭建工作，就

把刘珊的幻想击碎了。

厕所、居住帐篷、晾衣房等，都要与男

兵区分开来，因此女兵班搭帐篷的任务比

男兵更加繁重。为了确保晚上能够入住，

女兵班需要在天黑前完成 4 顶帐篷的搭

建，这其中还包括挖坑、平土、修排水渠、

铺设伪装网、完成帐篷内设施摆放等一系

列工作。而女兵们抵达驻训场时已经是

下午 2 点钟。

火箭炮按照计划到达预定阵地，大家

刚刚展开车辆没多久，一阵冰雹就劈头盖

脸地砸了下来。

“ 各 炮 迅 速 撤 收 车 辆 ，做 好 隐 蔽 伪

装！”收到指令，战炮班的女兵们迅速行动

起来。为了不影响操作速度，她们连雨衣

都没穿，就爬上车顶安装炮衣。由于气温

低，冰雹落在炮衣上不能很快融化，本就

沉重的炮衣此时搬运起来更加吃力。“一、

二，加油！”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终于在

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了隐蔽伪装工作，返

回车内。

在高原开展各类操作，对体力是个挑

战，对女性来说尤为如此。但是，战炮班

的女兵不服输：“我们就是要比男兵干得

更好！”

有一次，战炮班所在西藏军区某部要

开展一场远火专业综合性练兵比武。时

任班长的樊朋利向连队建议：由她带领女

兵炮手与男兵班同台竞技。

“班长，和男兵班比武，咱们能赢吗？”

周晨晨心里没底。

“不要怕！没问题！”樊朋利从事远火

专业 6 年，她知道这次比武不仅是单兵专

业技术的较量，更是全班协同的比拼。“我

们都是大学生士兵，专业技术不在话下，

默契程度也很高。”她说。

备战比武，樊朋利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快！“‘快’是炮兵的命！”

想要“快”，就得人人“不掉链子”，个

个协同配合。可她们在对位装填训练中

失误频发：有时是团队配合失误，没有一

次性将挂臂挂接到位；有时是炮手对中

（炮弹中心对准炮管中心）时间过长、吊弹

（炮手操作吊臂吊起炮弹）不及时……

“6 炮手，空吊的时候，换向阀的油门

速度再快一点，衔接要更顺畅……每个人

都要做好提前量，压缩动作时间……”樊

朋利一次次叫停训练，一一指出并纠正大

家在操作过程中的问题，指导大家一点点

改进完善。这样极

其消耗体力的练习，

每 天 都 要 重 复 数

次。但没有一个人

觉得枯燥，没有一个

人敢懈怠，大家都不

愿意因为自己的原

因拖累集体。

比 武 的 日 子 终

于到来。

女 兵 们 的 其 他

考核成绩，整体与男

兵相差无几。但在

与指挥车建立通信进行通信组网的时候，

新兵陈凤交由于太过紧张出了小差错，导

致其所在的环节比平时慢了，耽误了几分

钟。对手抢占先机，她们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一共要装填数发火箭弹，慢几分钟

几乎意味着对手提前获得优胜。

樊朋利立刻调整心态：“稳住，我们

能行！”按照平时的训练，她们每一个人

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细心操作，努力把动

作 做 到 极 致 。 汗 水 划 过 她 们 晒 黑 的 脸

庞，坚毅与沉着的光在她们眼中闪动，一

连 串 精 准 无 误 的 操 作 ，1 发 、2 发 、3 发

……当第三声“咔嗒”声响起，装填完毕，

她们实现了反超。来不及庆祝，“占领发

射阵地！”她们闻令而动，对手在烟尘中

措手不及。

最终，女子战炮班第一时间圆满完成

了任务，取得此次比武第一名。

如今，装备的智能化、信息化发展对

女兵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它缩短了男女

兵之间力量的差距，但是也要求女兵拥有

更加全面的火炮知识。她们努力学习那

些晦涩难懂的机械知识，追着厂家的专

家、师傅们刨根问底，跟着火炮技师们爬

车底、查线路，在故障维修中总结经验，在

实弹射击中检验成果。“对于女子战炮班

而言，只有还没学到的知识，没有解决不

了的困难！”樊朋利语气坚定。

“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对于女子战炮

班的姑娘们来说不是口号，而是熔铸在每

个人心中的信念。

最好的青春岁月

4 年前，作为一名义务兵，樊朋利有

机会选择继续在部队工作，或者退伍回

家。那已经是她第二次选择留下。

在部队，有她习惯、热爱的生活方式，

但是家里也有家人要照顾；退伍回家，健

康有保障，也有更多机会照顾家里，却也

需要面对已显陌生的生活节奏……

“我还可以在这里再做几年，让更多

年轻人成长起来，再离开。”

进入部队不意味着脱离社会。每年

回家休假，樊朋利都在观察自己和同龄人

的不同。她家在广东，老家经商氛围浓

厚，很多同学都在忙自己的事业和生意。

“收入”“利润”“效益”……这些词是樊朋

利在家乡听得最多的。

“ 这 些 当 然 都 很 好 ，但 我 偏 偏 不 喜

欢。”她想。多年的军旅生涯让她对公共

事业更感兴趣。她一直琢磨，如果将来回

到老家，是不是应该到基层工作，这样才

能为老家的乡亲们做更多更具体的事。

在部队生活期间，她闲暇时也像同龄

的姑娘一样，喜欢上网看剧。但是，她的

“偶像”是电视剧《大山的女儿》的主人公

黄文秀。“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就不想

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

要回来的人。”樊朋利对黄文秀的这句话

印象很深，她未来有一天也想像黄文秀一

样，成为那个回家的人，成为那个为家乡

服务的人。

战炮班基本每个姑娘都会面临类似

的选择。贾濡菲记得，自己入伍的最初两

年，其所在的单位一直在西藏某地执行驻

防任务，当时的生活和她想象中差别甚

大，这让她一度萌生了去意。

但是，一次外出任务却让她无法忘怀

——当时，她所在的单位正在野外驻防，

她和战友们一起辛辛苦苦地搭建好营房，

并准备在此驻扎。夜班时，当她走出自己

的帐篷，她看到了此生难以忘记的壮阔景

象——天地空旷寂寥，四野寂静无声，夜

空中巨大的星河倒垂，仿佛倾泻到自己头

顶。远处，一座高耸的雪山直插天际，与

头顶的星河相互辉映。

这一刻，望着远处的雪山，年轻的姑

娘对自己的职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真实

感：“曾经，地图对我们来说是一张纸；现

在，我知道，面前绵延的山峦就是祖国真

实的边疆。”

她 选 择 继 续 留 在 部 队 ，一 次 、两 次

……她在延长自己的服役期限，希望尽可

能把手里的事情做到最好。

而对陈凤交来说，留在部队，还要面

对来自家庭的压力。

陈凤交报名参军，是瞒着家里人的。

当她把自己参军入伍的消息告诉家人，家

人满脸的不理解。特别是得知陈凤交要

去西藏当兵，家人更是坚决反对。“你一个

小姑娘为啥要当兵，那不是男孩子的事儿

吗？”“你要是把身体搞坏了，谁来照顾你

爸妈？”在家族群里，长辈们经常劝说陈

凤交。

考虑到父母和家庭，陈凤交觉得自己

终归是要回去，但她并不后悔自己的选

择。“我的青春我做主。用几年时间来到

边疆，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做国家最需要

的事，这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度过青春的

方式。”她说。

哪怕有朝一日要离开，军旅生涯也在

这些姑娘身上镌刻下深深的印记。更深

刻的东西，则铭刻在女兵们的脑海里。樊

朋利说：“在女子战炮班的时光，是我人生

最好的青春岁月。这里的生活教会我何

为荣誉和集体，何为奉献和牺牲。这里的

一切，都将是我青春记忆里永远回响的一

首战歌。”

图①：女兵在进行炮衣穿脱操作。

图②：女子战炮班成员合影。

以上图片均为赖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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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我是从母亲贴在床边土

墙的旧报纸上认识襄阳的。“襄阳”

二字，字体大而显眼。那时，我在襄

阳下辖的保康县一所乡村小学就

读，语文老师常常为我们讲述“马跃

檀溪”“水淹七军”的故事，并说这些

故事都发生在襄阳。从那时起，我

就对襄阳充满了向往。

直到 1984 年初夏，我到县上工

作，才有了首次进襄阳城的机会。

那天，我坐上开往襄阳的班车，

一路全是土路，且山大弯多路窄，车

子沿途走走停停，花了足足 8 个小

时，天色向晚时才抵达市区。

翌日办完公务，入古城，至东门

桥，眼前豁然开朗，心里腾起无比的

惊喜——宽阔的护城河，沧桑的古

城墙，如同一幅巨 型 水 墨 画 ，赫 然

铺 展 在 我 的 面 前 。 我 知 道 ，这 幅

“画”声名远播，是襄阳古城的半个

“家底”。东门桥就建在护城河上，

桥东是一个很大的圆形花坛，有序

分流着四方车辆。我看着一辆辆

平稳驶过的小轿车，甚感新奇。突

然，一声汽笛长鸣，一列火车“哐当

哐 当 ”驶 过 铁 桥 ，吸 引 了 我 的 目

光 。 这 是 一 列 货 车 ，足 有 一 里 路

长。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火

车！我难抑心头的喜悦，疾步奔向

铁路桥，等待下一列火车到来。

铁路桥上，视野辽阔，汉江穿城

而过，水碧似镜。一江两岸，南襄

（城）北樊（城），虽无高楼大厦，但城

区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放

眼望去，岘山施黛，身护城郭，檀溪

良田千顷，庞公沃野在侧。山美，水

美，城美。一时，我心里好生羡慕那

些乘公交车、骑自行车从桥上来来

往往的人，他们生活在这样一座美

丽的城市，多么幸福！

1986 年，单位推荐我参加全国

成人高考，我幸运地被襄阳师专录

取。读书之余，我分出一些精力，去

感受襄阳的自然山水、人文地理，

试着去了解襄阳灿烂的历史文化、

重要的区位优势，以及兼容并包的

地域特色、崇文善谋的精神气质，

还有丰富的物产、宜居的环境……

结果，我完全沉醉在了襄阳的魅力

之 中—— 谁 说 爱 上 一 座 城 不 需 要

理由？

因 爱 而 生 梦 想 ，因 爱 而 去 努

力。1997 年 6 月，我调至襄阳，实现

了与其朝夕相处的梦想。

踏着时代的鼓点，我与我的同

事行走汉江南北，踏访生产一线，搜

集发展建言。随着一个个决策的实

施，眼见着襄阳的工业由汽车产业

的“一枝独秀”到“多业并举”，农业

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一步步做大做

强；眼见着生产生活、公共服务、社

会治理实现智能化覆盖；眼见着汉

十、郑渝高铁开通……20 多年间，

这座承载着我前行足迹的城市，其

全景式的美好变迁，时时令我感到

难以置信。

去年夏天，我告别工作生涯，有

了充裕时间去体验生活在襄阳的美

好。清晨，加入汉江绿道步行队伍，

水清岸绿，风景如画。细细想来，襄

阳竟然环卧着“一江八河”。曾几何

时，河岸江畔，不少地方杂草丛生，

垃圾成堆，滥采河砂时有发生，水体

黑臭令人皱眉。这丰富的水资源不

仅没有很好地润泽城市，反而给市

民生活带来困扰。这些年来，市里

持续推进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绿

化、美化、亮化城市岸线，绘就了“城

与河交相辉映，人与水和谐共生”的

美丽画卷。

今年，全长近 27 公里的“襄江

大道”全线通车。我选择一个风和

日丽的日子，与妻子开车带上 83 岁

的母亲，从我家新居出发，跨东津大

桥，过鱼梁洲隧道，绕上高架桥。行

车“半空”看襄阳，视觉更宽绰，感觉

更舒爽。从两侧车窗望出去，林立

的高楼看不到尽头。母亲说：“这才

几年时间，襄阳咋就有了这么多又

高又漂亮的建筑！”

母亲的赞叹，让我想起初到襄

阳工作时，城区仅有两栋高楼鹤立

鸡群，大片的居民住宅与工业厂区

错综交织，低矮零乱。而如今，众

多工业企业迁入工业园区，专业市

场进驻物流园区。一幢幢居民小

区，一座座商业综合体，雨后春笋

般在老城区拔地而起；一处处市民

休闲广场，一个个街头公园，似是

宽敞、雅致的城市客厅，招徕着熙

熙攘攘的远亲近邻。

母亲不常住襄阳，对人们惯称

的“一二三四五”桥所指为何不甚明

了。跑完襄江大道，我与妻子特意

带她去“过桥瘾”。车子一会儿行驶

于江北，一会儿行驶于江南，除了把

一江碧水、岸线风景、古城新貌看了

个够外，每过一座桥，我都为老人介

绍 桥 的 序 号 、名 称 、式 样 、建 设 年

代。我告诉母亲，襄阳城区过去仅

有 一 座 公 铁 两 用 桥 ，渡 江 十 分 不

便。而现在，屹立着包括高速公路

桥、普铁桥、高铁桥在内的众多跨江

大桥。它们与城区其他水系上难以

计数的桥梁以及城市立交桥携手，

把襄城、樊城、襄州、东津、鱼梁洲连

通起来，襄阳的山、水、城、洲因之而

畅达。

在母亲的声声感慨中，我脑海

里浮现出王维的那句名诗：“襄阳好

风日，留醉与山翁。”千百年过去，襄

阳风物自是与当年不同，但依旧是

一番“好风日”，而且越来越好，越来

越美，超乎古人所想，更让今人心潮

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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