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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喜马拉雅深山中风雪交加。
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环绕四周，海拔

4655米的山尖上，詹娘舍哨所傲然耸立，犹如
直插长空的利剑，更像悬在云中的孤岛。

冰雪锁不住春风，高山挡不住深情。雪
山下，西藏亚东县仁青岗村的达吉、次仁曲珍
和普赤3位藏族阿妈聚在一起，牵挂哨所战
士的生活，寻思着过年了，再给战士们送些家
里种的新鲜蔬菜。

雪山上的杜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40年间，她们从风华正茂的“阿佳”（大姐），变
成两鬓斑白的“莫啦”（奶奶）。她们坚持为边
防战士背送蔬菜的脚步风雪兼程，她们拥军
护边的故事回荡在雄伟的喜马拉雅山中。

从“阿佳”到“莫啦”：40年风
雪送菜路

“阿妈啦送菜来啦！”不知谁喊了一声，距
离詹娘舍哨所6公里外的则里拉哨所顿时热
闹起来。

战士们请阿妈到炉旁烤火，达吉则递上
一壶自己打的甜茶。

看着小战士杨鹏程布满冻疮的手，达吉
阿妈心疼得一把捧起来，贴在脸上。“孩子啊，
要多爱惜自己的身体！”

仁青岗村，一个距离拉萨500余公里、隶
属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下亚东乡的
偏远村落。春节前，村里3位阿妈——63岁
的达吉、68岁的次仁曲珍、63岁的普赤，背着
3大包、每包几十斤重的新鲜蔬菜，从村口出
发，乘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冒雪前往雪山
之巅的边防哨所。

背包里，装满3位阿妈对边防战士的深
情与牵挂。从1982年起，每周两三次，她们已
经40年不间断地给边防哨所送菜。

受大雪影响，道路阻断，考虑到阿妈的身
体状况，詹娘舍哨所的战士下到则里拉哨所
将菜接上山。

“我是1959年出生的，这一年西藏百万农
奴解放。‘金珠玛米’（解放军）很伟大，西藏是
他们解放的。我们的家，也是他们在保卫。”

达吉对第一次给哨所送菜的情景记忆犹新。
“早些年，边防哨所条件非常艰苦，吃上新

鲜蔬菜是战士们的奢望。我和一名叫日珠的同
乡，就决定给哨所送菜。后来日珠身体不好，次
仁曲珍和普赤加入送菜的队伍。”达吉说。

“那时经常早上四五点摸黑出发，照着小
手电，翻山越岭走八九个小时，回到家常常是
深夜。”次仁曲珍说。

为了给更多的哨所送菜，她们还扩大蔬
菜种植面积。

从海拔2000多米到4000多米，从亚东河
谷到雪山之巅的40年拥军情，正如雪山绵
绵，却危险常伴。

一次，3位阿妈路上遭遇一头狗熊。她们
想起父辈们说狗熊怕光，就用手电筒直射狗
熊的眼睛，3人不敢动也不敢喊……好在对峙
10多分钟后，狗熊掉头走开了。

有一年冬天，风雪特别大，她们在山里迷
路了。“哨所到底在哪？我们3人一着急就

‘呜—呜—呜’地大声喊，果然听到哨所的狗
叫声，顺着声音最终找到哨所。”次仁曲珍回
忆说，午夜时分，她们把蔬菜送到哨所时已筋
疲力尽，战士们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40年过去，3人的足迹遍及詹娘舍、则里
拉、东嘎拉等10多个哨所。她们把青春留在
雪山之上，也把拥军护边的深情镌刻在雪山
之巅。

背菜之余，她们还帮战士们收发信件包
裹，转送维修小电器，成为一茬又一茬边防战
士共同的阿妈。3位阿妈的家，早已成为边防
官兵探亲、休假中转乃至相亲的“家”。

500多封“兵儿子”的来信，800多张“母
子合影”，一个个代请阿妈转寄包裹的泛黄信
封，一声声“想你”的语音，是阿妈们留存的

“宝贝”，也是军民鱼水情的深深记忆。

捧在手心里：“一辈子做一件
深情的事”

“老班长好！”
“阿妈啦过年好！身体好吗？我好想你

们啊！”
从祖国边陲西藏到贵州的千里连线，腊

月二十四在达吉阿妈家里进行。
“当年你们在上面时，条件太艰苦，现在

各方面都改善了。你站过岗的哨所条件好多
了，夏天车子能上去，能吃上新鲜蔬菜，有自
来水，还能用电暖器烤火。请你放心哈！”达
吉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讲述着哨所的变化。

“太好了！几十年来，你们坚持为哨所官
兵送菜送信，每每想起你们，想起你们给我取
的藏族名字达贵，我在工作中就有使不完的
劲儿。你们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好阿妈！”

“战士们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现在是不
行了，老咯……”次仁曲珍难抑思念之情，掩
面抽泣。

“在我心里你们永远都不老！要多保重，
年后我抽空来看你们！”电话那头，退役26年
的老班长陈永远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群山环抱中的仁青岗村，宽阔平整的柏
油路纵横延展。路两旁，一栋栋错落有致的
二层新楼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

清晨，次仁曲珍家的藏式火炉烧得正
旺。火炉上，已经煮好的甜茶正在锅里翻涌；
窗台上，一盆盆绿植焕发着新春的生机。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的战士们带着爱人来
到3位阿妈的家。

战士和军嫂们拿着铁锹、扫帚，为老人家
铲除积雪，贴上春联和窗花，挂上喜庆的红灯
笼，并送来果蔬、米面和新年祝福。

“巡逻和执勤很苦吧？手都脱皮了……”
摸着战士们的手，普赤满眼心疼。当听说军
嫂成摇是老师后，次仁曲珍直夸当老师好，可
以为国家多培养人才。

“国家是大家，我们家是小家。”拉着阿妈
的手，成摇说，“来到军营我才真正理解，只有
军民团结，才能边疆稳固！”

阿妈达吉的身上，如今仍留有送菜时的
冻伤。

“战士们就是我们的亲人，我愿意一辈子
就做这样一件对战士们深情的事。”达吉说，

“早些年，条件有限，战士们很不容易。希望
他们退伍脱了军装能不忘初心，在祖国各地
不管是什么岗位，都能像当兵时一样去拼搏，
做对祖国有用的事情。我们老阿妈会一直等
着他们的好消息！”

如今，战士们有了丰富的后勤保障，还可
以通过手机App下单订菜。

战士们劝3位阿妈不要再送菜了，但她
们依然没有停下脚步，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精
心挑选一些新鲜蔬菜送到詹娘舍哨所。

“已经习惯了，隔段时间不去，心里就空
落落的。”次仁曲珍说，“到哨所看看战士们的
生活，和战士们聊聊天，心里就踏实多了。”

“阿妈们也知道哨所生活条件好了，如今
给战士送自己种的菜，背的不再只是物资，更
多的是军民团结一心的温暖和亲情！”西藏军

区某边防团政委应成虎说。

有国才有家：“永远的兵妈妈”
悬崖峭壁上，凛冽风雪中，踏着齐膝甚至

齐腰深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记者从亚东县
城用了5个多小时攀爬上詹娘舍哨所。

尽管孤守云端，这里的生活并非与世隔
绝。近年来，高原边防哨所水电路讯网等基
础设施大幅改善，哨所内卫生间、洗漱间、厨
房、锅炉房、医务室等一应俱全，战士们还开
辟出文娱室、图书室、军营网吧等休闲区。

谈到生活之变，詹娘舍哨所班长常科感
慨良多：“过去，哨所用水都是大难题，上厕所
只能到室外。现在，哨所建起蓄水间，可以将
水抽到山上，战士们用上电热水器洗澡，平时
还能和家人视频连线。”

詹娘舍哨所之变是西藏边防巩固、边境
发展的一个缩影。

“目前，全县所有行政村通了柏油路或水
泥路，接入了国家大电网，实现了自来水入
户。”亚东县县长扎西次仁介绍，全县2021年
人均年收入已达2.1万元，军民团结一心守边
疆的局面更加巩固。

在3位阿妈的带动下，真情拥军的队伍
越来越壮大。

57岁的归桑是切玛村人，已坚持为边防
哨所送菜27年。“每次送菜回来，心里就特别
满足，像是完成了一份心愿。”归桑说，“要继
承拥军好传统，送菜送到自己走不动为止。”

40年来，3位阿妈背菜拥军的事迹感染
着一茬又一茬战士，也鼓舞着更多的人关心
詹娘舍哨所，关心守土固边。

“我不能像阿妈一样给你们送菜，但我希
望能带给你们温暖。雪山上没有鲜花，这是
北京银杏叶做成的玫瑰，永远不会凋零！”一
名在读大学生在给战士的信中这样写道。

除夕夜，一场与“云中哨所”詹娘舍官兵
“云守边”的直播活动，看哭了无数网友。

“我余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还能见见退伍
的老兵。因为我们老了，我想他们，我怕再也
见不到了……”话刚出口，3位老阿妈掩面摇
头，热泪长流。

“我从雪山走来，雪山有我慈祥的阿妈
啦，她是我一生的牵挂。哦，我走出了雪山，
阿妈依然为我祈祷……”

风雪骤歇，《雪山阿妈》的歌声传来。雪
地里阿妈蹒跚且伟岸的身影，正如拥抱雪山
之巅的最美云霞。 （参与采写 黄鑫）

雪山之巅，有我慈祥的阿妈啦
——詹娘舍哨所跨越40载的深情与力量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张京品 陈尚才 李清华

拉萨市文明办开通不文明行为举报通道
商报讯（记者 张琳）为提醒广大市民注重日常生活细节，遵守文明行为规范，做一个文明的市民，鼓励

群众对于不文明行为要敢于发声、勇于说不，让不文明行为越来越少，近日，根据《拉萨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拉萨市争做文明市民（农牧民）倡议书》，拉萨市文明办开通了不文明行为举报通道。

可举报范围

1、高空抛物、破坏垃圾箱、公益广告牌、防护栏、隔离
墩等公共财物的行为；

2、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践踏花草、毁坏树木的行为；
3、乱张贴、涂写、散发小广告的行为；
4、行人乱闯红灯、乱穿马路、翻越护栏的行为；
5、机动车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不按道行驶、车窗抛

物、大声鸣笛、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的行为；
6、出租车不打表、拒载、拼客、不主动开具发票的行为；
7、摆摊设点不规范、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的行为；
8、丢狗弃狗、遛狗不拴绳、不清理宠物粪便的行为；
9、在旅游景区景点强买强卖、乱刻乱画的行为；
10、违反生态保护规定乱放生的行为；

11、在设有禁烟标志的公共场所吸烟的行为；
12、建筑工地不按规定设置围挡、刊播公益广告的行为；
13、不节约粮食铺张浪费的行为；
14、其它不文明行为。
凡属市民个人举报提供的视频、图片等资料一经采

用，将给予100元至500元的奖励。

举报方式
拉萨市文明办邮箱：lswmbgt@163.com 联系电话：0891-6328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