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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敌人以为只要上甘岭战事吃紧，
志愿军就会动用西方山部队，范弗里特再回
马一枪，打志愿军一个声东击西，从西方山
突破。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秦基伟下定决
心：“不管上甘岭打得如何惨烈，第四十四师
必须死死钉在西方山！”

军令如山！师长向守志立下军令状：
“为了大量吸引、牵制、消灭敌人，我们四十
四师坚决、有力地配合上甘岭作战！”

10月下旬，向守志指挥第四十四师连续
多次向当面之敌发动猛烈进攻，从而造成敌
人在西方山一线全面吃紧，美军被迫从上甘
岭抽出5个炮兵营，以加强对西方山正面防
御。从而大大减轻了侧翼第四十五师的压
力，确保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向守志率部在西方山与敌进行了９个
月的阵地防御作战，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
还依托坑道阵地，积极对敌出击，攻占美伪
军前沿阵地上的上佳山、381、391三个重要
据点。在西方山阵地防御战中，第四十四师
共歼敌18900余人，击落敌机52架，击伤敌
机169架，摧毁坦克53辆、汽车85辆，使志愿
军防御阵地向前推进13平方公里，有力地
配合了上甘岭兄弟部队的作战。志愿军总
部为此兴奋不已，连续通令表彰第四十四
师。此役在西方世界引起震动，被后来的史
学家称为“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阵地防御
战”。

向守志率领第四十四师在解放战争和
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歼、俘敌111400余人。
他身经百战，3次负伤。回国前，任第十五军
参谋长。1954年5月回国后，任第十五军第
一副军长兼参谋长。1956年任第十五军军
长。

1958年，向守志被选送到中国人民解放
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1960年8月
毕业后，创办西安炮兵学校并任校长。建校
初期，最大的困难是教材、器材、人才匮乏。
向守志安排学校训练部部长武庚梅组织曾
跟苏军顾问学过导弹专业的教员一边整理
笔记，一边编写专业教材；基础教材则向国
内有关大学的教授、专家寻求帮助。通过两
年的时间，他们共编写导弹专业和各类基础
课教材近百种，收集有关资料4万余册，解
决了教材的问题。同时，向守志找到那些分
别在中央机关、省、市和军队里担任重要领
导职务的老战友，请他们帮忙，给学校添置
了教学器材，还修建了操作大楼。人才，是
建校之本。然而，建校之初，学校却没有一
名教授。向守志拟订了一份“拔青苗计划”，
拟从全国名牌大学挑选部分优秀的青年教
师和三好学生，经一至两年专业训练，然后
当教员。这个计划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
准。接着，向守志吩咐分管教学的副院长魏
震和训练部副部长黄迪菲到北京，从总政干
部部调来的200多名教授、工程师、讲师的
档案中，选调水平高、年富力强、社会关系简
单、政治上可靠的人员到炮兵学校工作，解
决了人才缺乏问题。在向守志的建议下，
1963年2月1日，西安炮兵学校改名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炮兵技术学院，向守志任院长兼
学院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靠着自力更生
和艰苦奋斗，向守志和同事们终于把西安炮
兵学校建成了一所培养高、精、尖导弹人才
的高等军事院校。

1963年11月3日，向守志率领学院管辖
的导弹第二营，到西北大漠上成功地发射了
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代地地导弹“东风一
号”。当时刚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向守
志拿不出钱给官兵们发奖品，他给官兵的最
高奖赏就是每人两个煮熟的土豆。在餐厅
里，向守志以水代酒，高兴地对参加发射的
同志们说：“我代表院党委、机关和全院教职
员工，向第二营发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说
完，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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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公路：
翻越卡子拉山突遇“六月飞雪”
一天之内经历四季

川藏公路拥有从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
的高山峡谷，一路上有惊、险、绝、美、雄、壮
的景观，因而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
景观大道。

5月13日，张睿从成都出发开启未知的
进藏之旅，经雅安、泸定、康定，于5月17日
傍晚到达新都桥。5月18日，张睿决定骑经
雅江翻过卡子拉山赶到理塘。清晨7时许，
他看到室外阳光明媚，气温也有20多度，便
赶紧收拾好行装出发，随着海拔不断升高，
气温逐渐变低，空气也更加稀薄，虽然有些
缺氧及冷飕飕的，但是身体感觉还算不错，
正在慢慢适应所谓的高原反应。

中午1点多钟，正是一天之中气温最高
的时候，他骑行在翻越卡子拉山的路上，没
想到却看到了“六月飞雪”的奇观。也许真
是应了那句话“高处不胜寒”，在海拔4700
多米的山上，突然一团云雾遮住了天空，接
着鹅毛大雪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地面很
快被白雪覆盖，仿佛来到了一个冰雪世界，
气温也迅速骤降到零下7度。他感觉身体
都有些僵硬了，遂赶紧停车将雨衣裹在外面
御寒，并冒险加快了骑行的速度，希望尽快
翻过令人生畏的卡子拉山。不久，山上就覆
盖了十多公分厚的积雪，他想用手抹去遮住
摩托车头盔的雨雪时，雨雪瞬间就凝结成了
冰凌，身体也冻得瑟瑟发抖。

冒着风雪骑行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张睿
终于翻过了卡子拉山，在山脚下的一家“姐
弟川菜馆”歇脚，先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条，再喝了杯板蓝根预防感冒。张睿说，虽
然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六月飞雪”，但是非常
幸运的是，摩托车并没有在雨雪的路面上滑
倒，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真不知道独
自一个人在冰雪的世界里，该怎么扶起六七
百斤重的摩托车？这段难忘的经历也帮助
他战胜了对高原的恐惧。

珠峰大本营：
夜宿帐篷旅馆看“日照金山”
零下20多度 穿一只鞋要两分钟

在拉萨休息了几天之后，张睿于5月27
日踏上了前往珠穆朗玛峰的旅程。经过日
喀则、拉孜、新定日等，无暇顾及一路上奇异

的云彩、四射的阳光及孤独的野羊等，第二
天下午两点多钟，他赶到了满心期待的那个
离天更近的地方——珠峰大本营。站在海
拔5200多米的珠峰大本营，好像一伸手就
能触摸到蓝天，眼前的美景让人兴奋不已。
然而，强烈的高原反应也让不少游客感觉非
常痛苦。

张睿说，他刚入住8个人一个大通铺的
帐篷宾馆，就看到两名游客因为空气稀薄呼
吸困难，无法忍受强烈的高原反应，刚刚上
山就要死要活地吵着要下山。他也是休息
了两个多小时，才慢慢适应缓过了劲来，怀
着对梦中神山的崇敬，他默默地双手合什朝
着珠峰礼拜。到晚上七八点钟，强烈的紫外
线仍然照得人难以睁开双眼，直到晚上10
点半，太阳才慢慢落山。也正因为如此，他
不仅有幸在珠峰大本营看到了“日照金山”
的美景，还看到了满天繁星和清晰可见的银
河，真是特别特别美，美得令人感觉一切都
不是真实的。然而，恶劣的气候条件也让人
感到恐惧，零下20多度的严寒和呼吸困难，
随时都能让人感到死亡的气息，连弯腰捡一
块小石头都会累得气喘吁吁。

凌晨5点钟，珠峰上虽然已是霞光万
丈，但仍然冷得要命，张睿停放在帐篷宾馆
外的摩托车上，早已包裹上一层厚厚的冰
凌。他起床穿衣至少花了十分钟，就连穿一
只鞋子累得都要歇息两分钟。

新藏公路：
感觉像在天上骑行
险些遭遇狼群攻击

5月31日，张睿离开珠峰，转新藏公路
前往新疆。新藏公路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
上，年平均气温零下9度。沿途要翻越5座
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16个冰山达坂（即
山口），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艰险公路。

张睿告诉记者，从松西乡至大红柳滩是
长达400多公里的无人区，左手边是喜马拉
雅山脉，右手边是冈底斯山脉，除了一条宽
阔的新藏公路，满眼尽是漫漫黄沙和荒滩戈
壁。看到云彩不时从身边飘过，感觉就像在
天上骑行一样。每每经过一个冰山达坂，狂
风裹挟着雨雪袭来，气温骤降到零下20多
度，冻得人浑身颤抖。下午3点多钟，他看
到一辆抛锚的轿车停在路边，车身上已凝结
了四五厘米厚冰块。在如此严寒的天气里，
他所骑的摩托车把手加热装置都失效了，张
睿双手冻得发僵，恐惧、狂风、雨雪阵阵袭
来，让他整个人都感到有些窒息，心中只有

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张睿紧
紧捏住车把手拼命骑行，每每经过一处神山
神水，就鸣三声喇叭以示敬意，默默祈求上
天保佑。在距离大红柳滩不远处，他看到一
群老鹰在天上盘旋，一群野羊和一群狼在荒
滩戈壁嬉戏，画面非常美，便停下摩托车，准
备拍下这个美好的画面。就在他刚刚举起
手机时，有五六只狼竟突然朝他冲了过来。
见势不妙，他赶紧发动摩托迅速逃离了。摆
脱狼群的攻击后，他仍吓得全身冒冷汗，心
中暗自庆幸，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摩托车
还能顺利启动。翻越松西达坂、红土达坂、
奇台达坂等各种冰山达坂，张睿终于在6月
4日抵达新疆喀什市。

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一天后，张睿又踏上
了在天山腹地盘旋的独库公路。6月12日，
在从乌鲁木齐至嘉峪关的“百里风区”，他遇
到了八级大风，摩托车被吹得东倒西歪，为
了保持车辆平衡，他只能先把车速降到50
迈左右，再把身体偏向风吹来的方向“压风
骑行”，终于凭借良好的骑行经验抗住了大
风的考验。

最后，张睿告诉记者，虽然川藏线上的
美好景致确实让人难以割舍，但是一路上也
是危机四伏，危险的崇山峻岭道路，恶劣的
高原环境，随时都会给进藏的旅行者带来意
想不到的危险和困难，他提醒广大车友，最
好不要单独驾车或骑车进藏。

（本报记者 罗烽烈）

危机四伏中感受绝美风景
达州铁血男的西藏新疆骑行之旅

西藏是
一个令人魂牵梦

绕的地方，许多旅行爱
好者心中都有一个自驾或骑行

进藏的梦想。达州铁血骑友张睿日前
终于圆了自己年少时的梦想——单人独骑行

程25000多里穿越西藏新疆，不仅在海拔5200多米
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欣赏到了难得一见的“日照金山”美景，

还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新藏公路上真实体验到了“在天上骑行”的
感觉，也遇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困难和危险。
挑战完成这场艰难程度未知的藏新之旅后，“达州新动力重机会”车友张睿由

衷地感叹：“只有亲身经历过后，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艰辛、刺激和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