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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赏 秋（中国画）
张世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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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国最爱火热军营，爱他的军装、
他的战友、他的事业，这份爱，化为他打
赢征途上铿锵有力的步履。李保国在美
好年华走进军营，用最美的坚守、最美的
拼搏，最美的成绩，在今年建军节前夕成
为中宣部、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的9
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之一。

李保国虽以名言志，从军路却一波
三折。他上高三时就瞒着父母报名参
军，却未能如愿。当兵不成，他就拼命
读书。李保国进了大学的门，但每见穿
军装的同龄人都羡慕不已。

李保国各门专业课成绩都名列前
茅。毕业找工作投递 6份简历，有 5家
单位要他。看着 5家单位，这个好，那
个也中意，李保国犯了难。就在李保
国举棋不定时，听到了部队特招大学
生入伍的消息，他果断放弃这些好单
位，填表报名。随后是笔试、面试、体
检，他均顺利通过，就好像这一切都是
为他而来。

李保国圆了入伍梦，25岁的年龄，
他戎装加身成为一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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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国等三名大学生怀揣入伍通
知书和梦想兴冲冲到某市报到。

他们以为工作就在报到地，看着繁
华的街景很是惬意。没成想，签完到就
被送上车，疾驰往山里去，一走就是七
八个小时。从城市到郊区再到农村，后
来连人影都看不到了。

新战友牢骚满腹，李保国却坦然淡
定，他心里有准备：军人么，不到最艰苦
的地方吃苦受累还算什么军人。

一腔热血的李保国刚到连队就得
了新兵综合症——“吃不消”。

连长“凶”得很，当着新来大学生学
员的面给老兵们交代说：“新来的这几
个大学生要好好调教调教。”

人没有一生下来就会走的，李保国
承认自己有些方面暂时还跟不上趟，但他
乐意放下大学生的架子，跟着老兵们学。

口号喊不响，他就求教一个把口令
能喊出电喇叭音效的班长。那个班长
应得倒爽快，教起来却像是故意在为难
他。领他到山脚下，指一指说，对着喊
吧。他还没喊几声，那个班长就捂着耳
朵走了。他不介意，嗓子喊哑了，又喊
好了。几个星期下来，他口令标准、声
音洪亮，全连算上，仅次于那个教他的
班长。

李保国在大学就入了党。到部队
工作训练不惜力，又在同批学员中第一
个加入“党员突击队”。党员么，啥时候
都是吃苦在前，干活最多。突击队的党

员，更是要突击着干活和吃苦。那时
候，“党员突击队”每周都趁着“边角料”
时间清理垃圾池，说是垃圾池，比影视
剧里的碉堡还要大还要高。李保国那
次是第一回跟着突击队清垃圾，外围干
完，里面的却锈在墙根掏不动。排长围
着垃圾池转了一圈，最后提议得钻进去
掏。办法是个好办法，但大家听了都面
露难色。李保国见没人动，把衣服往紧
里裹了裹，攥起铁锹钻了进去。等他和
万千气味搏斗半个多小时出来时，全身
上下油腻污黑，只有两个眼仁是白的。
他抬头见连长，这个之前总板着脸的威
严上司竟然对他竖起大拇指，难抑兴奋
地说：“你小子，真行！”

这事让李保国悟出一条真经——
在单位里行不行自己说了不算，得真枪
实弹地干出来！

跑 5公里，曾是很多大学生学员迈
不过去的坎。有老兵拿这说事，碰巧遇
上李保国，嘴上较劲不过，就跑道上
比。老兵气喘吁吁冲到 5公里终点时，
跑完6公里的李保国早等着他了。

碰巧那年连长外训，指导员得病初
愈不能剧烈运动，训练带队就交给了刚
当见习排长的李保国。不管哪个班跑，
哪个排跑，还是全连跑，他都跟着一起，
队伍不停他不停。没人知道他的跑步
极限是多少，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李保国当排长第一年，排里不论集
体项目还是单兵课目全部考核优秀，连
里给他们申报三等功。指导员坦诚地
讲，这个功可以给成绩优秀的排里，也
可以给他这个带兵有方的排长，李保国
坚持把功给了排里。

二

短短几年，李保国从一个对部队一
无所知的大学生学员成为标兵连叫得
响的排长，成绩一大堆，荣誉一大摞。
文能写，武敢拼，冲锋在前，带兵有样，
一心想在基层大展拳脚的他，却被举荐
到旅机关。

李保国清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
里需要哪里搬。欣然受命，从李排长转
换身份成为宣传科的李干事。

李保国在山窝窝的营里练就的一
身本事在宣传科用不上，没有队伍让他
带，倒是一大堆制度规定等着学，一份
份上报材料和工作汇报等着写。李保
国不服输，一熬就是大半夜，几个月下
来，算是从标兵排长顺利过渡到合格的
宣传干事。

旅机关工作头绪多、任务重，李保
国虽舍得吃苦、愿意拼命，分内工作也
干得有模有样，但跟“老机关”比，他总
觉得想问题不全面、干工作不托底。于
是得了空闲就“充电”，长本事的同时，
还考上了硕士研究生。

三年学成归来，李保国到了保卫
科，以为自己文能写，活能干，工作上
会顺风顺水，没想到很快就碰了个硬
钉子。

他到保卫科不久，营区的小超市被
盗。他在乱七八糟的现场转来转去却
不知如何下手，不得已请回外调的老科

长取证侦查，才抓获外来的小偷。
这件事让李保国心里五味杂陈，很

是难受了一段时间。他也不给自己找
借口，而是借了一辆自行车，一到周末
就骑着出去了解周围的社情。不论任
务时的行车路线，还是住宅区商业区分
布，以及交通状况、重点人员，等等，他
都摸得仔细、记得清楚，之后再没有出
过岔子，但凡工作范围内的事，都是“一
问知、一口清，问到哪、答到哪”。

李保国在保卫科长任上正干得如
鱼得水，组织上却找他谈话，让他到一
营去当教导员。

一营是个老典型单位，但那几年却
走了下坡路，考核垫底、事故频发，军政
主官双双被换。

李保国工作顺风顺水，家属孩子也
刚聚到一起，他若不去，也有一定的理
由，但李保国不是拈轻怕重的人，组织
让去，他义不容辞。

李保国上任一营教导员干的第一
件事就是摸清一营的底子——开大会，
分析形势，探讨发展；开小会，看训练不
达标的是谁，为啥不达标。总出问题的
是谁，又因什么出问题；一个挨一个谈
心，找重点人问清想不想干，对未来有
啥打算。一圈情况摸下来，李保国发现
兵都是好兵，主要是之前党组织和党员
领导干部的作用没发挥好，他就最先把
这两个松了的螺丝紧紧拧上。

带队伍核心是带兵，兵若个个都呱
呱叫，队伍肯定没得说。一年不到，一营
的老问题都化为零，军事训练也打了翻身
仗。人人都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不想给
集体抹黑，不愿让单位落后。兵跟兵比，
单位跟单位拼，工作抢着干，任务争着
上。训练路上的歌声一波比一波响亮，黑
板报成了挑应战的主阵地。就连稍息立
正靠个脚，如果没有隔壁班整齐响亮，班
长就不解散。

精气神起来了，挡都挡不住，一营
又回到以前的生龙活虎、顶天立地。
2010年 12月，一营被中央军委授予“军
事训练模范营”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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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单位成为全军一流，大家都
说李保国功不可没，也都猜李保国好事
将近，可同一批的这个调了、那个升了，
李教导员还是李教导员，没挪窝也没调
职。再后来，就连毕业比他晚的都升
了，还是没他啥事。

李保国和一营有感情，他不急着
走。组织放心把部队给他带，他毫无怨
言、死心塌地跟着组织走。

他跟往常一样，该训练训练，该上
任务上任务，一忙起来，心被工作装满，
杂事自然就全抛到脑后。

一年多后，一纸调令，他直接从教
导员岗位升任某主力团政委。李保国
比谁都清楚，世上最不好干的事是带部
队，打起仗来是要一较高下，是要死人
的，带得好凯旋，带不好可能就会全军
覆灭。

全团在李保国和团长带领下，开展
“政工干部研军事，军事干部懂政工”活

动，还掀起了大抓专业训练的热潮。他
们从常委开始，不管分管哪摊工作，办
公室里都挂起专业原理图和流程图。
李保国率先垂范，把 30多张之前不怎么
熟悉的流程图和原理图烂熟于心。

年底，他们主动邀请基地司令员带
队到团里抽考，抽到谁是谁，抽到谁谁
讲。第一个抽到的就是李保国，作为政
委的他首炮打响，让司令员既意外又惊
喜，回去后逢大会小会都讲：“把队伍交
给李保国这样的政工干部我放心！”

有一次，团里组织打靶考核，正好
碰上李保国巡查，他看到几个人报靶很
好，而且成绩非常接近，觉得蹊跷。细
察看，果真是虚报了成绩。李保国抓住
不放，不但成绩作废，而且还给现场督
导的干部警告处分。

还有一次，两个参加驾驶员资格认
证的战士因理论考试作弊被现场取消
资格。有人建议成绩作数，哪怕之后再
补训补学也行，否则影响优秀率。李保
国绝不松口——军事训练一级团是拼
出来的，不是弄虚作假骗来的。

团政委当了五年之后，李保国也到
了正团服役的最高年限。

李保国舍不得他的部队，也舍不得
他的兵，可是年龄的杠杠死死地卡在那
里。他不愿多想走留的事。不久，旅政
委的任命到达。

李保国心里清楚得很，组织把他留
下来不是调职晋衔当官的，而是要挑重
担干事的。他这一次走马上任的是一
个新组建的旅，班子是抽组的，营院是
借别人的，官兵则来自不同单位。

他一到任就事出多头，问题丛生，
有人抱怨来错了单位。李保国讲，组织
派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解决问题的，如果
单位建设过得硬，啥都按部就班样样
好，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做什么？

他抓部队先抓人心，人心抓住了，
部队自然拧成一股绳。

有一次，干部科遴选教导员人选，
某干部各方面都优秀，但干部科长提醒
李保国，这个干部在原单位受过处分。
李保国坚持不提拔一个平庸者，也不错
过一个优秀者。他要求干部科长了解
清楚，该干部受处分属当时的领导责
任，无主观过错，当时也有定论，并且根
据干部选用有关规定，该干部符合提拔
条件，不应再记老账，一棒子打死。后
来这名干部就任教导员，自身素质过
硬，带兵也很有一套。

李保国大会小会上都给官兵讲，不
管你以前是哪个单位的，不管你以前是
好是孬，都翻篇了，到了旅里，我们都是
一家人，都要为这个新的家庭添砖加
瓦，贡献力量。

李保国待官兵如家人，官兵同样把
旅当家建。组建一年多，个个加班加
点、猛干巧干，上级组织作战能力考核，
他们百分之百实现目标。

他和战友们枕戈待旦，把备战打仗
的扳机扣得紧紧的。

作为新时代的军人，什么是最美的
姿势？就是实干、奋斗，就是做什么都
做到极致、干到最好，就是把自己的全
部身心投入到强军兴军伟业之中。

最美的姿势
■高满航 杨永刚

故乡一别 30载，梦里依稀有泪痕。
17 岁那年，我从江南水乡来到太行山
下，从此踏入火热的军营。30余载军旅
人生，变的是离家越来越远的一个个战
位，不变的是从军报国的初心，还有那浓
得化不开的思乡情。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入
伍之初，南疆仍有战事，这首《十五的月
亮》唱遍了大江南北，或许是那个年代军
人没有太多的浪漫，唯有月亮最能代表
他们温柔的内心。月色如钩，也勾起了
我的回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
是情不自禁地凝望月亮，思念遥远的故
乡和亲人。

记得在新兵连时，每当有月亮的夜
晚，我便拿出口琴，一遍遍地吹着那个年
代熟悉的旋律：《在希望的田野上》《军港
之夜》《童年》《外婆的澎湖湾》……在这
淡淡的月光下，悠扬的琴声吹响了我绵
长的思念。

我还清晰记得这样温情的画面：江
南水乡，银色的月光下，迎面吹来阵阵凉
风，我和童年的伙伴嬉戏在蛙声如潮的
田埂上，唱着欢快的儿歌，尽情地吸吮空
气中的稻花香。在月光与湖光交相辉映
的小河边戏水，调皮的孩子干脆跳进河
里，把水打得老高老高的，直到父母闻讯
赶来，才忙着提起衣服跑回家中。

家乡老屋边的平台是左邻右舍乡亲
聚集纳凉的地方。南方的夏天酷热难
当，晚上只要不下雨，男女老少一般都会
在外面竹床上睡觉。大人们谈天说地，
多是东家长、西家短，一件很小的事情都
能让他们津津乐道。受大人感染，如水
的月光洒在身上，陪伴着我很快进入一
个个梦境：我想当科学家、想当作家、想
当解放军……年少的梦至纯至美，在心
中如宇宙般永恒。

多年过后，无论是太行山下黄河之
滨紧张的连队生活，还是金陵古都秦淮
河畔军校求学的日子，那一轮明月总会
陪伴我守望远方。

时光如白驹过隙。随着军改大幕的
开启，我背起行装离开妻女和生活多年
的城市，从机关来到几百公里外的基层

单位工作。面对部队的转型重塑，我以
奔跑的姿态融入新环境，整个身心都投
入到工作中。此时，不再年轻的我觉得
思乡的月亮变得更加温暖厚重了。

去年中秋节那天，在异乡收到爱人
寄来的月饼。当晚，上高一的女儿在电
话里为我吟诵一首首咏月的古诗，有“今
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有“露
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西北望乡何
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是啊，追梦
在强军兴军路上，每一个他乡都是军人
的故乡。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明月星空，
不正写满了我和亲人梦中的团圆吗！

思乡之情在回忆中绽放，也许是
离开故乡越来越久的原因吧。这些
年，每每看到一轮圆月挂在树梢，就会
不由自主地牵动对故乡和亲人绵绵的
思念，特别是年迈的老母亲和刚刚去
世的父亲。多少个夜晚，当月光悄悄
洒入阳台，我多么想那是故乡捎来的
绵绵话语……

窗前一轮明月，化不去思乡万般滋
味。每一个离家千里担当使命的军人，
对故乡亲人和对人民军队的无限深情，
一如他们心中的大漠边关，长河冷月下
的血性豪气。

温
暖
的
月
亮

■
夏
宗
长

中华复兴路行难，披荆斩棘，突破万

重山。屹立东方辉照处，换新天。

不忘初心再闯关，深化改革，砥砺勇

登攀。万众逐梦新时代，奔大观。

演 兵
■王 骞

千里沙场十万军，极目侧耳觅无痕。

骤闻惊雷骇魂魄，地动山摇漫卷风。

鹰云呼啸掠长空，铁流织网穿蛇龙。

弹飞如豆哨过耳，遥见天际焰幕红。

西柏坡
■吴俊义

西柏坡名入史藏，峥嵘岁月写华章。

三场战役辉煌铸，两道考题声警扬。

土改火炬民心聚，人民解放见曦光。

小村谁说无伟绩，赶考开篇启大章。

抒 怀
■鲁 丹

河清海晏日月新，向阳花木正逢春。

岁月多情人不老，清风正气满乾坤。

柳绿杏娇映桃红，魏紫姚黄竞争雄。

叱咤风云英雄气，化作奇葩颂升平。

天地和·逐梦
■方祖岐

闪闪的红五星

红星闪闪，放光彩。唤起记忆，泪
眼婆娑。

每看一遍，便接受一次强烈的震撼。
每听一次，便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
在失败及挫折中成长的红五星，穿

越枪林弹雨的红五星，南征北战的红五
星，高唱打土豪、分田地的红五星，充满
无限希望和温暖，给水深火热中的父老
乡亲带来幸运的红五星。

红色的五角星，在棉布帽上定格，
在帆布挎包上闪耀，在旗帜上飘扬。阳
光与血的光芒，让人心潮澎湃。

在黑暗中匍匐的红五星，前赴后继的
铁血军魂，像划破长空的闪电，照亮狰狞
的夜色，哪怕赤身肉搏，无畏惧、不退缩。

红五星开满山坡，火焰一般，焚烧
苦难和疼痛。

闪闪的红星，无限珍贵。不仅仅呈
现在胶片里，更是胶片里面承载的分量。

需要一代一代传承，用心去维护、拷
贝并持续翻新。这是中华民族跳动的心。

红军墓

硬骨头的身架，唯有用花岗岩来

形容。
花岗岩，除了硬汉的性格，还有秉

性的质朴，以及大地赐予的温度。
当我从悲愤中抬起头，便看见辽阔

的天空。湛蓝的天幕下，多么希望其中
有你们展翅翱翔的身影。你们原本属
于鹰的，鹰一般勇敢，鹰一般锐利。

杜鹃花，熠熠燃烧的热血，依然沸
腾如歌。在满目的红色里，你是否听到
动情地歌唱，深情地诵读，哽咽地倾诉？

燃不尽的祭奠，如泣如诉的诗篇，
伴着永远的长眠。

凝望。静静的墓碑，什么也不用说。
有时候，言辞往往无法准确说出心迹。

唯有行动，方能表达内心的一切力
量，唯有诚挚地致敬，方能告慰逝者的
英魂。那就是敬礼——

行庄严的军礼，标准的队礼，行中
华民族千年传承的躬身大礼。

岭上开遍映山红

聆听过去的歌谣，凝视长夜里酝酿
的火焰。全神贯注，阅读。这颗从尘埃
里精选和提炼出来的种子，诞生了怎样

的光芒。怎样掠过呼啸的岁月，停驻在
故乡的枝头上。

岭上开遍映山红的季节，一种稔熟
的音乐萦绕在天地之间。那声音是原
生态的，不加任何修饰。其间蕴藏着一
种撕裂的力量。

天空如血，大地肃穆。
仿佛一队人马跋涉而来，又跋涉而

去。杂沓的脚步隐匿在花丛里。
不谙人世的鸟，在泪眼中飞进飞出。
激荡的雷霆，奔腾的骏马。风驰电

掣的高速列车，那一声长长地呜咽。滚
滚河流击碎在岩石上的浪花。如此种
种，生动的情节，均藏于内心深处。

夹金山

我不止一次地写到这座巍峨的高山。
这座天然的屏障，是苍天为考验人

类意志和品质设置的难题，是英雄史诗
的见证。

每一座山峰，都是一篇磅礴的颂歌。
山顶终年积雪，气候瞬息万变。山

高路陡，悬崖峭壁，危机四伏。但是，就
在当年，高举星星之火的先辈们，前赴

后继，顽强接力，翻过去了。
他们穿的是草鞋和单薄的衣服，他

们顶着饥饿和严寒，他们都是凡夫俗子
的血肉之躯。

假如我们不能真切地感受那些艰
难困苦，不珍惜来之不易的温暖和幸
福，应当感到羞耻。作为有血性的后来
者，我们必须记住永恒。

记住。记住这座用骨头垒砌的墓
碑。记住 1935年 6月。记住夹金山上，
风与雪的搏斗异常惨烈。

红军渡

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座紫铜的雕塑。
不只是一支离弦之箭。
不只是一道蓄积已久的爆发力。
还看到嘹亮的红色军号、手榴弹体

内的雷霆。
还看到流水湍急如当年燎原的革

命形势。
还看到一片沸腾的草木和江水。
我看到不只是 1933年的春天，一道

突破寒风和饥饿围剿的火焰；不只是涉
过艰难万险、乍现天边的曙光；不只是
一种气吞山河、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
坚定的信念。

还看到铁骨铮铮的誓言。
还看到起伏的心跳，回应着江水拍

打两岸的声音。
还看到身边一双双注视的眼睛含

着泪光，小小的拳头，紧攥着梦想。

红色五角星
■龙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