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时光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

军某部官兵组织战术课目

训练时的场景。指挥员一

声令下，官兵迅速反应、交

替掩护前进。作者采用慢

门拍摄、动静结合的方式，

定格了官兵出击的瞬间，

生 动 展 现 了 官 兵 苦 练 本

领、向战而行的风采。

（点评：尹博文）

闻令而动
■摄影 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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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新

中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写下了大量礼

赞人民军队的诗篇，抒发他对人民军队

的深情厚爱，也寄予了他的殷切希望。

一

毛 泽 东 在《论 联 合 政 府》中 指 出 ：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

一切。”这句话，深刻阐述了人民军队

建 设 的 极 端 重 要 性 ，反 映 了 人 民 军 队

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地位。

1927 年 大 革 命 失 败 后 ，毛 泽 东 提

出 了“ 枪 杆 子 里 面 出 政 权 ”的 著 名 论

断。“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命到湘赣

边界领导秋收起义。9 月初，他将参加

起义的各路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第一师。9 月 9 日，湘赣边界秋

收起义爆发。

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中国革命就有了燎原之火，中国人民就

有了获得自由解放的希望。毛泽东意

气风发，豪情万丈，挥笔写下《西江月·

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

斧 头 。 匡 庐 一 带 不 停 留 ，要 向 潇 湘 直

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

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二

人民军队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

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腥风

血 雨 中 诞 生 的 ，是 在 中 外 反 动 势 力 的

“围剿”和压迫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沧

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人民军队发扬大无畏的革命

精神，英勇奋战，一往无前，表现出了压

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1928 年 8 月，湘赣两省敌军各一部

乘红军主力未归之际，分两路向井冈山

发动第二次“会剿”。红军不足一营，凭

借黄洋界天险，奋勇抵抗，激战一天，击

退敌军，胜利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毛泽东写下《西江月·井冈山》，赞

扬红军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不怕困难

的 革 命 精 神 和 敢 于 胜 利 的 英 雄 气 概 ：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

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

壁 垒 ，更 加 众 志 成 城 。 黄 洋 界 上 炮 声

隆，报道敌军宵遁。”

1929 年 1 月 ，毛 泽 东 、朱 德 、陈 毅

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离开

井 冈 山 向 南 转 战 。 此 后 ，经 过 艰 苦 奋

战 ，创 建 了 中 央 革 命 根 据 地 。 中 央 苏

区 的 斗 争 历 经 千 难 万 险 。 1929 年 12

月 ，蒋 介 石 调 集 反 革 命 武 装 ，对 闽 西

革 命 根 据 地 发 动“ 三 省 会 剿 ”。 隆 冬

时 节 ，毛 泽 东 、朱 德 率 领 红 军 顶 风 冒

雪、翻山越岭，阻击来犯之敌，彻底粉

碎 了 国 民 党 军“ 三 省 会 剿 ”。 1930 年

农 历 正 月 初 一 ，毛 泽 东 激 情 澎 湃 ，将

红 军 从 闽 西 转 战 赣 南 的 战 况 ，连 同 他

对敌人的藐视和对红军革命精神的赞

美，吟咏成《如梦令·元旦》：“宁化、清

流 、归 化 ，路 隘 林 深 苔 滑 。 今 日 向 何

方 ，直 指 武 夷 山 下 。 山 下 山 下 ，风 展

红旗如画。”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

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天

上有敌机狂轰滥炸，地上有敌军围追堵

截，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耸入云天的

雪 山 ，红 军 将 士 承 受 着 前 所 未 有 的 考

验。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红军踏

过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

了长征。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在《七

律·长征》中豪迈地写道：“红军不怕远

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

浪 ，乌 蒙 磅 礴 走 泥 丸 。 金 沙 水 拍 云 崖

暖 ，大 渡 桥 横 铁 索 寒 。 更 喜 岷 山 千 里

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三

人民军队坚守为民族求解放、为人

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肩负党和人民的

重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千

锤百炼，走出了一条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的发展之路。在领导人民军队发展

壮大的征途上，毛泽东挥动如椽大笔，

热情颂扬人民军队的成长进步和取得

的辉煌胜利。

1930 年 10 月，蒋介石纠集 10 万兵

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

剿”。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年轻的中

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

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战略战术，大步进退，诱敌

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

歼灭敌人。12 月 30 日，红军全歼进入

龙冈包围圈的敌军第 18 师主力，活捉

师 长 张 辉 瓒 。 随 后 红 军 乘 胜 追 击 ，于

1931 年 1 月 3 日，在东韶歼灭敌军另一

主力第 50 师谭道源师一半兵力。两仗

共歼敌 15000 余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

纷纷撤退。这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

利。对红军的英勇善战，毛泽东在《渔

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写道：“万

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

龙 冈 千 嶂 暗 ，齐 声 唤 ，前 头 捉 了 张 辉

瓒 。 二 十 万 军 重 入 赣 ，风 烟 滚 滚 来 天

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

下红旗乱。”

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朱德联

合 向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发 布 了《向 全 国

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

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长达 500

余 公 里 的 战 线 上 强 渡 长 江 ，伟 大 的 渡

江战役全面展开。我军以摧枯拉朽之

势 扫 清 残 敌 ，于 4 月 23 日 解 放 南 京 。

胜利捷报传到北京，毛泽东百感交集，

心潮难平，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

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

雄 师 过 大 江 。 虎 踞 龙 盘 今 胜 昔 ，天 翻

地 覆 慨 而 慷 。 宜 将 剩 勇 追 穷 寇 ，不 可

沽 名 学 霸 王 。 天 若 有 情 天 亦 老 ，人 间

正道是沧桑。”这首诗，礼赞了人民军

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历史性

贡 献 ，宣 告 了 中 国 人 民 革 命 已 经 取 得

决定性胜利。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人 民 军 队 建 设 进

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南京路上好

八 连 ”就 是 这 一 时 期 涌 现 出 的 一 个 典

型 代 表 。 这 个 连 队 的 官 兵 ，始 终 保 持

和 发 扬 人 民 军 队 的 优 良 传 统 和 作 风 ，

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

奉公，助人为乐，热爱人民。1963 年 4

月 25 日，国防部授予其“南京路上好八

连”光荣称号。1963 年 8 月 1 日，带着

对 人 民 军 队 的 深 情 厚 爱 ，毛 泽 东 写 下

《杂言诗·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

为 什 么 ？ 意 志 坚 。 为 人 民 ，几 十 年 。

拒腐蚀，永不沾……”

毛泽东同志创作的这些诗篇，是他

留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

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我们在新时

代强军兴军的征途上，担当起新的时代

使命，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壮美诗篇辉映壮丽征程
■陆振兴

外出几日，回到家时案头上堆了厚厚

的一沓报纸。于是，连续几天早饭后，我

都会戴上老花镜开始读报。妻子说我，你

的“读报时间”坚持得还挺好。妻子的这

句话，让我一下想起了几十年前我在连队

的“读报时间”。

我是 1980 年底入伍的。当时连队

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有的报纸也没有

订到班排。为了让官兵及时了解国内外

大事，部队专门安排每周二、周四晚上为

“读报时间”。读报通常以班或排组织，

每次时长在 40 分钟到 1 小时不等，内容

主要以阅读国内外、军内外发生的大事

为主，也有英雄、典型的先进事迹等。

当时，我在连队当通信员，指导员看

我是高中生，平时又爱写写画画，就把读

报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任务主要有三

项：一是及时将报纸分发到各班、排；二

是协助确定读报内容并通知班、排；三是

检查“读报时间”落实情况。能和报纸打

交道，我甭提多高兴了。每天报纸送到

连队后，我会先大致浏览一遍，把重要的

文章、典型事迹等作个记号。等连长阅

读完，确定了读报内容后，我送报纸时把

确定的内容告诉班长、排长。到了“读报

时间”，我更像一只活跃的小鸟，一会儿

跑到这个班看看，一会儿“飞”到那个排

听听。有熟悉的班长直接喊我：“通信

员，这篇文章你给我们读吧？”于是，我操

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大声朗读起来。有一

次，我到 8 班去检查，班长袁增良也是高

中生，我们一起讨论过文学作品。那天，

在读完指定文章后，我读了剪报本上的

一首小诗。诗的名字已忘了，只记得当

读到“塞外的月光，洒满我手握的钢枪，

一阵微风吹来，我想起了白发苍苍的娘，

还有那位梦中的姑娘”时，我竟哽咽了，

眼里盈满泪水。也许是入伍不到 1 年的

我，真的想家了。

有了这次读报“事件”，我却得到意

外的收获。许多战友把他们收藏的好文

章，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赠送给我，让

我的剪报本越来越厚，我身边也聚集了

许多爱好文学的战友。

后来，无论是在军校学习，还是在连

队当干部，“读报时间”我一直坚持。特

别 是 到 了 机 关 工 作 ，读 报 更 是 我 必 修

课。如今，我已退休在家，过去养成的读

报习惯从未改变。每天，我都要拿出一

定的时间来读报。

有人问我，在融媒体时代，手机里啥

都有，你一个退休老头，还有必要天天拿

出时间读报吗？

回答是肯定的。我理解，作为一名

党员，无论时代怎样发展，不管身在何

处，学党章、读党报是最基本的要求。唯

有如此，才能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立

场坚定，不失本色。

诚然，在今天电子阅读已成为时尚，

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阅读的方式发生

了很大变化。但我认为，纸质阅读依然

是最深刻的阅读形式。坐在窗前，拿上

一份报纸或者一本书，边读边写，边看边

思，这一直是我理想的阅读方式，也是我

的精神花园。

长期坚持，终成习惯。一天不读报，

好像缺了点什么。天天在报海里徜徉，

读新闻消息，让我了解国内外大事，为祖

国的繁荣而鼓舞，为军队的不断强大而

自豪，为人民获得的幸福而欣喜；读先进

事迹和好人好事，为那些在各行各业做

出优异成绩的人们而点赞，为他们可歌

可泣的事迹而感动，他们给我树立了学

习的榜样；读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让

我陶醉在优美的诗情画意中，情操得到

陶冶，心灵得到净化。读报，丰富了我的

生活，也让我收获良多。

读报使我“耳聪目明”。融媒体时

代 ，信 息 来 源 广 ，各 种 新 闻 、消 息 满 天

飞，有的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当从网

上看到一些新情况、新政策、新规定，拿

不准、看不透的时候，我就翻阅报纸，因

为党报登出来的东西具有权威性、准确

性和公信力。新冠疫情期间，由于一些

情况不明，网上经常有一些假新闻、假

消息，危言耸听，弄得人心惶惶，有的甚

至扰乱了正常工作、生活秩序。每当此

时，我就查阅报纸，防止不明就里、上当

受骗。看了党报，就有了主心骨，就像

吃了定心丸。读报，让我有一双明亮的

眼 睛 ，在 大 是 大 非 面 前 ，不 糊 涂 、不 信

谣、不犯错、不被骗。

过去，我也曾是个“文艺青年”，写过

诗歌、散文和小说，但由于工作需要，写得

最多的还是各种公文。退休后，我有更多

时间看各种报纸的副刊，比如《人民日报》

的“大地”、《解放军报》的“长征副刊”、《北

京晚报》的“五色土”等，那一篇篇优美的

文章不仅让我陶醉，更让我跃跃欲试。于

是，我拿起笔，写我的童年、我的故乡、我

的从军之路，以及当下我所遇到的美好。

没想到，有些文章也登上了报纸副刊。比

如《解放军报》的《家书力量》、《北京日报》

的《寻找邮筒》、《北京晚报》的《老月饼》

等，尽管这些文章略显幼稚，但它们毕竟

是我的过往和记忆，是我对当下生活的一

种态度，更是对一名曾经的“文艺青年”的

肯定，也激发了我不断读书看报、不断写

作的热情。

一路走来，我在读报中走过寂寞、走

出困惑，在读报中汲取力量、得到成长，

在读报中提升修养、收获快乐。读报，将

与我终生相伴。

我
的
﹃
读
报
时
间
﹄

■
陈
广
生

每到周末闲暇，我常会搬出“文房四

宝”，练习书法。

记得我刚下连时，正赶上老兵复退，

由于连队驻地偏远，外出采购对联、横幅等

物资不便。连里一位老班长问：“大家有没

有会写毛笔字的？”我一直喜爱书法，听到

老班长的话，马上自告奋勇举起手。

老班长安排我来到文化活动室，为

老兵们书写对联。展纸、研磨、一撇一

捺间，一副送别老兵的对联很快写成。

过了一会儿，老班长从外面回来，拿起

我写的对联反复端详，说：“小林啊，你

写的不太像书法啊？你去看看其他连

队写的对联。”听了老班长的评价，我的

脸顿时红了。

“手艺上的事，没有捷径可走，唯有

努力练习。”从那以后，周末空闲时间，我

常常沉浸在书法学习中。我搜集了许多

名师大家的书法讲座，反复观看，跟着练

习。有一次休假，正赶上驻地举办大型

书画展，我在展厅里整整待了一天，认真

揣摩展出的作品。回去后，我把这次观

摩的感悟融入练习中。我想，只有多看、

多写、多思，才能领悟书法的真谛。经过

一年的不懈努力，我的书法水平较之前

有了明显进步。

那年，临近春节，又到了连队张灯

结彩的时候。我带着自己精心书写的

几副春联找到老班长，请他向指导员反

映一下：“我很想为春节连队氛围布置

做一点事。”指导员了解到我的想法后，

欣然交给我一个为连队各台站写春联

的任务。

“指导员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争口

气！”领受任务后，我暗下决心。

为写好春联，我提前做了功课，熟练

掌握了春联书写的要求，查阅记录了很

多有关春节的祝福语。我还结合单位特

点，自己创作了几副春联。

准备充分后，一个周末，我来到文化

活动室开始创作，引来不少战友围观。

一开始，我还有些紧张，随着笔走龙蛇，

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把对军营生活的

热爱倾注于笔端，书写变得愈发从容。

“林班长，你这毛笔字可真漂亮！”身

边战友纷纷赞叹。

老班长带头给我鼓了掌。指导员也

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高兴地说：“功夫

不负有心人，以后咱们连不愁没人写春

联了！”

大家的鼓励，让我备受鼓舞。从那

以后，不论是上级组织的文化活动，还是

为连队书写标语、春联，我总是积极参

加。有不少爱好书法的战友常慕名而

来，跟我讨论书法、交流心得。我还创作

了一副对联：笔墨纸砚照亮军旅，横竖撇

捺书写兵心。横批：忠诚执笔。军旅生

活与书法艺术，已成为我青春岁月里最

美好的记忆。

（完 备整理）

笔墨书写军旅情
■林亚军

“学习雷锋，就是坚持做好每一件

平凡的小事。”入冬，新疆北麓的戈壁深

处 ，刚 刚 巡 逻 归 来 的 某 边 防 连 下 士 罗

政，在学习展板上写下自己当天的巡逻

感言。

走进该边防团营区，“雷锋元素”随

处可见。在该团文体活动中心，“雷锋

精神永放光芒”摄影展板上，展示着官

兵在日常巡逻和生活中学习雷锋精神

的精彩瞬间。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

雷锋同志题词 60 周年。3 月，上级组织

该边防团的官兵代表，来到湖南雷锋纪

念 馆 参 观 交 流 ，并 与 纪 念 馆 达 成 共 建

合作。

这次共建，牵起了“边防”与“雷锋

故乡”的对话。前不久，湖南雷锋纪念

馆的 7 名宣讲团成员走进该边防团，开

展“感悟新时代，雷锋精神走边防”主题

活动。

在交流会现场，雷锋精神宣讲团成

员从雷锋的心路历程、成长足迹和光辉

品格 3 个方面为官兵带来《印象雷锋》主

题宣讲。《笔尖上的作家梦》《小个子的

参军梦》《一封珍贵的家书》等内容，从

不同侧面展现了雷锋的思想和情感、信

仰与忠诚，让官兵更加生动地感悟到雷

锋精神的内涵。

“宣讲团的报告感人至深，也让我

深受启发。学习雷锋精神对我来说，就

是要完成好每一次巡逻，守好边防，让

祖国放心。”该边防团下士王鹏企说。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在 边 防 甘 做 一 颗 永 不 生 锈 的“ 螺 丝

钉”。交流会上，来自该边防团的 4 名学

雷锋先进个人也分别作了事迹报告。

二级上士王旭上台为大家分享了

他的心路历程。入伍 8 年，王旭不仅安

全驾驶车辆上万公里，还是连队的“修

理大拿”。大家总是笑说：“王旭班长不

是在驾驶位，就是在修理间里。”

把对本职岗位的执着上升为热爱，

精通就水到渠成了。“雷锋是驾驶能手，

成 为 他 那 样 的 战 士 ，是 我 学 习 的 目

标。”每次巡逻回到连队，王旭都会先

检修车辆，确保车辆无故障后才休息。

这 些 年 ，王 旭 已 跑 遍 防 区 所 有 的

巡逻点位，熟悉每一条道路、每个山口

的情况。因为入伍前有过当厨师的经

历，他还经常主动来到后厨帮忙，为巡

逻 晚 归 的 战 友 们 做 饭 。 那 几 年 ，运 送

生活物资的车每半个月才能往连队送

一 次 给 养 ，王 旭 自 告 奋 勇 到 后 厨 教 炊

事 员 利 用 有 限 食 材 ，变 换 花 样 给 战 友

们制作美食。

一级上士阿恒别克，曾担任连队军

马饲养员、侦察班班长，是连队的“边防

通、活地图”。入伍以来，他还义务担任

驻地牧业队的理论宣讲员。

早 在 入 伍 前 ，阿 恒 别 克 就 深 受 曾

当过兵的哥哥热合买提江和瓦提汗的

影 响 。 热 合 买 提 江 服 役 期 间 ，因 当 时

驻地周边牧场的牧民许多不会讲普通

话 ，与 官 兵 交 流 困 难 。 热 合 买 提 江 主

动 担 任 翻 译 ，成 为 连 队 和 驻 地 群 众 沟

通 的 桥 梁 。 在 连 队 党 支 部 的 支 持 下 ，

他还利用空闲时间担任牧场小学的普

通 话 辅 导 员 。 离 开 部 队 后 ，热 合 买 提

江 放 弃 了 在 城 市 的 工 作 生 活 机 会 ，回

到牧场，继续完成他守护边防的心愿。

热合买提江的弟弟瓦提汗在哥哥

的 影 响 下 ，也 扎 根 边 防 。 在 连 队 服 役

期间，他连续 7 年被评为“边防执勤能

手”，连续 6 年被评为“优秀士兵”。那

时，边防巡逻路还未全线贯通，去往山

里 的 巡 逻 路 多 采 取 骑 马 和 步 行 方 式 ，

一次就要一个多星期。瓦提汗马术精

湛 且 熟 悉 路 况 ，每 次 巡 逻 他 都 会 参

加。在 服 役 期 间 ，瓦 提 汗 培 养 了 大 批

执勤巡逻骨干。

现在，守边防的接力棒交到了阿恒

别克手中。从入伍那天起，他就立志要

成为哥哥们那样的边防执勤巡逻骨干。

持之以恒学雷锋，“活雷锋”就在战

友们身边。近年来，该边防团坚持不懈

为驻地群众送温暖；配合驻地学校开展

国防教育，为推动驻地全民国防教育深

入普及作出了积极贡献。

交流会结束后，雷锋精神宣讲团成

员来到某边防连。在连队新建的雷锋

广场上，宣讲团成员用来自雷锋家乡的

土 ，同 连 队 官 兵 一 起 种 下 一 棵“ 雷 锋

树”，寓意将雷锋精神深深扎根在祖国

的边防。

边关种下“雷锋树”
■龚诗尹 资澳洲

经典回眸

我的周末时光

活力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