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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在云贵高原某

工程团当兵。那里的冬天特别冷，极其

潮湿，因此，我们对太阳的期盼尤为强

烈。于是，就有了以下几则与太阳相关

的故事。至今回想起来，我心里还是暖

暖的。

喊太阳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团报

道组，领导安排我到二营九连一排体验

生活。一排在一个叫高峰山的施工点施

工，这里怪石嵯峨，古木参天。刚进山

时，眼中处处是风景，待上一段时间后，

我就感到审美疲劳了。这应了排长的一

句话：“新来是享受，待久就会寂寞。”还

好我们驱赶寂寞的办法很多，诸如看书、

唱歌、打球、种菜、晒家信，等等，把闲暇

时间塞得满满的，不让寂寞有插足的机

会。只是这里四面环山，冬日里，十天半

月看不到太阳是常有的事。

封闭的环境、单调的生活、少见太阳

的寒冷和潮湿，对我们这群平均年龄不

到 20 岁的年轻人来讲，着实是不小的考

验。有战士病倒了，团卫生队的军医急

匆匆地赶上山来，开出的处方竟然是“晒

太阳”。那几天虽然是晴天，但雾气迟迟

不肯散去，我们不曾盼到丝丝缕缕的阳

光。排长一看急了，把大家集合到一起，

对着太阳喊起来：“太阳快出来！太阳快

出来……”没想到，太阳竟然露脸了！排

长连忙让人扛来草席，铺在营区不远处

一块平整的石头上，让生病的战士躺下，

朝向太阳，开始“阳光疗法”。

谁知这次“喊太阳”，竟成了我们排

的“保留节目”。每逢太阳被挡在云层里

欲出来时，战士们都会自发地朝着太阳

喊一阵子。此起彼伏的喊声，在营区上

空久久回荡，多次“感动”过太阳公公。

每当太阳被“喊”出来后，大家像过节一

样高兴，有的忙着晒被子，有的躺在石头

上进行“阳光浴”，有的对着太阳亮起歌

喉。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团部，团领导指

示演出队前来采风，编创了一个关于“喊

太阳”的舞蹈，颇受全团战友的欢迎。

留太阳

几年后，我来到三营十连一排当排

长 ，带 领 全 排 在 一 个 叫 加 禾 的 地 方 施

工。到排里的第二天，正赶上出了太阳，

战士们打趣说：“排长，你的运气真好，我

们已有半个月没有见到太阳了。”还有的

战士让我摸摸他们的被褥，潮湿得像要

拧出水来。

“晒被子喽！”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不

少战士抱起被子冲出门去“抢太阳”。因

为排房建在山坡上，门前只有巴掌大一

块平地，在那里打了几个桩、拉了几根铁

丝，供战士们晒被子和衣服。可被子多、

场地小，并不是每一条被子都有机会看

到太阳。一班班长方胜华是个老兵，多

次经历这样的场景，对我说：“每当大家

‘抢太阳’的时候，党员、骨干会自发地靠

后。我已经好久没有晒被子了。”

听到大家的议论，我的心里像打翻

了五味瓶。冬日里晒被子这样再平常不

过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俨然成了一件奢

侈的事，得想办法解决。晚上，我召集排

务会，研究扩大晒衣场的事。晒被子的

空地哪里去找？大家不约而同想到排里

的材料棚，将其尖顶改为平台，可扩充

30 多平方米的晒衣场地；做晒衣架的材

料哪里来？大家一致赞同将施工脚手架

拆下的旧钢管除锈、喷漆，来一个废旧材

料利用……

说干就干，仅用一周时间，平台晒衣

场建好了，拉起一排排崭新的晒衣架。

这里地势高且朝阳，比门前的晒衣场能

多晒将近两个小时的太阳。有战友感

叹：“这下好了，太阳被我们留下了，用不

着‘抢’了！”晚上，我挨个儿摸了摸战士

们的被子，蓬松暖和，一股太阳的味道沁

人心脾。

追太阳

冬天晒太阳是一件通体舒坦的乐

事，古人将之称为“负暄”。白居易在《负

冬日》中写道：“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

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

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

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在古

代诗人的笔下，负暄如饮美酒佳酿，令人

陶然欲醉，舒畅至极。

然而，“负暄”的乐趣和享受，当年在

我们工程部队是欲求而不可多得的。因

为当地的冬天大多是雨雪天气，加上常

年住在山沟里，又多在洞库施工，晒不到

太阳是常有的事。因此，每年年底各单

位征求官兵意见时，改善伙食和改善户

外活动条件成为主要诉求。不少单位认

真听取官兵的意见，在有限的条件下积

极努力、认真改进，发生了不少可喜的变

化。

我在团宣传股任股长时，到部队去

做“两个改善”的专题调查。那天，我来

到一营三连，一进入营区就看到一群战

士在操场上跑步。“这个点儿不是训练时

间呀？”我向连长张玉成提出疑问。他解

释说：“他们刚从工地回来，离开饭还有

半个多小时。恰巧今天天气好，让他们

先跑跑步、晒晒太阳再开饭。我忘了向

你汇报，经连队党支部研究，我们连正在

实施一个‘追太阳’行动方案。”

“追太阳？”好新鲜的想法！在我的

急切追问下，张玉成将行动方案和盘托

出：“连队施工三班倒，我们尽量作出合

理安排，让施工回来的战士能晒上太阳；

我们在施工作业点外面，平整了一个小

操场，放置了一些自己做的体育器械，让

战士们工间休息时，在操场上边晒太阳

边锻炼，以增强体质；还有，若逢星期日

是晴天，各排会组织‘追太阳’比赛，在远

处插上小红旗、摆上奖品，让大家迎着太

阳撒欢儿地跑……”

古人称冬日晒太阳为“负暄”，那是

文人的风雅。我们的战士因地制宜、开

动脑筋，直接“追太阳”，雄健之姿、阳刚

之气尽显其中。回来后，我将三连“追太

阳”的做法写成经验材料，在全团进行推

广。《工程兵报》一位记者来我们团采访，

了解这一情况后感慨道：“施工深山冲，

久 违 太 阳 公 。 负 暄 太 文 雅 ，拔 腿 去 追

踪。暖身又健身，快乐溢心中。关怀添

动力，国防建新功。”

暖暖的记忆
■向贤彪

军旅点滴

山路弯弯，一端连着家，一端连着远

方。

我沿着弯弯山路，走进小学课堂、高

中校门，最后步入军营。风雨漫道，在我

眼里，山路是父亲也是母亲，他们目送我

奔向未知的远方，又迎接我从远方风尘

仆仆归来。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因家境贫寒，父

母经常为柴米油盐发愁。家中的生计来

源是后山的几亩田地，父母长年累月在

田间地头忙碌。无数个黄昏和黎明，我

望着伸向远方绵延无尽的山路，心头满

是憧憬。山路的尽头肯定会是另一个世

界吧，我总是这样固执地认为。

16 岁那年秋天，我考入县里一所高

中。第一次沿着那条山路去陌生的县

城，我忐忑不安的同时，更多的是期待。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父亲骑着老

式自行车，载着我在山路上前行。自行

车有些年头了，车身锈迹斑斑，不时发出

嘎吱嘎吱的声响，好似它不堪重负的沉

闷喘气。父亲寡言，就像那条静默的山

路。我去学校报到，他放心不下，执意要

送我。一路无语，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县

城里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恨不得要把

这些从未见到过的景象尽收眼底。

一切安排妥当后，父亲准备离开。我

把父亲送到学校大门口，他推着自行车淡

淡地说道：“家里会好起来的，你安心上学，

其他事不用管。”我重重地点头，看着微风

中他飞扬的几缕白发，眼前一下子升起雾

水。我突然意识到，一直勤劳能干、默默

陪我长大的父亲，也会一天天老去。“你快

回去吧，家里有我呢。”走到校门外的马路

上，父亲朝我喊道。言罢，他向我招招手，

缓缓地骑上自行车。我知道，他要翻过一

座山，还要越过一条河，最后才能踏上那

条通向家里的山路。看着父亲渐行渐远

的背影，我心头五味杂陈，不能自已。

入伍后，我第一次休假回乡是在凌

晨。下了汽车，我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寒

风在耳边呼啸。不经意间抬头，看到一

束橘红的光芒若隐若现。我正疑惑时，

前方传来熟悉的声音：“是明洪？”这是母

亲的声音！我赶紧向母亲飞奔而去。山

路弯弯，我紧紧握着母亲的手，立刻感到

久违的温暖和力量。

儿时，我常在晚饭后，离家去邻村找

伙伴玩，夜色深沉才想起回家。那次，我

一个人走在山路上，还没到村口就迷了

路，急得在原地哇哇大哭。正巧，母亲踏

着月色来寻我。她没有责备的言语，只是

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往家走。母亲的手很

大很软，手心里的温暖把我层层包裹……

假期结束，离家临行前，父亲和母亲

坚持要送我。出了村子到了山路上，我同

他们告别，让他们早点回去。夕阳西下，

晚霞染红了半边天。走出好远，我回过

头，看到父母的身影依然立在原地……

山路弯弯，盛满父母的牵挂。

山路弯弯
■王明洪

光阴辞旧岁，大地迎新年。中华

民族对“新”的厚爱古已有之。相传商

朝开国君主成汤，在所用的澡盆上铭

刻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警

句。句中的 3 个“新”，本是指洗澡除

去肌肤上的污垢，使身体焕然一新。

《礼记·大学》将其引申为精神上的弃

旧图新，并启迪后人：如果能每天除旧

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间断地更

新又更新。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将我们载

入新的年度。变化接踵而来，环境悄

然变迁，“故我”不能永远“固我”，唯有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方能和着

时代的节拍、跟上时光的脚步。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国家如

此，人也需日日向新、日日自新。“新故

相推，日生不滞”是世界变化发展的

普遍规律。如果对往日的辉煌、成就

与经验敝帚自珍，则容易陷入“穿新

鞋走老路”的窠臼，难免会出现“身子

进入新年度、脑袋留在旧时光”的尴

尬，终会在因循守旧中不知变、不适

变、不应变，被时代抛弃与淘汰。唯

有强化“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的

意识，秉持“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

与俗化”的理念，自觉推陈出新，方能

辉光日新。

“新”并非是对“旧”的断舍离。古

圣先贤叮嘱我们“温故而知新，可以为

师矣”。清代纪晓岚认为“国弈不废旧

谱，而不执旧谱；国医不泥古方，而不

离古方”。清代郑板桥以竹明理——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新”从“故”中来，没有已有知识、技能

的涵养，所有的创新都将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正是“故我”的稚嫩生涩、

坚韧不屈，托举和成就了“新我”的标

新立异、高光时刻。人的一生，唯有博

采“新”与“旧”的优长，方能欣欣向荣、

蓬勃向上。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我们既是过去的未来，也是未来的过

去；既享受前人的托举，也肩负托举后

人的使命。在强军征程上，我们既需

感恩前人的扶持教导，也要甘当“人

梯 ”，勉 励 新 人 。 古 为 今 用 ，“ 故 ”为

“新”基，我们要在“温故”中守正、升

华，在“温故”中知新、创新，做出无愧

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岁序交替之

际，我们在回顾与展望中积蓄力量，大

踏步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用奋斗和

创新去装点人生的太阳。

太
阳
每
天
都
是
新
的

■
郝
东
红

一瓣心香

文化视界

国防纪事

短笛新韵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对

党忠诚……永不叛党。”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我

已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9 个年头，

当年入党时的铮铮誓言犹在耳边。“对

党忠诚”4 个大字在我脑海中不断扎

根、发光，指引我向着正确的方向砥砺

前行。

2005 年，我特招入伍到具有光荣

传统的塔山英雄部队。旅队在继承塔

山精神的基础上，凝聚形成“忠诚善

战、守纪卓越”的旅魂。

旅队位于湘江边上一个美丽的小

乡村。我刚到旅队的第 3 天，驻地遭

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暴雨，河流决堤、

庄稼被淹、群众被困，情况危急。

灾 情 就 是 命 令 。 旅 队 边 报 告 边

准备，待上级一声令下，飞奔救灾一

线。

大堤上风狂如吼，豆大的雨滴猛

烈地击打着脸庞。数百名官兵顶风冒

雨，迅速投入救灾战斗。党旗高高飘

扬，党员带头冲锋。无论在堤上垒沙

袋还是在堤下打木桩，无论在水中封

堵管涌还是在船上转移群众，视野中

都有党员奋战的身影。

不知是谁开的头，大堤上响起“忠

诚善战、守纪卓越”的口号声。在党旗

的指引下，在旅魂的感召下，每一名官

兵都是与洪魔殊死战斗的勇士。

在旅队的 10 年里，历经 10 多次抗

洪抢险、扑灭山火、抗冰救灾等行动，

我看到党旗一次次飘扬在战斗一线。

“对党忠诚”，早已深深地烙印在灵魂

深处。

2015 年，在改革强军的大潮中，

我交流到省军区系统。虽然“阵地”变

了，但身上的军装没有变，“对党忠诚”

的誓言没有变。

党中央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

召后，我被任命为驻村第一书记。我

们帮扶的村子位于武陵山脉深处，100

多 户 分 散 在 大 大 小 小 10 多 个 山 头 。

我迈开在部队练出的“铁脚板”，迎寒

风、顶烈日，深入村民家中了解困难情

况、寻求脱贫对策。

扶贫的路上，记不清摔了多少跟

头、流了多少汗水，但每当听到村民们

热情地说“王书记来了，快坐着喝口

水”时，所有的苦累都烟消云散。我知

道，“驻村第一书记”代表着党在群众

中的形象，不管多苦多难，都要为党旗

添彩。

2018 年，在组织的关怀下，我从

湖北交流到黑龙江任职。从南到北跨

越几千公里，离家远了，环境变了，但

“对党忠诚”的誓言依旧响亮。

这几年，我接触过冒着严寒开展

征兵宣传的“老国动”、长期默默奉献

的“老边防”、扎根边境乡镇武装部 10

余载的“老武装”……他们像黑土地上

一棵棵高大的红松，向下扎根、向上生

长。“对党忠诚”，是每一个矢志建功国

防的人共同的灵魂传承。

对党忠诚
■王 飞

一首歌，像一条飞翔的河流

从延安的黄土高原出发

喜庆的绸带，涌起波浪

欢快的鼓点，让涛声跳跃

质朴的陕北方言，喊一声亲人

眼神，明亮起来

春光灿烂，向周围蔓延

此刻，东风正一遍遍吹拂

喜悦在心头，如潮水一样漫过

肩并肩，手握手

保卫这片土地上长出的

崭新希望

收获粮食、棉花和幸福

军爱民、民拥军

让团结这个词语，向未来传播

在时光里

越来越生动

越来越坚固

鱼在水的怀抱

水在鱼的心中

天然的密切联系

不需要任何推理和证明

歌唱，舞蹈

只是一种客观陈述

抑或在表达深厚的情感

拥军秧歌

■顾中华

望向山顶那轮明月

停不下的呼啸

擦去枪上层层白霜

眺望家乡的方向

想起离家前的月光

跟随军旗扎根在喀喇昆仑山脉

身体的变化，环境的恶劣

山河万里

■刘 栋 仇鑫龙

阿里在哪里

阿里在世界屋脊

阿里在云端天际

那是离故乡最遥远的远方

那是望而却步的苍凉

在这里

唯有理想信仰

支撑不同寻常的坚强

阿里在哪里

阿里在高高的山上

阿里在战士的心房

阿里并不那么遥远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在这里

只有战士的使命荣光

护卫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遥远的阿里

有庄严的界碑

和战士挺立的胸膛

他们不惧严寒缺氧

血性昂扬

寸土不让

用脚步把边防线丈量

在雪山之巅书写青春华章

遥远的阿里

在战士的心房

■贾洪杰

从未将心中的烈火扑灭

从神仙湾的守望

到胜利山的并肩

刺眼的阳光

照射着那些无比坚毅的脸庞

荒漠戈壁风沙映在我们眼里

悬崖冰河山巅也有我们足迹

为了脚下每一寸疆域

每一具屹立的身躯便是铁壁

把思念放在心底

始终把拳头攥紧

千锤百炼，化作守卫祖国的利剑

为了眼中的红旗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每寸山河，都将印在我心底

红星闪烁，光芒照耀我前行

愿用青春守护万家灯火通明

誓将血肉之躯融入山河万里

左：精武强能

右：忠诚奉献

周树龙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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