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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个有着 30 多年军龄

的老兵。他的军旅生涯，绝大部分时间

是在母亲口中的“山里”度过的。

父亲在家很少提起自己的工作。母

亲说，父亲所在的地方，山连着山，绵延

千里。我儿时像拼积木一样，把父亲为

数不多关于“山”的描述，拼凑成想象的

画面：一座座大山与天相连，一望无际的

戈壁滩长满了骆驼刺，父亲紧握钢枪，身

后涌动着洁白的云……

父 亲 多 次 调 动 工 作 岗 位 ，我 和 母

亲也跟着他数次搬家，但搬来搬去，似

乎 是 围 着 天 山 转 了 个 圈 。 前 些 年 ，父

亲 多 次 到 喀 喇 昆 仑 高 原 执 行 任 务 ，我

们 一 家 人 更 是 聚 少 离 多 。 在 我 眼 中 ，

山 似 乎 有 种 神 奇 的 魔 力 ，吸 引 父 亲 一

次次放弃团聚的温暖，不辞辛苦，千里

奔赴。

我偶尔也会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官

兵在戈壁荒漠驻训的画面。透过这些

画 面 ，我 渐 渐 开 始 理 解 父 亲 。 他 不 是

不 想 和 家 人 团 聚 ，只 是 坚 守 在 更 加 需

要他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

父亲在我床边守了整整一夜。天快亮

时 ，他 也 高 烧 起 来 ，可 刚 打 上 点 滴 ，就

接 到 同 事 打 来 的 电 话 。 挂 掉 电 话 后 ，

父 亲 拔 掉 手 背 上 的 针 头 ，叮 嘱 了 我 几

句，就匆忙离开。那一刻，我的眼泪一

下子涌出来。

高考后，我考上了军校，父亲特意休

假陪母亲一起送我去报到。返程前，他

给我留下一封信：“亲爱的儿子，你能穿

上军装，爸爸深感自豪。希望你珍惜在

军校的每一分每一秒，好好学习，毕业后

到火热的军营淬火历练，干出自己的一

番事业！”

带着父亲的嘱托，我开始了军校生

活。每当我遇到挫折，父亲都会在电话

中耐心地开导我。视频里的他，嘴唇干

裂发紫，脸颊被紫外线晒得脱了皮，头上

的白发也日渐增多。

一 次 军 政 基 础 教 育 课 ，教 员 为 我

们讲了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故事。在

教 员 生 动 的 讲 解 和 视 频 里 ，我 看 到 了

高 原 上 高 耸 入 云 的 达 坂 、交 错 密 布 的

冰河、常年不化的雪山；还看到了高原

官 兵 巡 逻 执 勤 的 画 面 ，饱 经 沧 桑 的 脸

庞、干裂的嘴唇、凹陷的指甲……那一

刻 ，我 想 起 了 父 亲 ：酷 暑 难 耐 的 盛 夏 ，

他不忘在我生日前从驻训场给我捡回

一块“戈壁石”；每年休假回家，他看起

来 都 那 样 兴 奋 ，又 在 即 将 离 别 时 独 自

黯然；他看我的眼神里，总是充满了宠

爱 和 歉 疚 ，却 还 是 一 次 次 义 无 反 顾 地

回到高原……

那一刻，我读懂了边防军人的伟大，

也体会到了父亲这位驻守边疆 30 多年

老兵的不易。他对我的爱，就像天山雪

原和绵延的喀喇昆仑山，沉默不语，却始

终都在。他用自己对军营的热爱、对事

业的忠诚，为我树立了一个军人应有的

样子。

如今，我时不时会拿出父亲给我写

的那封信，想象他和战友们战斗在雪海

云天的身影，感受他字里行间的炽热与

深情。

风
雪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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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宗
博

那年夏天，驻地重庆发生汛情，我

所在部队官兵闻汛而动，紧急驰援。

任务中，我承担着新闻报道任务，

在颠簸的冲锋舟上，一次次侧身将镜

头伸出舟外，用相机记录下官兵奋力

救援的画面。一次，我们发现一位老

人 被 困 房 顶 ，房 屋 随 时 有 垮 塌 风 险 。

情况十分危急，我立刻斜挎相机，与战

友们一起展开救援，最终顺利将老人

解 救 上 船 。 在 随 后 几 天 的 救 援 行 动

中，我白天冒着大雨四处奔波，用相机

记录下一幕幕惊险感人的瞬间，到了

晚上，加班加点整理新闻素材发给军

地媒体。年底，我因在抗洪抢险任务

中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

第二年春节前，重庆永川区政府为

我家送来了立功喜报和慰问金。那天，

休假在家的我，穿上了笔挺的军装，迎

接前来送喜报的工作人员。这一幕，正

好被一位记者用相机记录了下来，并制

作成一条标题为《立功喜报送家门》的

图片新闻，刊发在报纸上。

巧合的是，当时正在重庆某大学读

大四的学生顾语晨，无意间看到了这则

新闻。她注意到了我的名字“王肸”，还

特意查了“肸”字的读音。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我乘车回老家

看望父母，此时顾语晨也乘坐同一趟车

返回学校。她当时看起来很疲惫，倚靠

在座位上睡着了，瘦弱的身体缩成一

团，甚至微微发抖。我有些不忍，便小

心翼翼地给她披上了我的大衣。

没多久，她醒来了，发现身上多了

件大衣。“不好意思，我怕你着凉。”坐在

一旁的我，红着脸说。我们闲聊了几

句，不经意间，她看到了我手机背面用

标签贴着的名字，认出我正是之前那则

新闻报道中的“主角”。

“谢谢你！世界真小，我之前在报

纸上见过你的照片和名字。”

“这么巧！”

我俩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气氛

瞬间变得温馨起来。

奇妙的缘分，莫名的好感，我们开

始有了交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

慢地走进彼此的心里，不管是在工作还

是生活中，都会相互支持鼓励。去年 1

月 9 日，我们领证结婚。

去年七夕那天，我为妻子准备了一

份特别的礼物——“王肸先生与顾语晨

女 士 于 公 历 2023 年 1 月 9 日 喜 结 连

理。佳偶本天成，琴瑟乐百年。特此登

报，敬告亲友，亦作留念……”

这 短 短 几 行 文 字 被 刊 登 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 的《中 国 青 年 报》七 夕 专

版 ，行 文 简 单 ，又 不 失 浪 漫 。 从 事 新

闻 宣 传 工 作 的 我 认 为 ，报 纸“ 结 婚 启

事 ”如 同 纸 质 版 的“ 朋 友 圈 官 宣 ”，既

复古又新潮。我想用这样的方式，记

录下我们的爱情誓言。

当我把“结婚启事”送给妻子时，妻

子眼里闪着泪光，我的眼睛也忍不住红

了。那一股淡淡的油墨香，让我们回忆

起这些年来相知相爱的往事。妻子感

动地说：“这份报纸具有特殊的纪念意

义，我们一定要好好珍藏。”

特 殊 纪 念
■王 肸

因为工作原因，我与家人一直聚少

离多，好在有妻子的理解与支持，让我能

在部队安心工作。她独自承担起家里的

大小事，还经常教育一双儿女要理解我

的工作。两个孩子也非常懂事，我每次

探亲结束归队时，他们从来没有哭闹过，

只是不舍地一遍遍说“再见”。

2020 年底，我调到离家 3 小时左右

车程的岗位工作。如果条件允许，我周

末会回家一趟。那段时间，我们全家都

沉浸在团聚的幸福中。

去年 8月，我被抽调到外地工作。年

底，我抽空回了趟家。那晚，得知我行程

紧张，只能在家待一晚，女儿吃饭时认真

地问我：“爸爸，你下次什么时候回家？”听

到这个问题，我夹菜的手僵在半空，一时

不知如何回答。没有得到确切答案，女儿

失落地低头继续吃饭。幸好妻子及时把

话题岔开，才化解了我的尴尬。

但女儿并没有就此罢休。她写完作

业又跑过来问我：“爸爸，你下次什么时

候回家？”我猜想她应该是有事情需要我

回来，但我确实不知道下次回家的时间，

只好说了句：“爸爸可能春节前回来。”听

了我的回答，女儿失落地“哦”了一声，便

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直 到 睡 觉 前 ，我 心 里 依 然 不 是 滋

味，脑海里不断浮现这些年与家人聚少

离多的日子。特别是两个孩子都上学

后，妻子每天要一前一后接送他们，风

雨无阻……每次回家，邻居碰到我都会

忍不住感叹：“你爱人每天骑车接送两

个孩子，真够辛苦的。”我深知，穿上军

装就要担起责任，可想到女儿期盼的眼

神，内心还是充满歉疚。

第二天早上，我意外地发现枕头下

放着一个红包，打开一看，里面有张女儿

亲 笔 写 的“ 元 旦 快 乐 ”贺 卡 ，还 有 一 张

100 元纸币。

妻子告诉我，女儿前一晚连问几遍

都不知道我能否回来过元旦，便连夜准

备 了 这 个 红 包 ，还 把 自 己 平 时 做 家 务

“挣”的零花钱，换成了这张 100 元。为

了不打扰我睡觉，她悄悄地把红包放在

了我的枕头下，因为她知道，我在家只要

起床，就会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一定会

发现她准备的惊喜。

此时，女儿已经去上学了。儿子看

到我高兴的样子，也跑过来对我说：“爸

爸，你给我准备纸和水彩笔，我也要画

张画，当作新年礼物送给你。”看到两个

孩子这么懂事，我心里更加欣慰。

新年礼物
■王均波

去年春节前，我放假到家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去看望太姥爷。那天，我坐

在他身边，向他讲述在军校训练学习的

感 悟 ，并 问 道 ：“ 到 2027 年 ，您 就 正 好

100 岁了，您有什么愿望呀？”

“哈哈，我想看看建军一百年时人

民军队的发展变化。”听到太姥爷的回

答 ，家 人 都 爽 朗 地 笑 了 。“ 等 到 2027

年，我们集体回家给您过生日！”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幸福的

气息。

冬日的阳光，暖融融地照着太姥

爷干净整洁的小院，一切显得格外温

馨。太姥爷的屋子里，西侧的墙上写

着“铁心跟党走 报国一家人”10 个苍

劲有力的大字，下面是一幅我们一家

四 代 18 名 军 人 的 军 装 合 照 。 东 侧 的

墙上挂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以及

家 人 荣 获 的 各 式 各 样 奖 章 、纪 念 章 。

屋 子 北 侧 的 墙 上 ，则 贴 满 了 军 装 照

片 ，有 太 姥 爷 的 个 人 照 ，也 有 他 与 我

们的合照。

关于北侧照片墙的由来，得从太

姥爷参军时说起。太姥爷是一名出生

于 1927 年 的 老 兵 ，15 岁 就 参 加 革 命 ，

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大城市

生活和干部身份，毅然选择带着一家

老小回家务农。我小时候曾不解地问

他：“您为什么不留在城里，这样就可

以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太姥爷说：“共

产党员就应该哪里艰苦到哪里去，我

当兵就是为了打跑侵略者。革命不是

为了个人前途，更不是为了钱。你们

作为我的后代，也一定要明白这个道

理。”太姥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

了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心，也在我们

的心中埋下了红色的种子。

尽管离开了部队，但太姥爷的心中

始 终 怀 有 浓 浓 的 军 营 情 结 和 家 国 情

怀。太姥爷的大儿子（我的大爷爷）高

考后，太姥爷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对

7 个儿女说：“有国才有家，保家卫国就

是咱家的家规。”后来，大爷爷选择参军

入伍。他离家那天，太姥爷在屋子西侧

的墙上大笔写下了“铁心跟党走 报国

一家人”10 个字。太姥爷还郑重地穿

上当年的军装，小心翼翼地戴上军功

章，和大爷爷拍了张合影。

此后，每当家里有人入伍，离家前

都会和太姥爷拍张合影。随着入伍的

人越来越多，家里的军装合照也越来越

多。多年来，这些军装合照见证了太姥

爷的家国情怀，也传递着我们这个大家

庭的红色家风。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张合照，是太

姥 爷 和 我 表 哥 宋 杰 一 同 参 加 纪 念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 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70 周 年 阅 兵 的 合 影 。 合 影

中 ，当 时 88 岁 的 太 姥 爷 看 起 来 神 采

奕奕。

1949 年，太姥爷所在单位为挑选

优秀战士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把各

个 师 的 射 击 能 手 都 集 中 起 来 进 行 考

核。最终，太姥爷因两环之差没能入

选，这也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2015 年 7 月 ，家 人 接 到 通 知 ，让

太 姥 爷 作 好 准 备 ，可 能 会 到 北 京 参

加阅兵。太姥爷听说后，眼里激动地

泛 起 泪 花 。 不 久 ，他 在 家 人 的 陪 同

下，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更令太姥

爷感到骄傲的是，我表哥宋杰作为百

团 大 战“ 白 刃 格 斗 英 雄 连 ”英 模 部 队

方 队 的 一 员 ，也 将 接 受 祖 国 和 人 民

的检阅。

8 月 23 日 ，在 阅 兵 全 要 素 演 练 结

束后，太姥爷和我表哥在训练场上相

见。虽然还只是演练，但太姥爷激动

不已：“你一定要好好训练，代表我昂

首阔步走过天安门。”殷殷嘱托，情真

意切。“保证完成任务！”晒得黝黑的表

哥使劲点了点头。

9 月 3 日，太姥爷凌晨就起床洗漱，

穿上军装，把自己的荣誉勋章全部佩戴

整齐，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宾馆大厅等

待天亮。

那天，看到阅兵式上展示的我军先

进装备，太姥爷感慨不已，“我看到这些

武器装备，真是感到国家强大了，人民

军队强大了。我有生之年还能参加阅

兵式，再也没什么遗憾了。”

后来，太姥爷常常向我诉说起这段

难忘的经历。每次提起，他都会紧紧抓

住我的手，双眼闪着激动的光芒。轻抚

太姥爷胸前那枚来之不易的阅兵纪念

章，我在他面前立下壮志：“总有一天，

我也要在天安门前接受祖国和人民的

检阅。”

我的名字是太姥爷起的。他说，我

名字里“忠兴”的寓意是“忠诚于党、振

兴祖国”。

2020 年，即将大学毕业的我报名

参军。入伍前一天，我和太姥爷在家

里 那 面 神 圣 的 国 旗 下 完 成 了 我 期 待

已 久 的 光 荣 传 承 —— 合 影 留 念 。“ 以

后 ，你 就 要 做 一 名 忠 诚 勇 敢 的 好 战

士，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我老

了，国家还要靠你们这些青年啊！”太

姥爷叮嘱道。

望着太姥爷饱经沧桑的面庞，我

心中涌上深深的敬意。他郑重的嘱托

里，饱含一名老党员对党和国家的满

腔赤诚。

记得刚到新兵连时，面对陌生的环

境，从小有些内向的我变得更加不爱说

话。每次训练结束后，我都会躲在班里

不起眼的角落，把自己封闭起来。一个

休息日晚上，我领取手机后，给家里拨

打视频电话，想向家人诉苦。当视频接

通后，看到太姥爷熟悉的面庞，我却一

句话都说不出来。“忠兴，最近怎么样

啊？习不习惯呀？”望着太姥爷那充满

期盼的目光，一股酸涩涌上我的心头。

我强忍泪水，向他汇报自己的部队生

活。从那天起，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

部队干出个样子，说啥也不能让太姥爷

失望。”

入 伍 第 二 年 ，我 因 表 现 突 出 被

评 为“ 四 有 ”优 秀 士 兵 ，经 过 组 织 推

荐 和 考 核 ，最 终 以 优 异 成 绩 顺 利 提

干 。 收 到 军 校 录 取 通 知 书 后 ，我 第

一 时 间 拨 通 了 太 姥 爷 的 电 话 。“ 好 ，

好 ，忠 兴 ，你 一 定 要 珍 惜 现 在 的 学 习

机 会 啊 ！”电 话 另 一 头 的 太 姥 爷 显 得

格 外 激 动 。

“忠兴，今年我服役期已满，就要

退 伍 了 。 你 一 定 要 在 部 队 好 好 干 ！”

表哥宋杰恰巧休假在家，他坐在太姥

爷身旁，语重心长地叮嘱我。我心潮

澎湃，家里当兵的接力棒终于传到了

我的手中。

去年，距离我军校毕业只有不到

1 个 月 ，96 岁 的 太 姥 爷 永 远 离 开 了 。

“ 在 部 队 好 好 干 ，为 国 家 服 务 ！”这 是

太 姥 爷 临 终 前 对 家 中 年 轻 一 代 的 叮

嘱。那天，我望着军校里高高飘扬的

五星红旗，又想起太姥爷家中的那面

五 星 红 旗 ，眼 眶 不 禁 湿 润 。 那 一 刻 ，

我 仿 佛 看 到 了 这 位 老 兵 在 向 国 旗 敬

最后一个军礼，眼神像他 15 岁参军时

那般坚毅。

如今，我已是一名基层排长。每次

从胸前口袋中掏出与太姥爷的合影，我

仿佛看到许许多多像太姥爷一样的革

命先辈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无私奉

献的一生换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太

姥爷虽然永远离开了，但他在我们心中

种下的红色种子，已生根发芽，正茁壮

成长。

（刘葆旭整理）

一颗红色种子
■王忠兴

白桦高耸，每一棵笔直

都像一份坚守

刻在军人的脸上

松柏傲立，每一株挺拔

都有一份刚强

属于父亲的胸膛

如同今天的这份荣誉

有我、有你、有他

由一个个小家的温暖

汇聚成

大家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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