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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人

迷彩军娃

火红的图案

绘满了纯真的微笑

细细的灯绳

串联了浓浓的亲情

一盏灯笼亮起

跨越千里的相聚

就会化作，团圆的温暖

就会传递到

每一个小家

每一份坚守

陈 赫配文

家庭 秀

元宵节

前 ，陆 军 某

旅一级上士高源的家人来

队探亲。图为高源和女儿

一起制作灯笼的温馨场景。

聂旺沙摄

定格定格

“大家好，我是‘强军精武红四连’

的一员，来自东北的小微嫂子。今天我

来跟大家唠唠嗑，说说心里话……”今

年，在陆军某旅举办的“军营春晚”上，

军嫂李微带来一段脱口秀表演，受到现

场官兵热烈欢迎。这是李微第三次为

旅队官兵表演节目。

“ 没 当 上 兵 ，是 我 这 辈 子 的 遗 憾 。

好在嫁给了周凯旋，让我成为一名光荣

的军嫂。”李微自豪地说。

李 微 出 生 在 辽 宁 抚 顺 ，那 里 是 雷

锋 的 第 二 故 乡 。 她 曾 就 读 于 雷 锋 中

学 。 每 年 清 明 节 前 ，一 家 人 都 会 去 参

观 雷 锋 纪 念 馆 ，重 温 雷 锋 事 迹 ，感 悟

雷 锋 精 神 。 李 微 的 父 亲 是 名 退 伍 老

兵 ，家 里 许 多 长 辈 和 同 辈 也 当 过 兵 。

耳 濡 目 染 下 ，李 微 从 小 就 对 军 营 有 种

特 殊 情 结 ，并 选 择 嫁 给 身 为 军 人 的 周

凯旋。

在红四连，官兵称呼李微为“小微

嫂子”。那年春节，李微第一次来队探

亲。在连队楼下等周凯旋时，一队战士

从她身边路过，异口同声地喊道：“嫂子

好！”他们的声音干脆响亮，笑容无比灿

烂。李微也激动地立正大喊一声：“弟

弟们好！”东北姑娘的幽默豪爽，逗得战

士们合不拢嘴。

几 个 月 后 ，担 任 炊 事 班 班 长 的 周

凯旋随部队去野外驻训。八一建军节

将至，把自己当作“红四连”编外人员

的 李 微 ，决 定 为 连 队 官 兵 送 上 一 份 惊

喜 。 她 和 周 凯 旋 商 量 后 ，购 置 了 一 批

炊 具 ，赶 在 八 一 建 军 节 前 寄 到 了 连

队。这份特别的惊喜，朴实又珍贵，让

官兵备感温暖。

此 后 ，连 队 官 兵 就 热 情 地 称 李 微

“小微嫂子”。大家给李微写了感谢信，

还为她送了面锦旗。

去年，李微来队探亲，特意带来了

老 家 的 酸 菜 ，和 炊 事 班 战 士 一 起 包 酸

菜 馅 包 子 。 那 天 ，李 微 在 炊 事 班 忙 活

了 一 下 午 ，又 香 又 软 的 包 子 赶 在 晚 饭

前出锅了。在战士们的阵阵掌声和真

挚 的 感 谢 声 中 ，李 微 眼 角 噙 满 了 幸 福

的泪花。

李 微 参 加 过 三 次 部 队 晚 会 演 出 。

第一次是在“感动旅队”先锋人物颁奖

晚会上。当时，旅队向全旅官兵和家属

征集节目，李微提出演唱歌曲《如愿》。

她想把这首歌送给默默坚守奉献的官

兵，并向标兵典型致敬。那天，当李微

在舞台上放声歌唱时，台下官兵的掌声

和欢呼声给她带来信心和勇气。从那

时起，李微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争取

把更多节目呈现给官兵。

李微第二次登台表演是在“家属座

谈会”上。每年春节前，该旅都会开展

“家属座谈会”等活动，感谢家属们对官

兵的理解和支持。感受着这份来自军

营的温情，李微在家属座谈会现场献唱

了一首歌曲。

今 年 家 属 座 谈 会 结 束 后 ，李 微 开

始 着 手 准 备 旅 队 春 节 联 欢 晚 会 节 目 。

一 开 始 ，她 想 以 脱 口 秀 为 主 ，把 东 北

文化和军营特色融为一体。在准备过

程 中 ，李 微 又 萌 生 了 一 个 想 法 —— 编

排 一 个 让“ 红 四 连 ”官 兵 参 与 表 演 的

节目。这个想法得到了连队官兵的支

持 。 节 目 中 选 定 的 那 首《祖 国 不 会 忘

记》，是 周 凯 旋 提 议 的 。 这 首 歌 曲 磅

礴 大 气 而 又 朴 实 真 挚 ，官 兵 和 家 属 都

爱 听 ，也 能 反 映 出 战 士 们 勇 往 直 前 、

无 私 奉 献 的 精 神 面 貌 。 征 询“ 红 四

连 ”官 兵 的 意 见 后 ，这 首 歌 曲 被 编 进

了节目中。

为了不影响官兵的训练生活，李微

不仅独自承担创作，而且操办购买了节

目所需的服装和道具。她组建了“节目

群”，平时自己在家属院里练，周末和连

队官兵合练。战士们热情高涨，积极参

与 ，艰 苦 的 训 练 生 活 由 此 增 添 了 一 份

快乐。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微和连队官

兵的节目顺利通过审核，并且作为压轴

节目。晚会当天，从东北大秧歌式的舞

蹈，到脱口秀，最后是连队大合唱，大家

一气呵成完成了节目表演。

“你这个军嫂很厉害！”演出结束，

旅领导上台与李微握手，并对节目给予

了高度肯定。李微笑着说：“我们还有

很多节目想呈现给大家。”领导对她说：

“说话要算数啊！”李微回答：“‘红四连’

的军嫂言出必行！”

“小微嫂子”以热忱之心凝聚“红四

连”官兵闪耀军营“春晚”的故事，一时

间成为旅队美谈。

“ 微 ”光 闪 耀
■刘志勇

那天，我和母亲在院外贴对联，突

然听到有人问：“您好，请问这是王老师

家吗？”母亲转过身回答：“是的，你们是

他的学生吧！快进屋，我去叫他。”父亲

听 到 院 子 里 有 动 静 ，在 围 裙 上 擦 了 擦

手，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原来，这 3 名青年都是父亲的学生，

趁着春节假期，特地来看望他。

2001 年，父亲转业回到地方，主动

申请去当一名乡村中学教师。彼时，我

在县城上学，母亲也有工作，我们一家

三口仍旧是聚少离多。从军营到学校，

父亲葆有军人迎难而上的作风，代过不

同学科的多门课程，逐渐历练为一名教

学“多面手”。

其实，周围许多人都不理解，为何

父亲不选择留在条件和待遇更好的县

城工作。父亲说：“农村的孩子们想要

走出去不容易，乡下师资有限，要是能

为孩子们‘种’下梦想，引领他们走出去

看看更大的世界，一切都值。”

父亲在这所中学任教已 20 多年。

他的学生里，有 300 多人考上了大学。

父亲说，学校的名字叫“迎客松中学”，

就是希望村里的孩子能像松树一样挺

拔坚韧。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高考后报了一

所师范学院。大二那年，看到学校里宣

传征兵入伍，我决心走一走父亲走过的

路，投身军营这片沃土。父亲对我的决

定非常支持，并叮嘱我，去了部队这所

大学要继续刻苦学习。

那天，父亲得知自己的一名学生要

去支教，非常欣慰，连连称赞。当这名

学生向他请教经验时，父亲谦虚地摆摆

手说：“教学是因人而异的，我坚信身教

重于言传。”

父 亲 的 话 ，不 经 意 间 将 我 的 思 绪

带 到 去 年 盛 夏 。 那 时 ，我 正 在 准 备 上

级 组 织 的 政 治 教 员 比 武 ，心 里 有 些 焦

虑 。 与 我 同 台 竞 技 的 ，有 理 论 知 识 储

备 丰 富 的 政 治 机 关 干 事 ，有 经 验 丰 富

的一线带兵人。我作为一名油料专业

毕 业 的 基 层 排 长 ，能 为 官 兵 上 好 一 堂

课吗？

尽管信心有些不足，但我还是积极

为比武作准备。一天晚上，下夜岗的战

士 见 我 还 在 学 习 室 里 练 习 讲 课 ，便 问

道：“排长，你不是专业的政工干部，如

果把精力放到群众性练兵比武的课目

上，说不定更有希望拿名次。”战士的

话，让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催促他

赶紧回宿舍休息。

次日，我带着疑问给父亲打了通电

话。父亲只是笑了笑说：“我始终坚信

身 教 重 于 言 传 。 你 只 有 做 到 了 、做 好

了 ，才 能 让 战 士 们 相 信 你 。 借 这 次 比

武，要给身边战友做个好榜样。”

父亲的话，打消了我的顾虑。我放

平心态，将这次比武当作一次展现单位

官兵精神风貌的窗口，把笔尖对准身边

熟悉的战友，写教案、做课件、练动作。

我精心搜集的事例，打动了比武现场的

评委和战友们，最终被评为“优秀政治

教员”。

比 武 结 束 回 到 单 位 ，那 名 战 士 主

动 找 到 我 ，兴 奋 地 说 ：“ 排 长 ，你 真 厉

害！”我提起那晚他跟我说的话，并郑

重 地 告 诉 他 ：“ 精 心 付 出 才 能 有 收

获。”这名战士有些不好意思，摸了摸

头说：“排长，你这次比武经历真的很

鼓 劲 ，凡 事 都 得 搏 一 搏 。”那 一 瞬 间 ，

我 感 觉 一 堂 生 动 的 教 育 课 实 现 了“闭

环”。

那天，陪父亲送走 3 名学生，我问

他：做一名老师最自豪的事是什么？父

亲望了望学生们的背影，说：“最自豪的

事，你已经见证过了。”

老兵执教
■王鸿浩

去年腊月刚过，军嫂王彬彬就带着

3 岁半的双胞胎姐弟玥玥、阳阳来西藏

与爱人韩伟团聚。担心两个孩子第一次

上高原出现高反，王彬彬选择带他们坐

火车进藏。从老家张掖到拉萨，换乘火

车，再转大巴，这段旅途对两个孩子来说

是如此漫长，可两个小家伙一路上出奇

的懂事，不哭也不闹。

当车驶过唐古拉山，窗外放眼望去

皆是白雪，韩伟所在单位营区终于出现

在他们眼前。孩子们心心念念的爸爸，

正在寒风中翘首以盼。

见到爸爸，姐弟俩却不像平时视频

通话时那么热情。姐姐玥玥性格比较细

腻，发现爸爸眼中一闪而过的失落，便松

开妈妈的手，扑向爸爸的怀抱。弟弟阳

阳则藏在妈妈身后，好一会儿才与爸爸

亲密起来……

韩伟入伍 17 年。由于工作原因，已

有 7 个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两个孩子出

生后，韩伟尽可能每天抽时间和家人视

频通话、与孩子们培养感情。

春节前，王彬彬在韩伟驻地预约了

藏服写真。孩子们去年和前年的生日，

她都在老家预约了拍摄全家福，可韩伟

都没能赶回来。孩子们马上 4 岁了，这

是他们第一次来西藏，也是全家过的第

一个团圆年。王彬彬希望借此机会，一

家人身穿藏服拍张全家福。然而，春节

前，连队有许多工作安排，韩伟外出时间

有限，拍摄计划再次搁置。

当炊烟萦绕、彩旗飘扬，空气中弥漫

起篝火与烧烤的味道，家属院迎来了热

闹的新年。精通厨艺的韩伟担任家属聚

餐的大厨，卤肉、炒菜、炖汤……南北方

家常菜，他样样拿手，烧烤手艺更是一

绝。大家边吃边调侃：“咱们休假都去韩

班长家蹭饭。”被炭火熏得满脸通红的韩

伟，一边翻手里的肉串，一边笑着说：“等

休假了，我还要带你们嫂子旅游呢。到

时候娃给你们带！”

玥玥和阳阳听到后，立刻丢掉手中

的玩具，争抢着扑上前，一人抱住韩伟一

条腿，非缠着爸爸也带他们出去玩。

第二天，家属院广场上喜庆热闹，两

个小家伙直往人堆里钻，击鼓、舞龙、拔

河、套圈……奖品塞满小推车，两个孩子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红色的灯笼在风中摇曳，缀满白云

的天空蓝得耀眼。活动结束后，韩伟一

家并肩走在军史长廊。闪着银光的雪山

在他们身后，仿佛照相馆里巨大的背景

板，要将全家久违的温情绘制成美好的

画卷。

王彬彬眉眼含笑，望向远方，目光温

柔而坚定；玥玥和阳阳紧贴着爸妈，站在

装备模型边，玥玥喜滋滋地朝镜头比了

个“爱心”，阳阳笑着露出两排牙齿；韩伟

欣慰地注视着两个孩子，沉浸于珍贵的

亲子时光……

两个孩子也许已不记得全家一起去

照相馆的约定，但只要爸妈在身后，团圆

的幸福就在身旁。

下图：韩伟和家人在单位的军史长

廊留下一张全家福。 吴浩然摄

雪山下的全家福
■刘沙沙 朱永康

美丽军嫂

军嫂李微和丈夫周凯旋（右一）在食堂为连队官兵制作美食。 李果霖摄

天山南麓，群山延绵，薄雾忽隐忽

现。连队营房不远处的一座山坡上，“身

居风口 乐守边关”8 个大字熠熠生辉。

年 初 ，奶 奶 将 她 亲 手 缝 制 的 鞋 垫

邮寄到我所在的边防哨所。

“我纳的鞋垫与市面上卖的不一样，

每双鞋垫用了五六层纯棉纱布呢！”拨通

奶奶的电话后，听到她自豪的言语，我内

心无比感动。

原来，奶奶从电视上看到边防军人

顶风冒雪、坚持巡逻，有的战士脚上磨出

了血泡，就联想到我也在天山脚下某边

防哨所服役，常常在雪天执勤，脚底容易

受寒，于是悄悄为我和战友们缝制了加

棉鞋垫。

“你们常年坚守在边防一线，很辛

苦。这些加棉鞋垫是我的一份心意，希

望你们喜欢。”这是奶奶夹在鞋垫里的一

封信。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但表达出

她对我和战友们的关爱。

奶奶虽然年事已高，但对鞋垫的质

量要求一点也不含糊。从选布到打浆，

所有材料她都反复挑选，又通过裁剪、刷

浆、晾干、脱浆、缝制，一双鞋垫要花费很

长时间才能制作完成。

凝视着一摞摞整齐的鞋垫，我仿佛

看到奶奶戴着老花镜手拿针线认真缝制

的场景……她把对我的爱、对战友们的

鼓励支持，一针一线纳进了每一双鞋垫

里。那层层叠叠的棉纱布、密密麻麻的

针脚里，凝聚着她的深情厚爱。

我 入 伍 那 年 ，没 能 与 奶 奶 当 面 告

别。出发前，我收到奶奶托人带来的一

个方形小盒。到军营后，我打开盒子，

发现里面有几双鞋垫，鞋垫上绣着“穿

好鞋，走正路”字样。我将这句话深深

刻在心里，鼓励自己在军旅路上脚踏实

地、努力前行。

新兵下连后，我来到天山脚下的这

座边防哨所。这里山高谷深，冰峰兀立，

常年大风不断、积雪不化。即便天寒地

冻，我和战友们依旧日日走在巡逻路上，

蹚冰河、爬雪山……在这种情形下，奶奶

寄来的鞋垫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温

暖的鼓励。

在众多鞋垫中，我看到一双绣有“忠

心”二字的鞋垫。我想，这一定是奶奶专

门给我绣的。因为我听爷爷说过，他入

伍前，奶奶也曾将一双绣有“忠心”二字

的鞋垫交到他手上。那双绣着“忠心”二

字的鞋垫，同样用了好几层棉纱布，垫到

鞋里既舒服又暖和。

奶奶缝制那双鞋垫时，她和爷爷还

没有结婚。为了让爷爷能够安心保家

卫国，奶奶便在鞋垫上绣上了“忠心”二

字，交给心上人。爷爷没辜负奶奶的期

望，在雪域高原上扎根数年。

收 到 奶 奶 寄 来 的 鞋 垫 ，我 无 比 珍

视，觉得久处边关的孤独都随之消散。

那天，我对奶奶说：“我一定会沿着爷爷

的足迹，深深扎根在雪域高原上。”

一根针，缝出的是信念；一缕线，绣

出的是情怀。我将奶奶缝制的“忠心”鞋

垫垫入鞋中，温暖在心中涌动，丈量军旅

的脚步愈加坚定。

温
暖
鼓
励

■
杨
仰
优

情到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