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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秀

“ 六 一 ”

国 际 儿 童 节

前夕，海军某部组织开展

“军营开放日”活动。图

为 军 娃 小 依 可 在 认 真 地

观察舰艇模型。

杨福龙摄

定格定格

可爱的舰艇

你是多么威武

舰顶的红旗

召唤着风

舰上的飞机

思念着天空

宽阔的甲板

正往大海航行

如果可以

我也想跟着你

看一看海鸥的舞蹈

听一听海浪的笑声

李学志配文

清晨，刚刚完成飞行准备的海军航

空兵某部下士黄海彬，静静地站在战机

旁，目光望向远方。此时，他不禁想到了

父亲。

黄海彬的父亲也曾是一名海军航空

兵。在黄海彬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工作

忙碌，回家的次数不多。

父亲退役后，黄海彬终于能够经常

与父亲相见，可他们父子俩的关系反而

比之前疏远。父亲总是用部队的纪律、

规矩约束黄海彬，黄海彬叛逆起来自然

少不了和父亲“对着干”。

直到一个暑假，父亲带着黄海彬去

老部队参观。部队驻地在一个小镇上。

沿着蜿蜒的山路颠簸了 1 个多小时，父

子俩才抵达营区。

在战鹰之下，是一方属于机务兵的

“小天地”。营区外的围墙上，写着一行

标语，“甘当蓝天铺路石，争做战鹰守护

者”。原来，这就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

地方”，与黄海彬想象的样子很不一样。

这里没有枪林弹雨、炮火纷飞，父亲和战

友们坚守的，是远离城市的孤寂，是另一

片海天。

那天，父亲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给黄海彬讲了许多故事。有一张照片记

录的是单位受到上级表彰，大家自豪地

合影留念。还有一张照片是父亲和战友

们深夜急救战鹰，大家个个鼻青脸肿，看

起来有些滑稽。

多年前的一个夜晚，黄海彬的父亲

值班结束回到宿舍，忽然听见窗外传来

“乒乒乓乓”的声音。

“坏了，下冰雹了！”他拽起被子就

往外冲，同时大声呼喊其他战友。一路

上，冰雹越下越密。大家一个个扛着被

子，用最快时间把飞机盖严实。回去的

路上，父亲才发现，自己的头被冰雹砸

出了血，其他战友也被砸得鼻青脸肿。

大家看着彼此，不约而同地笑了。一位

从事新闻工作的战友，将这一场景定格

下来……

讲到这些军营往事，父亲的脸上洋

溢着自豪。黄海彬默默地想，或许在父

亲心中，这就是他人生的价值所在。

离开老部队时，父亲朝战鹰的方向

郑重地敬了个军礼。这一刻，成了黄海

彬与父亲之间“融冰”的起点。

黄海彬在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

巧合的是，他来到的部队正是海军航空

兵部队，下连后分配的专业，也是父亲当

年从事的专业。

经过与战鹰朝夕相处，黄海彬对父

亲与战鹰之间的感情，有了更深理解。

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外场迎接战

鹰“归巢”。战机落地后，空勤人员反映，

某部件发热显示异常。黄海彬立刻朝该

部件跑去，仔细排查原因，最终确定故障

源并顺利处置。尽管戴着手套，但长时

间接触滚烫部件，他的双手还是被烫出

了水泡。

“温度那么高，怎么不多戴几层手

套？”战友帮黄海彬处理伤口时，关切地

问道。

“时间紧张，装备可耽误不得。”脱口

说出这句话后，黄海彬忽然想起了父亲

与战友们深夜抢救战鹰的故事，还想起

父亲曾说过的话：“当年我们没有机棚，

飞机只能露天停放，那不能有一丝磕碰

呀。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你更得干出

个样子来！”

“要是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

为我感到骄傲。”黄海彬抿了抿嘴，不禁

笑了。

那天，阳光洒在黄海彬年轻的脸上，

他的心仿佛也随着战鹰飞向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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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奇一直以自己是一名边防军人

而骄傲，却没想到在见到女友葛凯利的

妈妈时有点“碰壁”。

“女儿大了，我们当父母的意见，你

们仅作参考，你们的事自己决定吧！”当

他和葛凯利提出结婚的想法并见她父母

时，葛凯利妈妈的话让张佳奇心里一时

没了底。

几天后，葛凯利拉着张佳奇去领结

婚证：“我妈是刀子嘴豆腐心，如果不同

意就不会拿户口簿给我。走，我们去领

证。”

张佳奇是湖北人，部队在西藏。葛

凯利的老家在山东。他理解葛凯利妈妈

的担心：“咱俩距离确实远，见一次面非

常 不 容 易 。 结 婚 以 后 ，你 的 负 担 会 加

重。”

“那就用实际行动，让我妈放心。只

要心离得近，我们的距离就不会远。”葛

凯利自信地说。

从葛凯利的老家到张佳奇的驻地，

要转乘各种交通工具，用时两天才能抵

达。葛凯利每年都会顶着风雪、忍着高

原反应上高原，与张佳奇相聚。

第一次去探亲时，一路上葛凯利的

胃里翻江倒海。她这才领略到高原环境

的艰苦。好在去部队营区的那趟大巴车

上，经常有探亲的军嫂乘坐，司机和当地

人对她非常照顾。她一路上好几次请求

下车休息。车外的温度很低，每次车门

打开，刺骨的寒风就会立刻钻进车厢。

车上没有一个人为此抱怨。同行的乘客

会陪她下车，轻拍她的背，为她递热水。

司机也会暖心地提醒她：“再坚持一下，

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旅途中的点

滴，温暖着葛凯利的心。

面对葛凯利千里迢迢奔赴而来的付

出，张佳奇感动在心。只要休假，他就赶

到葛凯利的老家，帮她和妈妈分担家务。

葛 凯 利 的 妈 妈 将 这 一 切 看 在 眼

里。一次，在张佳奇归队前，她悄悄做

了他爱吃的酱肘子。那天，她把葛凯利

和张佳奇叫来，叮嘱两人：“既然选择了

对方，就好好走下去，别辜负这份难得

的感情。”

那次，葛凯利陪张佳奇一起回到了

单位。一到连队，葛凯利就乐呵呵地向

战友们展示妈妈给大家带的美食：“这是

酱肘子、火烧，都是我妈准备的……”

炊事班班长趁机起哄道：“你俩什么

时候办婚礼呀？大家都等着吃喜糖呢！”

“ 干 脆 下 次 我 直 接 穿 婚 纱 来 得

了 ！”葛 凯 利 爽 朗 的 回 答 ，逗 得 大 家 哈

哈大笑。

转眼到了葛凯利回家的日子。那

天，天色还未亮，空中繁星点点，客车已

经到了营区门口。“呀，这是军嫂！”司机

师傅热情地招呼后，有乘客起身主动接

过行李，将靠窗的座位让给了葛凯利。

听到“军嫂”这个称呼，葛凯利心中

涌上阵阵温暖。她看向窗外，朝张佳奇

笑着挥了挥手。张佳奇抬起右手，郑重

地向葛凯利敬了个军礼……

去年，上级机关组织集体婚礼，张佳

奇报了名。在布达拉宫前，葛凯利身穿

洁白婚纱，与其他新娘们并肩站在广场

上。张佳奇和其他新郎们，穿着笔挺的

军装礼服步履轩昂，向她们走来……那

一刻，一路的艰辛与不易，化作新人眼中

幸福的泪水。

高原有爱就不远
■范怡峰 郭俊懿

北 疆 的 春 ，忽 冷 忽 热 。 风 吹 过 树

梢，柳絮飘飘然落地打圈，好似团团云

朵，翻滚跳跃奔向远方。

周末，我和战友去军营超市购物，

途经家属乐园时，被几个孩童吸引了目

光。不远处，孩子们正嬉笑着围踩地上

打旋的柳絮。

“ 图 图 ，吃 饭 喽 ”“ 轩 轩 ，快 回

家”……不多时，家属楼传出孩子们母

亲的召唤声。于是，他们便一步三回头

地朝家属楼方向走去。有的孩子正巧

赶上父亲下班归来，刚才的不情愿霎时

被抛之脑后，叫嚷着要父亲“举高高”。

这似曾相识的画面，让我仿佛看见

了儿时的自己。流逝的过往碎片慢慢

聚拢，拼凑出童年的记忆脉络。

6 岁那年，我跟随母亲去新疆叶城

新藏线零公里处看望父亲。那是我第

一次走近叶城这个坐落在叶尔羌河旁、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的小城。零公里

作为国道 219 的起点，对常年穿行在新

藏线上的汽车兵来讲，是无人区与繁华

小 镇 衔 接 的 纽 扣 ，也 是 休 憩 的 最 佳 选

择 。 余 秋 雨 在 此 游 历 时 称“天 路 零 公

里，昆仑第一城”，可见它的地理位置之

重要。

时至今日，我对零公里的记忆，更

多停留在营院柏油路面上，车辆碾过的

黑色印痕；阳光透过浓密的葡萄架，洒

下的斑驳光影；炎炎夏日午睡时，院外

传来的“哒哒”马蹄声……

记得放学后，家属院的孩子们都喜

欢聚在荷花池附近玩耍。因荷花池临

近连队，官兵的歌声总会清晰地传入我

们耳中。我们围拢在一起，讨论歌词大

意，大家各抒己见，仍无法停止争论，便

跟着官兵哼唱起来，谁嗓门高盖过对方

就算赢。

直到我考上军校，才发现儿时的我

们都领会错了歌词。教官说，大声唱军

歌是为了提振士气。儿时的我们，又何

尝不是歪打正着，全程吼叫，声浪很强，

气势更甚。

初到新疆，因水土不服，我经常生

病 去 卫 生 队 。 有 一 次 输 完 液 ，天 色 已

晚，我整个人病恹恹提不起精神。回家

路上，父亲把我高高举起，扛在肩头。

那晚的月色分外皎洁，从道路两侧偶尔

跳出几只蛤蟆，在月光的照耀下闪着银

光。我伸手探向天空，好像下一秒即可

摘下月亮。我们一家三口走在寂静的

家属院里，影子被拉得很长……

每当看到母亲收拾行囊，我便知道

父亲要跟随队伍上高原了。每次听说

车队即将返回，我都会兴奋地跑到窗户

旁眺望，等待那抹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家

属院门口。

“爸爸！”我一边喊，一边以百米冲

刺速度奔向他。父亲会将我抱起，稳稳

当当地托住。许久未见，父亲变黑了、

瘦 了 ，连 架 在 鼻 梁 上 的 镜 框 都 有 些 晃

荡。我会轻轻扶正他的镜框，调皮地将

他的军帽摘下来，戴在自己的头上。

“闺女，你长大以后，也穿军装好不

好？”父亲满脸慈祥地问。

“好！”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咯咯”

地笑。

儿时的一句“承诺”，在长大后变成

现实。军校毕业那年，我与战友写下赴

边申请，回到熟悉的西北大漠。

那天，一阵晚风拂过，饭菜的芳香

从家属院的窗户飘出，孩子们陆续往家

赶 。 战 友 也 在 一 旁 催 促 我 加 快 步 伐 。

远远地，我看见一个孩子坐到父亲的肩

头上。他调皮地摘下父亲的军帽，戴在

自己的头上。望着父子俩的背影，我在

想 ，那 个 孩 子 多 年 后 会 不 会 也 和 我 一

样，穿上绿军装……

儿时记忆
■刘欣雨

那段日子，我们到陆军某部采访，

正 赶 上 部 队 即 将 开 拔 。 工 作 之 余 ，我

们 同 几 名 官 兵 聊 起 家 常 。 谈 及 孩 子 ，

他 们 脸 上 泛 着 幸 福 的 笑 容 。 我 们 发

现，这些孩子在爸爸远行前，幼小的心

灵 挂 念 着 爸 爸 ，并 以 独 特 的 方 式 将 这

份惦念表达出来。这些军娃用童真和

爱，守候着军营中的爸爸 ；同时，军营

氛围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孩

子 们 温 暖 的 举 动 ，不 禁 触 动 了 我 们 的

心……

一

“爸爸，你放心去工作吧。你不在，

我就是家里的男子汉。”清晨，11 岁的范

腾予早早起床，将前一天晚上编辑好的

信息，发送给爸爸范雪松。

这天，是范雪松带队出发的日子。

范腾予想在爸爸出征前，第一时间把问

候送达，让他不要牵挂家里。

人们常说，军娃早当家。范腾予是

家属院里大家公认的“小暖男”。那年，

范雪松担任主官，又逢上级组织比武，

自己还要参加军事训练考评，很长一段

时间无法与家人见面。范腾予每天在

家庭微信群里问候：“爸爸，记得按时吃

饭，别加班太晚，天冷多穿衣服……”范

雪松工作结束后，往往已是深夜。看着

儿子发来的“温馨提示”，他心里涌上阵

阵温暖。

今年初，该旅组织“家属进军营”活

动。范腾予跟随讲解员在营区里走走停

停，观察得格外认真。当晚，范雪松请假

送范腾予回家属院休息。范腾予仰着头

对范雪松说：“爸爸，我可以跟你去办公

室工作吗？”范雪松心里有些不解。

“这样我就可以多陪你一会儿了。”

范腾予紧接着说。

范雪松摸了摸儿子的小脑袋，嘴角

扬起微笑。

二

10 岁的解轶文是有名的“文艺小达

人”。得知爸爸解潇要去执行任务，热爱

舞蹈的她穿上迷彩演出服，为爸爸跳了

一支舞蹈《少年军梦》。女儿灵动的舞

姿、纯真的笑容，让解潇感到非常幸福。

这支舞蹈，是解轶文今年在该旅军

营春晚上表演的节目。只要该旅举办

晚会，解轶文都会积极参加。她是晚会

上年龄最小的“演员”。

虽然家属院和营区相距不远，但解

潇因为工作任务繁重，陪伴家人的时间

并不多。到了周末，解轶文就坐上“军

营班车”，到营里看望爸爸，给他带一颗

糖果、唱一首歌、跳一支舞……

今年 5 月，驻地学校组织“萌娃进军

营”活动。得知同学们要到爸爸所在单

位 参 观 ，解 轶 文 激 动 了 一 整 晚 。 第 二

天，她一大早就赶到学校，带着同学们

来到自己熟悉的军营，主动担当小解说

员，向大家介绍军营，还跟战士叔叔一

起教同学们叠军被、摆放生活用品。她

认真的样子，像极了一个“小女兵”。

三

“学习之星”“书写小达人”“英语小

达 人 ”…… 军 娃 付 芷 萱 的 生 日 就 快 到

了。她将自己的奖状、证书精心整理成

册，准备在爸爸付磊出发前，当作礼物

送给他。然而，该旅行军梯队临时有些

调整，付磊需要提前出发。任务紧急，

天还没亮，他便匆匆启程了。

第二天清晨，听到妈妈转达爸爸的

歉意，眼泪在小芷萱的眼眶里不停地打

转。过了一会儿，她对妈妈说：“妈妈，

我要等爸爸回来，再把礼物送给他。”

由于付磊和妻子工作都很忙，小芷

萱早早就可以独自上学，做一些简单的

家务。有时候，妈妈回家晚，她还会提

前准备些饭菜。她的房间里，贴满了各

类竞赛奖状。小芷萱希望自己早日长

大，为爸爸妈妈分担更多。

傍晚，军营大巴载着放学的军娃们

归来，寂静的家属院瞬间被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填满。在这里，离别与重逢不断

上演，一批批军娃在热切的期盼中，学

会坚韧，渐渐长大，充盈着生动而蓬勃

的力量……

生动而蓬勃的力量
■韩 成 吴创智

两代之间

两情相悦

那年那时

迷彩军娃

徐金鑫徐金鑫绘绘

虞 鉴虞 鉴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