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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我最大的乐趣，是在村里看战

争题材的露天电影；最大的梦想，是长大

后成为像电影里那样的英雄。

当我第一次观看电影《董存瑞》时，

就被董存瑞的革命事迹和英雄主义精神

深深打动。后来，我又在课本里读到了

他的故事，心中的敬仰之情更加浓厚。

董存瑞的名字以及他的英雄形象，就这

样在我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

18 岁那年，我带着学习英雄、成为

英雄的追求，从北疆边陲黑河，来到内蒙

古昭乌达草原上的一座军营，实现了为

国戍边的愿望。后来，我被调到有着光

荣传统、屡立战功的英雄部队——原第

40 集团军某炮兵旅。

当我走进军营大门，映入我眼帘的是

英雄董存瑞左手高擎炸药包、右手攥紧拳

头的雕像，庄严肃穆，让人肃然起敬。

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从小敬仰的

战斗英雄董存瑞，是我们旅前身某炮兵

师的一名普通士兵，是我的老班长。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旅荣誉馆，

一遍又一遍观看反映董存瑞英雄事迹的

文字、图片和影像资料，激动的泪水再次

溢满眼眶。

我仿佛穿越时空，与英雄董存瑞进

行了一次零距离接触；仿佛触摸到他跳

动的脉搏，与他进行心灵对话，对他的英

雄壮举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当时我常想，我是英雄生前所在部

队的一员，更应该向英雄学习，做到赤诚

爱国、精忠报国，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

业、履职尽责，当好英雄传人。

那年 5 月，河北省隆化县举行纪念

董存瑞牺牲 45 周年活动。我接到上级

通知，陪同旅领导一起前往隆化。我激

动得彻夜难眠，心早已飞向了隆化，飞向

了英雄牺牲的那片热土。

董存瑞烈士陵园，位于河北省隆化县

城西北的苔山脚下伊逊河东岸。陵园初

建于 1954年，园内有烈士纪念碑、董存瑞

烈士塑像、烈士墓、纪念馆等多座建筑。

椭圆形的纪念广场中央，在苍松翠

柏中，耸立着一座 19 米高的花岗岩纪念

碑，象征着董存瑞 19 载青春年华。碑体

正面镶嵌的汉白玉碑心石上，镌刻着朱

德同志亲笔题词的“舍身为国，永垂不

朽”八个金色大字。纪念碑顶端是一颗

五角星，象征着英雄的革命精神与山河

共存，永远照耀着后人。

苔 山 默 默 寄 哀 思 ，伊 水 悠 悠 悼 英

灵。作为董存瑞烈士生前所在部队代

表，我参加了纪念大会。纪念活动结束

后，我和董存瑞烈士的妹妹董存梅、侄女

董继红一起祭扫了烈士墓。

我伫立在董存瑞烈士墓前，有千言

万语想要对他讲。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

红了它”。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是无数像董存瑞一样的英雄儿女用鲜血

和汗水换来的。

董存瑞，我的英雄前辈。你知道吗，

自从你牺牲后，咱们董存瑞班，依然保留

着你的床位；你听到了吗，那首铿锵有力

的旅歌《代代高呼董存瑞》，在军营里传

唱：“永生的士兵英雄的团队，战旗上不

朽的名字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热血铸丰

碑……”

每天早点名时，连长呼点的第一个

名字永远是您——“董存瑞”。每当此

时，全班战士便会齐声喊：“到！”

您的名字，您的英雄壮举，为我们树

立起了一座永远的历史丰碑。

一朝走近董存瑞，一生离不开董存

瑞！虽然，我已脱下军装，并且已经退

休，但我对老部队的怀念之情越来越浓，

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曾是董存瑞生前所在

部队的一员。我要尽己所能把英雄事迹

宣扬好、精神发扬好，永远做董存瑞精神

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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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刀法迅疾凌厉，劈砍撩刺犹如猛虎

下山；猴棍飘逸灵动，扑跌闪展如行云流

水；飞针特技令人拍案叫绝……前不久，

在第 82 集团军某旅举行的联欢晚会上，

一名战士带来的武术表演“武动军营”技

惊四座，让战友们连连赞叹。

台上的表演者叫熊晓荣，是该旅某

连一名列兵。中等个头，小麦色的皮肤，

阳光自信……初见熊晓荣，怎么也不会

想到，这个看上去一脸稚嫩的年轻士兵，

竟然是一位“武林高手”。

2005 年出生的熊晓荣，从小体弱多

病 。 在 他 5 岁 时 父 亲 把 他 送 到 武 术 学

校，希望习武能让他强身健体。不承想，

这一练就是 12 年。12 年间，熊晓荣习得

南拳北腿、刀枪棍棒，屡次在各大赛事中

夺魁，还多次走上央视舞台表演。

虽然年少成名，但熊晓荣的梦想一

直是当兵。用他自己的话说，武术所倡

导的强身健体、实战技击及精忠报国、尚

武精神，与军人的职业使命相契合。

去年 9 月，熊晓荣参军入伍。初入

军营，营区主干道两侧矗立的尖兵“荣誉

牌”，让志存高远的熊晓荣羡慕不已。他

暗下决心，一定要在部队干出个样来。

由于身体素质好、接受能力强，又肯

吃苦，熊晓荣很快成为同年兵中的“佼佼

者”。鞭腿、侧踹、空翻……训练间隙，战

友们围坐在一起，熊晓荣演示的一连串

武术动作，赢得大家阵阵掌声。“太帅了”

“我也想学武术”……渐渐地，不少战友

慕名而来拜师学艺，熊晓荣都爽快答应。

“武术既可以强健体魄，又能锤炼血

性胆气。”看到大家热情高涨，营领导萌

生了一个想法：把武术融入到体能训练

中，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

在营党委的鼓励支持下，熊晓荣正

式成为连队的武术“教员”。刚开始，枯

燥的扎马步、正踢腿等基础动作训练让

有的战友打起退堂鼓。“练好基本功，武

艺不愁精。基本功的练习是最基础的，

也是最重要的环节……”熊晓荣耐心为

战友们纠正动作，同时分享习武心得，鼓

励大家坚持不懈练好基本功。

面对基础不同的战友，熊晓荣有针对

性地进行辅导施教，确保人人都能有收

获。冲拳、推掌、旋风腿……习武过程中，

大家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度也明显增强。

“武动军营”的背后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陶 磊

今天我出镜

又到一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儿童

时代，是对每个人都影响深远的生命阶

段。童年是一支动听悠扬的歌，是一幅

色彩斑斓的画，也是一首天真烂漫的诗，

历来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题材。在古典

诗词中，有不少反映少年儿童的诗词。

宋 代 诗 人 雷 震《村 晚》中 的 名 句 ，

“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充满着田园的诗情画意：夕阳西下，牧

童横坐牛背，在放牧归途中，手握短笛

一路信口吹着不成调的曲子。诗句呈

现出纯朴自然、悠然自得的情境。

清人高鼎《村居》一诗颇富诗情画

意：“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

烟 。 儿 童 散 学 归 来 早 ，忙 趁 东 风 放 纸

鸢。”早春二月，景色明媚，放学早早归

来的学童急不可耐地放起风筝。作者

把景、物、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

诗的最后一句，将儿童贪玩好动的天性

刻画得鲜活生动。

杨 万 里 在《宿 新 市 徐 公 店》中 云 ：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诗

的前两句交代了儿童玩耍的地点和季

节，后两句描写黄蝶飞舞、儿童在后急

追，直至蝴蝶飞入金黄色的菜花中，再

也无法找寻的场景。这首诗语言朴实，

画面清新，表现了少儿的纯真童趣。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退居家乡后写

了一首《四时田园杂兴》。诗词在描写

农夫夏天劳作场景的同时，把孩子们天

真好学、善于模仿的性格也刻画得十分

生动：“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

家 。 童 孙 未 解 供 耕 织 ，也 傍 桑 阴 学 种

瓜 。” 这 是 一 首 描 写 夏 日 农 忙 时 节 的

诗，热情讴歌了辛勤劳作的农家儿女。

尤其全诗最后一句，令人感受到孩子们

的天真纯朴。村里的儿童虽然不谙农

事却也没有闲着，学着大人的模样在桑

树荫下种瓜。

唐人崔道融的《溪居即事》，也是一

首清新隽永、情趣盎然的作品。“篱外谁

家不系船，春风吹入钓鱼湾。小童疑是

有村客，急向柴门去却关。”诗的第一句

是设问“谁家不系船”？次句在道明时

令季节的同时，写出“不系船”的后果。

后两句说的是小童“急向柴门”是因“疑

是有村客”。作者用“急、疑”二字，把儿

童那种好奇、兴奋、急切的心理状态刻

画得十分传神。诗人捕捉到一刹那富

有情趣的镜头，信手拈来，自然成篇，塑

造了一个可爱可亲的农村儿童形象。

在众多描写儿童的古诗中，白居易

的《池上》可谓别开生面。诗中写道：“小

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

萍一道开。”池塘中长着诱人清香的莲

蓬，一儿童撑着小船摘了几个又赶紧划

了回来。天真的孩子自以为无人知晓，

殊不知，小船驶过，原本浮萍密布的水面

被划开一道水线。这首诗好像一组镜

头，记录了顽皮儿童采白莲的场景。作

品有景物描写，有人物行动描写，还有心

理刻画。诗中小主人翁的所作所为不仅

不令人生厌，反而让人觉得淘气可爱。

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是一首构思

巧妙、充满戏剧性的诗：“少小离家老大

回 ，乡 音 无 改 鬓 毛 衰 。 儿 童 相 见 不 相

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人通过老年回

乡的一个细节，生动刻画出儿童活泼天

真的模样。“笑问客从何处来”一句尤为

精彩，只要稍加想象，儿童有几分认真

又有几分调皮的神态便会浮现在读者

脑海中。

《小儿垂钓》是唐代诗人胡令能的

诗作，“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

身 。 路 人 借 问 遥 招 手 ，怕 得 鱼 惊 不 应

人”。诗词写的是一个孩童在水边学钓

鱼，听到有人问路，因怕惊动了鱼儿，不

敢大声回应问路人而连连摆手。小诗

充满童趣，形神兼备，对儿童烂漫天性

的喜爱溢于言表。

古人笔下描绘儿童的诗虽与我们

相隔千百年，但阅读这些诗，我们依然

能从诗中聆听到美妙的童声，欣赏到率

真的童趣，更能感受到纯真的童心。

不泯童心在诗间
■王争亚

“工贵其久，业贵其专。”用心专一、持之以恒，是成就梦想的必备素质。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开展武器装备保养时的场景。作者运用特写镜头，巧妙将车辆横梁

作为画框，以框架构图方式，把读者的视线聚焦在一名专心致志作业的战士身上。画面主体突出，让人感受到

战士严谨的工作作风。 （点评：王晓龙）

专 注
■摄影 李 江

阅 图

近日，武警河南总队新乡支队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驻地师生走进

军营，通过军事课目展示、学习整理内务等方式，让师生近距离感受部队优良作

风，学习国防知识。 高生阳摄

在闽西的崇山峻岭中，有这样一个

小山村，它就是松毛岭脚下的长汀县南

山镇中复村（又名钟屋村）。“这里是红

九军团长征出发地，是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长汀段核心区……”义务讲解员钟振

华头戴耳麦、手执音响，正在为游客讲

解中复村曾经发生的感人故事。

一座桥。中复村的村口有一座接

龙桥，是一座建于清代的木制廊桥。该

桥取名接龙，寄托着中复村人迎接祥龙

降临，盼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

愿景。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村民的

美 好 期 盼 却 一 次 次 化 为 泡 影 。 直 到

1929 年 3 月，红四军入闽解放了长汀，

中复村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才拨云见日，翻身做了主人。从此，人

们把“接龙桥”改名为“红军桥”。

这是一座光荣桥。很多老一辈革

命家都曾从这座桥上走过。刘少奇曾

多次来到中复村组织扩红、支前、筹粮

等工作。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备期间，

时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来到

中复村一线进行战备检查及战前动员。

这是一座英雄桥。在那如火如荼

的土地革命年代，接龙桥成为红军的报

名参军处。桥上的梁柱上贴满了红军

标语，红四军的军旗高高飘扬在接龙桥

头 。 当 年 ，中 复 村 青 壮 年 革 命 热 情 高

涨，纷纷到接龙桥报名参加红军。他们

经过短暂的军事训练后，直接就从接龙

桥奔赴前线，投身到反围剿的战场。由

于 报 名 参 加 红 军 的 人 太 多 ，有 些 年 龄

小、身体还没有枪高的少年也前来报名

参军。于是，负责招兵的红军就在桥柱

上刻下一条 1.5 米高的刻痕。这是一支

长 枪 加 一 柄 刺 刀 的 高 度 ，是 战 争 年 代

“人比枪高当红军”的印记。中复村一

带先后有 2000 多人加入红军，踏上了无

悔的革命征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为革

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走进中复村红九军团出发地陈列

馆，一幅画吸引了游客——画中一幢普

通的民房前，坐着一位女子，她在等着当

红军的丈夫回来。据讲解员介绍，这幅

画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画中的女子

叫赖二妹，与丈夫结婚后的第二天，她就

含泪送丈夫当了红军。10 个月过去了，

赖二妹生下了一个儿子。她和儿子一直

苦苦盼望丈夫回来，可直到 30 年后，她

才得知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中复村，

在那条红军刻下的征兵等高线前，重温

红色记忆，感悟长征精神，仿佛看到一队

队红军战士从桥上走过，奔赴战场。“郎

当红军莫念家，专心革命走天涯……”这

是历史的回声，也是精神的传承。

一条街。中复村有一条古老的街，

早在明朝就已形成。街道宽约 5 米，全

长 500 余米，鹅卵石路面，两边为土木结

构瓦屋店面。它原是汀州通往永安、连

城、上杭等地的一段官道，四通八达，商

贾云集，十分繁华。

中央苏区时期，中复村由于特殊的

地理优势，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红军来

这里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成为远近

闻名的“红屋区”。当年，毛泽东、朱德

来过这里，在中复村的官厅铭公祠住了

3 天，访贫问苦，与贫苦农民共商翻身做

主大计。红军在老街建立了苏区边贸

经济中心，先后建立了茶油、粮食、铁

器、布匹、食盐、爆竹、百货、农具等专业

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既负责筹集支前

物资，为红军做好后勤保障，又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解决老百姓生活问题。

在陈列馆里，目睹一件件珍贵的实

物，一幅幅发黄的照片，让人既感受到

当年生产繁忙、市场繁荣的景象，仿佛

从历史深处传来打铁的铿锵声、叫卖的

吆喝声；更让人感受到翻了身的苏区人

民对革命的支持，眼前似有支前队伍忙

碌的身影掠过。那是 1934 年 9 月 23 日，

松毛岭战斗打响后，中复村及附近村的

村民都投入到紧张的支前。男子修工

事、送给养、抬担架，妇女做草鞋、送饭

菜，连儿童也用竹筒送水到战场。家家

户户都把门板拆下来，支援红军筑工事

或做担架。“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

成为真实的写照，奏响了一曲军民同仇

敌忾、可歌可泣的人民战争壮歌。

一座山。中复村有一座山，地势险

要，山上尤以松树为多，松毛岭由此得

名。因山上长满松树、地上铺满松毛而

得名。当年，红军曾在这里与国民党军

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写下了惊天地

泣鬼神的壮丽诗篇。这就是著名的“松

毛岭阻击战”。

那场战斗打得太惨烈了。国民党

军以三个师的兵力进攻松毛岭，敌人的

飞机和大炮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数小

时内发射炮弹几千发。敌人在炮火的

掩护下，如苍蝇般蜂拥而上，一批又一

批向红军阵地发起进攻。红军阵地一

次 次 陷 落 ，又 一 次 次 被 顽 强 地 夺 了 回

来。此时，红军各处阵地工事大多被摧

毁，焦土一片，断树残枝上挂着红军的

衣服和血肉……

在松毛岭上，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七

天七夜，击退了国民党军数十次进攻，

最终以伤亡近半的代价，拖延了国民党

军的进攻步伐，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

主 力 实 施 战 略 大 转 移 赢 得 了 宝 贵 时

间。历史记住了这一刻：1934 年 9 月 30

日，从松毛岭阻击战撤下来的红军第九

军 团 举 行 誓 师 大 会 ，奉 命 进 行 战 略 转

移，迈出了他们开始长征的第一步。

1989 年，长汀县人民政府在当年中

复村村民自发收殓烈士遗骸、建立“松

毛岭烈士纪念塔”的基础上，在松毛岭

下建起了一座 8.8 米高的纪念碑。杨成

武将军为纪念碑题写了“松毛岭战斗烈

士纪念碑”碑名。松毛岭巍峨绵延，盖

因松毛岭阻击战一役，无数红军战士用

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座比松毛岭更为

巍峨的丰碑。山风习习，松涛阵阵。每

一个来这里拜谒的人都驻足屏息，仰望

丰碑，追怀英烈，无不受到心灵的震撼

和灵魂的洗礼，焕发起走好新的长征路

的不竭动力。

一座桥·一条街·一座山
■向贤彪

红色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