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4年年 66月月 2727日 星期四日 星期四 3长 城 责任编辑 / 李媛媛Tel：010-66720924

我生命的档案，

有一行字，

深如海，

重如山。

虽然，

我只是她的一滴水，

只是她的一粒沙，

却倍感骄傲，

神奇非凡。

这行字就是：

共产党员！

在我大半生的经历中，

有一个词，

令我景仰，

时时遇见。

她总是

掷地有声，

夺目耀眼。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都一样金光闪闪。

这个词就是：

共产党员！

那个年代已经很遥远，

迸飞着战火，

弥漫着硝烟。

为民族的独立，

为拯救人民的苦难，

多少共产党员，

前赴后继，

把热血倾洒给酷爱的河山！

毅然走上绞架的李大钊，

慷慨就义的罗亦农，

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

视死如归的赵一曼，

还有林祥谦、夏明翰，

董存瑞、刘胡兰……

成千上万，成千上万，

数不清党的好儿女，

一路高歌向前，

他们的鲜血，

染红了党的旗帜，

那飘飞的旗帜，

像不熄的火焰。

我曾重走

红军走过的长征路线，

赤水河，腊子口，

铁索桥，娄山关……

拜访一名名

有长征经历的老党员，

听他们

激情地讲述当年：

如何吃草根、嚼树皮，

战胜无数艰险；

如何爬雪山、过草地，

历尽人间磨难……

在他们心中，

始终有一个信念：

前途是光明的，

而道路总是曲曲弯弯。

迷雾，

遮挡不了双眼。

真理之光，

必定驱走黑暗；

从嘉兴南湖启程的航船，

必定会抵达胜利的彼岸。

茫茫雪山，

一只胳膊伸出了雪堆的边缘，

拳头紧攥，

手心儿里是一个党证

和一块银圆。

党证上写着烈士的姓名，

写着他的入党时间：

1933 年……

那么，这块银圆，

就是他人生最后的党费，

他已经用宝贵的生命，

作了毫无保留的奉献。

在最后一息，

仍铭记自己的政治面貌，

仍惦念着党的事业的发展……

这个难忘的镜头，

这个富有象征性的画面，

将永垂青史，

让后代礼赞。

在相对和平的日子里，

在共和国大厦

高高耸起的岁岁年年，

虽然不必去堵敌人的枪眼，

虽然不必把敌人的牢底坐穿，

多少共产党员呵，

在党旗下宣读誓言：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为人民永远无私地奉献，

享受在后，

吃苦在前……

为了把中国贫油的帽子，

扔到太平洋去，

王进喜率领他的钻井队，

提出“月上千，年上万，

钻透祁连山，

玉门关上立标杆”。

转战大庆参加大会战，

在即将井喷的危急时刻，

他说：“我是共产党员！”

纵身跳进泥浆池，

用身体把泥浆搅拌。

工友们也纷纷跳下，

制服了井喷，

保住了油井和钻机……

这气概，震撼山河，

这豪情，直上云天。

在兰考的风雪之夜，

在那个贫苦的年关，

走来了面容消瘦的焦裕禄，

这位县委的主官，

忍着剧烈的肝痛，

给五保户老大爷背去半袋白面。

老百姓呵，

在他的心中，

酷似父母，

重于泰山……

雷锋，

这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有一颗火热的心，

有一张青春的笑脸，

他把生命的有限，

拓展成“为人民服务”的无限。

他把全部的储蓄和关切之情，

寄给陌生的灾民，

他为雨中赶路的大嫂，

撑起一把伞……

他让所有接触过他的人，

都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他不愿做温室里的弱苗，

要做暴风雨中的海燕。

在’98 大洪水肆虐之时，

人们发现，

共产党员总是冲锋在前。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大难来临，

更见勇者容颜。

无情的洪水，

吞噬了房屋、树木、道路，

广大军民的意志，

却不可摇撼。

一名党员，

就是一个沉实的沙袋；

一个支部，

就是一道冲不垮的堤坝……

汶川，汶川，

在那天崩地裂的瞬间，

全中国都听到了

求救的呼喊。

从中南海，

到边远的山乡，

全中国都参加了

十万火急的救援。

4550 多万名共产党员，

用“特殊党费”，

有力支援了灾区重建。

在祖国的土地上，

谱写了一曲壮歌：

《大爱在人间》。

同在一块预制板底下，

上面救援人员在呼喊。

一句“我是共产党员”，

就十分硬气地

把生机推给了遇险的同伴；

救灾现场余震不断，

塌方在继续，

随时有生命危险，

一句“我是共产党员”，

就获得了抢险救灾的优先！

在绘就新时代壮美画卷的今天，

全国有 9800 多万名共产党员，

这是一本厚厚的英雄史册，

每个名字都应有光芒在闪。

在鞍钢铁矿齐大山，

郭明义传承着无私奉献，

“当代雷锋”，

“爱心使者”，

跟随他做好事者，

何止成千上万。

“航空工业英模”罗阳，

他广阔的心胸，

是歼-15 舰载机

停泊的甲板，

捍卫祖国的碧海蓝天，

是他终生最美的梦幻。

人民教师张桂梅，

坚守贫困地区 40 多年，

全身心投入教育扶贫，

让多少曾辍学的女孩，

重新走进课堂，

考上大学，

走出大山……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任重道远。

共产党员，

都把重担挑在双肩；

共产党员，

都在争做先锋模范。

用自己的“辛苦指数”，

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党奋进的动力之源。

格外关注，

格外关爱，

格外关心，

——群众的安危冷暖，

是习近平总书记

和每名共产党员

最大的挂牵。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倾力人民生活的改善，

让中国式现代化

早日实现！

我们每名共产党员，

都是心灵手巧的画师，

和人民群众一道，

把新时代的祖国，

描绘成一幅

令世界惊艳和赞叹的

最美的画卷！

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

这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却很普通、很平凡。

周身上下没有标志，

除非是在救灾抢险的前线……

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

从来没有光环，

却深受人们称赞。

除了极少数钻进来的蛀虫，

都是人民信赖的勤务员。

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

——我自豪，

我的名字，

列入了

这长长的、光荣的名单；

——我庆幸，

这四个字，

字字千钧，

填写进了

我人生的档案……

共产党员
■胡世宗

誓 词

重温入党誓词

心湖忽然波涛翻涌

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夜晚

青葱的山顶繁星满天

搪瓷缸里甘洌的山泉

不能抑制我热血滚烫

圆珠笔炙热似刀

一笔一画

镌刻一生的承诺和坚守

如同火过原野

一页页洁白的信笺

回荡历史纵深的枪炮

透射一抹温暖的阳光

历史长河因时间而沉淀

清可见底

从石库门的灯光

到井冈山的松涛

钢铁意志与理想信仰

在硝烟中闪光

胜利旗帜一路迎风飘扬

从上杭古田的花香

到圣地延安的麦浪

沉疴与积弊

在寻根溯源中消解

新时代换羽新生

重整行装又出发

追随这支光荣的队伍

虽然也遇风雨泥淖

但我从未跌倒

手捧誓词

如同手捧赤子之心

时间相隔那么远

初心如湖水

每朵浪花还是那么清亮

世界变化这么快

誓言虽无声

每个词句闪耀光芒

重返战场

栎树叶片如同锐齿

咀嚼时间的山岚

堑壕上湿漉漉的苔藓

以及枪刺一样生长的剑兰

让我脚步沉重而肃穆

曼棍战场，指挥所的电波

自溶岩洞口直上碧霄

老山主峰满目苍翠

团团云雾在风中忽散忽收

麻栗坡烈士陵园

林立的红星墓碑

如同一面展开的战旗

在八里河东山

头戴钢盔手握钢枪的战士

化为山脉守护国门

只有置身那片山林

耳蜗才能回旋隆隆炮声

只有俯瞰壮丽山河

心里才会澎湃冲锋的激情

只有蹲一蹲猫耳洞

才能测试弯曲的身体

是否具有钢铁的坚挺和韧性

我是来自远方的老兵

此刻，雨季已来临

初心因洗礼

如高原的天空澄澈而干净

信 仰

透过营地帐篷窗口

可以望见炮管延伸的星空

星星点灯

如山林酸藤果繁密而透亮

伸手可及

又深邃而辽阔

星星点灯

极目远眺不能抵达的边界

理想可及

让理想脚踏实地

获取不竭的热血与动力

唯有信仰

当大山被迷雾深锁

分不清山脊走向

当大海只能听到鸥鸣与涛声

看不到桅杆和帆影

心中的信仰

就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如启明星

指引前进的坐标与方向

初心清澈（组诗）

■程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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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老最近状态很好，没有再到处

跑吧？”市军休所为抗美援朝老战士易

国安检查身体后，我悄悄问他的小儿

子易中华。

60 多岁的易中华在军休所里被

人称为“小易”。因父亲易国安患有阿

尔茨海默症，易中华退休后便搬过来

和老人一起住。听到我的问话，他摇

摇头，悄悄把我拉到了屋外。

“能不能帮我开个证明，以医院的

名义证明伤员已经送到了，让老爷子

在家好好休养！”易中华告诉我，他的

父亲还是经常“犯糊涂”，一“糊涂”就

悄悄往外溜，或者非逼着他一起运送

“伤员”。

我认识易老缘于 10 年前的一个

电话。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在值班室

接到电话，是从 200 多公里外的邻市

打来的。一名热心群众说在街上遇到

一 个 走 失 的 老 人 ，自 述 要 到 志 愿 军

511 医 院 送“ 伤 员 ”。 他 从 网 上 了 解

到，我们医院的前身就是志愿军 511

医院，并查到医院电话打了过来。我

第一时间联想到，这位老人可能是医

院的离退休老干部。我请这名热心群

众暂时帮忙照看老人，并留下地址和

联系方式。之后，我赶紧通过电话向

周边的军休所、干休所逐一询问，查实

是易中华的父亲易国安走失。

易中华和儿子连夜驱车到邻市，

将父亲接回家。我也了解了事情的原

委：

易国安是原志愿军 511 医院 5 分

院担架连战士。在朝鲜前线的一场战

斗中，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潜藏在山坳

中的担架员派出一批又一批，伤员收

治了一批又一批。因为年纪小、身材

矮小，易国安在担架连担任通信员，平

时很少被安排上前线接运伤员。随着

战事胶着，奔赴火线的担架员能够安

全返回的越来越少，易国安便跟着最

后一个班冲向战场。

敌机在头顶呼啸，炸弹在身旁炸

响，扬起的石子、泥土劈头盖脸地砸

来。顾不上个人安危，易国安和战友

们匍匐前进、左冲右突，连背带拖从战

场抢救了 4 名伤员。回到山坳，分院

已经沦为一片火海……

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后，易国安的

记忆停留在这一段时光，一直想着要

把伤员送往邻近的分院继续救治。一

次，他悄悄背着挎包、拎着两根短竹

竿，趁儿子、儿媳和门卫不注意，溜出

了军休所。上了公共汽车后，他便迷

失方向。那次，易国安在外 10 多天，

中间多次被热心群众收留，仍反复悄

悄 溜 走 ，逢 人 便 问 511 医 院 在 哪 儿 。

后来，他还在胸前挂了一块硬纸板，请

人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我要到 511 医

院送伤员，请搭我一程。”那段时间，易

国安靠着热心群众救助的食物果腹，

遇到公交车就上，许多司乘人员看他

年纪大也没有向他要车费。就这样，

他一路走到 200 多公里之外的邻市。

对易中华的请求，我深为理解。

但这个“证明”怎么开，颇伤脑筋。

回到医院，我在院史馆发现了一

枚原志愿军 511 医院某分院的印章。

征得院领导同意后，一个计划悄然展

开。

那天，易老穿着旧军装，扎着绑

腿，背着水壶、挎包，在易中华的陪同

下来到了医院。远远看到易老朝办公

楼走来，勤务保障分队下士陆安、张峰

跑步迎了上去，紧握易老的手说：“易

国安同志，你是来送伤员的吧，军医已

经等候多时了！”

“报告军医，伤员安全送达！”迈进

办公室，易老推开一直搀扶他的易中

华，挺直身板，向我敬了一个庄重的军

礼。

“易国安同志，这是伤员接收证

明，请你归队好好休养。”我立即回礼，

并郑重地将盖有大红印章的证明交到

他手中。

“是！”立正，敬军礼，易老转身朝

门外走去。还未走到门口，他忽然想

起了什么，回身问道：“军医，我们送来

的 4 名伤员怎么样了？”

“除 1 人伤重不治外，其余 3 人已

康复归队！”我脱口而出。

5 年前，我在整理院史时，曾看到

医院一位老军医在日记中写道：“1952

年秋天，5 分院被敌机所炸，矮个子担

架员易国安与 4 名战友在战役最艰难

的时候，冒死从战场救回 4 名伤员，3

人救治成功。”

老
兵
的
心
事

■
郝
东
红

世相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