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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界

国防纪事

短笛新韵

军旅点滴

“ 班 长 ，前 方 50 米 左 右 有 移 动 灯

光。”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六连副哨朱

嘉洋说道。

“向值班室报告情况，打开警示灯，

拦住他们。你警戒，我上前盘问！”主哨

李吉桩迅速下达命令。

原 来 ，是 两 名 误 入 边 境 的 外 地 游

客。李吉桩热心为他们指明离边路线，

并嘱咐了风沙防护注意事项。

每逢旅游旺季，连队执勤官兵经常

拦阻并劝返误入边境的游客。天气晴朗

时 ，哨 兵 通 过 监 控 就 能 将 边 情 尽 收 眼

底。若天公不作美，沙尘扬起，监控画面

里只留下白茫茫的一片，重要卡口和地

段只能靠哨兵前出执勤。

沙尘暴，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

体会它的威力。兵龄 15年的老班长李强

坐在监控台前，挪动鼠标，方圆数公里内

的风吹草动尽收眼底。突然，在监控画

面中，远方天地交接处出现了一道黄线。

“班长，快看！”副哨张绍成紧张地大

喊，“是沙尘暴！”入伍刚满半年的张绍成

是第一次驻勤，也是第一次目睹气势汹

汹的沙尘暴。风沙中夹带的小石子密集

地撞击着哨楼玻璃，啪啪作响，让张绍成

有些紧张。李强离开监控台，拿起高倍

望远镜核准后，拨通连队值班室电话，将

情况及时上报，并嘱咐执勤点其他人员

立刻关好门窗。

眼前的场景把李强的思绪拉回到 14

年前。当时，还是列兵的李强主动申请

上点驻勤。执勤点面积狭小，条件艰苦，

无水无电，仅能容纳 4个哨兵。观察室是

一个不足 2 平方米的小屋，转个身都困

难，门窗玻璃防风沙效果差。遇到沙尘

暴袭扰，漫天黄沙遮天蔽日、翻滚咆哮。

执勤点窗台、床铺、灶台被沙层覆盖，清

扫结束后好几天，屋内还有土腥味……

现在，执勤点的条件已今非昔比。

沙尘暴肆虐了整整一个上午，当阳光再

次洒向大地，边境线上一个个移动的身

影更加挺拔。

边关的雨，往往来得迅猛而热烈。

“草原的雨格外珍贵。来连队这么

多年，我感觉最舒服的时刻是雨后。混

杂着泥土和不知名的花草味道，这种清

新令人心旷神怡。”一级上士康志军正给

刚下连的新兵讲述连队生活。

为了让执勤点增添绿色和生机，康

志军休假时从老家带来一些格桑花种

子，种在了执勤点周围。但浇水成了大

问题。由于没有水井，执勤点常年依赖

连队水车送水，不足 2 立方米的水窖只

能 供 应 执 勤 点 10 天 左 右 的 生 活 用 水 。

有时候遇到恶劣天气，连队水车要半个

月才能来一次。生活用水保障都困难，

何谈给花浇水呢？

康志军和战友们想了一个办法：积

攒淘米水、洗脚水，尤其是稀罕的雨水来

浇花。他们最期盼下雨，偶尔天边飘来

一片黑云，康志军就组织大家用脸盆在

屋檐下收集雨水。终于，在大家的细心

呵护下，一株株绿苗钻出了土壤。草原

的格桑花长得快，时间不长，执勤点房前

已是一片绿油油的景象，含苞待放的花

骨朵已显花色。

如今，战士们搬进了新建执勤点，修

建了水井，再也不用为吃水问题发愁。

马兰花、栀子花、长寿花竞相开放，生机

盎然。

突如其来的暴雨，也让战士们措手

不及。驾驶员刘行清楚地记得那个晚

上，他与战友们驾车前往某界标执行潜

伏任务。行驶中，风挡玻璃上零星地挂

起几滴雨珠。“久旱逢甘霖，可算是下雨

了。”连长车勒格尔兴奋地说。一路颠

簸，勤务车逐渐靠近边境线。雨点密集

起来，巡逻路上积起一个个小水坑。仅

仅几分钟后，大雨倾盆，仿佛要把整个草

原都冲刷干净。低洼地的积水已经淹没

大 半 个 车 轮 ，刘 行 不 由 得 握 紧 了 方 向

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雨。”坐在后排的

战士惊叹道。“别看雨这么大，没几天就

蒸发了。”连长说。闪电划破夜空，瞬间

照亮大家坚毅的脸庞。

潜伏任务在暴雨中完成。雨后，草

原上酝酿着勃勃生机，浸润在水洼中的

芨芨草、针茅、沙葱争分夺秒地汲取水

分。尽情地嗅着清新的空气，战士们觉

得，守护这种美好与平静，正是他们的责

任和使命。

夜已深，射击场上不时传来子弹穿

破空气的声响。列兵李航正半跪在地

上，一丝不苟地压着子弹。明月挂在连

队 的 房 檐 上 ，似 乎 在 静 静 地 陪 伴 着 李

航。在城市长大的李航，连连惊叹：“皓

月当空，真美。”

“是不是爱上月亮姑娘了？”一旁的

发弹员胡朵才打趣道。

“在城市里可见不到这样低悬天际

的‘白玉盘’。”李航感慨道。

“今天是个好天气，加油！”胡朵才的

鼓励让李航信心倍增。

月光下，卧倒据枪，李航深呼一口

气，回想着班长教的技巧，开保险、拉枪

机、瞄准，行云流水般完成了射击。

“6 发，优秀！”听到对讲机中的报靶

声，李航不禁挥了挥拳。果然，前段时间

的训练有效果！之前夜里站岗时，李航

经常举着枪进行瞄准练习，月亮是他努

力付出的见证者。

月亮，见证了无数战士的忠诚与奉

献。他们在月光下执勤、站岗，用汗水与

热血捍卫祖国的安全与尊严。边关冷

月，透着清寒与苍凉，却陪伴他们一同奔

赴梦想。

边关的风沙雨月
■向 勇 范国坤 许龙飞

“静坐读书各得半日，清风明月不

用一钱”，这是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撰

写的一副行书对联。静静品咂联语，

初读清幽散淡，再读回味良多。

林则徐的父亲是以教书为业的文

人，母亲“幼读书，通晓大义，勤于女

红”。他们重视儿女教育，希望儿子通

过读书走上仕途。4 岁时，林则徐被

父亲一早带入私塾，听父亲讲课，晚上

回到家中，依然要坚持读书。在林则

徐遗存于今的书法珍品中，有其楷书

抄录翁森的《四时读书乐》。显然翁森

诗咏的读书之乐，十分契合林则徐的

读书心境。那刚中有柔的点画，定格

了他的读书乐趣，凝聚着深深的情感

体验。

1798 年，13 岁的林则徐考入福建

著名的鳌峰书院。当时书院的山长

（注：山长是古代书院的主持者、主讲

者，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和教学工作）

是郑光策，鼓励学生树立救世之志，主

张有目的地读书，“凡经世有用之书，

必当渐知讲求。”沉浸在书院良好的氛

围中，林则徐遍读诸子百家、史籍、诗

文、笔记、佛经、医书和书法碑帖等，涉

猎范围十分广泛。同时，他常写读书

札记，内容亦十分庞杂，后人将之命名

为《云左山房杂录》。今天，我们梳理

这些文字的脉络可以看到，刻苦学习、

善于钻研思考问题的林则徐，正是在

这里树立了经世致用之志。

1811 年，林则徐高中进士。在此

后的仕宦生涯中，无论身处顺境还是

逆境，他“无日不读书，暇手一编，数十

年寒暑不辍”，即使被革职查办，“从重

发往伊犁效力”，仍用 7 辆大车载了 20

多箱书随行，并豪迈地写下《载书出

关》一诗：“荷戈绝徼路迢遥，故纸差堪

伴寂寥。纵许三年生马角，也须千卷

束牛腰……”

林则徐广博的知识储备和经世致

用思想，在奏折《畿辅水利议》中体现

得非常明显。从周代一直到清代，林

则徐引用资料的时间跨度非常大，有

史书，有方志，有类书，有水利专著，还

有朝廷文件中的谕、疏等。值得一提

的是，他引用了一部介绍欧洲水利工

程的译著《泰西水法》，这表明林则徐

已经突破传统经世致用的思想藩篱，

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把目光投

向了远方。

1839 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

达 广 州 ，组 织 领 导 禁 烟 抵 抗 英 国 侵

略。为了有的放矢地制定禁烟策略和

措施，他一方面借阅《广东通志》了解

广州的风土人情、地理形势，一方面派

人购买西方书籍和报刊，组织翻译编

辑资料，了解西方人的立场、观点、态

度以及法律准则等。魏源能够编撰影

响深远的《海国图志》，也是受林则徐

的委托，充分利用了林则徐收集到的

国内外资料。所以，林则徐也被后人

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虽然公务繁忙，到处奔波，但子女

能 不 能 读 好 书 ，一 直 是 林 则 徐 的 牵

挂。为此，他经常在家书里指导孩子

如何读书。在给长子的信中，他曾写

道：“用力之要，尤在多读圣贤书，否则

即易流于下。”就读书作文，他向长子

传授经验：“始能读，次能记，次能用。

常读始能记，常记始能用，故口诵目览

手抄，则下笔汩汩然来，自有汁浆也。”

看到二儿子常年居家读书，缺乏历练，

他专门写信让二儿子来广东：“读书贵

在用世，徒读死书，而全无阅历，亦岂

所宜……吾儿读书固不多，而世道更

为茫然，古人游学并重，诚为此也。”感

觉幼子笔下缺少文采，他认为是看书

太少的缘故，在信中指出了解决方法：

“除诵读作文外，余暇须披阅史籍。唯

每看一种，须自首至末详细阅完，然后

再易他种。最忌东拉西扯，阅过即忘，

无补实用。并需预备看书日记册。遇

有心得，随手摘录。”

“师友肯临容膝地，儿孙莫负等身

书”，是林则徐晚年写的一副对联。“容

膝地”与“等身书”，他用物质与精神的

强烈对比，表达了最传统的愿望——

诗书传家。在物质上要淡泊，在读书

上要勤奋，这是林则徐对后辈的殷切

希望。

于林则徐而言，爱读书、勤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

精神追求、一种为官责任。他是一面

镜子，相形之下，我们该有怎样的读书

姿态？

﹃
无
日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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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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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夏日的某训练基地，草木葱茏，绿意

盎然。

天刚放亮，尖锐的起床哨声骤然响

起，划破营地清晨的宁静。仅仅过了 3

分钟，一队队民兵跑出帐篷，向集合场疾

奔而去，进行早操训练。

烈日高悬，一天的训练围绕加强战

斗体能、应用射击、为战援战应急处置等

展开。擂台赛、龙虎榜、曝光台次第“登

场”，督促集训民兵班与班、排与排、连与

连之间互相挑战。

晚霞似火，结束紧张训练的民兵们，

从 3000 多 米 外 的 训 练 场 一 路 走 回 营

地。脚步卷起尘烟，队尾看不到队首。

每个人大汗淋漓地进了饭堂，快速吃完

晚饭，接踵而来的是集中看新闻、班务

会、排务会、连务会和晚点名，有时还要

组织夜训和听报告、看电影、读书看报、

谈心交心等。大家像陀螺似的快速运转

着。

夜空深邃，繁星点点。白天所有的

色彩隐没在黑暗之中，气温由 35 摄氏度

以上降到 15 摄氏度左右。专业教学帐

篷里的灯还亮着，七连七班班长张永生

一边翻阅资料一边思索，直到把白天的

那些疑问弄明白为止。他眼眸里的光

芒，比夜空中的星星还要闪亮。

训练冲在前，内务争第一，加班练技

能 。 45 岁 的 张 永 生 精 力 充 沛 ，自 律 进

取，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他收获的

不仅是身体的健硕，还有敢于挑战极限

的勇气。

训 练 基 地 一 年 一 场 风 ，从 春 刮 到

冬。烈日的毒辣早已超过八连四班班长

张一彤的承受极限，风沙对他没有一丝

怜悯，夹杂着枯草屑无孔不入，仿佛要

把天地遮掩起来，有时还会铆足劲直往

牙 缝 里 钻 。 张 一 彤 咬 紧 牙 关 ，教 育 训

练、日常管理、装备操作等都走在前列，

参加的战场防护示范课目在辽宁省军区

评比中获得第一名。望着光荣榜上自

己的名字和照片，他享受着苦尽甘来的

成就感。

基干民兵左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

精干利索、雷厉风行。他的双手关节处

有好几个厚厚的茧子，几处细小的伤口

一 用 力 就 有 血 丝 渗 出 来 ，看 着 让 人 心

疼。他在训练场上不停地忙碌着，嘴唇

干裂，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不到 3 天

时间，他连续参加 5 场课目演示。有一

天上午，课目演示刚刚过半，他的左胳膊

旧伤复发，仍咬牙忍痛完成所有内容。

伴着集训的快节奏，民兵们从最初

的不适应到主动融入，向着自己心中的

目标努力前行。

二

群山如锯齿般环抱着偌大的训练基

地。通向山岭高处的路，人迹罕至，给了

小动物更多缓慢穿行的空间。集训期

间，它们常常出现在民兵的视野之中。

民兵们似乎没有登山的癖好，仅在

晚饭后停步一隅，静观四周的景象。此

时，他们的面部显露出一丝丝轻松的神

情。

夕阳为山岭披上金甲，低垂的暮色

渐渐笼罩四野。各个帐篷前，逐渐多了

几个人影，不是匆匆行走，而是静静地坐

在马扎上，享受片刻闲暇时光。

夜晚凉爽的风轻轻吹拂，帐篷簌簌

作响。白天强烈阳光带来的热气散去，

星辉洒在民兵们身上。远处偶尔传来鸟

儿啼鸣，近处能够看到流萤闪烁。一种

说不出的惬意，使连续鏖战的疲惫烟消

云散。

不知什么时候，一条三尺有余的蛇

悄然出洞，吐着芯子出现在灯光下。基

干民兵李品眼睛尖，蹑手蹑脚追上蛇，弯

腰端详片刻，猛然伸手卡住蛇的颈部，将

其抛进距离帐篷百米开外的草丛里。

于辗转中看见风景，于风雨中观察

彩虹，于惯常中发现美和诗意。紧张的

集训间隙，民兵们从大自然中汲取力量，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韧，满心欢喜地迎

接崭新的日出。大山默默看着这一切，

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

三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将来训练时少

走弯路。”自从萌生编写《民兵党组织工

作开展流程》的想法，三连指导员贾宇的

日常便与以往不一样了。

每天晚点名之后，贾宇都会与连队

人员聚在一起讨论研究。他最关注的是

流程可操作性与针对性、实效性，可能遇

到什么情况、该怎么解决，须简明扼要地

规范下来。经过一遍又一遍修改，突出

程序细节的流程终于“出炉”，成为提升

连队训练中政治工作质效的有力支撑。

“ 前 是 山 后 是 山 ，心 中 责 任 重 如

山 ……”每一天走出帐篷，三连班长赵

铁总是双眼放光。他在训练场热血沸

腾，不断与昨天的自己比速度。每次调

整休息，他常常坐在马扎上，趁热打铁

复盘检讨。默不作声地在地上比画，手

托下巴慢慢思索，被汗水浸湿的作训服

不知不觉就在烈日的炙烤中变干。哨

声响起，他迅速起身，投入下一时段的

训练。

动如霹雳，疾如闪电；静默蓄力，厚

积薄发。越来越多的民兵对于战位有了

全新的理解，一边进行力量、毅力和胆识

的比拼，一边挑战自身极限，静下心破解

工 作 训 练 难 题 ，奋 力 延 展 着 能 力 的 边

界。帐篷里的闲暇时光，传送着书页翻

动的声音，以及圆珠笔在纸上摩擦出的

声响。

“这一仗，打得真过瘾！”自从参加集

训，九连指导员肖卓涛说话的语速快了

许多。难得的休息时刻，他会翻看手机

里往日存下的视频，多是与妻子在熙熙

攘攘的市场买菜或者送孩子上学时拍摄

的。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与紧张的

集训，让他感觉自己身处两个迥然不同

的世界。听着鼎沸的叫卖和讨价还价

声，看着无忧无虑的孩童一路欢笑奔向

校门，肖卓涛格外欣慰与踏实。这样朴

素而美好的日常，更能让他感受沙场演

兵的意义与价值。

大山无言，忠诚可鉴。在民兵们的

心中，艰苦环境从来都不是阻碍前进的

绊脚石，而是练强过硬本领的好地方。

他们把双脚扎在训练场，砥砺血性虎气，

坚毅的目光里透射出一股无所畏惧的力

量。

慢与快的合奏
■杜善国

在七月，阳光的温暖

让人以及它所普照的万物

不用语言

就可以表达感激的情感

温暖，来自季节

来自必然

一只背负生命的鸟，穿越

一座缀满果实的果园

夏花如水

云影若船

在七月，石头也能感受到

月光的温度

所有爱抚，再也不用梦想

进行虚构

燕子，已在春天，将巢筑于

杏香与麦香浸润的窑后

湖水漾漾，将被月光镀亮的祥云

一层一层，送给岸上

那些被蛙声拥抱的稻菽

在七月，骄阳之下

所有像旗帜一样

以引领为己任的树

无时无刻，不在与风雨

进行搏斗。它们一生

都在以坚韧和不屈

书写奉献的履历

并努力使自己的每一个年轮

都具有太阳一样的弧度

在七月，一些山茶

也纷纷从心底

掏出一朵又一朵

赤诚鲜红的花

把枝条挂满、把树冠缀满

把山谷填满

即使化作随风的落英

也要红遍整个大地

在七月，那一泓源自南湖

使一座江山走向笃定的水

让奉献和引领的本义

在镰刀和铁锤培育的田地里

使为人民服务的庄稼

拔节抽穗

七月，七月

在盛夏中忙碌着的七月

多像一列又一列

始发于北京的高铁列车

承载当年

诞生于一艘红船的那颗初心

风驰电掣

驶向复兴……

捡起一枚子弹壳
■顾中华

枪声

卷起一阵风

子弹完成一次绽放

美丽而迅疾

弹头背负滚烫的使命

穿越季节

子弹壳如金铜花瓣

瞬间飘零

但从来不会成为

一枚沉重的叹息

时光呼啸

往事斑驳

捡起它

就像捡起一段芳香的记忆

关于靶场

或者战场

一朵小小的黄花

在硝烟中摇曳

金铜花瓣

可以长久地保持沉默

但从不锈蚀

七月颂歌
■赵 琼

轻
舟
已
过
万
重
山
（
中
国
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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