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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熄灯号吹过很久了，我却辗转

难眠、思绪万千。

我和妈妈通话时，听说姥爷生病住

院了。哪怕被病痛折磨，他都不忘叮嘱

母亲对我“保密”，以免影响我工作。通

话 结 束 后 ，我 才 发 现 自 己 早 已 泪 流 满

面。我知道，从我参军入伍到考入军校，

姥爷对我的关爱，既是浓浓亲情的流露，

也是对他从军梦想的深情寄托。

姥爷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因家中条

件有限，早早就辍了学，跟着师傅学做木

工。19 岁那年，经人推荐，他不远千里

从 浙 江 来 到 青 海 某 部 队 ，当 了 一 名 木

工。当时，部队条件艰苦，营房营具都离

不开木工，姥爷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军营

生活”。

姥爷生活在火热的军营里，整日与

官兵朝夕相处。整齐的队伍、挺拔的军

姿、庄严的哨位、嘹亮的军号……军营里

的一切，深深影响着姥爷。不知从何时

开始，他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

名真正的战士，把青春挥洒在祖国需要

的地方。

在部队当了 5 年木工后，因政策要

求，姥爷不得不离开军营。回乡后不久，

他与姥姥成亲，但从军梦依然萦绕在心

头。那几年，家乡没有征兵计划，后来听

说老部队又需要木工时，姥爷当即和姥

姥商量重返青海。于是，在家人的支持

下，他再次离乡，奔赴部队。

那些年，因为理解姥爷对部队的感

情，姥姥每次给他写信，都很少提及家中

的困难，以便让姥爷安心在部队工作。

姥爷最要好的朋友是一名汽车兵，在部

队表现优异。姥爷生病发烧，都是那名

汽车兵忙前忙后帮他打饭拿药。然而，

在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这名汽车兵受

了伤，不久后便退伍回乡了。

好朋友的退伍，令姥爷五味杂陈，

“我是把自己的遗憾和他的遗憾叠加在

一起了。”每每回忆那段往事，姥爷都会

情不自禁地感叹。

不久，因家中需要，姥爷也恋恋不舍

地离开了部队。自那时起，他的从军梦

便被深深藏在心底。

虽然对于我的未来，姥爷很少发表

意见，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沉默中藏着对

我的殷殷期盼。

当我决定应征入伍时，姥爷激动的

心情溢于言表。那段时间，他一有空就

给我讲他所了解的部队生活，从军人的

服从意识、吃苦精神，到尊重领导、团结

战友，还鼓励我到部队后认真学习、训

练，当一个好兵。

就这样，我走进军营，成为一名海军

军人。我常常勉励自己，我所追逐的是

姥爷和我共同的梦想。我不是一个人在

当兵，而是肩负着两代之间梦想的传承。

新训结束后，我成为一名话务兵。

经过紧张艰苦的训练，我在众多同年兵

中第一个实现独立执勤，入伍第一年被

评为“优秀士兵”，第二年以优异成绩考

入军校。听到我的每一次进步，姥爷比

我还高兴。他常常跟别人谈起我，言语

中充满自豪。

前不久，我站在高速行进的军舰上，

望着眼前的辽阔海空，军人的使命感和

自豪感又一次在心中升腾。我想，如果

姥爷知道了，他一定会笑着说：“欣欣，姥

爷为你骄傲。”

圆 梦
■王康欣

那天，我们的车行驶到目的地点位

时，已是下午。车门刚打开一条缝隙，热

浪便涌进来。等候已久的喻班长，一边

招手，一边热情地朝我们走来。这是我

们的第 20 场慰问演出。我们要去的地

方，依偎海岛、深入大山。

在喻班长的带领下，我们开始攀爬

一条石阶路。抵达最后一级台阶时，我

已是汗流浃背。此时，一个小院映入眼

帘。院子由三面高墙围绕，绿树成荫。

喻班长的爱人带着两个孩子走出来迎接

我们，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休息，自己则

拿出菜刀开始为我们切西瓜。

我们围坐在院落中，吃着甘甜可口

的 西 瓜 ，听 嫂 子 讲 述 她 和 喻 班 长 的 故

事。6 年前，嫂子带着 2 岁的女儿小雪和

几个月大的儿子晨晨，义无反顾地追随

喻班长，跨越近千公里来到这里。

此时，小雪正认真地听着妈妈的讲

述，模样十分乖巧。当我不经意和她对

视时，她害羞地挪开视线，脸上浮起一

抹绯红。我心中不禁被孩子的纯真可

爱打动。

暑气渐退，我们的演出才开始。一

个个精彩的节目，让喻班长一家流露出

喜悦和感动。我演唱歌曲《离别开出花》

时，情不自禁地将嫂子拉到身边。望着

她微红湿润的眼眶，摩挲着她生出茧的

手掌，我心中感佩万分。这个身材娇小

的女子，有如此勇气和决心，带着两个年

幼的孩子跋山涉水来到丈夫身边，坚守

了这么多年。

天空渐渐被夜幕笼罩，小院的灯光

也亮起来了。我们的演出在集体舞《相

亲相爱》的尾声中，落下了帷幕。原本准

备赶路返回居住点的我们，在喻班长一

家的盛情邀请下，决定留下来一起吃晚

饭。文艺小分队自然不会让嫂子自己忙

活，大家各司其职，洗菜的洗菜，煮饭的

煮饭。不到 1 个小时，一顿丰盛的晚餐

呈现在众人面前。

随着嫂子一声“大家开动吧”，所有

人都拿起碗筷开始吃饭。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边吃边聊，像极了聚在一起吃年夜

饭的一家人。暖黄色的灯光下，喻班长

和嫂子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晚饭后，有人帮嫂子洗碗、收拾，有

人陪小雪学习，有人听喻班长将往事娓

娓道来……隐约的虫鸣从四周传来，寂

静的夏夜奏起了交响曲。尽管天气还是

很炎热，我心头却升起了与刚来这里时

截然不同的情感。

“她跟我说，有我的地方就是家，我

去哪里，她就去哪里。”喻班长回忆起妻

子对他说过的话，不禁有些哽咽。这份

真实又感人的爱情，让我湿润了双眼。

“谢谢你们的精彩演出，谢谢你们

大老远坐车来看我们……”分别之际，

喻班长的眼神亮晶晶的。我们一个个

情不自禁地同喻班长握手致敬，与嫂子

相拥告别。

那晚，在喻班长一家人的目送下，我

们的车缓缓驶出点位。待汽车行驶到公

路上，我透过车窗望去，山下的海岸已经

与夜色融为一体。倏地，夜空中闪现几

簇烟花，绽放绚烂的色彩。我将手扶在

车窗上，任凭流光溢彩映在手上。

“有你的地方就是家，你去哪里，我

就去哪里。”那一刻，嫂子的“誓言”再次

在我的耳边回响。那些短暂相处的瞬

间，让我感受到喻班长如大山般默默的

坚守，感受到嫂子如水的温柔与坚韧。

那个灯光明亮的小院，静静立于烟火绚

烂的夜空下，立于人迹罕至的山海间，更

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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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嫩的小手，高高举起

那是我的翅膀

在练习飞翔

我想穿过云朵，抵达蓝天

拥有雄鹰一般的目光

妈妈，你听啊

我的耳朵里

还藏着一些声音：

当军港的夜晚静悄悄时

月亮会喊醒星星

一起轻轻歌唱

程 浩配文

休假时，父亲郑重地向我展示了三

样宝贝，讲述了不少往事。这对于身在军

营的我来说，是一种别样的鼓励和鞭策。

一

父亲为我展示的第一样宝贝，是几

份富有年代感的油印报纸。20 世纪 80

年代，父亲在某高炮部队服役。部队每

年组织一次野营拉练实弹射击比武，俗

称“打靶”。每次打靶期间，部队宣传部

门都会办一份《野营快报》，包含消息、

通讯、评论、散文等体裁，丰富了官兵的

文 化 生 活 ，很 受 大 家 喜 爱 。 父 亲 退 伍

后，这些《野营快报》就被他珍藏起来。

只要有空闲，他就会拿出来品读。

“好消息！7 营旗开得胜……”这条

有关训练的快讯，读来令人振奋。《夜深，

阵地人未静》和《为摘取空中之花搭云梯

的人》两篇报道，讲述修理所军械保障人

员爱岗敬业的故事，令人感动不已。诗

歌《阵地美如画》用简单轻快的笔触，展

现了打靶场营区的面貌：“汽车一行行，

帐 篷 一 排 排 。 直 线 加 方 块 ，整 齐 又 气

派。鲜花迎我笑，小草庭院栽。阵地美

如画，战士巧安排。”那天，父亲声情并茂

地读完，对我说，这首小诗朗朗上口，后

来每年到靶场营区，他和战友们都会情

不自禁地吟起它。

父亲服役的高炮部队，经过多次调

整改革已不存在。而这些珍藏至今的《野

营快报》，承载着他对军营深深的怀念。

二

父亲向我展示的第二样宝贝，是他

的退役军人优待证。此前，家乡推出多

条城市公交线路，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持优待证可免费乘坐。父亲特地

向我描述了他第一次凭证乘公交车的

场景。

他说，上车后，把优待证放在刷卡

机上，随着“拥军卡”的提示声响起，他

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那天，父亲选择

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捧着优待证，望着

窗外的风景，回忆起了许多军营往事。

父亲告诉我，在部队时，每次获得

进 步 或 表 彰 ，他 都 会 立 刻 写 信 告 诉 家

人。当时，军人的信封上会盖上一枚红

红 的 三 角 戳 ，令 他 倍 感 荣 光 。 还 有 一

次，他和战友们去抗洪抢险，任务完成

后，当地乡亲赶来欢送他们，感人的场

景至今难忘……

“持证免费乘坐公交车，提升了我们

退役军人的幸福感和荣誉感。”父亲继续

说。在父亲心中，与军队相关的一切都

至关重要。他的身份尽管转变了，但不

变的是军人荣誉感以及对军营的热爱。

他乘坐的那条公交线路大约有 30 里路。

我想，父亲这一路上一定感到很幸福。

三

父亲为我展示的第三样宝贝，是一

段短视频。这段短视频拍摄的是家乡

高 铁 站 ，新 兵 整 齐 列 队 进 入 车 站 的 场

景。父亲说，他当时路过高铁站，看到

广场上整整齐齐站着一排排新兵，就想

到了我当年入伍时的场景，便用手机拍

下来，还配上了文案：“我在军营请家人

放心，祖国有我请人民放心”，背景音乐

是歌曲《好男儿就是要当兵》。令父亲

没想到的是，这条视频发布后，受到许

多人关注。

我问父亲：“您怎么突然喜欢拍摄短

视频了？”父亲说，他闲暇时刷到过人武

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将立功喜报

敲锣打鼓送到军人家庭的短视频，心中

激动不已，再加上我也在部队工作，便萌

生了拍短视频的想法。他给自己视频号

的定位是：家国情怀、家乡新貌、美好生

活等，希望自己拍摄的短视频，能让更多

人从中受教育。他还花了好些工夫学习

配字幕、音乐以及剪辑等。

“儿子，好好干，争取立功，让我到

时候也拍一段‘喜报送到咱家’的短视

频。”父亲话题一转，鼓励我在部队好好

工作。

听完父亲讲的这些故事，我心中久

久难以平静。父亲心中对军营永不熄

灭的热爱，深深感染着我，更提醒我奋

力前行，不辜负这位老兵的期待。

父亲的三样宝贝
■张 聪

那 年 春 天 ，在 胶 州 湾 的 一 个 小 渔

村，村后山坡上的桃花早早就开了，漫

山遍野如同花海，十里八乡似乎都能闻

到芳香。

一天晚上，一支神秘的队伍悄悄住

进了这个小渔村。他们白天进山里，晚

上回到渔村集合、训练。这群人纪律严

明、不扰百姓，谁也猜不透他们来自哪

里，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渔村有一支 10 人组成的妇女突击

队，是村里妇女劳动力的骨干。突击队

中 ，年 龄 最 大 的 队 员 21 岁 ，最 小 的 18

岁。队长薛淑和是她们的大姐。她不

仅人长得漂亮，说起话来有板有眼，还

有“肩挑十里不歇脚”的本事，更是县里

第一届人大代表。妇女突击队白天要

下地干活，晚上还要学政治、学文化，负

责村里的治安。队员们还都是民兵连

的民兵。在薛淑和的带领下，队员们各

项工作都一呼百应、争先创优。大家都

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天，村支书叫住了薛淑和：“你知

道山上的队伍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薛淑和摇摇头。

“他们是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的

英雄！”村支书语气神秘又兴奋。他左

手叉腰，右手攥拳在空中挥舞，眼神中

充满了自豪。

“英雄？”薛淑和惊呆了。她嘴里念

叨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原来我

们村住着那么多英雄啊，那我们村就是

英雄村了！”

“别激动，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村支书接着说。

“支书，保证完成任务！”薛淑和就

是这种干脆利索的作风。

“县里领导说，这批从抗美援朝战

场回来的战士都是大龄青年，地方政府

有责任帮助他们牵线搭桥，解决婚姻问

题 。 你 回 去 后 ，记 得 发 动 队 员 积 极 报

名。”村支书认真地说。

这个任务来得太突然了，薛淑和有

些不知所措。能和英雄天天在一起，多

么光荣啊！她憧憬着，心也怦怦直跳，

俊俏的脸上瞬间染上了一丛红云。那

张脸像正在盛开的桃花，那么灿烂、阳

光。

告别村支书后，她立刻把队员们召

集起来：“姐妹们，有重要事情要商量！”

就这样，10 个美丽的姑娘坐在桃树下，

围成一圈，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头

挨着头，用手比画着，像开秘密会议。

微 风 吹 来 ，一 片 片 花 瓣 飘 落 在 她 们 身

上、头发上。地上，青草冒出了嫩芽，顶

着晶莹的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

光。戴着一顶顶粉红色花瓣帽子的小

草，在微风中摇曳着身姿。

不一会儿，一个改变她们命运的约

定就这样诞生了。“他们走到哪里，我们

就跟到哪里！”桃树下，姑娘们攥紧了拳

头。

虽 说 口 号 喊 得 响 亮 ，但 真 要 嫁 人

哪有那么容易。薛淑和是最难向娘开

口 说 这 件 事 的 人 。 爹 常 年 在 外 工 作 ，

娘 辛 辛 苦 苦 把 六 七 个 孩 子 拉 扯 成 人 。

薛 淑 和 是 家 里 的 顶 梁 柱 ，更 是 娘 的 贴

心小棉袄。

“要嫁人？嫁给谁？”娘一脸不解。

“ 嫁 给 英 雄 。”薛 淑 和 的 脸 微 微 泛

红，语气却很坚定。

知 道 了 前 因 后 果 ，娘 清 楚 拗 不 过

她，说：“只要你别后悔就依了你。”看

看 娘 泛 红 的 眼 圈 ，薛 淑 和 一 头 扎 进 她

的怀里。

不久，薛淑和打开家门，突击队的

其他姑娘们也早早赶来了。大家一个

个静静地坐着，等着薛淑和说话。

薛淑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从每

个人脸上扫过。“姐妹们，嫁给英雄是我

们的光荣！”她像作战前动员：“我们的

约定决不改变，永不后悔！”

“对，我们不后悔！”姑娘们齐刷刷

从小板凳上站起来。

……

随着夏天来临，满山的桃树上挂满

了新桃。村民们家家户户贴对联、蒸年

糕，孩子们穿上新衣服蹦蹦跳跳，渔村

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妇 女 突 击 队 的 姑 娘 们 要 结 婚 了 ！

渔村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十对新人穿

戴整齐，身披红花，接受亲朋好友的祝

福。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姑娘们脸

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

几年后，山里的任务完成了。接到

上级命令，这批官兵要回原籍安置。

“我要跟他去湖南桃源了，明天就

启程。”薛淑和告诉队员们，“听名字，那

里一定跟咱们这儿一样，有很多桃花。”

她憧憬着。

“离这儿远吗？”一个队员问。

“听说坐车要几天几夜，还要走一

段山路才能到。”薛淑和只是在家听丈

夫说过，她从来没去过那里。

“有个地方叫武威，他的家乡在那

里，据说能见到沙漠哩。”突击队年纪最

小的姑娘，结婚时只有 18 岁，现在已是

2 个孩子的妈妈。

姑娘们纷纷说着各自丈夫的家乡，

向往着那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

“我们去了天南地北，什么时候才

能见面呀？”不知谁问了一句。

接着，一个队员先开始哭泣，其他

人也跟着哭了。

“大家别哭了，咱们是突击队队员，

什么也不怕！”薛淑和鼓励姐妹们。说

完，她转过脸，悄悄擦拭眼角的泪。她

知道，父母年龄大了，自己也是这群姐

妹里年龄最大的，从此分别，不知哪年

哪月才能再见面。

后 来 ，大 家 各 自 回 家 收 拾 东 西 。

离开前，她们牵着孩子，挨家挨户与乡

亲 们 告 别 。 那 天 ，村 头 挤 满 了 赶 来 送

行 的 男 女 老 少 。 队 员 们 一 步 三 回 头 ，

挥手与家乡亲人告别。从此，大山、戈

壁、草原……她们天各一方。

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姑娘们分别

之后，再没有相聚过，有的甚至再没有

回过小渔村。

10 年前，薛淑和生了重病，回到了

小渔村。她去父母的坟前祭拜后，到兄

弟家一一看望。弟弟们问她：“姐，这次

还回去吗？”薛淑和笑笑说：“他葬在那

里，我要回去陪他。”她说得那般坚定。

不久，薛淑和含着泪，挥手再次与

一生眷恋的家乡、那片在心中永远抹不

去的桃林告别……

带着对军人英雄的崇敬爱戴，妇女

突击队十姐妹与英雄们一生相伴，无怨

无悔。她们在桃花盛开时许下约定的

故事，仿佛就在昨天。山坡上的桃树，

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桃花依然赴春天之

约，开得更鲜艳、更热烈。

那年桃花盛开时
■孙宗子

说句心里话

两代之间

那年那时

情到深处

家庭 秀

近 日 ，海

军 某 部 举 办

“八一”晚会，邀请军属与官

兵一起庆祝节日。图为军嫂

张莉（中）和小海娃们一起表

演节目。

刘 帅摄

定格定格

姜姜 晨晨绘绘

徐金鑫徐金鑫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