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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的喀喇昆仑，室外气温骤降至

零下十几摄氏度，一望无际的茫茫高原

显得格外安静。某防空营官兵正做实弹

射击前的准备，导弹发射手们静静等待

着靶机升空……

靶机能否正常起飞，直接关系到这

次实弹射击能否顺利进行。成功放飞靶

机，也是重要任务之一。

天还没亮，担负靶机放飞任务的班

长向伟，带领战士们机动 20 多公里赶到

阵地。他们在寒风中花了 3 个多小时安

装、调试发射装置。为了便于观察和操

作，官兵将靶机操作阵地布设在一处高

地上。

眼前这架崭新的靶机，是今年刚配

发的。今天是这架靶机的第一次飞行，

而且是在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上，没有

可供参考的数据。高原上的寒冷大风天

气，对靶机飞行影响也很大。这让不少

官兵的心里没有底。

“靶机起飞！”对讲机里传来营长的

命令。“起飞！”班长向伟喊道并按下启

动 按 钮 。“ 嗖 ”一 声 ，红 色 靶 机 腾 空 而

起。正在操控的向伟，双眼紧紧盯着靶

机。此时，阵地上的导弹、高炮整齐列

阵，瞄向靶机，只待炮响靶落，一举摧毁

目标。

高原高寒，陌生地域，首次飞行……

连长也有些担忧。连长走到向伟身边轻

声问：“没问题吧？”向伟的眼睛不离靶

机，自信而坚定地答道：“连长放心，保证

完成任务！”

向伟的这份自信，源于班组成员共

同的努力。几个月前，接到装备后，他立

即带着全班战士学习起来。当了 6 年步

兵的向伟，各项课目成绩在单位都名列

前茅。然而，转到防空专业后，对靶机操

作一窍不通的他，成了岗位上的“门外

汉”。面对新装备，他当年苦练步兵课目

的韧劲又上来了：“没基础，就从零开始

学起！”他带着全班战士，对照着说明书，

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研究，从原理到构造，

再到操作方法，反复钻研摸索。安装零

部件时手常常被夹，他就随身备上一盒

创可贴，贴上之后继续练习。在训练室，

向伟带着战士们经常训练到深夜，周末

也顾不上休息。手头的专业教材和各类

结构图纸，被他们翻阅了一遍又一遍。

他时常对战士们说，每天多看一些资料，

对靶机的了解就能多一点，放飞的时候

也就更有信心。

靶机在天空中飞行，时而盘旋上升，

时而保持平飞。向伟手握操作器不断地

调整飞行路线，做出各种高难度飞行动

作。首次放飞的靶机，在高原辽远的天

空，飞得格外灵动。

望着顺畅飞行的靶机，向伟心中激

动不已。他想到一年前自己刚当班长

时，连长告诉他的那句话：“靶机飞不起

来，实弹就打不出去。作为操作手，一定

要让靶机飞好！”连长的话给了他向难而

行的动力。这一年，他带领班组成员反

复训练摸索，先后完成了多项靶机飞行

试验，积累了很多宝贵的飞行经验与数

据资料。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任务，他们提前

一个多月就到了天寒地冻的山沟里调

试设备，有时送上来的饭顾不上吃，很

快冻上了冰碴。一个月下来，向伟的脸

变得粗糙皲裂，手冻肿了，紫黑色的嘴

唇也裂开了口子。他甚至不敢笑，以免

扯得嘴唇流血……这一切的辛苦付出，

就是为了今天成功放飞靶机。

“解锁，发射！”随着指挥员射击命令

的下达，导弹呼啸而出，直奔靶机而去。

瞬间，双发命中，靶机携带的感应灯闪亮

在空中。

“漂亮！”连长激动地握着拳头，笑意

堆 满 了 脸 庞 。“ 好 样 的 ，我 就 知 道 你 们

行！”这是对导弹射手精准射击的喝彩，

也是对靶机顺利首飞的肯定。连长对几

名操作手竖起大拇指，向伟也如释重负，

露出了微笑。

对于这次实弹射击任务而言，重要

的是导弹发射岗位战友顺利完成导弹发

射并命中目标。向伟和班里的战士，看

到自己成功放飞的靶机被击中，心中也

无比自豪。他们明白，无论在什么样的

岗位、执行什么任务，都是光荣的、有意

义的。对于这些在寒冷高原上放飞靶机

的战士而言，他们刻苦钻研、坚守岗位的

风采，犹如靶机感应灯绽放的光芒，闪亮

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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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你看见过洁白的野葱花吗？那是

草原上普通而又耀眼的野花。它们就

像 散 落 在 草 地 上 的 星 星 和 珍 珠 ，在 荒

无 人 迹 的 草 地 上 ，在 白 茫 茫 的 雨 雾

中 ，默 默 地 、顽 强 地 生 长 。 在 红 军 长

征 的 队 伍 里 ，有 许 多 年 轻 的 小 战 士 ，

就 像 盛 开 在 草 地 上 的 野 葱 花 一 样 ，顽

强 地 成 长 着 ，散 发 着 年 轻 的 生 命 的 清

香。

一

小战士李登玉，参加长征时只有 10

岁。有一天晚上行军，敌人从后面追上

来 了 ，枪 声 不 断 。 小 登 玉 拼 命 往 前 奔

跑，不料，一只脚一下踢到一块尖利的

石头上，石棱把她的小脚趾割断了，脚

上顿时鲜血淋漓。钻心的疼痛使她忍

不住哭了起来。可是，从后面赶上来的

大哥哥、大姐姐立刻提醒她：“不能哭出

声，敌人听到会追上来的！”小登玉一

听，连忙憋住哭声，强忍着剧痛，把眼泪

咽进肚里，没有再哭出一声。

过草地时，有一天，小登玉因为脚

趾受了重伤，走得很疲劳了，忽然间，一

脚没有踏稳，滑进草地里的泥潭，眼看

着全身就要被烂泥淹没。就在这紧要

关头，身后响起一个严厉的声音：“不要

动！”小登玉赶紧静下来，一动也不动。

这时，战友们互相紧紧拉住，向她伸过

手来，猛地抓住她的胳膊，奋力把她提

了上来。

没过几天，大家出发时带的一点干

粮就吃光了。小登玉和战友们一样，又

饿又冷，又渴又乏。幸好，他们看见了

许 多 在 凄 风 冷 雨 中 轻 轻 摇 摆 的 野 葱

花。小登玉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学着

大家的样子，拔一些野葱花，甚至挖一

些草根充饥。不用说，清香中又带点微

苦的野葱花，给战士们增添了一些前行

的信心和力量。

就这样，一个年仅 10 岁的红军小战

士，经受了战争岁月严酷的考验，终于

走完了漫长而艰辛的长征路。

美丽的野葱花啊，盛开在红军当年

走过的地方。它们就像一粒粒珍珠、一

颗颗星星在闪烁，像红军战士留下的脚

印在闪光。

二

野葱花总是紧紧贴着大地生长，就

像红军战士紧紧依靠着人民。

1935 年 2 月 3 日，正是农历大年三

十，红军的一支部队到达四川叙永时，

战 士 们 已 经 两 天 没 有 吃 上 一 顿 饱 饭

了。当他们经过城外的营盘山时，突然

看见山上的橘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橘

子。

“真奇怪啊，这个季节了，树上怎么

还有橘子呢？”

有些战士看见了树上的橘子，就七

嘴八舌地谈论了起来。有的战士还开

玩笑地喊道：“同志哥哎，快加油走啊！

一会儿就到山上吃橘子啦！”

等他们爬上山坡时，一个个黄澄澄

的橘子近在眼前，只要伸伸手就能摘到

了。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那

些橘子。

有个只有十几岁的小战士使劲地

咽了咽口水，实在忍不住了，就弯下腰

捡起了一个落在地上的橘子。他擦了

擦上面的泥土，刚要剥开，身后立刻就

响起一些声音。

“咦，你想干什么呀？”“我的小同志

哥，难道你忘了首长给我们讲过的群众

纪律了？”“这些橘子是你家的吗？弯下

腰捡起来就想往嘴里送？”

幸好这个小战士反应快，只是把橘

子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又放在手心里掂

量了一下，说：“嗬，这个橘子真大啊！”

然后，就不好意思地把橘子又放到了橘

树下，继续赶路。

村 里 的 乡 亲 们 不 知 怎 么 知 道 了 ，

这 些 过 路 的 红 军 战 士 都 还 饿 着 肚 子 ，

便 纷 纷 追 赶 上 来 ，有 的 送 来 家 里 仅 存

的 干 粮 ，有 的 还 给 战 士 们 送 来 了 热 水

和草鞋。

后来，首长从老乡那里问清楚了，

这片橘林是当地一个大地主家的。因

为得知红军队伍来了，地主吓得逃到外

面去了。首长们一商量，决定没收这片

橘林，让战士们和乡亲们一起把树上的

橘子摘下来，分成许多份。红军自己分

到几小份，大部分都分给了附近的贫苦

百姓。

乡亲们从分到的橘子里挑出最大

的，送给了红军战士。战士们每人接受

了一个橘子，谁也舍不得吃，就带上继

续赶路了。战士们觉得，每一个黄澄澄

的橘子，都凝结着乡亲们对红军沉甸甸

的情意。

三

红军队伍不仅是一支战斗队，还是

一支宣传队。每一位红军战士都像是

野葱花，蓬蓬勃勃地绽放着，也把充满

生机的革命种子，撒播在征途上。

长 征 途 中 ，加 入 红 军 队 伍 的 小 战

士，多是从小就当放牛娃、小羊倌、小长

工，甚至是要饭的苦孩子。他们很多人

没 有 进 过 学 堂 ，斗 大 的 字 识 不 了 一 箩

筐。

怎么办呢？不认识字，没有文化，

怎么去写标语、去送传单、去给沿途的

乡亲们宣传革命道理呢？

生活中有真智慧。于是，在战斗的

间隙、行军途中，有些小战士就“发明”

了一种“看后背”识字法：每当长途行军

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些难认的生字写在

纸片上，然后贴在前面战士的后背上，

一边走路，一边认字。不少红军小战士

用这种方法开始识字，学到了新的文化

知识。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红军小战

士就是这样在艰苦的岁月里得到了成

长锻炼。每一位战士，都是一团越烧越

旺的篝火；每一支队伍，都是一道不可

阻挡、勇往直前的铁流！

有 一 位 红 军 小 号 手 ，原 名 叫 张 双

喜，在家乡的时候是个“小喇叭匠”。双

喜的父亲在家乡靠给人家办红白喜事

时吹喇叭为生，被人叫作“喇叭匠”。后

来，双喜长大了，也跟着父亲学会了吹

喇叭，人称“小喇叭匠”。

一 天 ，14 岁 的 小 喇 叭 匠 和 阿 爸 、

乡 亲 们 一 起 来 到 谷 场 上 ，为 红 军 送

饭 。 红 军 的 司 号 员 拿 起 军 号 ，吹 出 清

脆嘹亮的开饭号。小喇叭匠好奇地走

过 去 ，对 着 这 只“ 洋 号 ”看 了 又 看 ，摸

了又摸。

司号员问他说：“小兄弟，你喜欢这

只号吗？”“是啊，谁不喜欢这好看的洋

号和好听的调子呢！”

“小兄弟，这可不是什么调子。这

是开饭号，晚上还有熄灯号，早晨还有

起床号。你会吹号吗？”“我会吹喇叭。

不过，我的喇叭没有你们的洋号好，调

子没有红军的好听。”

“既然你喜欢我们的军号，喜欢红

军，那你跟我们走好不好？”“好是好，就

怕我年纪太小，你们不要我，我爹妈不

放心我去。”

“假若你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我

们可以帮你说服爹妈！”小喇叭匠激动

地领着司号员和几位红军战士来到自

己家。他的阿爸一见红军，高兴地说：

“我早就听人说过，红军是老百姓的队

伍，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

战士们对老人说：“多谢老人家对

我们的信任，正是因为有这么多老百姓

支持我们，我们红军的队伍才越来越壮

大啊！”

司号员问小喇叭匠：“你的大名叫

什么？”小喇叭匠没有说话。

老人说：“只有个小名叫双喜，穷人

家读不起书，连大名也没起，请你们给

他起个大名吧！”

司 号 员 询 问 了 一 下 ，知 道 小 喇 叭

匠姓张，在家族里是“从”字辈，就笑着

说道：“今天，你们全家支持小双喜参

加红军队伍，我看，大名就叫‘张从军’

吧！”

在场的红军战士和乡亲热烈鼓掌，

都说这个名字起得好。从此，小喇叭匠

有了正式的名字“张从军”。

小喇叭匠跟着红军队伍“从军”干

革命的故事，很快就在周围的村庄里传

开了。不少青少年也都效仿着张从军

的选择，跑到红军队伍的驻地，纷纷要

求加入红军。

像小喇叭匠这样在长征途中，跟随

红 军 走 上 革 命 道 路 的 小 战 士 还 有 很

多。他们的加入，生动说明：长征是宣

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四

辽阔的天地和四季的风雨，赋予野

葱花淡淡的清香。在那艰苦的岁月里，

野葱花给红军战士带来了春天的讯息

和胜利的希望，也给他们增添了前进的

勇气和力量。

洁白的野葱花，坚强的野葱花，即

使 被 偶 尔 奔 跑 过 的 野 牦 牛 、野 骆 驼 践

踏 过 ，倒 在 了 泥 水 里 ，也 不 会 轻 易 地

枯 萎 和 死 亡 。 它 们 像 孩 子 一 样 ，在 大

地 母 亲 的 怀 抱 里 生 长 ，在 风 风 雨 雨 中

盛 开 。 无 论 冬 天 多 么 寒 冷 ，风 雪 多 么

大，春天一到，野葱花又会一片青绿 ；

到 了 夏 天 ，它 们 又 将 开 出 洁 白 、清 香

的小花。

草地上的野葱花
■徐 鲁

走 进 江 西 遂 川 ，仿 佛 踏 入 了 一 幅

缓 缓 展 开 的 水 墨 画 卷 ，举 目 所 见 ，山

峰苍翠，碧水环绕小城静静流淌。遂

川 是 一 片 镌 刻 着 红 色 印 记 的 土 地 。

那些发生在红土地上的故事，化作厚

重 的 历 史 积 淀 与 丰 沛 的 人 文 内 涵 。

行走在遂川，人们可以清晰感受到革

命 先 辈 炽 热 的 爱 国 情 怀 与 坚 定 的 理

想信念……

在火热的革命年代，遂川因其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工农群众基础，成

为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地区。1928 年

初，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遂

川，建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留下众

多红色遗址。

一个秋日，我走进遂川县工农兵政

府旧址，眼前的砖瓦草木，仿佛带我回

到了那段红旗漫卷的岁月。这是一座

古朴的院落，青砖黑瓦见证时光的流

逝。漫步于此，仿佛能听到岁月深处那

激动人心的声音。

1928 年 1 月 24 日 ，是 农 历 正 月 初

二 。 毛 泽 东 在 遂 川 县 工 农 兵 政 府 成

立大会上讲话，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

来 ，打 倒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打 倒 土 豪 劣

绅 ……会上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陈

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

纲》。这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等方面共 30 条的政纲规定：“工人、农

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

权 利 ……”一 个 工 农 兵 当 家 作 主 的 县

级人民政权初步建立起来了。处于水

深火热中的遂川人民，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看到了光明与希望。

离开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旧址，步行

百余米就来到罗汉寺街 15 号，一座青

砖 黛 瓦 的 三 层 砖 木 结 构 房 屋 映 入 眼

帘。这里便是邱家厦所，毛泽东在遂川

时的旧居。这里至今陈列着他曾经用

过的桌凳。1928 年 1 月，毛泽东率领工

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后，在邱家厦所

居住了一个多月。这座古朴幽静的居

所，见证了毛泽东在遂川的革命实践，

也留下他为制定“六项注意”——还门

板、捆铺草、说话和气等纪律要求而思

索的身影。

坐落在遂川县城西北的草林圩，历

史上曾是湘赣边界有名的集镇，广东、

湖南、福建等地商人常来这里经商。土

地革命时期的草林圩，不仅是当地重要

的商贸集市，也是红军通过交易获取物

资补给的重要场所。

在 遂 川 的 那 些 日 子 ，毛 泽 东 带 领

一队人来到草林圩，并亲自深入中小

商 人 之 间 ，开 展 调 查 研 究 、宣 传 教

育 。 他 利 用 草 林 圩 逢 圩（集 市 ，三 天

一次）的机会，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保

护中小商人的政策，鼓励中小商人放

心做生意。在群众大会上，他号召广

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打土豪，分田

地 。 他 还 指 导 工 农 革 命 军 将 打 土 豪

得 来 的 衣 服 、铜 板 、猪 肉 等 分 发 给 劳

苦群众……

今 天 的 草 林 圩 ，已 经 建 设 成 为 一

处红色旅游地。草林红色圩场、老街

民 俗 博 物 馆 、红 色 圩 场 展 览 馆 ，诉 说

着 昔 日 的 热 闹 景 象 和 红 色 记 忆 。 走

进草林红色圩场，仿佛听见穿越时空

的 叫 卖 声 与 马 蹄 声 交 织 在 一 起 。 烽

烟 远 去 ，那 些 光 辉 的 记 忆 ，却 不 会 被

时间冲淡。

在遂川，有一处铭记在光辉史册的

地名——横石村。这里是红 6 军团长

征的起点。晨曦初露，我站在这片光荣

的土地上，望着远方蜿蜒山路，心中不

禁涌起对先辈们的无限敬仰。1934 年，

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前探路的红 6

军团在这里集结，告别熟悉的土地，踏

上西征的路途。

窄窄的石板路上，留下多少红军战

士坚定的脚步！站在横石村口，望着那

条曲折的小路，我仿佛能看到红军战士

们背着枪支、踏着泥泞、勇往直前的身

影。如今，横石村建起了纪念碑、红军

步道，这是对红军英勇壮举的纪念，也

是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历

史教育的载体。

如果说井冈山上的斗争是一部厚

重的历史书，那么五斗江战斗无疑是其

中一段精彩的篇章。五斗江战斗是朱

毛会师后取得的首次大捷，在政治上、

军事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我站在五斗

江畔追思，缓缓流淌的江水，带不走英

雄战斗的光辉……

从工农兵政府旧址到草林红色圩

场 ，从 五 斗 江 战 斗 遗 址 到 红 6 军 团 长

征 出 发 地 …… 走 在 遂 川 的 一 处 处 红

色旧址，便是走进一个个感人至深的

革命故事。漫步在遂川，我被它深厚

的 革 命 历 史 与 红 色 文 化 气 息 浸 润

着。这座小城的红色文化与历史，如

同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滋养着这片

土地。

一座小城的红色记忆
■梁路峰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平型关大捷（油画，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典》）

任梦璋 杨为铭作

我深爱的土地

■王东磊

夜岗，静悄悄

我在睡熟的大地上

清醒而警惕地守望着

白山黑水间

忠诚扎根生长

一茬又一茬官兵

跨越千里的奔赴

用青春的光

照亮远方

影子扑在这片热土

深情拥抱着战士的第二故乡

曙光，发出了希望的信号

朝霞尽情渲染着

充满诗意的东方红

脚步声从远处传来

这有力的音符

在高山森林与溪流水畔回响

誓言响亮

升旗手擎起的红

是战士以生命捍卫的颜色

走上哨位

我的爱，越发炽烈

直把手中的钢枪焐得发烫

刻在心底的旋律

激扬着我的热血

五星红旗与朝阳一同升起

红色

是信仰的颜色

吹动红旗的风

也吹拂着与我并肩的樟子松

在这片土地

写下青春与绿色的诗行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