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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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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第一抹朝阳如金色的画笔，

将阳光轻柔地涂抹在江西省瑞金市云

石山上。

山脚下，一队系着红领巾的学生，

沐浴着阳光、迈着整齐的步伐，拾级而

上。“云石山高不过 50 米，别看它并不

高 ，但 这 里 曾 是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临

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驻地。”讲解员声

情 并 茂 地 为 学 生 们 讲 述 90 年 前 那 段

历史。

一

1934 年 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

金召开会议。在此之前，广昌失守后，国

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

线作战已十分困难。

是继续据守根据地，还是进行战略

转移？

针锋相对的激辩，逐渐拨开迷雾。

当烛火摇曳欲灭之际，会议作出了撤出

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

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探索，再一次使中国

革命走上正确道路。

中共中央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

际 。 6 月 25 日 ，共 产 国 际 复 电 同 意 转

移。中共中央由此开始进行战略转移

的各项准备，包括扩红、征粮、收集军需

用品等。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倾其所

有 ，参 军 支 前 ，借 谷 借 粮 ，把 最 后 一 把

米、最后一尺布、最优秀的儿郎，送给了

党和红军。

1934 年 7 月 7 日 ，红 7 军 团 6000 余

人由瑞金出发，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

向闽浙赣边境进发。10 月 11 日，中革

军委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

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

野战纵队。

二

1996 年 11 月 18 日，原红 3 军团政治

委员杨尚昆重返云石山，为其题写了“长

征第一山”5个遒劲大字。怀着对这段历

史的敬仰，我们一同爬上这座目睹了 90

年前伟大壮举的“长征第一山”。

沿山脚而上，云石山只有一条石砌

小道可供攀行。环山一周，还要穿过两

道用石块垒砌的石门，大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势。山上奇石嶙峋，加之古

树众多，遮天蔽日，十分幽静。

1934 年 7 月下旬，为躲避敌机轰炸，

毛泽东同志迁居瑞金西南的高围云石

山。这时，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搬

到瑞金西南的梅坑岩背。

登上山顶，乍然而起的一阵风掠人

心旌。古寺门联上有“云山日永常如画，

古寺林深不老春”楹联一对。一棵古樟

树下，毛泽东与张闻天相对而坐的雕塑

映入眼帘。

在这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促膝长

谈，交流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问题。

两个人的思想认识不断统一，逐步厘清

了革命战争受挫的根源和“左”倾错误给

革命带来的危害。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

主张，这为后来通道、黎平、遵义会议的

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进入古寺，右手边就是毛泽东的办

公室兼住室。屋内陈设极其简单，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老式座钟。

这 不 禁 让 人 想 起 20 余 公 里 外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旧 址

叶 坪 的 另 一 座 时 钟 。 它 置 身 于 主 席

台 前 。 1931 年 11 月 7 日 ，第 一 次 全 国

苏 维 埃 代 表 大 会 在 瑞 金 叶 坪 隆 重 召

开 ，宣 布 成 立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临 时

中央政府。这两座时钟计量着中央苏

区的岁月，见证了历史的火热、激越和

悲壮。

长征出发前夕，苏区百姓父送子、

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家家户户齐

上阵，赶制了 20 多万双草鞋，不让子弟

兵赤脚上战场。讲解员告诉我，他的父

亲在世时，每当走过云石山都会回忆起

当年的一幕：山下挤满了红军战士和前

来送行的百姓。送行的百姓路过战士

们身边，就顺手把草鞋、鸡蛋塞进他们

的口袋；有的妇女找到丈夫后，红着眼

说 ：“ 我 不 是 来 拉 你 回 家 的 ，好 好 干 革

命，等你回来。”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耳边响起《十送红军》的歌声，歌声中充

满依依惜别的深情和对革命成功的热切

期盼。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日子

里，已经播下了红色的种子。这是一众

有信仰的人民，在送他们自己的一支有

理想信念的队伍。

三

伴着歌声，我跟随队伍下了山，徒步

重走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从云石山出

发，途经云石山乡、万田乡，全程 10 余公

里，终点至万田乡麻地村。一路上，很多

地方都用雕塑再现了当年苏区群众为红

军送行的壮丽场景。

“步道依山而建，我们尽量在保护原

址的基础上建设，争取呈现原生态的长

征行军路线。”讲解员说，如今这条线路

每天都迎来大批游客。他们在山脚下的

长征纪念碑前仰望，追忆着当年的告别

和远行。

走在步道上，目之所及，山下风景

更 胜 从 前 。 时 光 如 水 ，那 些 曾 为 红 军

遮 风 避 雨 的 危 旧 土 坯 房 ，如 今 变 成 了

白 墙 黛 瓦 的 宜 居 房 ；曾 经 浑 浊 的 井 塘

水，如今变成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那

些留下过无数深深浅浅脚印的狭窄土

路，如今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柏

油路……

“红飘带”依旧飞扬，一代代后人跨

越山海来到这里回望来路，在这里汲取

精神力量。

从云石山出发
■危乔巧

落 日 余 晖 ，将 戈 壁 滩 映 照 成 金 黄

色 。 远 处 ，新 疆 军 区 某 边 防 连 的 营

房 ，如 同 戈 壁 滩 上 的 一 颗 璀 璨 宝 石 ，

闪闪发光。

巡逻车的轰鸣声从远方传来，打破

了戈壁滩原有的宁静。边防连巡逻分

队完成任务归队的途中，落日映照着地

面的沙粒，让眼前的景色仿佛一幅韵味

十足的画作。军医王嘉敏跟随巡逻分

队安全返回，他心里默默松了一口气。

王嘉敏麻利地收拾着巡逻车里的医药

箱，询问着大家的身体状况。随后，他

将此次巡逻途中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

和要注意的事项进行归纳整理，为下次

巡逻做好准备。戍边 6 年，王嘉敏看着

登记本上那满满的安全巡逻标志，感到

无比踏实。

小时候，王嘉敏想成为一名救死扶

伤的医生；长大一点，他想成为一名保

家卫国的军人。两个愿望有一个相似

点——成为一个被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高考结束后，他被军医大学录取。

同时实现两个愿望的机会摆在他眼前，

他毫不犹豫地收拾起了行囊。

毕业选岗，他主动放弃了去城市医

院工作的机会，选择投身西部边陲。

“不就是边防吗？”王嘉敏做了充分

的心理准备，但依旧没想到条件竟如此

艰苦。从哈密火车站出来，换乘大巴车

朝着巴里坤行进，到了团部又换乘巡逻

车……车子行驶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土

路上，没多久，手机便没了信号。几个

小时的车程后，他们来到了不见人烟的

戈壁深处，王嘉敏感觉自己似乎到了另

一个世界。

直 至 天 色 渐 暗 ，王 嘉 敏 才 到 达 营

部。来不及休息，王嘉敏和几个战友，

还有一条军犬，挤在一辆车里，开始了

下一段旅途。车子行驶在更加颠簸的

搓板路上，大家把身体抱成一团，不时

随着颠簸的路上下起伏，军犬和大家挤

在一起取暖。戈壁滩的黑夜和城市里

不一样，黑得密不透风。直到夜已深

了，大家才终于到达连队。下车后，王

嘉敏抱着一棵树吐了半天。

没 过 几 天 ，王 嘉 敏 接 到 了 第 一 个

病人。一级上士岳明明捂着肿胀的左

脸找到王嘉敏。经诊断，岳明明是智

齿发炎，需要输液治疗。经验的缺乏

让王嘉敏在扎针的时候有些紧张，以

至于第一针没扎上。岳明明对他说：

“没事的，放心大胆地扎，我相信你。”

岳明明坚定的语气和笑容，让王嘉敏

倍感温暖。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嘉敏渐渐融入

连队，成为了戈壁滩的一部分。他发现

官兵执行任务时，磕磕碰碰、扭伤摔伤

总是难以避免，只是大家对小伤小痛不

重视，久而久之便出现了诸如腰肌劳

损、关节磨损等病症。不时有战友来找

王嘉敏说：“我腰疼得厉害。”每当这时，

王嘉敏都会因连队医疗设施有限，无法

帮助战友们减轻身体疼痛而感到十分

愧疚。

后来，王嘉敏获得前往新疆军区总

医院轮训的机会。他主动申请到总医

院的康复医疗科学习针灸、推拿按摩、

拔罐等技能，希望通过这些技能为战友

减轻身体病痛。回到连队，王嘉敏又购

买了《针灸穴位全真图解》《针灸学》等

书籍，以及全套真空拔罐器等康复理疗

的相关器具。连队的比武尖子董志浩

经常腰疼得厉害，有时起床都困难，严

重影响了日常训练和生活。王嘉敏在

为他做康复治疗时，还详细讲解相关病

理知识和预防方法，帮助其重新建立自

信心。

连队位于戈壁滩，蚊虫多，有时候

驱蚊液和风油精不起作用，王嘉敏便利

用 艾 草 等 中 草 药 帮 助 战 友 们 安 全 驱

虫。夏季巡逻时，王嘉敏除了将藿香正

气水等药物准备充足，还用薄荷脑、清

凉油等制成降温贴供大家使用。冬天

的巡逻路上，他会为大家准备一碗驱寒

汤，驱除寒冷的同时缓解战友们关节的

疼痛。寒来暑往，这些年王嘉敏默默扎

根在这片戈壁滩，用心用情守护着战友

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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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山寒意渐浓。巍峨高山上，覆

盖皑皑白雪的山峰依旧静默矗立。雪

峰之下，守护这里的官兵又换了一批。

新 兵 衣 新 宇 刚 到 驻 地 ，总 觉 得 一

切都是那么新奇。茫茫的戈壁、漫天

的黄沙，就连风滚草、石头缝里的蜥蜴

都 那 么 有 趣 。 如 果 不 是 对 地 形 不 熟

悉、时间不允许的话，他倒真想把这儿

好好探寻一番。老兵望着他一脸兴奋

的样子，见怪不怪地告诉他：“山上不

长草，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

吃不饱。可别逞年轻的威风，小心‘高

反’让自己下不了床。”可他的思绪纷

飞，转眼间，老兵的话仿佛被呼啸的山

风卷得一干二净。

“这是第一次站哨，把装备再检查

一遍，别出岔子。还有大衣里面再加套

棉衣，晚上风大，冷。”衣新宇听后检查

了手中的装备，又默默看了眼他面前这

位个子不高但挺结实的战士。这是他

的班长，叫谭光红，他话不太多，平时严

肃认真，腰背挺得笔直。衣新宇有些怕

他，紧紧握着装备跟在他身后。

这天晚上，月光又躲在乌云后面，

高原特有的灿烂星河也看不见了。衣

新宇和班长顶着凛冽的风，踉踉跄跄

地走到哨位，一左一右警觉地观察着

两边。

“乌云连起来了，等会不知道下雨

还 是 下 雪 。”谭 班 长 看 了 看 头 顶 的 乌

云。过了一会，一声雷过后，硕大的冰

雹便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

“怎么发起抖来了，没穿棉衣吗？”

看着在亭檐下瑟瑟发抖的衣新宇，谭班

长伸手摸了摸他的大衣。“你小子，愣头

青。就仗着自己年轻不怕冷不怕热，啥

事都敢干！拿着，把棉衣赶紧穿上。”说

着，谭班长就把自己的棉衣脱下，塞到

他的手上。“班长我不冷，我不要。”可碰

上谭班长那不容置疑的眼神，衣新宇还

是乖乖地接住了棉衣。

“班长，我们在这个地方每天就是

站哨、训练。这和我上来之前的想象差

距也太大了。”或许是穿上了谭班长棉

衣的缘故，衣新宇没有以前那么拘谨

了，随口聊起天来。

“咱们班里今年 9 月份刚退伍的那

位兄弟，刚到连队时和你现在一样，凌

云壮志，心比天高。训练场上他是拼命

三郎，可面对生活上的琐事，他总觉得

这和他的理想背道而驰。渐渐地便没

了往日的热情，消极怠慢起来。”

“ 然 后 呢 ，是 不 是 从 此 一 蹶 不

振 ？”衣 新 宇 问 。 谭 班 长 哈 哈 一 笑 ：

“那倒没有，我和他讲了一段故事，然

后他就重新振作起来了，现在我也讲

给你听。”

谭班长接着说：“我入伍参军就是

为了干出一番事业，让家人以我为荣。

我拼命干、使劲练，军事技能、体能素

质，我一个也没落下。400 米障碍，我拿

过小组第一、全团第二的成绩。我曾以

为我的舞台会越来越大，荣誉越来越

多。可一次伤病让我的梦想戛然而止，

我再也不能在训练场上大放光彩了。

那段时间我很沮丧。我的班长见我如

此，对我说‘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

下长长的影子。每个人好比一片树叶，

虽轻，但也可乘风飞得很远。在这儿，

没有光鲜亮丽的生活，只有默默无闻

的奉献’。听完班长的话，我好像又找

回了以前的自己。我们参军都立了很

大的志向，可平淡才是千千万万军人的

真实生活。”

谭 班 长 的 故 事 让 衣 新 宇 陷 入 沉

思。每一名战士的军旅生涯都不会是

一帆风顺的。在看似平淡的日子里，可

能会有挫折和伤痛，但其中孕育着胜利

和荣誉。平淡的日子，见证的是坚守的

荣光。

昆 仑 山 寒 意 渐 浓 ，但 衣 新 宇 的 体

内，又燃起了奋斗的火苗。

高原上的兵
■闫一伸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山谷之间，微风轻拂，绵绵细雨如丝

如缕，为云贵高原这片土地带来一丝料

峭寒意。靶场上，战士们身披雨衣，静静

坐着，将步枪掩在怀中，眼中闪烁着对十

环的渴望与期待。

一辆皮卡车缓缓驶入靶场，两名战

士默契配合，将一桶密封严实的汤水稳

稳抬下。当掀开盖子的那一刹那，积蓄

许久的香甜热气顿时弥散开来，那是姜

汁番薯糖水的独有味道。

“一班，起立！跟我来……”回忆伴

随雨幕铺展开来。几年前，同样的雨天，

我初入军校，教员带领我们进行战术训

练。教员扣紧帽子，眼神坚毅，助跑、冲

刺、卧倒、转身、瞄准，动作行云流水。翠

绿的草坪上，水花四溅，打湿了他衣领上

那灿烂的星星。我们这群新学员，紧随

其后，像一条条迷彩的小鱼，在这片绿色

的 海 洋 中 奋 力 游 弋 ，激 起 层 层 青 春 的

涟漪。

然而，雨水终究是冷的，即便是在

四季温暖的云南。就在我们瑟瑟发抖

时，远处传来推车的声音，蓝色的小车

上面放着一个银色的铁桶，雨点敲击其

上，奏出“吧嗒吧嗒”与“哗啦啦”的美妙

旋律。教员担心我们受寒，特意嘱咐食

堂准备了姜汁番薯糖水。

轻搅一下，打上半勺，最幸福的莫

过 于 在 这 清 冷 雨 天 中 ，感 受 那 份 融 融

暖 意 。 红 糖 的 甘 甜 占 领 整 个 口 腔 ，紧

接 着 ，姜 汁 的 辛 辣 在 舌 根 喉 头 绽 放 。

再 吃 上 其 中 几 块 番 薯 ，糖 水 中 的 热 气

转 瞬 就 被 推 到 身 体 的 每 一 个 角 落 ，逼

走全身的寒气。

小小的碗，承载战友间深厚的情谊，

我们三五人围在一起，分享着糖水。虽

然口中埋怨着雨水寒冷，但眼中仍闪烁

着坚定光彩。在彼此的鼓励中，我们重

回雨幕，继续未完成的训练。那一碗糖

水，不仅驱散了雨天的寒冷与疲惫，更激

起了我们心中的朝气与斗志。

如 今 ，当 我 再 次 端 起 这 碗 熟 悉 的

姜 汁 番 薯 糖 水 时 ，心 中 不 禁 涌 起 一 股

暖流。我将它递给身旁的小战士，“谢

谢 排 长 ！”他 开 心 地 说 ，年 轻 的 面 庞 在

氤 氲 热 气 中 若 隐 若 现 。 我 深 知 ，这 份

温 暖 与 力 量 ，将 会 像 这 碗 糖 水 一 样 继

续 传 递 下 去 ，温 暖 另 一 位 年 轻 军 人 的

蓬勃青春。

传 递 温 暖
■韩光烁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心香一瓣

品味那情感的芬芳

长征组雕之“十送红军”（雕塑）

吴为山主创

一

六盘山挺起胸膛

左手叉腰，右手指点江山

他的豪迈

如隐隐响起力量磅礴的军号

在长征中翻越的大山上

一支如椽大笔，亮开翅膀

蘸着西风，把云写淡

如今，这支笔，还立在山顶上

被六盘山紧紧握着

队伍的脚步声、马蹄声

如风中的树叶，不断清点来路

山峦相连，一只手拉上另一只手

帽徽上的五星

是天上的星星

翻过这座山

就是翻过了革命的肩头

一道垂天的彩虹

还挂在天边

二

白洋淀里的芦苇

都是刺向敌人的刀枪

白洋淀里的波涛

发出抗战的呐喊

小船在苇荡里穿梭

像一名名游击队员

等着，在地道里静静等着时机

耐心些，再耐心些

在黑暗里等来光明

只要敌人敢来

就叫他葬身在地下窜出的怒火中

地道眼睛通红

大地下面跳动着

一颗颗火热的心脏

三

一座村子

柏树依旧

缓缓沿山坡攀上山梁

鸡鸣唤醒东方

油灯守住内心的明亮

石磨转出黎明的香甜

黄土小路通往泥房

长凳上坐满拉家常的人

身穿粗布衫的乡亲

枪杆和锄头的心紧紧相依

朴素中蕴藏着光和力量

仿佛夹着雨伞刚刚走出乡关

去赶考的少年

窝窝头滋养着追光的人

滹沱河一遍遍腾起细浪

太行山挺起坚实的脊梁

光和力量（组诗）

■王爱民

第627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