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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我们来啦！”新疆军区某边

防团家属院内，军嫂耿雅莉带着几名军

嫂和军娃，走进宋玉华老人的家里。

“天越来越冷了，您有啥需要的，一

定得告诉我啊！”放下手中的水果，耿雅

莉卷起袖子，开始在厨房忙活起来。“好

好好，谢谢……”95 岁的宋玉华，脸上洋

溢着灿烂的笑容。

看着老人开心的样子，耿雅莉也跟

着笑了：“阿姨，千万别客气。您是我们

这些随军家属的榜样，我们来看您就像

回家看望老人一样！”其他军嫂和孩子

们听了耿雅莉的话，也都笑了，屋里变

得格外温馨。

宋 玉 华 老 人 祖 籍 四 川 ，50 多 年 前

从 家 乡 奔 赴 南 疆 ，成 了 一 名 随 军 家

属 。 虽 然 远 离 家 乡 ，但 能 和 丈 夫 蓝 同

湘 生 活 在 一 起 ，宋 玉 华 很 知 足 。 蓝 同

湘 是 名 汽 车 运 输 兵 ，经 常 往 返 西 藏 和

南 疆 执 行 任 务 。 3000 多 公 里 的“ 天

路”，在当时充满了危险和艰辛。蓝同

湘 外 出 执 行 任 务 时 ，宋 玉 华 就 每 天 眺

望 远 方 的 昆 仑 山 ，等 着 车 队 归 来 。 然

而，在一次长途机动任务中，蓝同湘再

也 没 能 像 之 前 一 样 ，带 着 一 身 风 雪 回

来。

“老蓝当年说走就走了……”和耿

雅莉她们聊起这些往事时，宋玉华的眼

睛湿润了。50 年前的场景，依旧历历在

目。对丈夫的爱，让宋玉华决定留在这

片丈夫为之献出生命的土地上。

宋玉华的故事，令这些来自天南海

北的军嫂动容。因为对另一半的爱与

支 持 ，她 们 离 开 了 家 乡 熟 悉 的 生 活 环

境，选择来到千里之外的军营。

从 山 西 来 到 南 疆 的 耿 雅 莉 ，便 是

她们中的一位。3 年前，在家附近社区

医 院 工 作 的 她 ，辞 职 来 到 丈 夫 所 在 的

边防团。

回 忆 起 3 年 来 的 随 军 生 活 ，耿 雅

莉感慨不已：“我在家那会儿，家务一

点 都 不 会 做 。 可 为 了 我 家 老 王 ，硬 是

把 自 己 练 成 了‘ 家 务 达 人 ’……”耿 雅

莉口中的丈夫“老王”，是边防团某连

指导员王利洋。“很感谢我爱人，她很

不容易。”提到妻子，他总是充满歉疚

和柔情。

边防团的官兵经常执行高原驻训

任务。许多军嫂虽然办理了随军，但和

丈夫依然是聚少离多。

军 嫂 国 显 明 怀 孕 时 ，丈 夫 就 不 在

身 边 。 她 临 盆 时 ，丈 夫 还 在 高 原 上 驻

训 。 她 有 一 肚 子 委 屈 想 和 丈 夫 倾 诉 ，

可 视 频 接 通 那 一 刻 ，看 见 丈 夫 黝 黑 的

脸 和 身 后 艰 苦 的 环 境 ，她 最 终 只 说 了

句 ：“ 我 很 好 ，任 务 重 要 ，家 里 你 放

心！”

或许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相同

的 军 营 情 结 ，这 些 不 同 年 龄 、来 自 不

同 地 域 的 军 属 ，认 识 后 很 快 熟 络 起

来。

“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给邻居送

一份；谁家有点小矛盾，来劝解的能坐

一客厅。过年时，大家一起包饺子，暑

假一块带孩子，家属院成了大家心中无

比 温 暖 的 地 方 ……”提 及 这 个“ 大 家

庭”，耿雅莉的言语中流露出自豪。

作为家属委员会的副主任，耿雅莉

会组织军属们为驻训官兵亲手缝制鞋

垫，也会招呼大家在端午节包粽子，送

给远在昆仑雪山的官兵……

在 一 次 次 活 动 中 ，军 属 们 越 来 越

适应这里的生活。官兵组织烧烤晚会

时，会第一时间邀请军属参加，也会在

儿 童 节 特 地 为 军 娃 办 一 场“军 营 开 放

日”。

耿雅莉也从最初的不适应到渐渐

爱 上 了 这 里 。 曾 经 ，她 也 不 明 白 ，为

什么宋玉华老人会那么执着地守在这

里 。 这 几 年 的 随 军 生 活 ，让 她 知 道

了 ：家 不 一 定 只 是 从 小 长 大 、承 载 血

缘 关 系 的 载 体 ，也 可 以 是 为 了 共 同 理

想 而 汇 聚 一 处 、真 情 所 系 的 纽 带 。 只

要 有 爱 ，哪 怕 在 祖 国 边 陲 ，也 有 温 暖

的家。

部队又上高原驻训了。不知从什

么 时 候 开 始 ，耿 雅 莉 和 家 属 院 的 军 嫂

们，也会在闲暇时像宋玉华老人一样，

眺望远方的昆仑山。她们的眼睛里，有

思念，有期盼，也有从容和坦然。

冬日的昆仑山下，已是天寒地冻，

但阳光还是洒进家属院。家属房里，时

不 时 传 来 笑 声 ，让 家 属 院 变 得 暖 意 融

融。

昆仑山下军属情
■曹达功 王钰凯

今年初，我所在的海军某部，以几

位军属的感人故事为原型，创作了一台

情景故事会。我有幸参与此次活动，负

责情景故事会的策划和协调工作。

一开始，我们考虑让几位军属本色

出演。但很快发现这样行不通，因为大

多数军属没有参与演出的经历，很难将

台词读出情感。后来，我们决定从各单

位抽调文艺骨干来进行演绎。然而，在

挑选演员时，我们又犯了难。情景剧中，

有一个名叫《守望》的节目。节目中，一

名军嫂怀孕待产，可孩子比预产期提前

1 个月出生了。本来丈夫早就请好假，

可这时已无法及时赶回来，这名军嫂只

好独自去医院，把孩子生下来。负责这

次情景故事会的邹也干事，希望演员能

够演出军嫂临盆时的疼痛和无助，可是

看了几个人的表演，都不太满意。

就在大家陷入沉默的时候，我的手

机突然震动起来。我急忙挂断。邹干事

说：“有事就接嘛。”

我不好意思地说：“是我女朋友，晚上

7 点是我们的视频通话时间。”我随口又

说，“要是她能来就好了，她在军校学过表

演。”随后，我给邹干事看了她的照片和以

往表演的视频，他说：“不错，可以试试。”

那 时 ，我 和 她 已 经 半 年 没 见 过 面

了。军校毕业后，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

军种，去了不同的城市。经过一段时间

等待，在正式演出前两周，我们相见了。

驻地的冬天，寒风刺骨。那天，我紧

紧抱着鲜花，在出站口等她。来来回回

的乘客与我擦肩而过，可迟迟不见她出

现。就在我准备给她打电话时，人群中

响起熟悉的声音：“书记！”我不由自主地

回了句：“到！”上军校时，我是队里的团

支部书记，她就一直这么叫我。看到彼

此的那一刻，我们都笑了。

回到单位安顿好后，她马上进入排练

状态，我也投入工作中。她只身来到我所

在单位，对周围的一切都比较陌生。每次

排练间隙休息时，她都是一个人默默坐在

角落。我也要为演出忙前忙后，只能抽空

去给她的保温杯里加点热水，或者远远地

向她挥挥手。

有一天，她感冒发烧了。在门诊输完

液后，我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没事

儿，我能行，这点困难打不倒我。”说着，她

就要给我背几句台词。她还说：“我觉得

这次情景故事会非常有意义，军属付出了

很多，把角色演好，就是对她们最大的尊

敬。你放心，我一定拿出最好的状态演

出。”听着她的话，我的眼睛湿润了。

演出那天，我在侧幕旁，看着饰演临

盆军嫂的她躺在产床上，被推上舞台。

当医生要求签字时，她抓住医生的手坚

定地说：“我自己签！”情景再现后，她又

以军嫂的身份走到聚光灯下。舞台周围

一片漆黑，她缓缓开口，讲述着当天发生

的故事和复杂的心理活动。讲到动情

处，她的肩膀在颤抖，泪花在眼眶里打

转。台下不少官兵和家属，眼里也闪着

泪光。

节目尾声，她和几名饰演军嫂的演

员一起上台朗诵。一句“我等你”，喊出

了军嫂对爱人坚定的支持。演出结束

后，我组织人员归还道具。一名战士对

我说：“这次晚会确实不错。”我说：“你印

象最深的是哪个节目？”他说：“我印象最

深的是节目《守望》，尤其是演怀孕军嫂

的那个演员，她演得真好，我都看流泪

了。”我感到很惊喜。后来，我把战士的

评价告诉了她，问她为什么能演得这么

好。她说：“每次我说台词时，都将咱俩

异地的辛酸融进去，眼泪不由自主地就

流下来了。”是啊，相隔两地，我们都是在

固定时间联系，有时因为工作忙，可能一

天都说不上几句话。虽有辛酸，但更多

的是两人互相鼓励、一起成长。

情景故事会结束后，她接到新任务，

匆匆离开了。临别之际，她说：“书记，一

起 工 作 后 ，我 觉 得 我 们 的 心 好 像 更 近

了！等下次见面，我就嫁给你。”

今年，在党的生日那天，我们领取了

结婚证。我们一致认为，不管前路有多

困难，都会携手并肩，勇往直前。

温
暖
﹃
守
望
﹄

■
孔
俊
寓

那 年 秋 天 ，居 委 会 的 一 位 婶 子 来

我家宣传当年冬季征兵：“一人当兵，

全家光荣哩！”母亲受到鼓舞，随口问：

“在校念书的学生娃，招不？”这位婶子

一 边 热 情 地 宣 传 政 策 ，一 边 拿 出 本 子

登记情况。恰逢我放学回家。母亲指

着 我 ，笑 吟 吟 地 问 ：“ 您 看 我 儿 子 成

不？”婶子旋即将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阳光般的笑容僵在脸上：“还真是个嫩

生 生 的 学 生 娃 哩 ！ 这 么 瘦 ，不 知 能 不

能吃苦？”从二人的三言两语间，我明

白了大意，喜出望外地连声道：“好男

儿志在四方，我能吃苦！”于是，那位婶

子帮我报上名。我心里一下子乐开了

花，满院子欢呼：“我要参军啦！我要

去保家卫国啦！”

随着笔试、体检、政审等顺利通过，

威武的接兵干部将红艳艳的《入伍通知

书》送来我家，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中，

唯独父亲看起来心事重重。那天，他破

天荒地按时下班回家，说要和我谈谈。

谈什么呢？两杯清茶，铺开了父子

间的叙谈。主要是父亲说，我听。父亲

说了很多：说他像我这个年纪时，也想

报名参军，因家事牵累而放弃梦想的无

奈；说了对我即将离家的不舍，以及梦

想 成 真 的 祝 贺 ；劝 我 莫 学 古 人 弃 笔 从

戎，而应携笔从戎，成长为一手握枪杆、

一手捉笔杆，文武双全的战士……平素

惜字如金的父亲，似乎还有很多话要对

我讲，但终是忍住了。他将一个崭新的

牛皮套封笔记本郑重地送给我，扉页力

透纸背地写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

轻的时候。与我儿共勉。”

后来，每当我遇到困难，踌躇迷惘甚

至想打退堂鼓时，父亲那番语重心长的

嘱咐、那页饱含深情的赠言，无不成为鼓

励我咬紧牙关向前进的动力之源。入伍

后，在紧张的训练之余，我将荒滩孤岛的

辽阔寂寞、蓝天白云的万种风情、岩石干

枝的顽强不屈、边防男儿“一家不圆万家

圆，我为祖国守边关”的铁骨柔肠尽收笔

下，并将发表后的文章寄回家中。据母

亲讲，收到寄件后，父亲不仅自己看，还

念给全家听，随后又拿到单位与同事分

享。如此，他看过、念过、分享过，旋即又

将沉沉的心事写满面孔，喃喃自语：“哦，

边防环境竟是那样艰苦，一搪瓷缸水既

要洗脸，又要刷牙，怎么够呢？寻常见的

八九级风，还不把我儿吹得一步一个趔

趄？”随后便是多日茶饭不香、睡不着觉。

一次，我在信中说，打算拆洗被子，

怎奈手头缺针少线。父亲立即托付朋友

从一家工厂买回玉米棒子粗的一轱辘绿

线和一盒各式粗细大小的针寄给我。战

友们笑道，这些针线足够全连官兵缝补

十年之用啦！

还有一次，我在信中说，由于患上阑

尾脓肿，连队安排我到 500 公里外的军

队医院观察治疗。收到信后，父亲心如

刀割，当即跑到老家的医院，请教专家阑

尾脓肿是怎么回事。虽被告知“小症状，

无大碍，好治疗”，但他仍牵肠挂肚，为路

途遥远不能亲往照顾我而自责。半个月

间，光关切的信件就写了四五封，真是道

不尽的儿行千里“父”担忧……

后来，我先是奉调进京，随后转业

回乡，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很少主动与

父亲讲起戍边往事。倒是父亲时常问

我 ：你 们 连 队 驻 地 是 叫 巴 彦 乌 拉 山

吧？那年 3 月，驻地连续发生 10 多次 4

到 5 级 地 震 ，你 和 战 友 是 怎 么 度 过

的 ？ 大 雪 封 山 后 ，连 队 的 后 勤 供 给 是

怎 么 解 决 的 ？ 大 过 年 的 ，顿 顿 都 是 萝

卜炖粉条、白菜熬豆腐，你吃得惯吗？

随后，他总会下定决心似的说：“等有

机会，一定去我儿的连队走一走，看一

看。我儿戍边 3 年，把爸的心也带走 3

年 哩 ……”这 俨 然 已 成 为 父 亲 的 一 桩

心 事 。 可 是 ，由 于 家 中 接 连 不 断 的 事

情牵绊，直至父亲与世长辞，他的心事

终究未了。

“终于等到我回家，父亲披上沉甸

甸 的 大 衣 ，一 把 将 我 揽 进 温 暖 的 怀

抱 。 他 指 着 已 收 拾 好 的 行 囊 ，说 要 赶

早上 9 点的火车，去我参军入伍的边防

连队走一走、看一看。我说，我眼下抽

不 开 身 陪 同 前 往 ，但 可 以 委 托 在 团 部

工作的战友代劳，毕竟戈壁荒滩，营房

重 地 ，他 只 身 前 往 肯 定 困 难 重 重 。 父

亲高兴地点头，夸赞我办事周全，让我

抓 紧 联 系 ……”就 在 这 时 ，我 醒 过 神

来 。 父 亲 辞 世 这 么 多 年 ，怎 会 突 然 要

去千里之外的边防连队呢？原来这是

个 梦 。 梦 里 父 亲 一 如 从 前 ，从 未 放 下

对 远 在 边 防 的 我 的 挂 念 。 梦 醒 后 ，我

泪湿眼眶。

父 亲 的 心 事
■赵 刚

“妈妈，爸爸快回来了吗？”那天，女

儿指着挂历问妻子。

“是的，宝贝！”听到妻子的回答后，

女儿高兴得手舞足蹈。后来，她逢人就

炫耀：“我爸爸快回来喽！”

出国维和前，我休假回家几天，算是

与家人道别。那段时间，女儿像个“小跟

班”似的，每天都黏着我。一天晚上，战

友约我参加篮球比赛，饭后我悄悄出了

门，到家已是深夜。当我小心翼翼地推

开家门时，坐在沙发上睡眼蒙眬的女儿，

立刻冲过来抱住我的腿：“爸爸你可回来

了，我等你好久了。”

睡前，女儿又凑到我耳边悄悄地说：

“爸爸，下次我能和你一起去打篮球吗？

你打球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动画片。”

我愉快地答应后，她才甜甜地进入梦乡。

归队那天，我天不亮就出门了。离

家前，看着熟睡的女儿，我心里充满了不

舍。女儿醒来后，发现我不在身边，既没

哭也没闹。到了晚上，小家伙在床上翻

来覆去不肯睡。妻子抱起她后，她才难

过地说：“我想爸爸了，可是他走了。”妻

子听后，眼眶也湿润了。

那段时间，妻子问女儿要不要和爸

爸视频通话，女儿都拒绝了。“爸爸去很

远的地方，守护和你一样的小朋友去了，

一年后就回来了。”妻子只好耐心地向她

解释。

一次，女儿半夜高烧不退。去医院

看完病后，她有些难过地问妻子：“妈妈，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生病了，爸爸都在身

边陪着？”妻子赶忙答道：“爸爸去保卫祖

国了，你还有妈妈陪着啊。”

“什么是保卫祖国？”

“就是不让坏人欺负我们。”

“那好吧。”

母女俩在一问一答中，熬过了那个

夜晚。

妻子告诉我，女儿经常把思念“挂在

嘴边”。她说，想让爸爸陪她吃饭、睡觉、去

游乐场……她还会在睡前许愿：“月亮出来

了，我们赶紧许愿。我的愿望是，希望爸爸

能与我和妈妈永远开心地在一起……”

当然，女儿也有自己的小脾气。一

次，因为联系不上我，她有些生气，就拿着

马克笔在床单上使劲涂鸦，气得妻子吼了

她。事后，妻子问女儿：“爸爸在家的时

候，你就比较乖是不是？”女儿毫不犹豫地

回答：“是的。”这让妻子哭笑不得。

等待重逢的日子是漫长的，视频通话

是我们父女俩宝贵的“重逢时光”。在这期

间，女儿总是笑容灿烂，主动跟我分享她的

日常。看到她，我心里也暖洋洋的。

身处异国他乡，使命责任在肩，我们

父女成了彼此间最深的牵挂。我在心里

默默许下心愿：任务结束后，一定好好陪

陪她。

远方的“小牵挂”
■黄远利

情到深处

两情相悦

那年那时

家庭 秀
大大的帽子

小小的你

快点长大吧

我的小鸟

愿你在爱的天空下

自由飞翔

愿阳光将橙色的蜜

涂满你彩色的翅膀

李学志配文

不 久 前 ，武 警

安徽总队某支队二

级上士王浩翰的家人来队探

亲。图为一家三口在周末享

受团聚时光。

李 沛摄

定格定格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不久前，军嫂耿雅莉（站立者）和家属院其他军嫂来到军营，与官兵一起为退伍

老兵包“送别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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