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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天 ，新 疆 军 区 某 团 礼 堂 内 灯 光

闪耀。当小品《休年假》表演至高潮，

台 上 的 军 嫂 张 俊 雯 凝 视 着 丈 夫 陈 立

夫，深情地说：“一身戎装卫祖国，军嫂

无悔守后方……”话音刚落，台下许多

官 兵 及 家 属 的 眼 眶 湿 润 了 。 窗 外 ，纷

纷 扬 扬 的 雪 花 落 下 ，在 玻 璃 上 化 作 晶

莹剔透的冰霜。

前年春节前，张俊雯来到丈夫所在

军营探亲。那段日子，陈立夫在礼堂里

忙着组织官兵排练，只有休息间隙才能

过来陪她一会儿。一天，官兵正在排练

歌曲《哨所的天空》，但因缺乏专业伴

奏，屡屡“卡壳”，急得陈立夫嘴角都起

了泡。

“要不让我试试？”张俊雯轻声对陈

立夫说。她轻抚礼堂角落的钢琴，当指

尖弹出一串音符，喧闹的礼堂忽然寂静

下来。紧接着，一阵激昂的旋律直达每

个人心里。这首多次唱过的军歌，如同

一幅笔触细腻、饱含深情的画卷，在官

兵眼前徐徐展开。

后来，进行过系统音乐专业学习的

张 俊 雯 发 现 ，由 于 缺 乏 专 业 的 声 乐 指

导，有的战士音准欠佳。即便如此，张

俊雯每次望向他们，都能从他们那炯炯

有神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别样的光芒。

他 们 全 身 心 投 入 的 劲 头 ，让 张 俊 雯 坚

信，只要肯下功夫指导他们，定能让每

个人绽放出光彩。

有一次排练，张俊雯发现中士谭林

在唱歌词“你把青春筑成一座座冰封”

时总是跑调，她灵机一动，突然发问：

“你们拉枪栓时怎么找准星？”谭林下意

识 摆 出 据 枪 姿 势 。 张 俊 雯 眼 睛 一 亮 ：

“对！唱歌也要像瞄准，丹田就是你们

的准星！”就这样，这个被官兵称为“射

击式唱法”的独特方法，让演唱效果焕

然一新。

正式演出那晚，张俊雯将专业技巧

与官兵的热血豪情融合起来，琴键流淌

出的旋律点燃了全场。更动人的故事

在幕后悄然生长。近年来，张俊雯珍惜

和用好每次来军营探亲的机会，帮助该

团 组 建 了 首 支 电 声 乐 队 —— 雷 霆 乐

队。为了让战士们更好地理解音乐，张

俊雯把乐理课上得别开生面：“架子鼓

是火力覆盖，吉他是精准点射，贝斯要

像步坦协同……”

“嫂子生动形象的讲解，让看起来复

杂的乐理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了。”乐队主

唱、中士杨秉承激动地说。

渐渐地，张俊雯不仅成了舞台上的

“编外演员”，而且成了官兵信赖的“艺

术指导”。从编排舞蹈到指导声乐，从

修改剧本到设计舞台，她事无巨细，全

身心投入。参演官兵的每一个动作、唱

的每一个音符，她都耐心指导，力求做

到最好。

在排练间隙，张俊雯也能经常听官

兵谈起丈夫陈立夫：他为了设计教案而

彻夜伏案；除夕夜，他主动替新兵站岗，

让新兵能与家人视频通话；在演习中，

他带伤指挥，让大家深受鼓舞……这些

“碎片”让她加深了对爱人的了解，“过

去总觉得他忙得‘不顾家’，现在才明

白，他的‘家’已延伸到每一名战士身

上。”

今年春节前，上级单位向官兵和家

属征集晚会节目。陈立夫突发奇想，决

定把这几年因为任务屡次推迟休假，妻

子从最初的埋怨到后来理解的真实经

历改编成小品《休年假》。

剧本写成后，陈立夫又开始为谁来

演军嫂而发愁——营里的几名女兵年

纪 都 比 较 小 ，演 起 军 嫂 来 不 太 像 。 这

时，张俊雯默默拿起台本说：“还是让我

来吧。”

为 了 不 影 响 官 兵 的 日 常 训 练 ，张

俊 雯 就 在 家 属 院 里 自 己 对 着 镜 子

练 ，到 了 官 兵 的 休 息 时 间 ，再 去 找 他

们 合 练 。 官 兵 也 热 情 高 涨 ，积 极 参

与 到 排 练 中 ，让 艰 苦 的 训 练 生 活 平

添 了 乐 趣 。

彩排中，张俊雯将“等待丈夫休假”

的 着 急 、心 疼 再 到 理 解 演 绎 得 淋 漓 尽

致。当她念出“你尽管往前冲，后方阵

地有我”的台词时，陈立夫这个在训练

场上流血流汗都不曾皱眉的汉子，任由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陈 立 夫 回 想 起 他 们 的 婚 礼 现

场 。 那 时 的 他 ，身 着 笔 挺 的 军 装 ，欢

喜 地 看 着 妻 子 。 双 方 交 换 戒 指 后 ，他

拆 开 了 张 俊 雯 精 心 准 备 的 喜 糖 盒 。

盒 子 里 有 一 张 卡 片 ，上 面 的 字 便 是 这

句 台 词 ——“ 你 尽 管 往 前 冲 ，后 方 阵

地有我”。

婚后，张俊雯用瘦弱的肩膀，撑起

了 两 人 的 小 家 。 老 人 生 病 了 ，她 一 个

人忙前忙后，等一切安排妥当后，才轻

描淡写地告知丈夫；陈立夫每次回家，

看 到 妻 子 把 家 里 收 拾 得 干 净 整 洁 ，心

里充满了感动……看着舞台上张俊雯

的演绎，陈立夫眼眶有些湿润：“她不

是 在 表 演 ，而 是 在 向 大 家 展 示 我 们 的

日常。”

功夫不负有心人。节目顺利通过

审核，并且作为压轴节目登上了晚会的

舞台，便有了开场那感人的一幕。

演出结束，团领导对节目给予高度

好评。张俊雯笑着说：“军嫂的身份不

仅是荣誉，更是责任。”陈立夫说：“她用

艺术让官兵看见军属的坚守，也让我读

懂了‘家国两相依’的深意。”

今年大年初一，张俊雯和陈立夫一

同注视着国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两人

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

从琴声飞扬到小品谢幕，从舞台搭

档到心灵知己，这对年轻夫妻的经历像

是琴键与钢枪的共鸣，更是万千军人家

庭默默奉献的缩影。

窗 外 ，天 山 的 积 雪 在 早 春 的 阳 光

下熠熠生辉，排练室传来官兵排演《寸

土 不 让》的 歌 声 。 张 俊 雯 的 琴 声 像 融

化 的 溪 水 ，陈 立 夫 洪 亮 的 旁 白 恰 似 春

风……

真 情 在 共 鸣 中 升 华
■阿合卓勒·努尔兰别克 秦子洋

那天，军医朱金银和几名战友骑马

走在山路上，忽然听到一阵似有若无的

呼救声。

朱金银立即下马查看情况，发现一

位藏族牧民脸色苍白地躺在地上。牧

民 看 到 他 们 ，一 边 说 藏 语 ，一 边 比 画

着。朱金银很快确认牧民的受伤部位，

立即为他固定伤处，和战友们送他去附

近连队救治……

这不知是朱金银第几回救治受伤

牧民了。每次身体痊愈后，牧民们都会

紧紧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金珠玛米

亚古都（意为“解放军好”）。在大家眼

里，朱金银是位救死扶伤的英雄。

然而，因为常年驻守在高原，朱金

银缺席了女儿的童年。在女儿的眼中，

朱金银曾经是个“不称职”的父亲。这

也成了朱金银多年的心结。

2002年春，朱金银的女儿 1周岁了。

朱金银抚摸着女儿的照片，想象着女儿长

大后的样子，嘴角不禁扬起一抹微笑。这

年，因为有任务，他没能回家过年，也错过

了女儿1周岁的生日……

2007 年，朱金银调往驻高原某部

队医院。彼时的他不仅能完成各种高

难度手术操作，而且能熟练地跟当地少

数民族群众沟通。“爸爸，你什么时候回

来呀？”视频时，女儿经常问朱金银这个

问题。善解人意的妻子则会抢先替朱

金银回答：“爸爸还有工作，等他不忙了

就会回来。”

渐渐地，朱金银发现女儿好像不太

爱给他打电话了，视频时也总是躲躲闪

闪。对此，朱金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2020年夏，女儿考上了军校。朱金

银既为女儿感到自豪，又不舍得女儿吃

苦。他常年不在家，让妻子牵挂不已，

要是女儿也……朱金银的心情很复杂。

后来，朱金银休假时，在衣柜里看

到了女儿留给他的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当你知道我考上军

校 的 那 一 刻 ，一 定 为 我 感 到 骄 傲 吧 。

我知道你可能会困惑，为什么我会选

择这样一条路。我也知道，你总觉得

亏欠我和妈妈。但是，你知道吗？你

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英雄。小时候，我

跟着妈妈去部队看你。咱们一家三口

走 在 路 上 ，总 有 牧 民 笑 着 跟 你 打 招

呼。他们总是竖起大拇指说：“朱医生

是个好医生，解放军为人民服务。”那

时的我，不明白你这个英雄为什么总

是缺席我的生日，为什么你的手机总

有一段时间信号不好，为什么你的眼

神里总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我

也曾抱怨过，但后来明白了，你是大家

心 中 的 英 雄 。 无 法 经 常 陪 伴 家 人 的

遗憾，你只能埋在心底。现在，我也想

做和你一样的人……

那天，读完女儿的信，朱金银的眼

角湿润了。

几天后，带着女儿的“信任”，朱金

银回到了高原。走在这片熟悉的土地

上 ，他 觉 得 精 神 抖 擞 ，浑 身 充 满 了 力

量。他已年逾五十，身边的人都劝他别

上高原了，可他还是想坚守在这里。

去年，朱金银的女儿从军校毕业，

毅然选择奔赴边疆。“爸爸，你看！”一

天，女儿给朱金银打来视频电话。视频

里，她的眼睛闪着光亮，自豪地站在界

碑旁：“爸，这是我军旅路的起点，更是

咱父女俩军旅友谊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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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烈日携带着黄河水的气

息，在第 80 集团军某旅一级上士周涛涛

的迷彩服上，蒸出一圈圈汗渍。他在浮

桥上弯腰挪动着脚步，将最后一块跳板

设置完成。忽然，被河水浸湿的作训鞋

里，传来熟悉的柔软感，他下意识挺直

腰板——那是母亲纳的鞋垫。

“舟桥兵脚底板要生根！”营长经常

说的这句话，周涛涛一直牢记于心。让

他 安 心 扎 根 军 营 的 ，还 有 母 亲 无 言 的

爱。

16 年前那个寒风凛冽的早晨，18 岁

的周涛涛提着崭新的行囊，胸前佩戴着

鲜 艳 的 大 红 花 ，站 在 家 乡 小 站 的 晨 雾

中。上车前，母亲将两双亲手缝的鞋垫

递给他。

“穿着它，就当娘在托着你的脚。”

母亲用皴裂的手指摩挲着鞋垫上的彩

线绣字。她的指尖在寒风中冻得泛白，

眼睛里湿漉漉的。

纳鞋垫是个手艺活，需要耐心和细

心。如今擅长这门手艺的人不多了，母

亲依然坚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周涛

涛的关爱。来到部队后，周涛涛养成一

个习惯，每逢训练或执行任务，他总要

在鞋里放上母亲缝制的鞋垫。

新兵连的生活紧张而忙碌，第一次

20 公里奔袭，周涛涛有些疲惫。深夜，

他躲在被窝里轻轻抚摸着鞋垫上细密

的“回”字纹——这是母亲独创的针法，

寓 意 他 无 论 走 到 哪 里 都 能 平 安 归 来 。

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他仿佛突然看到

了那些夜晚，母亲是如何一针一线地将

对他的期望缝进层层棉布中的。

2010 年，甘肃舟曲发生山洪泥石流

灾 害 。 现 场 ，周 涛 涛 和 战 友 们 肩 扛 沙

袋，在救援人群中穿梭。当军鞋陷进淤

泥时，脚底的鞋垫仿佛化作了一座坚实

的浮桥，托着他奋力向前。被他救出的

大 娘 紧 紧 攥 着 他 湿 透 的 袖 口 ，哽 咽 地

说：“娃啊，你这鞋……”他低头望去，只

见洇着黄泥的鞋跟上，半截鞋垫早已滑

出鞋外。

“周班长，有你的快递！”文书的声

音传来。2017 年夏，部队移防山东，恰

逢驻地遭遇洪灾。周涛涛带领突击队

在黄河大堤上坚守了 11 个昼夜。抗洪

结束后，他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两

双崭新的鞋垫，上面绣着乘风破浪的冲

锋舟。包裹里还有一张便签，上面是姐

姐的字迹：“娘说你现在是班长了，该换

换样式。”

一次主题表彰会上，周涛涛作为官

兵代表发言。聚光灯下，他深情地举起

一双一直没舍得穿的鞋垫：“这上面每

一针都凝聚着娘对我的期望，我不能不

往前冲，不能辜负她。”台下响起阵阵掌

声。

如今，周涛涛仍保持着新兵时养成

的习惯：遇上重大任务，就会在军鞋里

垫上母亲纳的鞋垫。这不仅是对母亲

的思念，而且是他不断前行的动力。战

士们形象地说，周班长的作训鞋能踩平

“惊涛骇浪”。周涛涛知道，当脚掌触及

层叠的棉布时，总能感受到母亲那份深

沉而温暖的爱。

母 亲 的 鞋 垫
■徐孟琳 王宏阳

仲冬之夜，雪域高原繁星满天，群

峰银装素裹巍峨矗立。我凝望着皎洁

的明月，思绪随风飘向远方。

这些年，妻子作为一名教师，不仅

要忙于工作，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的

饮食起居，常常起早贪黑，忙里忙外。

对 此 ，我 有 时 候 会 在 言 语 间 表 达 歉

疚。而善解人意的她总宽慰我：“我不

累，不用担心我，家里我能照顾好，边

防比家里苦，你把自己照顾好比啥都

强。”她的声音温柔而坚定。每次休假

回家，我想着帮她多分担一点家务，但

她总说：“家务你不熟，别来帮倒忙。”

我知道，她是不想我忙完工作忙家务，

想让我多休息一些。

大儿子出生的那年，妻子最大的

心愿是我能回家过年，一家人团团圆

圆。然而，作为连队主官，我并不能如

她所愿回去。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在

电话里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没有埋

怨，但我知道她心里是失落的。电话

里沉默了一会儿，再次传来她的声音：

“既然你回不来，那我就去找你。”她的

声音里带着坚定和期待。驻地和家里

相距一千多公里，交通不便，且正值寒

冬 腊 月 ，边 防 条 件 简 陋 ，我 劝 她 不 要

来，但她一再坚持。

那天，外面的雪越下越大，铺满了

山峦、掩盖了通向县城的“搓板路”，也

压坏了信号塔供电线路。我和妻子失

去了联系。我一遍遍拨打她的电话，都

是无法接通。看着外面的风雪，我心急

如焚，坐立不安。

日靠西山时，营区外终于传来汽车

发动机的声音。我冲出营门，看着手上

拎着大包小包的妻子，我悬着的心终于

落下。相比上次分别时，她的脸上多了

几分憔悴，也瘦了不少。看着愣住的我，

她先开口：“别发呆了，快帮我拿东西。”

回过神的我，一把将妻子紧紧拥在怀里。

“尝尝我给你带的好吃的。”回到宿

舍后，我将热水递到妻子手里，她接过

放到桌上，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拆包。她

出发前，我曾告诉她，这些东西不要带

了，路上很折腾带着不方便，但她还是

坚持带来了。包还没有拆完，她便催促

我赶紧吃。吃着妻子带来的东西，我的

心里深感甜蜜。妻子提醒我慢点吃，脸

上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想看看你

守 的 地 方 是 啥 样 的 。”第 二 天 ，外 面

的 天 空 依 然 下 着 鹅 毛 大 雪 。 一 个 牧

民 因 家 里 孩 子 高 烧 不 退 ，来 到 连 队

求 助 。 妻 子 听 说 我 要 带 医 生 去 给 孩

子 看 病 ，请 求 同 我 们 一 起 前 往 。 征

得 同 意 后 ，她 快 速 将 一 些 糖 果 和 零

食 装 进 衣 兜 ，加 入 我 们 的 队 伍 。 大

雪 封 路 ，我 们 只 能 徒 步 前 往 ，她 挽 着

我 深 一 脚 浅 一 脚 踩 在 雪 中 艰 难 前

行 。 没 走 多 久 ，我 感 觉 被 妻 子 挽 着

的 胳 膊 越 来 越 重 ，她 的 脚 步 也 越 来

越 慢 ，呼 吸 也 变 得 急 促 。 我 知 道 ，她

这 是 出 现 了 高 原 反 应 。 我 劝 她 回

去 ，她 却 马 上 放 开 我 的 手 ，快 步 走 到

我 前 面 。 经 过 近 一 个 小 时 的 跋 涉 ，

我 们 终 于 来 到 牧 民 家 。 女 主 人 站 在

风 雪 里 焦 急 等 待 丈 夫 归 来 ，她 和 我

们 一 样 ，也 成 了 活 脱 脱 的 雪 人 。 看

到 我 们 ，女 主 人 迅 速 拍 掉 身 上 的 雪 ，

快步向我们迎来。

“41℃，要是再晚一点进行治疗，很

可能对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军

医给孩子测量体温后对牧民说。妻子

这时俯在我耳边轻声说：“还好有你们

在。”那一刻，我在她的话语和眼神中，

感受到了她对我的认可。经过治疗，孩

子的高烧逐渐减退，牧民脸上的愁容也

渐渐散去。夫妻俩激动地拉着我们的

手 ，一 遍 一 遍 地 说 着“ 谢 谢 解 放 军

同志！”

看着病情好转的孩子，妻子将口袋

里的糖果和零食全部送到他的手里，并

剥开一颗糖放到他嘴里。那天，妻子从

牧民的讲述中，知道了很多边防官兵和

牧民之间平凡而感人的往事。回去的

路上，妻子对我说，没想到你们为牧民

做了这么多事。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敬

佩和感动。

相聚的日子转眼即过，妻子的年

假很快接近尾声。走的时候，她反复

叮嘱我，家里的事有她担着，要我不必

担心。这次边关行，让她对我的工作

有了更多了解，也亲身感受到了守护

边防的意义。这以后，她更加支持我

的工作，而这默默支持的背后，是无尽

的爱与付出。

贴心与知心
■梁 宇

两情相悦

家 人

两代之间

说句心里话

军嫂张俊雯（右）和丈夫陈立夫（左）在舞台上为官兵表演小品《休年假》。

刘 帅摄

家庭 秀

定格定格 近日，陆军某

边防连一级上士孔

德仁的爱人带着女儿来队

探亲。图为一家三口为界

碑描红。

王艺锐摄

我要用

小小的笔

描上康乃馨的红

太阳鸟的红

火苗的红

我要让那芬芳的花瓣

从石头里开出来

我想要把心里的炽热

种在石头上

让它随着春风

温暖大地

李学志配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