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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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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18 日，在雷锋同志生

日这天，我参加了雷锋生前所在部队

组织的“重走雷锋路”活动。之后的 10

天里，我走过雷锋的出生地望城，雷锋

留下影像的武汉长江大桥、北京天安

门，工作过的鞍钢、弓长岭，最后到达

位于辽宁抚顺的雷锋生前所在部队。

也是从这一天起，雷锋的面目在我脑

海里变得更加清晰。那些有关他的只

言片语不断汇聚，如同涨潮的海水般

向我扑来——那些旧物、与雷锋有过

交集的人、他们的回忆与讲述，在我心

中发出深沉的回响。

8 年后的“五一”，我的老师侯健飞

教授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写一写雷锋。

听到他这样说，我既兴奋又为难。兴奋

的是，那些有关雷锋的回响，一直在我

脑海中不曾散去。它们如春日里恬静

的水面，一直闪烁着淡黄色的微光。我

愿意为这个伟大的战士书写；让我为难

的部分也许更多归因于胆怯，我怕自己

写不好，我怕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从我笔

下走出来时，会收紧手脚，毕竟在写作

上，我只是个初学者。

我 在 大 量 史 料 中 游 弋 了 两 个 月

后 ，终 于 在 一 个 雨 后 的 清 晨 ，打 开 电

脑，开始了关于雷锋的讲述。微风吹

动着窗边的白色纱帘，带来丝丝清透

的气息。那些前辈们写过的有关雷锋

的故事，占领了书桌的各个角落。它

们带着各自的话风、或急或缓，在时空

中发出层叠的声响。我不经意地朝它

们一瞥，就发现某本以雷锋照片为封

面 的 书 ，正 以 相 遇 的 目 光 回 以 微 笑 。

没错，那是雷锋的微笑。雷锋仿佛走

到了我面前，正注视着我写作。也许

他和我一样，期待着那些流淌的文字

中，有一个真实而生动的自己。我抬

起头冲他笑了笑，键盘继而发出不间

断的清脆敲击声。

文字和语句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在写作中，我走进了那个年代。仿佛在

雷锋的世界里，我若隐若现地“出场”，

感悟着雷锋的生命历程，借由文字呈现

的感受和故事，重现那个一定会永远延

续的民族记忆。我无数次梦见与雷锋

有关的事物。有些时候，我甚至分不清

哪些是现实的、哪些是梦境里的。很多

个清晨，我从床上立刻爬起来，去翻阅

那些时光中的影子，我想求证那些不断

盘旋在头脑中的想法。

直到有一天，我感觉既焦虑又无

助，雷锋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却被生

活的烦恼干扰着。那时，有太多的事

情需要我去做。就在这个时候，父亲

突然打来电话，他以饱含深情的口吻

提醒我，今天是雷锋的生日。是的，那

天是 12 月 18 日，如果雷锋还在，他已

年逾八旬了。我突然醒过神来，觉得

自己面对的小小苦恼，在雷锋面前甚

至不值一提。他一定是看到了我的样

子 ，特 意 来 拍 拍 我 的 肩 膀 ：喂 ！ 小 朋

友，你怎么了？我仿佛真的听见了雷

锋带着湖南腔的普通话。瞬间，我泪

如雨下。我重新回到书写雷锋的文档

中，久久注视着那个闪动的光标。因

为我知道，我对雷锋的讲述，已经进入

了 1962 年的春天，我不能阻止时间的

推移，即使在写作当中。

重现、认知、理解并捕捉雷锋头脑

中的做事动能，是我一直想破解的事

情。透过这些事实去领会并学到他的

做事方式，是我们学习雷锋的重要基

础。所以，在写作中，我尽量用自己的

时代去融入雷锋，用类似浸没戏剧的手

法去表现雷锋。我希望人们读到这些

文字时，能感受到埋藏其中的律动与真

情，继而以雷锋的方式重新体悟和感受

生活。

有关我和雷锋的相遇，我要感谢戴

明章同志的《回忆雷锋》。我在这本书

里，几乎看到了所有和雷锋有过交集的

人。他们用真实的口吻告诉我，过往年

岁中雷锋的样子。我要感谢军旅作家

胡世宗，他听说我想了解雷锋，热情地

为我提供了他所写的雷锋故事，并在信

纸上留言勉励……在书写雷锋故事的

过程中，我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

他们让我更多地了解雷锋，让我更能真

实地触摸到那个可爱的身影、可爱的灵

魂。

我想，通过写作《雷锋：毛主席的好

战士》（中国青年出版社）这部作品，我

和雷锋的相遇只是一个开始。雷锋是

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他一直活在

人们心中，用清澈的双眸注视着大地，

用永恒的爱温暖着人间。雷锋，这个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名字，将继续影响

我的人生，以及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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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

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

信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未爆弹。一场

红蓝实兵对抗训练结束后，“党员排爆

队”的官兵穿戴好装具、携带装备，奔赴

任务区排除未爆弹。待到他们安全返

回，我再次见到了二级上士田计飞。

“排爆作业很危险吧？”田计飞回

答：“是有危险。”停顿了一会儿，他又

说 ：“ 但 军 人 的 字 典 里 没 有‘ 害 怕 ’二

字。”第一次见到田计飞是在连队的会

议室，他微收下颌，神情严肃，目光炯炯

有神。专注、冷静、沉着，是我对这位入

伍 12 年的老兵的最初印象。

在工兵宿舍，田计飞向我演示排爆

细节。他挪走叠成豆腐块的军被，将迷彩

帽倒扣，模拟爆炸装置。“为确保未爆弹能

被精准引爆，炸药放置的位置与未爆弹的

距离不能太远……”他边说边演示。上

等兵王德鹏说，田班长对待训练十分严

肃，无论是体能训练还是排爆训练，只要

是他带训，大家都会打起十二分精神。当

我将这话转述给田计飞时，他坚定地说：

“现在不流汗，怎么能成为合格的兵？到

了排爆场上，可是要流血的！”他眼睛望向

窗外，回忆起自己的兵之初。

那年新兵下连，从河北农村应征入

伍的田计飞盼望自己能分到向往已久

的大城市。当他下了车才发现，眼前是

苍凉戈壁、远处群山连绵，心中不免有

些失落。最初，田计飞的成绩在班里算

不上优秀。来到朱日和，他第一次跑 3

公里，竟然用时 18 分。体能上存在短

板，对于要穿上沉重的排爆服执行任务

的排爆手来说，无疑是危险的。

当时，班长告诉他，一名优秀的排

爆手除了必须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外，

更需要把功夫下在平时、练在平时。班

长给他制订了训练计划。那段时间，晨

光未启，田计飞就在跑道上一圈圈练

习，打着旋的寒风不断从领口灌入。天

气太冷，加上训练强度有些大，腹部传

来阵阵疼痛，可他依旧咬牙坚持着。

经过几个月训练，他的成绩有了明

显提高。这时，班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让他穿着排爆服进行训练。穿好排爆

服，田计飞试着往前迈步，不一会儿腰背

就开始发酸，每走一步都是折磨……50

米，100 米，200 米，他艰难地前行，呵出

的雾气模糊了视线，头盔内衬吸饱汗液，

变得更加沉重。班长说，这个水平肯定

无法执行任务。田计飞暗下决心，一定

要突破体能上的短板，当合格的排爆

兵。夏天，排爆服里闷热，跑几趟下来就

浑身湿透。训练了许久，田计飞脱下头

盔、擦干汗水，稍作调整又接着训练。经

过不断努力，他的体能和排爆技术都有

了很大进步。

在作业时，排爆兵通常是在未爆弹

旁放置炸药，引爆炸药使冲击波启动未

爆弹引信，从而引爆排除未爆弹。这非

常考验官兵的细心与耐心。第一次作业

时，田计飞要排除的是一枚半嵌在土里

的未爆弹。当他小心靠近未爆弹，装填

炸药、连接雷管，返回掩体，拧动点火器

引爆后，便听到“砰”的一声炸响。当他

以为任务完成，准备起身时，却被队长一

把按住。这时，他听到弹片在身边噼里

啪啦的掉落声，其中一块弹片砸在了他

的头盔上。田计飞摘下头盔，才发现上

面有一道深深的划痕。这次险情让他至

今心有余悸，也让他更加认识到排爆任

务的危险。

排爆时，排爆手需要现场判断情

况，采取不同的引爆方式。一次任务

中，田计飞在标记点发现两枚相距不足

5 米的未爆弹。这种情形，按照常规处

置方式排爆，可能存在风险。这时，身

为主排爆手的田计飞主动受领任务。

他套上排爆服，拎起排爆箱，采用低姿

匍匐挪动到未爆弹旁，从排爆箱里取出

剪刀、小铲等，轻轻将弹体旁的树叶、泥

土清扫干净。通过分析研判，他决定同

时起爆两枚未爆弹。他按照操作要求，

尽力控制动作幅度，放置雷管、理顺导

线。此时，他浑身早已被汗水浸透，心

里默念“稳住！稳住！”“3、2、1，起爆，”

一声巨响过后，未爆弹被成功排除。看

着不远处向外扩散的灰雾，返回安全区

的田计飞脱下排爆服，如释重负。

2015 年，田计飞成为布扫雷班班

长，随后他又向“党员排爆队”递交了

入队申请，光荣地成为其中一员。如

今已是“党员排爆队”骨干的他，多次

带领新同志出色完成任务，并荣立个

人三等功。

告别田班长时，辽阔的戈壁上，阳

光明亮、碧空万里。我看见一棵小树正

傲然挺立，小小的芽尖已然露出，仿佛

在讲述着成长的故事，传来春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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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

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1961

年，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演，伴着《红色

娘子军连歌》的旋律，“红色娘子军”的

故事传遍祖国大江南北。

一个细雨绵绵的上午，我来到万泉

河畔的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刚步

入园区，我就看到一座高大的女红军雕

像。她头戴八角帽，脸庞坚毅，目视前

方，英姿飒爽，展示出巾帼英雄的大无

畏气概。走进园区内的红色娘子军纪

念馆，一段关于女子军特务连的英雄故

事，徐徐展开。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琼崖特委在创

建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

琼崖革命根据地中，特别重视对广大妇

女的动员和组织。党组织根据革命斗争

形势的需要，着重启发妇女的革命意识，

积极组织、引导和鼓励妇女参加革命。

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琼崖妇女

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她们强烈要求

参军参战。根据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

大会关于扩大红军的决定，中共乐会县

委发出布告——英雄的乐会县妇女们，

拿起枪来和男子并肩作战……一时间，

广大妇女热烈响应号召。

1931 年 3 月，琼崖“赤色女子军”1

个排，在乐会、万宁边界地区成立。随

着琼崖妇女积极参军，女子军不断扩

大。1931 年 5 月 1 日，红 3 团和乐会县

苏维埃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宣告中国工

农红军第 2 独立师第 3 团女子军特务连

成立。这就是著名的“红色娘子军”。

大会上，庞琼花被任命为连长、王时香

为指导员。全连指战员庄严宣誓：坚决

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党的事业奋斗

到底！从此，女子军特务连的旗帜，高

高飘扬在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中。

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后，很快就走上

前线。1931 年 6 月，国民党乐会县“剿

共 ”总 指 挥 陈 贵 苑 率 反 动 民 团 200 多

人，分兵两路向乐万苏区“进剿”。红 3

团出师迎敌，在沙帽岭设伏。女子军特

务连按作战计划，与敌交火后佯装撤

退。陈贵苑根本没有将她们放在眼里，

未与另一路团丁会合便孤军深入，结果

陷入红军的伏击圈。霎时，军号声响

起，红 3 团官兵杀声震天。敌军猝不及

防，乱作一团。经过 1 个小时的战斗，

红军毙、伤敌军 20 余人，俘敌“剿共”总

指挥陈贵苑和中队长陈传美以下 70 多

人，缴获长、短枪 90 多支。女子军特务

连随团出征首战告捷。不久后，她们又

在拔除文市炮楼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

用。女子军特务连声威大震，越来越多

的女青年热切希望参军。

1931年 12月，驻乐会县第四区的红

3团主力被调到琼崖西路与红 2团会合改

编，乐会县第四区由女子军特务连留

守。当地民团头子王志兴闻讯，带领团

丁进犯乐会县第四区，企图攻占苏区腹

地文魁岭，捣毁红军军械厂、弹药制造厂

和红军医院。远在百里之外的红 3团拟

星夜回师支援，但远水难救近火。危急

之际，女子军特务连挖战壕、构筑工事，主

动出战，英勇保卫文魁岭。待到敌人走

近，随着一声令下，子弹呼啸着向敌人扫

射过去。女子军特务连力战来犯之敌，3

次击退敌人，保卫了军事要地的安全。

1932 年春，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扩编

女 子 军 特 务 连 ，将 女 子 军 特 务 连 第 1

排、第 3 排从乐会县第四区调往琼东县

第四区，负责师部驻地执勤，番号改为

第 1 团女子军特务连。这年夏天，留驻

乐会县第四区的第 2 排扩编为第 3 团女

子军特务连第 2 连。女子军特务连官

兵头戴八角帽，手持枪支，斜挎椰壳水

壶，背着竹笠，成为琼崖红军队伍中令

敌人畏惧的战斗队。女子军特务连也

是一支活跃的宣传队，她们经常上街下

村宣传发动群众，张贴标语，是鼓舞群

众的重要力量。

为了扑灭琼崖的革命烈火，盘踞在

广东的国民党军阀陈济棠派出 3000 多

人，向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围

剿”。在反“围剿”斗争中，因敌强我弱，

中共琼崖特委决定转移到母瑞山根据

地。不料，当撤到琼东与定安交界的马

鞍岭时，他们与敌军遭遇。为掩护机关

安全转移，女子军特务连和红 1 营顽强

阻击敌人，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完成

阻击任务后，女子军特务连第 2 班又留

下掩护其他同志撤退。她们战至弹尽，

全 班 10 名 战 士 同 敌 人 展 开 激 烈 的 搏

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马鞍岭阻击战成功掩护了琼崖党

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向母瑞山转

移。在母瑞山与敌军的对峙中，红军粮

尽弹绝，战斗和非战斗减员情况非常严

重。危急关头，中共琼崖特委作出将女

子军特务连化整为零的决定。大多数

女战士以普通群众的身份继续参与革

命，而女子军特务连的干部则面临着更

严峻的考验。在国民党的严厉盘查下，

女子军特务连干部冯增敏、王时香、黄

墩英等人相继被捕。她们在狱中遭到

敌人严刑拷打，受尽折磨，但她们坚贞

不屈，无一人叛变投降。

“红色娘子军”作为一支战斗队，虽

然只存在了 1 年多的时间，但展现出广

大琼崖妇女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

精神，谱写了琼崖妇女在党的领导下追

求自由与解放，勇于献身革命事业的光

辉篇章。

从红色娘子军纪念馆走出，我再次

仰望雕像，无尽的感慨在心中升腾。我

庄严举起右手，向女子军特务连官兵、

向牺牲的先烈们——敬礼！她们是绽

放在琼崖的英雄花。她们被阳光镀成

古铜色的青春面孔，已定格为永远的记

忆。万泉河畔、五指山下，她们的革命

意志和精神，以及八角帽上的红星，永

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琼 崖 绽 放 英 雄 花
■陈广生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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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中国画，中国美术馆藏） 赵望云作

雷
锋
（
版
画
，中
国
美
术
馆
藏
）

吴
强
年
作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

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从知道这些话、知道你的名字

你，就和春天连在一起

每个春天，都是你的名字

你的身影

从春到夏，到秋，到冬

从城市乡村到每个温暖的人心中

这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品德

你就是春天

沿着长长的小溪

寻找那双沾满泥土的胶鞋

泥泞路上脚窝深深

是你把迷路的孩子背进了家门

顺着弯弯的小道

追寻那件褪色的雨衣

荆棘丛中露珠闪烁

是你把雨披盖在了大婶的肩头

迎着和煦的阳光

我们听见春雷的回响——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你的身影

你就是春天

用温暖的风，吹拂笑意

让种子萌芽

绽放千朵万朵花

你在军营成长成熟

然后像蒲公英

飞向每个角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你就是春天

温暖世界，照亮人心，传递友善

我们以你为榜样，成为温暖的人

无私奉献，有博大的胸怀

有坚定的原则、信仰、爱心

春天般的名字

■春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