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年年 99月月 2727日 星期一日 星期一 3长 城 责任编辑 / 李媛媛Tel：010-66720924

文化视界文化视界

世相一笔世相一笔

时令已是初秋，而我们似乎融入了

一片春的“海洋”：随着旅游观光车盘旋

而上，满眼是漫山遍野的青松翠竹，绿

得让人心醉。这是位于江西省抚州市

资溪县境内的大觉山，峰峦峻拔、郁郁

葱葱，有“生态王国，华夏翡翠”之誉。

前不久，我随朋友们行走在资溪的

山水之间，既饱览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又感受到时代春风带来的沧桑变迁。

尤其在观赏天然氧吧的风采之外，我更

对充溢在大觉山下资溪县里的“面包

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实事求是地说，刚刚踏上这片赣东

的土地，看到县城随处可见“纯净资溪，

面包之乡”的标语，我还是怀有不大不

小的疑虑：说其纯净不假，可这个四面

环山农耕为主、并非盛产小麦面粉的地

方，怎么能称得上“面包之乡”呢？

然而，当我看到了那些色泽金黄、

形态各异的资溪面包，品尝一下，松软

可口，再经当地朋友介绍，不禁恍然大

悟：资溪是抚州市面积最小的一个县，

只有 13 万多人口，近 30 年来，竟拉起了

一支近 5 万人的“面包大军”，把 16000

多家面包店开到全国 1000 多个城镇。

许多农民依靠小小的面包摆脱了贫困，

走上发家致富、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瞧，资溪面包享誉全国，名不虚传，

成为响当当、亮闪闪的一张名片。使我

尤为惊喜和振奋的是，这庞大而激情四

射“面包传奇”的“酵母”，竟源于两位志

向远大又好学上进的退役军人。好啊，

以小小面包带动村民致富，他们不就是

推进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嘛！

本文的主人公张协旺，是一位大山

深处土生土长的农民，家乡在资溪县马

头山镇杨坊村。山高水远，贫穷和饥饿

一 直 是 他 年 少 时 挥 之 不 去 的 梦 魇 。

1984 年，他入伍来到福建沿海成为一

名武警消防战士。因勤劳肯干，第二年

他便入了党，担任给养员。闽南得风气

之先，西式面包很受欢迎。他也时常买

来给战友们佐餐。其间，他发现做面包

是一个投资小、见效快的行当。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晃 3 年

过去，张协旺面临退役。时值部队开展

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即将退役的战士可

选学一两门实用技术，进行了一番市场

调研后，张协旺坚定了学做面包的想

法。三更灯火五更鸡，一连半个多月，

张协旺每天一早就来到面包房，不辞辛

劳又尽心尽力，很快学成了一门烘焙手

艺。

退役返家第三天，张协旺就开始张

罗面包生意。同乡战友洪涛得知此事，

也想跟着他一起干。于是，两人合资在

临近的鹰潭开了一家面包店。创业艰

难百战多，好在当过兵的人无所畏惧，

经受了无数挫折，积累了经验教训，他

俩闯出了一片天地，继而分头发展，陆

续做得风生水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朋友们看

到他们靠做面包发家致富，便纷纷请教

学 习 。“ 咱 村 的 张 协 旺 面 包 生 意 做 得

好！”资溪老家的乡亲纷纷慕名而来，有

的来打工，更多的来学习面包烘焙技术

和开店经验。张协旺不愧是军营大熔

炉冶炼的好钢，牢记“先富带后富，实现

共同富裕”的原则，敞开店门，管吃管住

管培训。

“好样的！”县人武部部长了解到此

情，前来看望，对张协旺竖起了大拇指，

“有不少人来学习吧？”

“是的，最多的时候，一次能来七八

个老乡，吃饭时能坐上满满一桌。”张协

旺自豪地答道，“后来大都做得不错，从

我的小店里走出不少面包房老板哩！”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同村的钟启

文。他头脑灵活，胆大心细，在得到张

协旺“真传”后，另立门户，大干快上，创

建的连锁店红红火火。由此，在两名退

役老兵的带动下，资溪人亲帮亲、邻帮

邻，教授技术、提供信息，犹如面包发酵

一样，从业的人越来越多。这使数万农

民和下岗工人摆脱了贫困，大家的腰包

鼓了、日子甜了、笑容多了。

资溪县委、县政府及时抓住这个由

退役老兵带起来的脱贫产业，成立资溪

面包行业协会，规范服务产业发展。张

协旺任首任会长，正式注册了“资溪面

包”品牌，更加倾心尽力帮助乡亲们创

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县里加大脱贫攻

坚力度，支持张协旺在县城与大觉山景

区之间创建资溪面包特色小镇，重点打

造生产中心、教育研发中心、创业孵化

中心和退役军人面包产业园。

“父母养育了我、部队锻炼了我、党

培养了我、社会造就了我，所以我要用

实际行动回报党、回报社会！”这是张协

旺常说的话。为改变家乡面貌，他带头

出资，为马头山镇及杨坊村建桥修路，

还多次进行公益捐款，受到乡亲们交口

称赞。

这天，我们一行驱车前往资溪面包

科技发展公司走访参观。一路上，只见

街道两旁不时地闪过“资溪面包”“中国

面包城”的招牌。造型别致的面包广场

上，树立着 6 座镶有中国传统云纹图案

的基柱，高擎起巨大的金色甜甜圈造型

雕塑，这些无不昭示着面包产业在资溪

的重要地位，令人振奋不已。

走进公司大门，现任董事长钟启文

正等候着我们，热情地将大家招呼到长

条桌旁，倒茶畅谈。他三句话不离“面

包”。虽说他已成为资溪面包的领军人

物，但对带领自己走上这条路的张协旺

崇敬有加，至今还是一口一个“师傅”地

称呼：“师傅是军营培养的人才，没有

他，就没有资溪面包。”

由于张协旺又带领一批资溪乡亲

在外地忙碌，无缘见面。可他的名字已

在我们心里叫响了，我深为这位退役不

褪色的战友感到自豪。2009 年 11 月，

他被民政部评为“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

人”，披红戴花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领

奖台。2020 年 8 月，他又受邀在江西省

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上，分享了自主

创业的奋斗历程和成功经验。

好啊，当年的退役战士成长为建设

“面包之乡”的传奇人物，为家乡父老脱

贫致富、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立下了汗马

功劳。这在鼓励退役军人积极投身乡

村振兴的今天，有助于推动农村经济更

好发展，强化国防动员能力，意义重大

而深远。

走到院子里，我抬头仰望，远处的

大觉山郁郁葱葱、高耸入云，那是大自

然鬼斧神工的杰作。车水马龙游客如

织 ，空 中 缆 车 上 下 飞 翔 ，令 人 心 旷 神

怡。资溪，不愧为美轮美奂的天然氧

吧，可给我留下最深最美印象的，还是

那一缕缕、一阵阵飘荡在山下的面包香

气，甘甜清醇，令人沉醉……

大觉山下“面包香”
■许 晨

“这是我爸爸，你们不能靠近！”看

着女儿伸出双臂，像“老鹰”护“小鸡”一

样护着自己，不让小朋友们接近，艾国

心中既欣慰又内疚。欣慰的是，女儿聪

明伶俐，已一天天长大；内疚的是，女儿

已 5 岁了，今年还是他第一次陪她在内

地过暑假。

作为一名空军部队雷达兵，艾国这

些年一直对妻子满怀愧欠。妻子怀孕

6 个月时，他正在奔赴高原执行任务的

路上。临出发前，妻子问他什么时候能

休假回家，他告诉她再过 3 个月左右就

能回。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

能完成任务归家。为了让妻子安心，他

只好先许下诺言。

转眼间，妻子的预产期到了，艾国

承诺的回家时间也到了最后期限。他

何尝不想早点回家陪妻子，但作为单位

业务骨干，在任务紧要关头自己不能撒

手不管。此时，带队队长命令道：“你必

须回去，并且今天就走！妻子生产，你

得在家精心陪护。这里有我们，你放

心！”

等艾国匆忙赶回甘肃老家时，妻子

已住进了病房。最终，在他的悉心陪护

下，妻子顺利生产。抱着刚刚出生的女

儿，艾国流下了幸福的泪。让他同样开

心的是，队长在为他祝贺的电话里，特

意告诉他，这次千里机动任务圆满完

成。

艾 国 给 女 儿 起 了 小 名 —— 小 雪

球。在休假那段时间里，他尽心尽力照

顾妻女。虽说是第一次当父亲，可抱婴

儿、换尿布、拍奶嗝这些事，他一学就

会。有时后半夜把女儿哄睡后，他怕吵

醒熟睡的妻子，便蜷缩着身子睡在沙发

上。

有女儿后的第二个春节，艾国计划

休假，但最终还是把名额让给了战友。

又一个夏天来了。当老师的妻子

说，要趁暑假带女儿来部队驻地看他。

艾国说驻地条件艰苦，怕她和女儿不习

惯。妻子笑了：“我又不是没去过，营区

条件只能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吧。”

艾国想想也是。

几年前，他和妻子还处在热恋阶段

时，她曾来过驻地一次。尽管生活条件

比她想象中还要艰苦，但在他和战友们

精心准备的一个个意外惊喜，特别是在

战士们一声声“嫂子”的称呼声中，她下

定决心要嫁给他。

妻 子 始 终 相 信 自 己 的 选 择 是 对

的。除了他离她远一些，其他任何方

面如对她的关心、对双方父母的孝顺、

对女儿的疼爱……艾国都做得无可挑

剔。

如果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是景观，那么夜色中的戈壁滩则如童话

世界那样安静神秘，星星亮得耀眼。这

让喜欢数星星的女儿，每天都疯玩到深

夜。

相聚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回老家

的前一天晚上，原本住在营部家属区的

妻女，坚持留在台站，要陪艾国一起值

班。

那 天 后 半 夜 ，女 儿 突 然 发 起 高

烧。军医在营部，营部在 5 公里以外。

交接班后，艾国抱着裹着被子的女儿，

妻子打着手电，快速地向营部跑。赶

到营部得到了治疗，女儿终于转危为

安。从台站到营部的这条路，艾国走

了 10 多年，这一次却让他感觉如此漫

长，似乎总也跑不到闪烁着灯光的尽

头。从此，每当走在这条熟悉的路上，

他都会回忆起与妻女拼命奔跑的那一

夜……

时光荏苒，今年是艾国佩戴四级军

士长军衔的最后一年。铁打的营盘流

水的兵，入伍十几年来，看着一拨又一

拨战友来了又走，转眼间，退役二字也

摆到了他的面前。

一些老兵已经开始忙着整理个人

资料、联系工作，寻找下一步的人生方

向。艾国抓紧这最后的点滴时间，忙着

把保障经验传授给年轻的战友们。以

往他和女儿两天一次的视频约定，也因

忙着授课而暂停。战友们都说，像艾国

这样认真站好最后一班岗的人，无论在

哪儿，都会闪闪发光。

“我爱我的家，戈壁开满花！”这是

艾国最想说的真心话。是呀，对军人来

说，挥洒青春和热血的军营何尝不是一

个家？那里或许偏远荒凉，在他们眼

里，却是世间最动人的角落，永远开满

鲜花……

戈壁开满花
■李要军

国防纪事国防纪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其诗其词如同

他为人从政一样，既有浓郁的文人情

思，更具深挚的家国情怀。北宋康定元

年（公元 1040 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

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负责西北地区

边关防务，守备和抵御正在兴起的西夏

政权。范仲淹到任后实行“积极防御、

屯田久守”的军事政策，选贤任能、遴将

练卒、增设城堡、联络诸羌，使延州前线

防守力量大为加强。戎马倥偬之余，范

仲淹写下著名的《渔家傲·秋思》《清凉

漫兴》和《苏幕遮》等边塞诗词，寄寓忧

患心绪，彰显剑胆琴心。特别是《渔家

傲·秋思》一词，体现了范仲淹以天下为

己任的担当和操守，成为传颂后世的经

典边塞诗词之一。

《渔家傲·秋思》一词写道：“塞下秋

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

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

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

悠 悠 霜 满 地 ，人 不 寐 ，将 军 白 发 征 夫

泪。”这是一首生动反映北宋西北边境

军旅生活的词，通过展现悲凉肃杀的战

地风光和摹写沉郁复杂的将士心境，表

达了作者建功立业的殷殷期许和对普

通士兵的深深关切。

词的上半阕托物寄兴、抒情蓄势，

描写了西北边地寒风萧瑟、大雁南飞、

满目荒凉的自然景象。特别是“长烟落

日孤城闭”使人联想到唐代著名诗人王

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名

句，让人感慨塞外边关虽经历史长河的

冲刷和淘洗，在古代诗词中却留有相同

的人文印痕。下半阕借物抒怀、托物言

志，描绘了戍边将士彻夜无眠、鬓发染

霜、泪下如霰的精神状貌。上下阕间情

景相生、浑然一体、意境开阔。作者把

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紧密结合，将爱国

之情与浓重乡思有机交融，表现出抵御

外患、报效国家的家国情怀。这首词标

志着范仲淹以其守边经历首创宋代边

塞词，开“豪放派”词作先声。

古往今来，边塞诗词之所以备受

学界垂注和读者喜爱，一方面与其素

材题材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与其特有

的意趣和气度带来的审美享受直接相

关。由于边塞诗词大都是以戍边将士

的边关生活和边境地区的自然景色为

题材，因而其状绘对象和审美内涵便

有了其他文学样式所不具备的独特魅

力。

边塞诗词在中国古代基脉绵长。

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将边塞题材写入诗

歌的先举，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边塞诗

词逐渐增加，至唐代边塞题材繁盛博

兴，遂成为唐诗中一道俊逸壮丽的风

景。两宋之时很多文人以边塞题材填

词入诗，多有精品诞生。范仲淹的《渔

家傲·秋思》便是其中的佳作。

有学者指出，《渔家傲·秋思》之所

以具有其他边塞诗词所缺乏的思想情

怀和境界高度，关键在于范仲淹既是一

位成就斐然的优秀诗人，更是一位统兵

打仗的边塞主帅；不仅对边关凄凉的自

然环境有着切身体验，更对边塞斗争中

边患未除、功业未立的担忧葆有彻骨的

体会。更何况“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

范仲淹，素来就是一位体恤民间疾苦、

关心下属饥寒的亲民官员。《渔家傲·秋

思》中那份深沉的忧患，都是范仲淹本

人与戍边将士甘苦与共境遇的真切表

达，即所谓“文学源于生活”。

诗人有什么样的襟怀，作品就有什

么样的境界。看看《岳阳楼记》所体现

的思想主旨和精神追求，就能够推测出

只有范仲淹这样“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

流人物”（朱熹语），才能写出《渔家傲·

秋思》这样的旷世绝唱。

羌管悠悠霜满地
——范仲淹边塞诗词的家国情怀

■刘金祥

八百里巢湖边，有一艘“战舰”，它从

1949 年的春天驶来。

坐落在安徽省合肥市的渡江战役纪

念馆，巨大的馆身形似战舰，以 49 度角

向前倾斜，面向巢湖、直指长江，象征着

1949 年渡江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

“战舰”前方是渡江战役总前委巨型

群像，从左至右依次为粟裕、邓小平、刘

伯承、陈毅、谭震林等 5 位指挥员。如果

说“五前委”是站在舰艏运筹帷幄的瞭望

者和指挥者，那么南面高 99 米的胜利塔

就是一座“灯塔”，指引着“战舰”的航向。

一座主场馆、一座群像、一座胜利

塔，搭建起渡江战役纪念馆的主体建筑

群。2020 年 8 月，习主席在参观渡江战

役纪念馆时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

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

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参观全

程，笔者无时无刻不体会到“人在船上，

行至江中”的身临其境之感。

走进序厅，《胜利之师》大型雕塑映

入眼帘。雕塑长 50 米、高约 8 米，细致刻

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向

国民党军队阵地冲锋的画面。

辽沈、淮海、平津 3 大战役结束后，

国民党统治集团精锐主力损失殆尽，敌

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四面楚歌

之下，蒋介石一边策划和谈骗局，一边加

紧部署长江防线，企图“划江而治”，依托

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

1949 年 4 月 20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

接受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

（最后修正案），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当

夜，渡江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在西起江

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长 500 多公里的

战线上强渡长江，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江

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

夺取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

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所需船只和船

工数量巨大。为支持解放军南渡长江，

沿江百姓有的主动献出个人船只，有的

拿出自家木材赶制新船，有的连人带船

一起支前，还有百姓主动到连队教战士

造船修船、扎木筏。

军事记者阎吾在 1949 年 4 月 23 日

的新闻报道里写道：“从解放军的炮兵阵

地上，无数道火线飞向南岸，接着整个南

岸国民党军的阵地就完全陷入一片火海

中。炽烈的炮火映红了江面和天空。接

着 ，从 各 个 港 口 涌 出 了 无 数 只 大 小 船

只。它们立即散布江面，像箭似的向南

飞驶而去……忽然，在南岸飞起了登陆

的信号，枪炮声、喊杀声连续不断。北岸

所有的人们立时迸发出一片欢呼：‘过去

了！过去了！’无数船只继续从各港口涌

出来，加速向对岸驶去……”

渡江战役打响后，解放军以摧枯拉

朽之势扫清顽敌。纪念馆里展出的数十

份泛黄的《胶东日报》《中原日报》，详细

记录并还原了渡江战役战斗进程——

1949 年 4 月 20 日，突破江防；

1949 年 4 月 23 日，占领南京；

1949 年 5 月 3 日，解放杭州；

1949 年 5 月 17 日，解放武汉；

1949 年 5 月 22 日，解放南昌；

1949 年 5 月 27 日，解放上海；

1949 年 6 月 2 日，渡江战役胜利结

束。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渡

江战役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强渡江河进攻

战役，更是一场由老百姓划出来的伟大

胜利。

展厅角落，一张长约 120 厘米、宽约

40 厘米的腐旧木板尤其显眼。虽已腐

旧，但它有一个光荣的名字：支前木船

板。

“送你过江”是当时沿江百姓时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渡江队伍里，北方战

士较多，多数是“旱鸭子”。老百姓一边

向战士讲解长江水性，辅助其组织游泳、

划船、航渡训练，一边日以继夜为渡江行

动赶制数量惊人的木船。战斗打响后，

他们还自发为解放军战士当船工——出

人、出船、出力，有时还会献出生命。就

这样，渡江战士在沿江百姓的帮助下，分

乘大小不等的木船，直驶南岸。

“兹证明安徽省宿松县船工刘瀛洲

在四月一日帮助我部工作……除向该船

工表示感谢外，希我民主政府适当地解

决家庭困难，并给予减免其直系家属差

役之优待以使其安心工作。”这些文字出

自一张泛黄的“渡江船工证明书”。

展柜里，“渡江船工证明书”“渡江船

工光荣证”、木制独轮小推车、竹制斗笠、

蓑衣……一件件充满年代感的珍贵文

物，是 72 年前千千万万支前船工的集体

战斗记忆。

往纪念馆深处走，有一座撑船姑娘

的雕塑，姑娘扎着麻花辫、穿着一件满是

补丁的小棉袄。她叫马毛姐，参加渡江

战役的那年，只有 14 岁。

1949 年 4 月 20 日，解放军在马毛姐

的家乡芜湖无为率先登船强渡。年幼的

渔家女马毛姐偷偷加入了船工队伍。她

沉着掌舵，子弹打伤右臂后，强忍伤痛的

她继续撑船全力划向对岸。当晚，她和

哥哥先后六渡长江，把 3 批解放军运送

到南岸，还救了很多落水的解放军战士。

作为渡江战役中年龄最小的船工，

马毛姐荣获“一等渡江功臣”“支前模范”

称号。2021 年 6 月 29 日，86 岁的马毛姐

获颁“七一勋章”。

“祖国日益强大，渡江的木帆船早已

变成了一艘艘现代化战舰，感谢一个个

无名船工，感谢伟大的幕后英雄。”就在

笔者即将结束参观时，在《人民支前》雕

塑前，3 名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正在老

师的指导下录制微视频。视频讲述的，

正是以马毛姐为代表的渡江支前船工的

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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