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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一纸命令，我来到江西

履新。在赣工作的半年多时间里，我跑了

省域不少的山山水水，寻遍周边城区的大

街小巷，通过读江西走江西而感知江西，

对江西由原来的完全陌生到现在的熟悉

了解，打心眼里不断滋生出喜爱来。

江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被誉为“红

色沃土”。在奔向民族复兴的征途中，江

西人民紧跟党走、义无反顾、不畏艰险、

不怕牺牲，用行动写下了一曲曲革命的

壮丽诗篇，用热血浇铸成一座座不朽的

历史丰碑。人民军队更与这片土地结下

不解之缘。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

民军队的诞生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支部建在连上”的发源地，井冈山精神、

苏区精神在这里积淀形成，长征精神在

这里发端。江西和江西人民为中国革命

作出了巨大牺牲，举两组数据来说明：一

组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每一公里就

有一名兴国籍烈士倒下，正所谓“万里长

征路，处处兴国魂”；另一组是，江西红区

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78.1%，全省现有

2900 多处革命遗迹旧址和纪念场馆，数

量居全国之最。牺牲在红土地上的先烈

们擎旗冲锋、英勇献身的青春形象，深深

地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成为我们党和

民族精神殿堂中的宝贵财富。

江西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涌现出陶

渊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晏殊、晏几

道、文天祥、舒同、傅抱石等一大批文化

巨擘。汤显祖创作的“临川四梦”是中国

古典戏剧中的璀璨明珠；“八大山人”朱

耷的中国画卷独树一帜；黄庭坚开创“江

西诗派”，其书法成就更令人高山仰止；

领衔设计建造故宫太和殿、圆明园、颐和

园和天坛的永修“样式雷”家族，主持皇

家建筑设计 200 年。自唐至清，江西产

生 进 士 1.05 万 人 ，占 全 国 进 士 总 数 的

10.67%。宋代江西曾出现“隔河两宰相，

五 里 三 状 元 ”“ 一 门 九 进 士 ”的 惊 人 情

形。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经得意

地讲：“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江西

还是中国宗教文化一大中心，道教的主

要发源地与传播地在江西，南宗佛教的

五家七宗有三家五宗起源于江西。江西

的儒学在全国同样具有很高的地位，以

朱熹、陆九渊为理学双峰，他们的“鹅湖

之辩”首创学术自由争辩之风。千古瓷

都景德镇、千年名楼滕王阁、千年书院白

鹿洞、千年古刹东林寺名扬世界。特别

是汉代海昏侯墓考古的发现惊艳世界，

展示了一个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江西。

江西自然环境优美，绿色生态是江

西最大的财富。毛泽东同志 1934 年在

《清平乐·会昌》词中感叹：“踏遍青山人

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江西地势南高北

低，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大

江与大湖襟连，绿水与青山相伴，市市有

名山大川，县县有旅游景点。庐山、井冈

山、三清山、龙虎山、武功山、明月山，山

山相依；鄱阳湖、柘林湖、仙女湖、阳明

湖 ，湖 水 荡 漾 。 全 省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3.1%，位居全国第二；大小河流 2400 余

条，总长约 1.84 万千米；11 个设区市城

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部获

评“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绿色与红色、

古色一起成为江西的“三张亮丽名片”。

不少外地朋友谈及来赣感受时说：“在江

西，吃的蔬菜都是甜的。”

江西不但山好水好，而且“老表”人

好、党委政府好。无论党政机关还是普

通老百姓，对军队、对军人都是发自内心

地好，拥军优属已经成为全民行为。江

西 虽 然 不 富 ，但 涉 及 部 队 的 钱 都 舍 得

花。在转业干部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

女入学入托等问题上，各级都是按照政

策上限给予最大关心。

我们来到江西工作生活，既要守护

好一方山水，更应该以敬仰之心认真学

习江西厚重的革命历史、地理人文，自觉

接受革命优良传统的熏陶，从党史军史

中充分汲取政治营养，以滋生无上的敬

意、无限的温情和无穷的动力，竭尽所能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人民群众幸福

生活贡献力量。

放歌红土地
■王守伦

由作家铁流和赵方新共同创作完

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烈火芳菲》（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艺术地再现了“一段隐秘的家国往事，

也是一段不应该遗忘的家国记忆”。

从“一一·四”暴动、天福山起义到“马

石山十勇士”，从胶东党组织、胶东抗

日武装的建立到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有胜利、有挫折，有经验、有教训，堪称

胶东革命的史诗。

作品书写的故事，是盛产海蛎子味

方言、火药桶式脾气、野性奔放大秧歌

的胶东大地上的故事，带有浓郁的地方

色彩。尤其是作者将 300 多位乳娘为

八路军、解放军抚养 1000 多个革命后

代的故事挖掘出来，为她们树立了不

朽的艺术雕像。在极端残酷的战争

中，年轻的革命者前赴后继，走向硝烟

弥漫的战场；在战场的后方，乳娘们接

过重任，用自己柔弱的双肩和甘醇的

乳汁守护革命者的孩子。当我们看到

姜明真为了保护革命者的后代，无奈

牺牲自己的亲生儿子时，怎会不被她

这种广阔的大爱所折服和感动？

作者善于从细节中洞见历史发展

的内在逻辑。作品写道：“这封把胶东

共产党人直接引向 1935 年白银季的

血雨腥风的指示信，就像一朵斑斓而

吊诡的云朵飘过历史深邃的苍穹，又

像历史幽深的小巷里走过的神秘过

客。”这意在揭示党组织来信的独特作

用；“三个人都是水里来火里去的革命

者，在风云诡谲的时代里，每个人都以

带有自我个性气质的行动为时代做着

注脚。”这意在揭示个人在时代变革中

的地位和作用；“历史邮递员左手一封

信，右手一封信，假设他一不留神，投

错了时间和地址，那将会呈现出一种

怎样的情形呢？”这彰显了历史的必然

与偶然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人民性是这部作品最显

著的特征。革命者刘经三曾经自导

自演绑架父亲的“好戏”。他为什么这

样做？一切只为了革命，为了人民。

胶东地区革命领导人理琪，一定要将

两个熟鸡蛋送给神经受了刺激的烈

属——“疯子”三叔那里，并看着他吃

下去。理琪为什么执意这么做？最根

本的原因是他所坚持的人民立场，是

党对烈属的关爱。党员张静源因为革

命工作，要撇下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

妻子不理解，他说：“我可以丢开你们

母子，但不能丢开党呐！我的生命是

属于党的。”在总结“一一·四”暴动失

败时，柏希有说：“对！我们这次斗争

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了

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孤军奋战，瞎

子摸象，哪有取胜的道理？”这都体现

了他们高度自觉的党性原则，即“心中

有党，心中有戒”。

纵观全书，从“白银季”蕴含的革

命的“暴风雪”，到“山海魂”蕴含的党

的精神、人民的力量，再到“芬芳纪”蕴

含的女性之美，无不具有诗性之美。

“段佩兰就在门外纳鞋底放哨，那时高

天流云，神清气爽，她光彩照人，连自

己都感到了自己的神采。”这样的诗性

语言，贯通全书，俯拾皆是。

作者歌吟了崇高的家国情怀。矫

凤珍曾说：“孩子他爹妈都在前线打鬼

子，咱给他们抚养孩子也是抗日哩。”

“保证孩子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这是革

命的后代，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以后咱

们还得指望他们建设国家呢。”这些认

识深刻体现了她们一心想着国家、一

切为了他人的家国情怀。在作者笔

下，“胶东十二姐妹”最美丽的地方，是

她们身上散发的独有光芒：“胶东王氏

十二姐妹如同一束强光，照亮了大水

泊的夜空，从来都是男人出将入相的

舞台，突然被十二个女子瓜分了戏份，

她们的加入，使胶东抗战这部大剧变

得更加绚丽多彩，更加摇曳多姿，也将

一段浪漫的玫瑰色的记忆永远留在了

那个血火奔涌的年代里。”

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英雄正气。

张连珠被捕后，敌人给他最后一次机

会，责令他写“交代书”。他略一思忖，

挥笔而就，然后掷笔于地，朗声诵道：

“天地有正气，冽凛万古存。当其贯日

月，生死安足论！”气节凛然，更具打动

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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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乌拉山——每当填写出生

地信息时，都会勾起我儿时的记忆。

那年那月，同龄人在电视中看到火车、

飞机都会充满好奇，而我的童年生活

中全是它们。母亲说，我在她肚子里

时就开始坐绿皮火车。在部队大院长

大的我，每天都能看到排列整齐的飞

机和穿着飞行服的叔叔们。

我的父亲是一名歼击机飞行员。

他年轻时服役的部队位于沙漠之中，

乌拉特前旗、察素旗、萨拉旗这些地

名，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后来，

母 亲 也 特 招 来 到 部 队 ，成 为 一 名 军

医。我的家就在乌拉山脚下，远离大

城市的繁华喧闹。天气晴朗时，我们

到山脚下欣赏逶迤流淌的黄河水带，

会有一种莫名的幸福。

当 同 学 知 道 我 的 父 亲 是 飞 行 员

时，都会投来崇拜的目光，我却不以为

然。印象中，我和父亲很少见面，他从

没参加过我的家长会，执行任务似乎

是他生活的全部。那时，我对他很陌

生 ，见 面 后 连 一 声“ 爸 爸 ”都 难 以 开

口。父亲难得在家时，母亲会对我说：

“你是乖孩子，别影响爸爸休息。”父亲

在家的一举一动也默默影响着我：7

时 30 分起床、不能赖床，自己的玩具

要摆放整齐，吃饭时不能倚靠、要有坐

相，睡觉前要把鞋摆放好……

父亲的工作经常调动，转学也就

成为我的日常。不管到哪里，都能结

识来自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我们就

像一家人。我最高兴的就是每周会轮

流到不同的叔叔阿姨家吃饭。

后来，我们全家搬到北京。这次转

学，让我的学习有些吃力，各方面落后

于同学。但我心里有一种信念：我是

军人的孩子，一定要咬牙坚持。

转眼间，我迎来了人生第一次重

要的转折——高考。成绩下发那天，

我心情忐忑。知道落榜的消息后，我

失落地走回家，在家门口的树下久久

徘徊……走进家门，父亲用期盼的眼

神望向我。我心如刀绞，匆匆甩下一

句“没考上”便瘫坐在沙发上。父亲没

有再多问，也没有我预想中的责备，而

是静静地坐到我身边，“孩子，你的努

力我们都看得到，好好总结一下，准备

复读，爸爸支持你！”

父亲的话不多，却给予我无限力

量。那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父亲一

直在我身后，默默伴我前行。

我在落榜的痛苦中更懂珍惜，学

会感恩。“坚定目标，永不放弃。”父亲

的支持与鼓励成为我复读生活中最大

的动力。第二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

理想的军校，踏上从地方青年向准军

官的锻造之路。

现在父亲每次和我通电话，总教

育我说：“要对得起身上的军装，吃苦

耐劳、谦虚谨慎，不辱军人称号。”

军校对我的锻炼是刻骨铭心的。

叠方正被、走整齐队，在严格的纪律

中，我改掉懒散的毛病；5 公里武装越

野、400 米障碍，严酷的体能训练锻造

我强健的体魄；军兵种知识、兵棋推

演，大学殿堂为我的迷彩梦想插上翅

膀。眼望前方，军旗飘飘、战歌阵阵，

军校的一情一景、一事一物令我痴迷。

我们没有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

只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度。穿上军装

的日日夜夜，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国家、

国防的含义，真正体会到父亲舍小家

为大家的精神世界。再次见到父亲，

他已没有当年在乌拉山时英气的面

庞、挺拔的身姿，但我心底升腾起一种

强烈的崇敬之情。他的青春献给了最

壮丽的事业，如今，我和我的战友同样

身披戎装，共铸钢铁长城，守护祖国母

亲！

走出乌拉山
■张郑一龙

乘着歌声的翅膀

你向大山飞来

一双小心择路的高跟鞋

舞起世上最美的青春摇摆

那年灼灼其华，桃花盛开

走不动了便仰天喊山

赵——长——年——

粗糙的名字瞬间朝霞满天

如同抢滩登陆

那个名字飞流直下

背起你，背起你

你黑缎子一样的发辫

一下一下摇晃在山间

多想一辈子依偎在幸福的肩上

多想就这么一边走一边喊

赵——长——年——

现在，你还是这么想

所以从不辜负每年的春天

脚步变得沉稳

手也扬不起那条天青色的纱巾

你让儿子仰面喊山

赵——长——年——

你用手掌挡在耳根背面

听响亮的名字一次次

峰回路转

儿子的肩头也像一座山

你每夜凝视繁星的眼神

温情穿过墓穴

那个名字爱如潮水

汪洋一片

在老宋墓前的悄悄话

那年，坟草青青

你娘把我带回的军功章

别在蜡染蓝布头巾上

她让俺给你捎句话：

“俺家住上大瓦房

探亲回家就敞亮了”

那年，夏日炎炎

你婆姨让俺捎句话

她在给你绣鞋垫哩

一针针扎在人心尖上：

“儿子去县里上初中了

可别牵挂俺娘儿俩”

那年，秋雨潇潇

唉，你儿子求俺说实话

攥着我的手直发抖

眼神就像刀子刮：

“广播里总说打仗的事

爸爸几年不回家

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连长和他的妻子（外一首）

■程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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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一种多年生藤本植物。叶

子呈椭圆形，有绒毛，在夏季开花。花瓣

细长，初开时花朵为白色，以后慢慢变成

黄色，有淡淡的香味。金银花生长不择

地域，藤蔓攀附力极强，一丛丛一簇簇或

攀缘树枝、或攀爬岩壁，向阳绽放，惹人

喜爱。

在金银花绽放的季节，我被闽西大

山里更美丽、更芬芳的故事感动着。

那一年，秋日的畲乡满目苍翠，奔腾

的汀江逶迤悠远。某保障旅长途奔袭来

到上杭县参加演习。汀江左岸，庐丰畲

族乡中坊小学坐落在群山之中。打前站

的同志经与地方支前部门协调，将旅部

宿营地设在学校的操场上。

在激昂的打桩声和号子声中，一顶

顶绿色帐篷直溜排开，吸引孩子们驻足

观看。这时，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

向我走来，手里捧着一个粗瓷大碗，柔柔

地说：“解放军叔叔，请喝茶。”喉咙正冒

烟的我，一把接过碗，将茶水一饮而尽。

“这是什么茶？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小

姑娘说：“这是用金银花加陈皮熬成的茶

汤，既生津止渴，还预防感冒。”“你叫什

么名字？”“我叫金银花。”说完，小姑娘一

溜烟跑开了。这时，我抬头扫视四周，发

现刚才还在围观的孩子们，都在帐篷间

来往穿梭，为紧张劳作的官兵送上金银

花茶。

傍晚，月亮从山间升起，树丛中夏日

残存的金银花送来阵阵芬芳。中坊小学

赖校长来到我住的帐篷，向我介绍学校

的情况。我想起白天送茶水的事，忙向

他打听那个叫“金银花”的小姑娘。赖

校长一脸茫然：“不知道你说的哪个金

银花，有好几十号人呢。他们是一个红

领巾学雷锋小组，利用课余时间经常为

烈军属、五保户做好事。这不，听说你

们来了，他们把家里收藏的金银花带到

学校，为你们熬了一大锅金银花茶呢！”

原来是这样，我心里升腾起一阵感激之

情。

第二天一早，我刚带队出操回来，炊

事班的同志就跑来向我报告：“政委，今

天孩子们来到学校，带了好多蔬菜，还有

好多好吃的，你快去看看吧！”我跟着他

来到伙房，只见摆放着不少刚摘下的萝

卜、白菜以及挂着露珠的菠菜。除蔬菜

外，还有鸡蛋、核桃、柿饼、糯米粑……我

弯下腰近看，有的物品上还系着一张小

纸片，上面写道：“解放军叔叔辛苦了！”

落款全为“金银花”。

在学校驻训的日子里，孩子们每天

都给我们送来好吃的，拦都拦不住。我

只好给校长下了道“死命令”：“一定要想

办 法 ，把 孩 子 们 送 的 所 有 东 西 登 记 造

册。”谁知直到我们演习快撤出时，校长

也没有把这笔账登记清楚。他还打趣

道：“这比陈景润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还难

啊！”不过，他也冒了一句：“全校有多名

学生送了吃的，咱记住‘红领巾·金银花’

这个共同的名字吧！”

不只是孩子们的举动，让我们每天

都沉浸在感动之中的，还有学校领导和

老师，还有附近的畲族老乡。他们像当

年支援红军那样义无反顾、倾其所有：部

队帐篷不够住，他们把最好的房屋腾出

来给部队；在用水用电极为紧张的情况

下，优先保障部队；为方便部队重型装备

通过，当地政府连夜组织应急分队拓宽

道路；学校仅有一台热水器，部队驻训期

间，老师都不到学校洗澡，热水留给女军

人用……

在演习撤回之前，身为保障旅政委

的我，主持召开了一次特别的旅党委会，

专题讨论如何回报中坊小学师生拥军支

前的感人之举。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无

不充满感动和感激之情，最后一致决定

将回馈行动分作两步：第一步，将近日

全旅官兵捐赠的 3 万多元钱交给学校，

委托他们为每个孩子购买学习用品；第

二步，鉴于目前学校校舍陈旧，特别是

教学楼年久失修的状况，回营后在更大

范围内组织捐款，为他们新建一幢教学

大楼。

回馈老区百姓，反哺“红土新苗”。

在上级和友邻单位的支持下，一场“感恩

老区乡亲、爱心献给孩子”的捐资助学活

动在军营展开。仅一周多时间，就收到

各方捐款 36 万多元。官兵们只有一个

心愿：让孩子们早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

里读书。

新教学楼奠基那天，部队官兵代表

来了，除送来捐款外，还有上杭籍老红军

王直将军的贺信和他题写的“劲旅教学

楼”楼名；当地村民来了，自发前往工地

清理场地、挖沙铺路；县乡领导也来了，

送来了美化校园的树种树苗，其中就有

金银花种子……

半年后，一幢宽敞明亮的“劲旅教学

楼”在中坊村拔地而起。它被学校师生

和畲乡群众亲切地称为“同心楼”。“同心

楼 ”，多 么 生 动 的 写 照 ，多 么 美 好 的 寓

意。当年，共产党和红军与闽西群众同

心协力打敌人，留下军民团结一家亲的

动人佳话；今天，部队官兵与闽西群众同

心助学建校舍，谱写军民团结育新人的

鱼水新篇。

部队对学校的帮助，不只限于捐款

捐物，更要利用老区红色资源，用心用情

浇灌老区的红色幼苗。在各方支持配合

下 ，一 所 颇 具 特 色 的 少 年 军 校 应 运 而

生。每周一下午，是少年军校的活动时

间，参观红色纪念地、听红军爷爷的故

事、观看红色电影、学唱红色歌曲、进行

军体训练……一场场主题活动，将赓续

红色传统的种子播撒在孩子心田。“少年

军校是一所可爱的校园，这是劲旅官兵

捐资援建……”孩子们把自己谱写的《保

障劲旅少年军校校歌》传遍畲乡的山山

水水，也深深地印在军民心中。

“同心楼”画下了军民鱼水故事的

“同 心 圆 ”。 25 年 来 ，这 个“圆 ”越 来 越

大，越来越美：部队官兵累计捐款捐物

130 余万元，用于改善教学条件，学校成

为全县首个实现互联网多媒体教学、拥

有标准化塑胶运动场的村级小学，被省、

市表彰为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农村示

范小学。与学校长期共建的驻军某部也

被评为福建省拥政爱民模范单位、全国

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又到花开时节。当年军民一起种下

的金银花爬满了校园的树丛、围墙，一派

生机、清香四溢。六年级一名学生在作

文中写道：“金银花，没有牡丹花那么艳

丽，也没有茉莉花那么芬芳，但在我的

心中，她是这世上最美最香的花。我们

的老师像金银花，质朴无华、默默奉献；

解放军叔叔像金银花，爱撒大地，香飘

畲乡……”而我要说的是，可爱的畲乡

孩子才是最美的金银花。他们根植红色

的土壤中，向阳而生、拔节成长。他们琅

琅的读书声，是畲乡最美的声音；他们花

朵般的笑脸，是畲乡最美的风景；他们奔

跑的身影，是畲乡的希望和未来。此刻，

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在我的眼前

铺展开来……

金银花开
■向贤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