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长征副刊 E-mail:czfk81@126.com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阳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4时00分 印完5时20分

12

探秘太空（国画） 吴国成 高振斌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第4872期

岛屿与诗歌
——写给“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

■王握文

洞头有302个岛屿，302首诗歌

那些岛屿花上亿年时间赶赴这里

参加今天的诗歌朗诵会

风暴来临的时候

302个岛屿就会排列成一首朗诵诗

慷慨激昂，黄钟大吕

薄雾飘过的时候

302个岛屿就一起变作朦胧诗

充满柔情，含笑不语

是的，岛屿在诗歌面前就是这样柔情

甚至，在夜色中还牵起了海霞的手

一牵就是60年

海上的爱情，成为海上的长城

如果今天，我仍然以

一个军人的眼光审视这302个岛屿

我就会看见302名士兵

在我面前整齐列队

高挺胸膛，依次报数

如果今天，我以一名诗人的目光

看着这302个岛屿

我就会看见302名少女在海上嬉戏

其中最美丽的那个，应该是

海霞的后代

辽远的军号
■许 诺

从地平线上响起

它带来了金色

带来了旗帜与花环

乐符，乌黑的钢筋

铸造起一座座纪念碑

为这片古老而又新生的大地

撑起一条条不屈的脊梁

指挥棒，沉默的讲述者

它或急或徐地唤醒

一段来自时间深处的旋律

一个铭刻在石头上的故事

一篇关于信仰 关于血与火

关于前行与牺牲的诗章

曾经

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在铁与火之间

选择了铁

在呐喊与沉默之间

选择了呐喊

他们从黑暗之中站起

向明亮之处奔跑

每一个脚印落下

都震耳欲聋

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压进枪膛

把年轻的血肉洒进泥土

变成一颗颗硬邦邦的种子

等待春天来临

风雨停息

此刻，我静坐在军乐中

听灵魂一遍遍肃穆地吟唱

明亮与粗粝，热情与冷静

磅礴的潮汐，汹涌的风

那血与火的节拍

那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

声声嘶吼

音符敲打年轮

于是

大地回声

仰望升旗
■李 勇

披戴纯净曙色

沐浴和煦晨晖

我来到心仪的金水桥旁

驻足 仰望

怀着一名老兵的忠贞

表达一种崇敬与信仰

《国歌》已然奏响

庄重的音符

如一枚枚呼啸的炮弹

挟带万钧雷霆激荡寰宇

五星红旗

血海里诞生的图腾

阴霾中燃烧的希望

我看见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正沿着向上的姿势

前进

历史在这一刻凝固

又似在怆然诉说

湛蓝的天空下

我听见千军万马在四面八方咆哮

昭示着不可战胜的力量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之年，反映乡村振兴的影视作品多了

起来，荧屏剧场充满了浓厚的时代气

息。正在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

村》，就是其中一大亮点。

该剧对脱贫攻坚的诠释，没有停留

于简单再现农民生活上，而是深入挖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涌现出的新型人

才、新型产业和新乡村风貌。唐天石从

部队转业到市扶贫办工作，他践诺自己

的理想，毅然到青山镇任党委副书记主

抓脱贫工作；辛兰本是备受追捧的市电

视台新闻主播，一个华丽转身成为三道

河子村第一书记；返乡大学生石全有富

有朝气的创业精神，更是令村民们感

动。一个个用青春热血写就的新鲜故

事，一首首创业创造的奋斗诗篇，一爿

爿多彩田园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汇聚成

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实践。看

过电视剧，脑海里不由蹦出这样一句黄

梅戏唱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

山带笑颜”。

受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

经济发展遭遇更大困难。越是这种情

况，越要向绿色转型、靠内需牵引。细

心观察会发现，同样受疫情影响，一些

卫生环保类股价却逆市上扬，一些地方

靠不起眼的木耳、茶叶、黄花产业带动

了农民脱贫，一些乡村的特色旅游、精

品民居客源不断。前不久，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

招聘求职100个短缺职业排行》，排在前

10名的几乎都是服务类岗位。这为就

业市场提供了参考，也折射出我国经济

转型升级带来的变化，而变化的背后是

生产观念和市场需求的改变。绿色经

济释放发展红利，一个地方的环保意识

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关系到全国环境保护大局，同时也

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近些年来，像唐天石、辛兰、石全有

这样热爱大美风光，积极宣传、建设、保

护生态文明的人越来越多。南京市退

休人员张松奎创办科教蝴蝶博物馆，坚

持开设“蝴蝶与生物”的自然课，被孩子

们亲切称为“蝴蝶老师”。陕西《听见自

然》网络音频节目，伴随着主播何清的

甜美声音，每天从“听见”的大自然场景

代入，展开让听众能够感知的生态环保

话题。上海市毕业于大学生物系的余

海琼老师，立志让大都市的孩子走出高

楼，通过开展每周“一小时自然时光”主

题活动，使孩子们在亲身采集花草味道

中懂得，原来生态环保就是爱护身边的

一草一木、禽鸟鱼虫。

报纸上还刊登过这样一条消息。

从 2016年开始，上海市先后有42条景

观路不扫落叶；今年，杨浦区樱花林荫

道江湾城路，又实施落花不扫。在一

些著名的马路上，色彩斑斓的落叶为

城市平添醉人的秋意；缓缓飘落的樱

花雨，使弄堂弥漫着浪漫色彩。人们

漫步于缤纷花路和落叶大道，感受着

充满诗意的时序更替，也体现着对城

市品质的追求。

关于提升环境品质，汪曾祺在《泰

山片石》中讲过“净化”碧霞元君的故

事。怎样“净化”？按汪老的说法，当然

不能把碧霞元君祠翻造成巴黎圣母院

那样的建筑，也不能请巴赫那样的作曲

家来写《圣母颂》那样的《碧霞元君颂》，

但可以组织一个乐队演奏优美乐曲，调

集一些有文化的炼师诵唱道经，使碧霞

元君在意向上升华起来。如此说来，每

一个名山大川、村庄街道，都需要表里

适宜的“净化”，这不仅是很好的生态保

护，也可以滋润全民文化素养。

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从“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自然

观，到“昆虫未蛰，不以火田”的恻隐心；

从“为天地立心”“推自然之势”的自律

精神，到“天行有常”“道法自然”的哲学

思想，泱泱5000年中华文明史，闪耀着

“民胞物与”“敬顺昊天”的理性光芒。

在他们看来，“人为贵”不是肆意主宰万

物，而是告诫自己时刻警醒，天地合气

生万物，人也是万物之一。人作为万物

之灵长，要用人类独有的自觉性管住自

己，尊重自然的权利，让其按自身规律

发生、发展，这样才能保持人与万物和

谐相处。

据说，福建东山有一处风动石。一

块浑圆的石头上负载着一块很大的石

头蛋，一遇有大风，上面的石头蛋就会

摇动。这两块石头摞在一起，没有人知

道它们已经吻合了多少年。有作家说，

这就是“大自然的游戏”。而游戏，都是

有规则的。

早在130年前，恩格斯就给过人类

警告，如果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必然受

到自然的惩罚。他在《自然辩证法》中

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

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近

年来的一些灾难，比如埃博拉、SARS

病毒、新冠病毒大范围流行，比如一些

地方发生的重大矿难、洪灾、泥石流以

及严重雾霾，给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

损失。由于破坏环境和滥食野生动

物，人类一再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每

一次报复都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也加

深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

知。人类必须痛定思痛，强化对天地

万物的敬畏。

人们常说，你是谁，就会遇到谁。

真正的尊重是发自内心地把对方当回

事，是高贵人格的自然流露。对待大自

然，你只有对它笑口常开，它才会绽放

笑颜。发展经济搞开发、上项目，尤其

如此。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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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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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

然

今年新冠疫情的流行，让我在故乡
度过了自上军校以来最长的一个寒假。

我的故乡在湖北省红安县（过去
称黄安县）七里坪。那里被誉为“红
色的圣地，将军的摇篮”，先后有 48
万人参加革命，有 14万人牺牲。“小
小黄安，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
送饭”，讲的就是发生在红安的黄麻起
义。我的故乡七里坪是黄麻起义的策
源地，也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
和红二十八军的诞生地。

自打我记事起，我家大门上就高
高挂着一块革命烈属的牌子，我上的
小学和中学都是秦基伟将军捐赠修建
的，他的名字镌刻在校名的石碑上。
秦将军 11岁参加黄麻起义，15岁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他是家乡青年心中的
楷模。

长胜街是七里坪镇的一条主街，
由于水陆交通便利，历史上，这里曾
经商贾云集，商号林立。黄麻起义指
挥部就是在这条街上建立的。秦绍勤
是当时七里坪工会的负责人之一。黄
麻起义之后，敌人大举反扑，起义部
队被迫转移，而秦绍勤冒着生命危
险，留在镇子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敌人将他的亲人全部抓起来逼他现
身，为了不牵连家人，他主动站了出
来。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口
中得到地下党人的名单，而秦绍勤宁
死不屈。敌人恼羞成怒，将他处死。
秦绍勤牺牲后，更多父老乡亲站了出
来，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去。

我从小便是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
的。我家在七里坪东北方向的一个小

村庄，四面环山，山上有抗战时期修
建的紫云寨城墙。我家的老房子是爷
爷一砖一瓦亲手建的。

老房子承载着我的童年。我从小
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在乡下度过了快
乐的时光。冬天最好玩的是下雪的时
候。天地白茫茫一片，我们打雪仗，
堆雪人，玩得不亦乐乎。手冻得通
红，鞋袜都湿透了，但我从没觉得
冷，留在记忆里的只有快乐。天气再
冷，家里都是温暖的。老房子的灶房
里永远燃着火，爷爷奶奶把我湿了的
衣服、鞋子放在火旁，一会儿就烤干
了。冬天里的这一把火，温暖了我的
整个童年。

自从上军校以来，故乡的夏，便
留在了记忆深处。夏天农村人都是趁
着早上凉快下地干一会儿活，再回来
吃早饭。大概早上八九点，各家的烟
囱冒出炊烟，那种烟火气混合着早上
清新的空气，吸一口让人心旷神怡。
午后，爷爷把用来晒稻谷和花生的大
簸箕放在地上，铺上一层薄单子，让
我躺在上面睡午觉。太阳最毒的时
候，树上的蝉叫得也最凶，伴着阵阵
蝉鸣，爷爷给我讲述着革命战争年代
的传奇故事。在蒲扇扇过来的阵阵凉
风中，我缓缓入睡。

我爷爷是烈属，从小耳濡目染的
故事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绿色的种
子，让我沿着父辈的指引走上从军之
路。回到故乡的日子里，我有更多时
间行走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也穿行
于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看到疫情发
生时战友们的逆行，一次次为之热血
沸腾，深切体会到一代代军人守护家
国的情怀始终如一。作为从这片土地
走出去的孩子，为守护这片安宁贡献
青春和汗水，是我对于故乡的热爱和
回报。

守 护 安 宁
■赵国庆

初夏，雨后天晴，天空清澈湛蓝，看
不到一丁点儿杂质。

我们驱车行驶在云贵高原跌宕起
伏的山路上，向着高山之巅的某团云顶
哨所进发，慕名看望在哨所蹲点的警卫
营副营长谌标——一位扎根大山 15年
的优秀基层干部。

从团部到哨所的几十公里山路，大
多是土质石子路，越野车咆哮着滚滚向
前，车后留下一阵阵尘烟。上山的路不
宽，有的地方坑坑洼洼，颠簸得让我不
时从后座上弹跳起来；有的地方很窄，
只能过去一辆车，路旁的灌木枝条不时
抽打着车体，让人心头发紧……

车子一路向上爬行，将九曲十八盘
山路抛在后面，进入了一个人迹罕至且
没有网络信号的大山“孤岛”，也置身于
千山万壑之上。此刻，眼前豁然开朗、
气象万千，山谷山峰千姿百态，山腰中
的一抹抹白雾在阳光照耀下犹如条条
银练，让人有一种“车在山顶行、云在身
下飘”的恍惚之感。

一

到达哨所时，快到中午了。一条黑
背军犬伫立于哨所门口，瞪着一双黑黝
黝的眼睛，不时地晃动着尾巴，似乎在
对我们表达友好与欢迎。车子“嘎”的
一声刚停稳，谌标就迎了上来，伸出一
双满是老茧的手。

我是第一次见谌标，他一身迷彩，
中等个头，身材匀称敦实，方脸黝黑，性
格内向。他的汇报有点磕绊，显得不够
流畅。营教导员王宝玺解释说，谌副营
长做得多、说得少，善于与基层官兵交
流，但遇到领导总显得有些紧张。去年
6月，一位肩扛三颗金星的将军来到营
里，指名道姓找谌标谈话，紧张得他满
脸通红，嘴巴一下子笨拙起来，最后只
能抓举一副一百多斤重的杠铃，来展示
自己的实力，赢得上将的颔首微笑。

谌标爱山爱得深沉。在他的心

中，大山中所有的磨练都是向上的路，
一条通往厚重军旅人生的宽阔大路。
遥想建哨初期，谌标是第一批走进这
片深山的拓荒人。通往哨所的道路
上，荆棘丛生、树木横亘，野兽毒虫不
时出没。谌标与战友们拿出铁杵磨针
的劲头，硬是用铁锹、铁镐等工具一点
点向前掘进，将通往哨所的道路拓宽
延伸。他们还用肩膀抬着一根根水泥
杆，从山下扛到山上，打桩筑路，建设
家园。每根水泥杆 120多斤重，从山下
徒步抬到落差达 800多米的山顶，其艰
难程度可想而知。棉衬垫磨破了一个
又一个，肩膀肿起了一拇指高，但谌标
和战友们没有退缩，直至将红肿的肩
膀碾磨出厚厚的老茧，磨炼成一副副
铁肩膀。

回忆在高山之巅创建哨所的艰难
历程，官兵们豪迈地说：累死骡子累死
马，累不垮哨所官兵好儿郎；那些难熬
的苦，熔炼出的是铁一般的精神意志。

二

如果说建设哨所只是“万里长征”
第一步，那么锻造哨所的核心军事能力
即山地丛林作战能力，则如同“爬雪山、
过草地”。

早在 2011年深秋，作为哨所排长的
谌标伫立在哨所的云顶之峰，视野没有
被大山的怪石嶙峋与万山红叶所遮挡，
而是把深邃的目光投向明天战场。他
回想起自己在特战学校学习时那一幕
幕激情如火的情景，思考着实战化背景
下高山哨所的练兵备战与打仗，不由地
哼起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当那一天来
临》：“……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
看那军旗飞舞的方向/前进着战车舰队
和机群/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年
轻士兵渴望建立功勋/准备好了吗士兵
兄弟们……”热血再一次在他胸中汹涌
澎湃，催生了组建哨所“利刃特战队”的
念头。此想法得到部队党委的赞许和

支持，这让谌标胸膛里燃烧的火焰更加
炽热。返回哨所后，他一头扎入深山丛
林中实地勘察，选择最佳的特战训练场
地。选好场地后，他自己绘制地形图，
自主设计出一个具有山地丛林特征的
特战训练场……

历经一年的风霜雪雨、春华秋实，
涵盖攀岩、索降、丛林障碍、山地对抗射
击、野外生存综合训练的特战训练场，
出现在哨所旁的山岭之中，成为一个传
统与现代结合、实战与实训结合的特殊
“战场”。

当我爬到绿荫遮掩的特战训练场
观察点位时，一场红蓝对抗的渗透与反
渗透演练正在进行之中。全副武装身
着丛林树叶服的 6名蓝方“敌特”，穿过
茂密丛林，翻越铁丝网、防护墙等物防
设施，秘密向我核心军事设施渗透……
红军潜伏哨发现蛛丝马迹后，立即向特
战小组报告。特战小组据敌渗透情况，
兵分两路，一路由两名狙击手组成，携
带望远器材和狙击步枪迅速占领山岭
制高点，寻机远距离点射猎杀蓝方“敌
特”；另一路则迂回包抄“敌特”后路，在
战术上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将“敌特”一
网打尽……对抗演练以先进的自动化
实兵对抗系统作支撑，不设固定套路，
不搞模拟动作，射击出的激光信号击中
对方后，以红蓝方分别冒出的红色或蓝
色烟雾，裁定参演人员受伤或阵亡，最
终判定红蓝双方孰胜孰负……如此最
大限度贴近实战的训练，使哨所的备战
打仗能力不断提升。

三

山峰耸峙，壁立千仞。大山有着独
特的丹霞地貌，处处彰显着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山中有珍贵树种几百种，还有
各色珍稀动物，自然也会孕育出许多神
秘与邂逅，让人生充盈而丰满。

驻守山中，巡逻在荒无人烟的山野
密林间，每天都可能发生不可预料的趣

事、奇事、险事。夏日的一天，身为连长
的谌标带领战斗小组外出巡逻，准备开
辟一条新的搜山线路。他们跋涉于荆
棘丛林之中，翻山越岭，爬沟涉水，一边
在密林深处用镰刀开道，一边排除一切
可疑的危险之物。当行至悬崖地段时，
谌标照例走在最前面，为大家趟路开
道。行至一狭窄险峻处，脚下的烂泥突
然打滑，谌标身子一个趔趄，险些滑向
深沟。危急关头，身后的战友眼疾手
快，一把将他的腰带紧紧拉住，这才化
险为夷。返回时，他们穿过一处密林，
厚厚的树丛中突然窜出一条花斑毒蛇，
企图攻击战士陈世权。谌标冲上去一
脚踹飞了毒蛇。他带领战士们一边巡
逻，一边学习捕毒蛇、避毒虫的技巧，练
就了过硬的野外生存本领。

大山的馈赠、磨砺与摔打，让谌标
和战友们深深懂得，野兽毒虫，甚至是
可能来犯的敌特，其实并不可怕，最关
键的是内心的强大，当官兵们战胜了
自己、超越了自己，就能所向披靡、战
无不胜。

从排长、连长到副营长，谌标与一
茬茬战友一起巡逻历险，一同面对风
霜雪雨，在读懂了大山秉性的同时，也
把根深深地扎在了云顶山上。他们在
哨所旁开辟了果园、菜园，建起文化长
廊，让云顶哨所的生活有滋有味，达到
了“三个最”，即涌现出的训练标兵最
强，考上军校的士兵最多，安心稳定率
最高。

业余时间，谌标喜欢独自一人行走
在山中或坐在岩石上，聆听大山的呼
吸，感受山风的歌唱。他对我说，这片
莽莽大山很像自己家乡湘西的大山。
不论风吹雨打、寒暑交替，始终脊梁铮
铮、风骨卓然，屹立于天地之间。
“守护大山的人，就必须有大山的

品格和气度！”说这话时，谌标憨厚质
朴的脸庞上闪现出一份真诚和坚定，
那一刻的神情深深烙在我的脑海中，
挥之不去。

驻守白云之上
■郭振建

长征论坛

针砭时弊，涵养正气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