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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再平常不
过，但对于长年戍守雪域边关的军人来
说并不那么容易。

我与妻子 2011年结婚，婚后育有一
女一儿。如今，女儿上小学了，乖巧懂
事；儿子 2 岁了，正在学说话，聪明可
爱。在南疆边城的部队大院里，我们的
四口之家让不少人羡慕。

在女儿的世界里，我是一个“神秘”
的人，和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总是很短。
记得有一年冬天，女儿接连几天高烧不
退，妻子拨通了我的电话，委屈地问道：
“你今天能回家吗？”我知道妻子的性格，
家里的事，她自己能解决的绝不会麻烦
我，这次她一定是急得没办法了。

连长得知我家的情况后，让两名战
士晚饭后护送我回家。那天，我们冒着
风雪，在零下 30多摄氏度的雪地里徒步
行走了 9个多小时，才走出封山路，并于
第二天晚上赶到家属院。

那天，我一踏入楼道，就听见女儿
“哇哇”的哭闹声。我急急忙忙跑回家，
推门进去，女儿看到我后，放低了哭声，
拉着妻子的衣袖，激动地说：“是爸爸，爸
爸回来了，我要爸爸抱。”那天晚上，女儿
躺在我怀里没一会儿就睡着了。看着她
难受得皱起的眉头稍微放松下来，我心
里五味杂陈。

前年夏天，我跟随某边防连官兵
前往一个海拔 4900 多米的山口巡逻。
眼看着就要到山顶时，却被一处断崖
拦住了去路。大家只好掏出提前准备
的绳索，协助攀爬险峰。看到这一幕，
我立刻端起相机拍摄。但几番尝试下
来，我仍对画面感到不满意。为了找
到更好的拍摄角度，我壮着胆子挪向
崖边。就在此时，一阵狂风夹杂着碎
石朝我吹来，把我从山上“撂”了下
来。在快速滑落的那一刻，我的脑海
里一片空白。

幸运的是，我被半山腰的一棵缸口
粗的盘地松托住了，战友们赶紧放绳子
把我拉上来，这才算捡回了一条命。回
到家中，我怕妻子担心便没告诉她，可磨
破的裤子和袜子还是没能逃过她的眼
睛。在她的再三追问下，我道出实情。

在一旁看电视的女儿听到了，跑
过来紧紧抱住我，说：“爸爸，山上的山
又高、风又大，那么危险，你以后能不
能不上山了？”我只好笑着告诉她，那
是爸爸的工作，也是爸爸的职责。从
那以后，每次上山采访，女儿总是两眼
泪汪汪地拉着我叮嘱：“爸爸，你一定
要注意安全。”

女儿从小就喜欢画画。每次回家，

她都会让我给她带一张照片，她再照着
照片把我的样子画下来。妻子告诉我，
女儿画我的时候，会问很多问题。比如，
当她画我站在雪地里，会问，“爸爸冷不
冷？”当她画我站在山上，会问，“爸爸害
不害怕？”

……
2018年 9月，儿子出生了，家里又增

添了不少欢乐。
那段时间，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妻子一边接送女儿上学，一边照顾儿
子。儿子 1 岁多时，突然叫了一声“妈
妈”，妻子兴奋极了，又是打电话，又是发
微信朋友圈，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
道。可是当儿子叫“爸爸”时，却给妻子
惹了不少“麻烦”。儿子在家里，每天看
着我的军装照，对穿军装的人感到特别
亲近。看到院子里有穿军装的战友，他
就会喊叫着“爸爸”跑过去，让妻子哭笑

不得。
今年，妻子给家里添置了一张书桌，

她建议我下班后可以早点回家，那样既
可以工作，也能多陪陪两个孩子。我心
里也期盼着在孩子短暂的童年时期，能
多给他们一些陪伴。

但我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那段时
间，我无法与家人联系。每天工作结束
后，我躺在冰冷的帐篷里，看一会儿手机
相册里家人的照片，一天的劳累便烟消
云散了。

在山上的日子里，我的脸晒得不仅
黑里透红，还严重脱皮，胡子变长了，皱
纹更加分明，整个人看起来老了很多。
下山到达有信号的地方后，我与家人视
频通话。视频接通后，我的样子吓坏了
儿子，他哭着说我不是爸爸，是一个“老
爷爷”，听得我鼻子一阵酸楚。

前不久的一天，儿子嚷着要跟我视

频。
“爸爸，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陪我玩啊！”
“快了，爸爸忙完就回家。”
“爸爸，你再不回来，我都长大了。

你看，我现在都能搬动哑铃了。”
“你还小，哑铃太重了，不要拿太长

时间，它会砸到你的。”
“不怕，我以后，也要像爸爸一样，当

个勇敢的解放军。这样，我就可以在山
上看见你了。”

视频通话结束后，我的内心百感交
集。女儿和儿子的成长，其实我见证的并
不多，可正因为有他们，让我在远方，更加
坚定地留下青春印记。

那夜，站在高高的哨楼上，我面向
家的方向，抬起冻僵的胳膊，敬了一个
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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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上的温暖印记
■刘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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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喜欢画画，她请爸爸每次回家带一张照片，照着照片将爸爸的样子画下来。儿子抱得动哑铃的第一时间，对

着视频告诉爸爸，他要当勇敢的解放军，这样就可以在山上见到爸爸了。 作者提供

1966 年冬至后的一天，邮递员踏
着泥泞的雪路、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军
营，为我送来一个邮包。我打开一看，
是一双缝着布鞋底，鞋的前脸和后跟也
用旧布包上缝好的蒲草鞋。

童年时，每到冬天快“进九”时，姥
爷便从集上买来蒲草鞋，用旧鞋底和袜
子头将其贴上缝好，里边装上麦草,让
我穿上。蒲草鞋看起来笨拙，却相当暖
和。那时，农村土屋门窗不严实，很容
易进寒风。屋里没火炉，最冷时炕上才
放一个火盆。可只要穿上蒲草鞋，写作
业时两脚一点也不觉得冷。即便是下
过雪后，我出去和小伙伴堆雪人、打雪
仗，穿着蒲草鞋的两脚也没被冻过。

姥爷寄来的蒲草鞋，真是雪中送
炭。那时，我们每人只有一双军用棉
鞋。部队在大山中施工，从工地到住处
有 5里多路。雨雪天时，走一趟路，棉
鞋就湿透了，再一冻便成了冰坨子，冻
得双脚麻木生疼。这双蒲草鞋，不仅我
可以暖脚，战友们也沾光。从工地回来
后，人人抢着穿。有了这鞋换替着，战
友们可以把湿棉鞋换下来，在火盆上烤
一烤或在太阳下晒一晒。

我往家写回信，告知姥爷蒲草鞋收
到，穿着好暖和，战友们也称其为“暖脚
宝”。信发出不久，我又收到姥爷从老
家邮来的一双蒲草鞋。鞋里还装着一
张小纸条，是不识字的姥爷请人代写
的，上面写道：“鞋，让你的战友穿。别
忘了在部队好好干！”战友们看到纸条
上的话，打心底尊敬和感谢这位老人。

我在回信时，装上了全班战友签名
的“好好干”决心书。后来，施工中遇到
困难时，总有战友说，咱跟老人说过“好
好干”，啥时都得算数！

后来，我才知道，第一双蒲草鞋，是
姥爷一见下雪想到我冷，踏雪从集上买

来，又走了很远的路去县城寄给我。第
二双蒲草鞋，是姥爷卖了 10个自己舍
不得吃的鸡蛋，用那些钱买了蒲草鞋并
邮寄到部队。

蒲草鞋，温暖过我，激励过我，更似
连心桥，将全班十多位战友“好好干”的
心连在一起。我永远记得姥爷的慈祥
面孔，还有他暖人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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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鲜花、战机……一场停
飞仪式正在机场进行。看着丈夫唐静郑
重地把头盔交给年轻飞行员的那一刻，
范俊的眼睛湿润了。

时间真快，从她嫁给唐静到现在，已
经一晃 20多年。当初阳光帅气的小伙
子，如今两鬓生出了白发。望着唐静，范
俊的思绪不觉间飘向从前的日子。这些
年，她跟随他的航迹、做他“僚机”的日
子，像放电影般在她眼前闪过。

当年，范俊是一位漂亮的青岛姑
娘。她跟唐静刚结婚，部队就分给他
们一套小公寓，让他俩有了一个幸福
的小家。周末，两人还能去范俊的父
母家蹭顿大餐，新婚燕尔的小两口把
日子过得很甜蜜。可惜这样的日子只
过了几个月。

一天范俊下班回家，发现原本不该
在这个时间回来的唐静竟然围着围裙在
厨房里忙碌着，并给她做了一桌丰盛的
晚餐。
“ 什 么 情 况 ？ 太 阳 从 西 边 出 来

了？你晚上不是要值班吗？”范俊笑着
问唐静。
“先尝尝我的手艺。”唐静拉着范

俊坐在饭桌前，一个劲儿地往她碗里
加菜。
“不对，你一定有事要跟我说！”范俊

觉察到唐静的神情有些不自然，直觉他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自己讲。
“我接到命令，要离开青岛，调到别

的单位去。”简单的一句话，唐静说得异
常艰难。

一时间，范俊的脑海中一片空白。
调到别的单位？离开青岛？她难以接
受这个事实，“能不去吗？”范俊试探地
问道。

唐静看着范俊含泪的眼睛，摇了

摇头。
那天夜里，范俊失眠了。她躺在床

上，陷入沉思。结婚前，她知道当军嫂、
当飞行员的妻子很辛苦，可再怎么苦，
父母就在身边，有父母照应着，日子总
能好过些。但她没想到唐静会调离这
座城市，而且这一天还来得这么快。自
己该怎么办？是选择两地分居继续留
在青岛，还是跟着唐静一起调往他要去
的城市？

范俊正烦恼的时候，她发现身边的
唐静悄悄地起身，走到阳台上。

望着唐静有些孤独的背影，范俊的
心仿佛猛地被针扎了一下。她想起自己
结婚前下过的决心。唐静从事的飞行工
作很辛苦，风险又高。因此，在嫁给唐静
前，她就想好要给他一个温馨的家，尽量
不让他为家里的事情操心。
“我怎么这么快就让他操心了？如

果两地分居，长期不能陪在他身边，他该
多孤单啊！”范俊心中有了答案：这辈子，
不管唐静调到哪里，就是天涯海角，都要
跟他一起去，陪在他身边。

不久后，范俊跟着唐静离开了青岛。
离开青岛前，范俊做足了心理准备，

但当她来到新驻地，看见孤零零地立在
稻田旁边的家属区，她还是忍不住掉下
了眼泪，这实在和她从小生活的环境相
差太大了。

哭归哭，范俊并没有因为条件艰苦
打退堂鼓。那时，家属区附近除了农田
什么也没有，生活很不方便。一次，范俊
跟唐静说自己特别想吃油条豆浆，唐静
就趁着休息，骑自行车带着范俊在尘土
飞扬的马路上找卖油条豆浆的小吃店。
骑了 20多分钟后，他们找到了一个简陋
的小店。两人刚坐下，看着对方同时哈
哈大笑起来。原来，这一路骑来，两个人

的头上、脸上都沾了不少灰尘，此刻在彼
此的眼中都是灰头土脸的模样。

生活有苦有乐。即便范俊跟随唐静
调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两人还是过着
类似两地分居的生活。平时，他们只有
周末放假才能相见，遇到唐静任务紧，十
天半月见一次面也是常事。再后来，部
队经常要去外地驻训，两人一分别就是
三四个月，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全落到
范俊身上。

孩子出生以后，范俊发现自己学会
的事情越来越多了。电灯坏了自己修；
煤气没了自己换；看见家里突然出现的
蟑螂、蜈蚣，她从最初吓得哇哇叫到后来
抄起扫把风轻云淡地几下就能解决。

让她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天傍
晚，孩子突然发高烧，她带着孩子去医院
观察了好几个小时。走出医院时，已是
深夜，大街上冷冷清清的，公交车早已停
运，出租车又打不到，范俊只能背着孩子
一步步地往家属区走。

虽然医院离家属区的路并不远，但
劳累一天的范俊背着孩子走在夜幕笼罩
的大街上，心中突然觉得无比酸楚，泪水
不知不觉滑落脸颊。那一刻，她多希望
唐静能陪在自己身边，可当时唐静正忙
着飞夜航，她不能打扰他，再苦再累，都
得自己扛。

20多年过去了。在年年岁岁、日复
一日之中，范俊把小家打理得井井有
条，全力支持着唐静的飞行事业。她
说，自从嫁给唐静，她的心就随着飞机
的起飞降落而起起伏伏，只要唐静每次
飞行都能平安归来，她吃再多的苦都心
甘情愿。

范俊的付出，唐静看在眼中，铭记在
心。那天，停飞仪式上，唐静动情地对范
俊说：“前半生有你的守望，我才能毫无
顾虑地去飞行，现在我已安全落地，后半
生就让我来好好守护你和孩子……”

战鹰下的守望，是最长情的告白。
对范俊而言，虽艰苦平淡，却无怨无悔。

守 望 航 迹
■李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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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居住的小城在江淮腹地，三餐
以大米为主，但父母总是三天两头地包
饺子、做包子、擀面条。亲戚来我家，看
着餐桌上的面食，笑称我们是北方人
家。对于家里吃面食的习惯，还得从父
亲来到部队说起。

父亲是在 1958 年冬季入伍参军
的。那个时期，贫苦人家吃不饱、穿不
暖是常态。父亲初到部队，虽然军事训
练很苦，但平均每个月能吃上两三顿饺
子。这在部队既是改善伙食，也算是慰
藉战士们的肠胃。我曾傻问过，你们那
么多战士吃饺子，炊事班那几个人得包
多久啊！父亲笑了，怎么会呢？我们是
各班做各班的。

原来，部队里每次吃饺子，炊事班
会提前将饺子馅拌好，然后通知各班
来人领取饺子馅和面粉。这时候，各
班会拿大小两个铝盆，小的装馅，大的
装面粉。在平时吃饭的餐厅里，各班
自动围坐一圈，有说有笑地忙起来。
和面、擀皮、煮饺子这样的技术活，基
本都是班里的北方战士做。父亲说，
平时，训练听班长的，但包饺子这件
事，班长却要听北方战士指挥。在战
士心中，能为班里做点事，那是非常有
成就感的。几个刚入伍的北方战士，
每次包饺子，脸上可有光了。而那些
南方战士，手拿软乎乎的饺子皮，像张
飞绣花似的，常常不知所措，最终摆在
桌上的饺子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样
式。而且，很多饺子一入锅，便纷纷张
口，成了乱糊糊。

在部队，凡事都讲究个“快”字，整
理床铺要快，出操要快，连做饭也要
快。为了鼓励大家动手参与，临时编排
到各班的连长、指导员，对各班包的饺
子进行评比，做得好的、速度快的，当场
表扬。“在一百多人的大饭堂里，包饺子
的场面可热闹了，每个班都暗自较劲，
跟训练场上比武似的。”说到这里，父亲
总是“啧啧”感慨，显出悠然回忆的神
情。

父亲来自南方农村，在家常常连
米饭都吃不上，更没见过饺子。父亲
包饺子时，虽然不会花样，但至少能捏
紧饺子皮。每次看到北方战士手如飞
燕般地擀饺子皮，父亲非常羡慕。可
每次包饺子，大家都在急吼吼地等饺
子下锅，哪有给生手练习擀皮的机
会。父亲有心，在休息期间特意觅到
一小截匀称的小木棍，就着树下的落
叶打着圈练习擀皮。一张张树叶，一
次次擀皮，父亲的双手也从笨拙变得
熟练，他迫切地想试试自己的手艺。
又一次包饺子时，父亲主动申请擀饺
子皮。几个北方战士并不相信父亲会
擀皮，连班长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说，“那你就试试吧，不行就马上换人，
别耽误大家吃饺子”。没承想，父亲一
“擀”成功，而且越擀越好，那几个北方

战士直竖大拇指。那一次，父亲得到
班长的表扬，刚好来到班里的指导员
也对父亲的主动好学点头称赞。

后来，母亲带我随军。那时的部
队家属区是开放式的一排排平房。每
到吃饭，大人小孩都端着碗，坐在廊檐
下，吃着聊着。隔壁李叔叔家是山东
泰安人，他们碗里不是面条就是饺子，
我看着眼馋。母亲看出我的心思，也
想学着做，可又不好意思张口问。父
亲知道后，当即表示：“简单！我来
教！”那段时间，父亲有空就拿出面粉，
指导母亲学习擀面皮、包饺子，而我则
拿些边角小料，像模像样地在旁边揉
捏着。慢慢的，面皮在母亲手下飞旋，
我们家的三餐，面食的花样也越来越
多了。

在部队里，年底都有聚餐，随军的
阿姨们会提前到炊事班帮忙。主食
里，饺子、包子、烙饼、面条等非常丰
富，母亲有心学，阿姨们也热心教。等
父亲转业时，我们又回到南方，而此时
母亲早已是个面食行家了。我家饮食
的变化，交融着部队这个大家庭的温
暖，吃面食的习惯也延续在我们以后
的生活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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