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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感 念

一个大党诞生于一只小船。红船，

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说起红船

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在浙江嘉

兴 ，有 这 样 一 位 女 中 学 生 与 红 船 的 故

事，震撼人心却又鲜为人知。

事情还得从一封信说起。1990 年 4

月 12 日，嘉兴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一封

听 众 来 信 。 信 中 写 道 ：“编 辑 同 志 ：您

好 ！ 今 天 ，我 在 早 上 听 了 你 们 所 播 得

（的）新闻，其中有一段新闻，关于我市

南湖纪念馆的事后，我想：我做（作）为

嘉兴市民中的一员，应该也出一份力。

我虽然只有 5 元钱，但这也表示了我对

嘉兴的一种感情。可由于我不知道南

湖纪念馆的正确地址，因此，请您转交

给有关建设南湖纪念馆的机关。我在

此深深地感谢你们！祝：你们的新闻更

上一层楼一帆风顺！”

信是两天前的 4 月 10 日写的，信中

确实夹了 5 元人民币。从署名的信息来

看，可以判定来信人是一名姓于的中学

生，其他一概不知。嘉兴人民广播电台

将这封信连同 5 元钱一起转交给了南湖

革命纪念馆筹建办。但这名中学生到

底是谁呢？

“好新闻来了！”嘉兴人民广播电台

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立即派出记者

韩 福 根 进 行 调 查 采 访 。 从 哪 里 着 手

呢？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记者挖掘新闻

的脚步。韩福根从这封没有署名的信

上下功夫。经过琢磨，他还是发现了蛛

丝马迹——这封信是写在一张印有“嘉

兴市中华化工总厂”的信笺上。由此可

见，这名中学生或许与这家化工厂有联

系 ，有 可 能 是 有 家 人 或 亲 戚 在 这 里 上

班。重要的是，这封信的落款为“中学

生：于××”。尽管捐款人隐藏了自己

的名字，但留下了姓氏，这就缩小了搜

索范围。经查，中华化工总厂位于大桥

镇，而大桥镇只有一所中学，就是大桥

中 学 。 这 么 一 分 析 ，线 索 就 有 了 。 于

是，韩福根赶紧行动，背起采访包、带上

录音设备来到了大桥中学。

因为自己是大桥人，韩福根对家乡

的里里外外都比较熟悉。嘉兴市中华

化工总厂就坐落在大桥镇的中华村，而

姓于的人家也都集中在一个名叫夏义

浜的村子里。韩福根先是到夏义浜找

村干部走访了一圈，看看谁家有孩子在

大桥中学读书，谁家有大人在化工厂上

班。接着，他来到大桥中学，经过调查

核实，终于锁定了一个名叫于群芳的初

一女学生。为了不出差错，韩福根先让

校长和班主任悄悄地去问一问，打听一

下于群芳是否给嘉兴人民广播电台写

过一封信。

这一问，真的问对了，要找的这个

匿名捐款的中学生就是于群芳（现名于

群芬）。那一年，她才 13 岁……

小小年纪的于群芳怎么想着要为

南湖革命纪念馆捐款呢？时隔 30 年，经

过辗转寻找，笔者在嘉兴市第二幼儿园

见到了她。朴朴素素，大大方方，彬彬

有礼，这是于群芳给人的第一印象。中

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嘉兴市卫校，1994

年在卫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5 年毕

业后分配到幼儿园当保健师。说起 30

年前的往事，文文静静的于群芳十分腼

腆地笑了。

回到 1990 年，4 月 10 日，一个普通

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这天早晨，鸡叫

了，天亮了，晨曦如雾，炊烟袅袅。13 岁

的于群芳早早地起了床，麻麻利利地帮

妈妈做早饭，吃完饭后再去上学。像往

常 一 样 ，做 饭 的 时 候 ，她 喜 欢 听 广 播 。

这天早晨，她无意间听到了嘉兴人民广

播电台播发的一则新闻，大意是说要新

建南湖革命纪念馆，希望得到广大党员

干部和市民的支持。

于群芳听了，怦然心动，感觉作为

南湖儿女应该为南湖革命纪念馆做点

什么。尽管自己还从来没有去过南湖，

更从未走进过纪念馆的大门。吃过早

饭，她上学去了。但这件事儿，她一直

惦记在心里，好像农民在地里种下了一

颗种子。下午放学回家，吃过晚饭，她

伏在饭桌上做作业，妈妈坐在桌边给哥

哥织毛衣。

做完作业，于群芳抬起头来，小声

地说：“妈妈，我有一件事要跟您说。”

“什么事？”

“听说南湖革命纪念馆要建一个新

馆，我想给他们捐一点钱。”

“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学校发通知

了？”

“没有。是我早上做饭时，从广播

里听到的。”

“哦，你怎么要捐钱给他们？”

“听奶奶说，我们家过去很苦，现在

过上好日子了，要感谢共产党。爸爸小

时候，8 岁了，穷得连衣服都没得穿，也

没有吃的，吃榆树皮，连大便都拉不下

来。现在我们家虽然也没钱，但每个周

末，我和哥哥都能吃上肉。”

“你想捐多少？”

“5 元钱。”

“你想捐就捐吧。”

“可是，妈妈，我的零花钱……”其

实，那时候于群芳平常也没有零花钱。

这些钱都是她每次买笔、买作业本等文

具用品剩下来的钱，父母也都允许她留

下来作为零花钱。于是，她就用旧毛线

编织了一个袋子，把这些硬币零钱积攒

了起来。

“你有多少钱？”

于群芳起身拿来自己用毛线编织

的“储蓄罐”，在妈妈面前晃了晃，笑着

说：“妈妈，我就这么多。”

“拿出来数一数。”

“哗啦——”一声，于群芳把硬币倒

在了桌子上，1 分、2 分、5 分……1 毛、2

毛、3 毛……1 元、2 元、3 元……一口气

数下来，才 3 元多一点儿。数完了，她睁

着眼睛，呆呆地看着妈妈。

“你看着我干吗？是不是想让我把

剩下的给你补上。”妈妈笑着问道。

于群芳点点头，眼睛里散发着渴望

的光芒。屋顶的白炽灯泡似乎更亮了

一些。灯光映照着她稚嫩的脸庞，仿佛

在上面涂上了一层金色。

“我想问你，你怎么捐给他们？”

“我想好了，到邮局寄给广播电台，

让他们转给建设南湖纪念馆的机关。”

“这么多硬币，怎么寄？”

“妈妈，我想把我积攒的硬币都给

您，您给我一张 5 元钱纸币。这样，我可

以给他们写封信，把这 5 元钱夹在里面

寄给他们。”

这 时 ，外 出 做 泥 瓦 工 的 父 亲 回 家

了，听了女儿要捐款的事，憨憨地笑着

说：“妈妈答应你了，说明你这是在办正

经事，我支持，缺的那点钱我来垫上。”

听了父亲的话，女儿脸上露出了笑

容。

就这样，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于

群芳从在嘉兴市中华化工总厂跑外销

的叔叔那里要来一张信笺，当晚就写好

了这封“匿名信”。第二天一早，小姑娘

揣着信，像一只小喜鹊一样蹦蹦跳跳地

直接向镇上的邮电局奔去。寄完信，她

高高兴兴地去学校安安心心地上课了，

感到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使命。

于群芳没有告诉老师，也没有告诉

同学。信和钱都寄出了，于群芳的心中

多了一个秘密，也多了一丝担心，那就

是信丢失了该怎么办？要知道，5 元钱，

对当时的她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时候，她和哥哥上学，一日三餐大多

是就着妈妈腌制的咸菜下饭，家里只有

周末才去镇上买一次新鲜蔬菜和肉类

打牙祭。

现在，嘉兴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找

上门来了，本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儿的于群芳终于瞒不住了，一时间成了

大桥中学和中华村的“新闻人物”。13

岁的于群芳，小小年纪，十分淡定，一点

儿也没感觉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因为

她的目的和动机本来就简简单单、十分

纯粹。她始终记得奶奶的话：“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幸福的家。”

现在，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为她

感到高兴。村里的老年人见到于群芳

的父亲都忍不住地夸奖说：“哇！春观

的女儿蛮厉害的！”父亲在村子里做人

做事一直非常低调，这一次女儿给他增

了光，他的脸上满是欣慰。

一石激起千层浪。于群芳成为第

一个为南湖革命纪念馆捐款的人。一

个 13 岁的女中学生为建设南湖革命纪

念馆捐了 5 元钱，这则新闻在嘉兴引起

极大震动。经过报纸、广播迅速、及时

的大力宣传，不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街

头巷尾的热议，也引起嘉兴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重视。

这年 6 月，嘉兴市委书记专门召集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委组织部、市委宣

传部和文化局、教育局、共青团、妇联、文

联等 15 个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议题只有

一个，就是如何建设南湖革命纪念馆。

在联席会上，市委书记说：“建设南湖革

命纪念馆新馆，如果由财政来承担，我们

嘉兴完全承担得起。但是，我的想法是，

我们不仅要把这个新馆建成、建好，而且

还要通过建馆这件事，对我们嘉兴广大

的党员干部进行一次党性教育。像大桥

中学的一位中学生捐了 5 元钱，这是一

件了不起的事情，小孩子给我们大人上

了生动的一课。”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各抒己见，贡

献智慧。最后，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

共同发起“我为南湖增光辉”活动，联合

向全市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发出倡议，

进行爱党、爱社会主义、爱家乡的系列教

育，为修建南湖革命纪念馆出资出力。

随后，中共嘉兴市委、市政府顺应民意，

召开“我为南湖增光辉”活动动员大会。

风 乍 起 ，吹 皱 一 池 春 水 。 7 月 15

日 ，新 华 社 播 发 了 专 稿《嘉 兴 拉 开“我

为南湖增光辉”活动序幕》。“我为南湖

增 光 辉 ”活 动 迅 速 得 到 了 全 市 党 员 干

部 和 全 体 市 民 的 广 泛 响 应 ，从 工 厂 到

农 村 ，从 机 关 到 学 校 ，从 党 内 到 党 外 ，

从年逾古稀的革命老人到好学上进的

少 年 儿 童 ，从 南 湖 之 滨 的 嘉 兴 人 到 祖

国各地的热心人，纷纷自愿、自觉地为

南 湖 革 命 纪 念 馆 捐 款 。 至 7 月 31 日 ，

捐款金额就达 104.6 万元。8 月 2 日，远

居北京的中共一大的见证者王会悟老

人也给嘉兴写来一封信，并附上 100 元

捐款。其间，嘉兴市委组织了“嘉兴地

方党史巡回报告团”，到市级机关及各

县（市 、区）开 展 巡 回 报 告 ，直 接 听 众

8000 多 人 ；开 展 了“ 嘉 兴 精 神 ”大 讨

论、“立事立项”（办好一件实事，完成

一 个 项 目）等 活 动 ；编 辑 出 版 了《南 湖

魂》《中共嘉兴党史纪事》等书籍，拍摄

了《烟雨风云》电视片。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依然留在嘉兴

人今天的记忆里——盲人中医师朱丽

华 听 到 消 息 后 ，第 一 个 送 来 捐 款 116

元；一对年轻的父母，把原本置办儿子

周岁生日喜宴的 100 元钱，再添上 7.19

元（寓意儿子的出生日期），以儿子的名

义捐献；小学 2 年级学生薛亮手捧“大肥

猪”储蓄罐来了，把从幼儿园就开始储

存的零花钱全部捐献；嘉兴绢纺厂退休

女职工林晓秀把调级以后补发的 120 元

工资送到筹建办；海宁市盐仓海涂朱国

尧等 4 位养猪农民为了“表心意”，共捐

献 650 元；海宁市丁桥镇中心小学来了

400 多名少先队员，他们献上了用零花

钱和收集废品换得的钱买来的 400 多块

红砖和 267.12 元捐款，并一一在红砖上

写下了自己的誓言……南湖革命纪念

馆工作人员，几乎所有人都捐了 100 元，

可是当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一个月的

工资还不到 100 元。个人踊跃捐款的同

时，嘉兴的企业也慷慨解囊。家具厂捐

来各式家具，钟表厂捐献特制大钟，电

扇厂捐了电扇，电冰箱厂捐了冰箱，钢

管厂捐了价值 5000 元的钢管……截至

1990 年 底 ，在“我 为 南 湖 增 光 辉 ”活 动

中，参与捐款、捐物、义务劳动的嘉兴市

民超过 26 万人，捐款总额达到 3260947

元。其中，个人捐款占 45%以上，捐款

100 元以上的个人有 1870 多人，捐款的

党 员 占 全 市 党 员 总 数 的 92.6% ，捐 款

5000 元以上的单位有 260 多家。

平平淡淡才是真。历史的确没有

忘记这个当年只有 13 岁的小姑娘，嘉兴

人始终把尊敬的目光投给她。1990 年 9

月 13 日，第二代南湖革命纪念馆奠基典

礼在南湖渡口旁举行。第一个捐款的

于群芳也应邀参加了奠基典礼。这是

她第一次来到南湖，终于看到了南湖的

模 样 。 面 对 记 者 的 采 访 ，于 群 芳 笑 着

说：“我捐 5 元钱，就是为了表达我的一

份 心 意 ，很 简 单 的 ，就 是 发 自 内 心 的 。

作为南湖儿女，我的心意尽到了。这就

是我的初心吧。”

第二年 6 月 25 日，浙江省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大会暨嘉兴南湖革

命纪念馆落成典礼在南湖之滨隆重举

行。这是嘉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

众集资兴建的一座历史性建筑，受到了

全 国 各 地 人 民 的 热 情 关 注 ，载 入 了 史

册。南湖儿女用一颗红心凝聚起了一

座信仰的丰碑，高高耸立在纪念馆屋顶

之上的金灿灿的党徽，正是他们爱党、

爱国、爱家乡的最美的明证和表达。新

馆建成不久，也迎来了她的第一个捐款

人。这一次，于群芳是随工作单位嘉兴

市第二幼儿园集体组织来参观学习的，

这也是她第一次走进由她捐献 5 元钱

“发起”建成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在纪

念馆展厅一个拐角处的玻璃展柜中，她

看到了当年自己写给嘉兴人民广播电

台的那封信。那一刻，她至今还记得：

“没想到自己当时的一个小小的举动，

竟然和许多革命先烈的资料一起，被纪

念馆当作文物珍藏起来，我一个人在心

里穷激动，没有告诉其他同事。”她要把

这个秘密埋藏在心中，平平淡淡地过普

普通通的日子。

“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2005

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开始进行第三代馆

的建设，于群芳以特殊党费的名义捐款

500 元，表达自己的心意。2008 年，于群

芳带着正在读小学 5 年级的儿子来南湖

革命纪念馆参观，这是儿子第一次来。

在 展 柜 中 ，她 又 看 到 了 自 己 写 的 那 封

信。这一次，她没有隐瞒儿子，悄悄地

把 自 己 的 故 事 跟 儿 子 一 五 一 十 地 说

了。不是为了在儿子面前炫耀自己，而

是为了在儿子心中播下一颗信仰的种

子。言传身教，她要把特别的爱送给儿

子。这就是爱的教育，也是爱的真谛。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儿子听了之后，开

心又自豪地大声说：“妈妈，您怎么这么

厉害的啦！我要向您学习。”

听了儿子的话，那一刻，于群芳被

一股巨大的暖流包围，打心底里体会到

一种深沉的骄傲和幸福。这是一个母

亲的骄傲，这是一个母亲的幸福。

红船·初心
■丁晓平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一

走出两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的 驻 地 时 ，我 抬 手 看 了 看 表 ，15 时 整 。

作为随团记者，差不多每年都是这个时

候撤离驻地。

入驻京西宾馆那天，风还有点凛冽，

过了几天，再拂到脸上的风便有了一些

柔情。几年来，每年春天我所见到的第

一枝花开，都是京西宾馆一楼后园的那

树山桃。节气的精准在于，一个会期里，

山桃以含苞相迎，以盛放相送。

往年都是和代表们挥手致意，说着

“明年再会”。这次不同，今年是本届人

大代表任期的最后一年。与几位基层代

表的离聚，让我在两会这场政治要求极

高的采访活动中，咂摸出军人的自信和

人情的暖意。

二

我与杨磊代表相识于 2014 年。此

前他是陆军某旅一个步兵班里的年轻战

士。因为看了一场电影《兵临城下》，杨

磊心中有了明晰的目标——成为一名优

秀狙击手。后来，我去采访他的缘由，恰

恰是因为他刚刚获得全军狙击手比武第

一名。

杨磊不善言辞，这对广播记者来说

可真是要命的事。经常是我一个问题问

完，他用两三个字打发我，就像击中靶心

的那几声枪响，“啪！啪！”完事儿了。我

说：“杨班长，你说话能不能别像打枪一

样精练？”他嘿嘿笑着。我说：“你说一段

连续的、长一点的话呗，我好录个同期

声。”他唰地立正，大声说道：“不相信有

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

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杨根思连所在部队的兵，就是这三

句话，就是这么股劲儿。2019 年两会上

我们重逢，我简直比他还激动。我是最

早报道他事迹的记者之一，我的采访对

象、一个看上去平平常常的战士，胸前挂

着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件站在人民大会堂

前，我也是发自内心的骄傲啊。

那年两会期间，总台央广《中国之

声》有一档面向基层代表的访谈直播节

目《央广演讲台》，我作为军事观察员陪

着杨磊走进直播间，讲述基层官兵的成

才故事。我还记得那一期节目的题目：

《强军召唤奋斗者，成功偏爱追梦人》。

直播中，杨磊言语自信，侃侃而谈。

这几年两会上每每再见，我直观地

感受到他作为一线带兵人的迅速成长和

成熟。“李姐，下次再见可就难了。”告别

时他说。“那可不一定，联演、联训、维和

任务，说不定在哪儿又见啦。”

三

我和张潇代表相识更早，2009 年，

在首批战斗机女飞行学员毕业飞行的考

场。16 架某型喷气式高教机载着 16 个

英姿飒爽的女孩直冲云霄，我有幸见证

了这载入历史的一刻，中国从此有了名

副其实的战斗机女飞行员。

23 岁的张潇在当时看来，并非人群

中最耀眼夺目的那个。她个性低调内

敛，也不常笑靥如花。因为个儿高，偏

瘦，她正默默纠正着过载荷带来的生理

极限——黑视，这是足以终结飞行员职

业生涯的可怕反应。

随后，她们参加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大阅兵，接着登上虎年春晚，再后来成功

改装某新型战机。这一次次采访中，无

论是多么喧腾的背景，她语言语调始终

是稳稳且淡淡的。

直到她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们有

了更从容的时间长谈时我才知道，这份

稳和淡对于飞行员而言是多么可贵的天

然属性。这几年两会期间，张潇连续提

出了质量颇高的建议。2021 年两会期

间，我做了一期张潇的个人访谈节目《军

旅人生》，她真诚地袒露心声，让我得以

窥见优秀女性飞行员的选择和深情。

最让我感佩的是，10 多年前那个静

静的小姑娘，已是海防一线果敢坚毅的

战斗员。她一次又一次执行空中警巡任

务，与对手在目视距离上交锋。聊到这

些，我的眼睛竟有些湿润了，她笑称我

“太感性”。不知为何，每次她说出“你在

飞，就是我们在飞”这句我军女飞行员的

“行话”，都会打开我眼泪的阀门。

同为两个孩子的妈，我们的交流又

因为柴米油盐、日常烟火而多了几分亲

近。虽然与她相约要带娃去看飞机、看

飞行，但我深知，此去一别，再见想必又

是经年。

不仅是杨磊、张潇，还有来自陆军的

帅气女兵吴昌洁代表、开某新型运输机

的冯玮代表、解放军总医院的陈香美代

表等，因为新闻采访的机缘，在他们成为

全国人大代表之前，或因为典型采访，或

因 为 某 项 军 事 行 动 ，我 们 得 以 相 识 相

交。因而两会上的重逢，让我颇有“散而

复聚”的惊喜，也在我忙碌繁重的两会采

访任务中穿插了些许轻松与快意。

四

到了告别的时刻，视线中京西宾馆渐

行渐远。聚散离合，总由不得人刻意安

排。这两年，随着改革强军的持续推进，我

的同事、同行、战友有的在默默坚守，有的

在默默间转身离去。曾经的朝夕相处、曾

经的并肩作战，都成了难忘的回忆。

但我相信，离别的路口也是重逢的

路口。就像那些原本以为采访结束就

不会再见的战友，又一次次在军事演习

等现场相逢。那些我们不忍告别的人、

不舍遗忘的人，只要心有所念，或许就

会在下一个路口等候。在强军兴军的

征程上，必然会遇到数不清的路口，我

和我亲爱的战友们，依然在坚定前行、

执着守望……

守望在下一个路口
■李 琳

扫
一
扫
，听
﹃
长
征

副
刊
﹄
往
期
美
文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没有生锈的冲锋号

从乌蒙出发，从乌江出发

从高原出发的三月火种

就要燃成一片红海

我在一块红军断碑前思索

这些路和路的背后

究竟留下多少红军战士的足迹

让三月的苗岭孕育一部史诗

意象和主题是啼血的杜鹃待开

诗名从高原的麻山腹地吟唱而出

“共产党对贫困山区人民真好”

“共产党对民族地区同胞真暖”

这不是一句两句口号

真不知多少人用充血的眼睛和脚步

在羊肠小道上勇毅前行

挖掘出一颗颗枪械的斑驳与铁证

春天的冲锋号，再次吹响

红岩

我听见铁链和锁

不能锁住的信仰的声音

我知道岩石的高温与硬度

把热血熔铸为血性

大山的血性是沉默的

我常常想，如果不在山涧行走

不听清泉琴声流 那些励志的果实

和被岁月过滤的往事

永远在沉寂

是的，山里的兰花叫山兰

郁郁葱葱的纯粹军绿色的山兰

先烈路过时 为正义拋洒的血

依旧在高原盛开，一直没有冰凉

春天的出发

窗外静悄悄地下着雪

失眠的刀被清醒磨得很快

一层一层削亮夜晚

推开村门 一场雪在漫天飞舞

春雪与春水都在悄悄地涨

如信心鼓足 脚底生风

我拥抱春雪春水，密封母亲的叮嘱

给故乡敬一个军礼

扛着心中的旗帜

再看一眼故乡就出发

高原的春天（组诗）

■小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