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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竹破土，山花烂漫。当又一个春
天到来之际，全国所有退役军人迎来了
一件期盼已久的幸福事——悬挂光荣
牌。作为千千万万退役军人中的一员，
手捧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监制、福建省人
民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一种久
违的光荣感、自豪感油然而生。在雄壮
的军歌声中，我郑重地将光荣牌悬挂于
门楣上。望着“光荣之家”4个熠熠生
辉的大字，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参军时家
中悬挂光荣军属牌的情景。

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早春，欢
送新兵入伍的锣鼓声紧连着过年的鞭炮
声，公社领导带着有关部门的同志到我
们家拜年，并将一块“光荣之家”牌匾高
挂在我家堂屋正中。父亲在当日给我的
来信中这样写道：“鞭炮声、欢笑声好像
要冲破房顶，直向远方飞去……贤彪，
你听到了吗？你是光荣的军人，我们是
光荣的军属，要对得起这份光荣，就要
用情守护好这光荣牌，用心擦拭好这光
荣牌，让她永不蒙尘、光彩夺目！”

也是在那一天的晚上，父亲把一家
人叫到一起，面对光荣牌对一家人“约
法三章”：“第一，贤彪当兵是为国家和
人民尽责，要支持他的工作，不要让家
里的事使他分心走神；第二，咱们是军
属，想事办事要像个军属的样子，各自
要努力学习和工作，争取拿优秀；第三，
当军属光荣，但不要以军属自高自傲，
在外面要尊重别人，主动搞好邻里关
系。”父亲的“约法三章”以后成为我们
家特殊的家规，谁也不敢漠视它。

光荣之家的荣誉，父亲的谆谆告
诫，成为激励一家人不断进取的动
力。当时我在云贵高原某工程团当
兵，工作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施工三
班倒，渴了喝山泉水，困了在工地上和

衣而眠……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我还
抓紧时间搞新闻报道，不少反映工程兵
战斗生活的报道见诸军内外报刊。不
久，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荣立
三等功。几个弟妹学习都很努力，被学
校评为“三好学生”。父亲就更不用说，
继续保持老先进的荣誉，多次被单位评
为“先进工作者”。

花开花谢，斗转星移。岁月的风雨
将草绿色的军装洗涤得由绿泛白，我也
由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干部，有了
固定的工资收入。地方政府得知后，依
据有关政策取消了对我家的优抚待
遇。后来，连同“光荣之家”牌匾也不送
了。通情达理的父亲，对取消军属每年
几十斤大米、几斤猪肉的优抚待遇想得
通，但对不发光荣牌颇有意见。他曾跑
到公社找到有关领导质询：“我儿子提
了干部，可他仍然是个军人。他有了工
资收入，优抚待遇我们理应不要，但光
荣牌为什么也不发了呢？”公社领导见
我父亲动了气，且提的要求又合情合
理，于是在请示了县民政局后，很快为
我家补发了光荣牌。

时光匆匆而过，生活重压使父亲积
劳成疾，那年他被诊断为胃癌且到了晚
期，虽然经过手术和化疗，但最终还是离
开了人世。临终前，家人要给我打电话，
几次都被父亲制止。他执拗地对家人
说：“部队上的事多，我的病情莫告诉贤
彪，让他安心工作。”弥留之际，他让家人
取下高挂在堂屋中央的“光荣之家”牌
匾，用微弱的声音说：“咱们是军属之家，
是光荣也是责任，我走了，你们要珍惜
这份荣誉，莫让光荣牌蒙上灰尘……”

转眼，父亲已经走了许多年，我也
脱下军装转业到了地方，自然将挂了多
年的光荣牌收了起来。但曾经给我们
家以荣耀的光荣牌并没有在我心中消
失，我不时在心中想起当年挂光荣牌的
情景，想起“约法三章”的家规，想起父
亲弥留之际说的话。我深知，转业后虽
然不是现役军人了，但在军营几十年的
摸爬滚打，炼就了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
心、不怕艰难困苦的铮铮铁骨，耳边回
响的仍是冲锋的号角，血液里流淌的仍
是军人的基因。要说有什么不同，那也
只是岗位的变动、角色的转换。因此，
我一直珍惜曾经是一名军人的那份荣
光，在新的岗位上保持军人本色，续写
光荣篇章。

如今，党和政府决定为所有退役军
人家庭悬挂光荣牌，国务院还专门印发
《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
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为此，退役军人
事务部及各级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细致
的工作。当“光荣之家”的牌匾重新挂
在门楣上时，其时已退休的我，依然难
以抑制内心的那份感动和激动。在我
的心目中，这不是一块简单的牌匾，她
凝聚了党和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关怀与
厚爱，是对退役军人光荣历史的肯定，
更是鼓励和激励。我们在享受这份光
荣的同时，更应该明白其中所蕴含的沉
甸甸的责任。近日，各大媒体隆重推出
了湖北省来凤县 95岁的老党员、老英
雄张富清的感人事迹。战争年代，他出
生入死，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
勋；和平建设时期，他退伍不褪色，将赫
赫战功埋在心底，只字不提，体谅国家
困难，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续写了新
的光荣。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就应该像
张富清那样，追求精神世界的“富”，永
葆革命军人的“清”，在新的岗位上，把
心中的光荣牌擦得锃亮，演好人生新角
色，续写军人新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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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集电视剧《上将洪学智》，以别开
生面的叙事风格深深打动了观众。细
细分析其创作经验，其实就是一句话：
浓墨重彩写人物，聚精会神讲述主人公
成长奋斗的轨迹。

《上将洪学智》依据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要
求，在涉及人物的重要事件确保历史
真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剧作者的想
象空间，塑造了一个逼真的栩栩如生
的从大别山走出的一名布衣将军的典
型形象。

一部优秀的人物剧，关键是选材。
洪学智70余年戎马生涯波澜壮阔，作者
精心选取了最能体现主人公辉煌人生
的几个重要节点，选取人物最重要的经
历、最感人的故事、最能体现个性的生
活，进行精心挖掘和细节描述，从而真

实记录了洪学智将军的人生轨迹。
整部作品围绕洪学智人生“四起四

落”为主线，运用史诗一样的叙事语言
和艺术化的手段，刻画了一个戎马一生
的战将光辉灿烂、传奇曲折的人生。作
品从主人公参加商南起义写起，通过一
个又一个鲜活生动的故事，展现了不同
时期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从一个少有
壮志、不怕牺牲的红军小英雄到胸怀理
想、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革命路上，
他屡经磨难，却不改初心。军旅征途，
他建下无数奇功。在抗美援朝战争以
前，洪学智是一名卓越的军事战将，一
直在军事一线带兵作战。抗美援朝战
争，他最希望的是率部挥师沙场。但
是，毛泽东深知出国作战后勤保障的重
要，没有后勤，战争的胜利将无从谈起，
于是洪学智被点将成为后勤最高指挥
官。洪学智毫不犹豫，走马上任，成为
威震中外的创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
化后勤保障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洪学智将军经历的大事很多。从
鄂豫皖根据地到陕甘根据地，从西征到

万里长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
抗美援朝到挥师凯旋，从10年“文革”到
拨乱反正，一直到后来改革开放、大刀
阔斧地进行军队改革整顿，洪学智将军
贡献大、人生亮点多、传奇故事多。但
是，编导没有拘泥于这些历史故事的流
水账，没有拘泥于简单再现故事，而是
在对故事的叙述中表现这样一名老共
产党员、老将军对国家、对党、对人民的
无限忠诚。无论遭遇多少曲折、蒙受多
少冤屈、受到多少磨难，他忠于党、忠于
人民的根本立场从来矢志不移。无论
身居何职，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廉洁
奉公、淡泊名利、牺牲奉献的良好作
风。他严格的自律意识和良好的家风
今天看来是那样纯洁高尚，至今依然在
党内军内传为美谈。他的战功影响世
界，英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曾指
名要见当年这位军中奇才。即使在“文
革”最混乱的岁月，毛泽东还多次了解
这位将军的下落。这位战功卓著的战
将，居功不傲，始终保持一名老共产党
员的革命本色。他的人生可以用4句话

来概括：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切为
民，永跟党走。而这一切，无疑给我们
今天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提供了人生的
一面镜子。

《上将洪学智》在叙事中努力表现
人物的精神品格。大量的细节情节，看
似生活中的平常故事，展现的却是主人
公的思想情操和精神魂魄。面对这样
一名老共产党员无限忠贞的生命故事，
今天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
者都应该扪心自问：与洪学智将军相
比，我们的差距在哪儿？老一辈革命家
能做到的事，我们能做得到吗？我们应
该怎样继承他们创立和倡导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我想，这才是这部电视剧给
我们应有的思考和启示。

这部电视剧的创作和推出，也给
文艺工作另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的
着眼点应该立足哪里？我们的笔墨应
该描摹哪里？我们的镜头应该对准哪
里？那些普通的劳动者和胸怀理想信
仰的英雄，才是我们应该着力表现的
对象。

浓墨重彩塑造英雄
——评电视剧《上将洪学智》

■陈先义

在大西北，纵横几千里的沙漠戈壁，
难见绿草，罕有飞鸟，这是“死亡之海”。

然而，正是在这“死亡之海”，悄悄
遍布一簇簇骆驼刺、红柳和马兰草，它
们的根系盘结而粗壮，尤其是马兰草。

马兰草，质朴而坚韧，普通而不凡，
可谓大漠深处的精魂。

在大多数极寒冷的日子里，马兰草
形容枯痩，与沙碛浑为一色，淹没于浩
瀚戈壁。然而就是在这时，它们深深扎
根于底层吮吸大地的营养，奋力地生、
顽强地长，抵御风沙、抗击严寒。一旦
春天来临，它们便珍惜这难得的时光，
迅捷而全力舒展、开放，亮出自己深深
的蓝和幽幽的香。此时，人们才发现在
这广袤的死亡之地，竟也有倔强的生
命力量在延续，营造着光华四射的春
的意象！

其实，面临死的环境、死的危险和
死的压迫，必会有生的萌动、生的倔强
和生的抵抗！

60多年前，西方列强挥搅着“核讹
诈”的黑云，世界为之昏暗。当人类的
自由生存权被践踏、中华民族的和平生
活受到严重威胁时，有一群人——他们
中有将军、科学家、普通的官兵和军工，

应党的召唤，奉祖国之命，从四面八方
聚集，风尘仆仆来到这死亡之地。他们
隐姓埋名，整日与风沙为伴、与冰雪为
伍，住地窖、喝咸水，顶烈日、冒严寒，历
经数不清的艰难困苦，终于使这沉寂之
地响起隆隆惊雷，升起灿烂祥云……这
是他们从胸腔发出的带血的吼声，是他
们用生命燃放出的耀眼光彩！笼罩在
人们头上的雾霾被驱散，华夏子孙从此
扬眉吐气！这里的马兰草更加郁郁葱
葱，马兰花开芬芳四溢……

马兰草扎根戈壁深处，花开朴素无
华；马兰人隐姓埋名，创造惊天神话。

在茫茫无垠的罗布泊，马兰人放
飞着心中的鸿，这鸿衔着吉祥的云
霞，翱翔天宇，把马兰花的馨香播撒人
间……

听，戈壁深处传来“风不要说，云不
要说”的歌声，多么铿锵，多么深沉而悠
扬；看，从马兰村冉冉升起的太阳，多么
纯洁，多么美丽而辉煌！

大漠精魂
■秦 阳

开往省城的高铁，缓缓地启动了。
下士抱着军绿色棉布包裹的玻璃坛子，
在挨着车窗的座位上落定。

他不停地喘息，既因为累，也因为急。
刚才经过安检通道，尽管他费尽口

舌，解释玻璃坛子里装的是海水，可安
检人员就是不予放行。春运期间，带大
半坛子不明液体，难免让人生疑，谁会
相信那是海水？

万般无奈，下士捧起坛子，“咕咚咕
咚”喝了两口。再加上，下士穿着一身
荒漠迷彩，佩戴军衔，安检人员才打消
了疑虑。

下士的嘴里有些苦涩。那两大口
海水对味蕾的刺激，持续的时间还真是
挺长。

他想起了团长。

入伍不久，在全团军人大会上，戴
着眼镜、一脸斯文的团长，讲了一段令
他终生难忘的话：“我们驻守的这个海
岛是祖国的前哨，我们守卫的这片海水
格外地苦、格外地涩，因为，甲午海战的
耻辱融化在其中！”

他后来听说，团长是军校高材生，
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毕业以后就上了
海岛，一干就是18年。

“先生，把您的东西放到行李架上
吧！”查验车票的乘务员善意地提醒下士。

“哦，不用了，谢谢！”下士回过神
来，怀里的玻璃坛子抱得更紧了。

坛子里的海水，是下士特意到海训
场取来的。

他知道，那片海域，团长异常熟
悉。每年夏天，团长都会亲自组织武装
泅渡训练。

3年前，就是在那里的深水区，下士
在训练中不慎溺水，是团长把他救了上
来，当时他还是列兵。

那次，海水可不止喝了两口！下士

回忆着，舔了舔干裂的嘴唇，隔着棉布
摩挲着玻璃坛子。

高铁飞驰，车窗外飘舞着漫天雪花。
下了车，路上一定很滑，可千万不

能摔倒，辜负了全团官兵的期望啊！下
士脸色凝重，像是肩扛千斤重担。

前天，团长昏迷前，在病床上和政
委通了最后一个电话：“老伙计，我怕再
也回不了岛了，真想念大家，真想闻一
闻大海的味儿啊……”

政委失声痛哭，说啥也要了却老团
长最后的愿望！

为团长送海水的事，全团都知道
了，大家争着抢着去。

最想去的还是政委。为了团队的
战备训练，团长硬是忍着脑瘤带来的剧
痛，靠止痛片坚持着，6个多月没有下
岛，耽误了病情。眼下，政委多么想看
一看情同手足的老搭档啊！可是，单位
战备任务重，不能没有主官……

政委正在为难的时候，下士撞进办
公室：“团长救过我一条命，我一定要看

他最后一眼！政委，我求您了！”
政委点了头，下士成了代表全团官

兵的不二人选。他怀里的那坛子海水，
装满了全团官兵的心啊！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
的终点站，请提前做好下车准备……”

下士腾出右手，扶了扶军帽。
他想好了，尽管团长已经昏迷，进

到病房，他还是要给团长敬一个标准的
军礼。他相信，团长看得见。

他要俯到团长耳边说：“团长，我代
表全团官兵来看望您了！”

他要拿掉坛盖儿，在团长枕边使劲
晃动玻璃坛子，让团长听到大海的声
音，闻到海水的味道。

他要轻声地告诉团长，清澈的海水
里有一棵青翠的海藻，有一枚心形的鹅
卵石……

下士小心翼翼地抱着坛子，一滴泪
水落到了军绿色棉布上。

泪眼蒙眬间，他感觉泪水渗进了坛
子，融进那片蔚蓝色的大海……

海水的味道
■吕立爱

神州大地，三月春风披锦绣。此
刻，我们欣喜地读到军旅作家胡世宗的
新作《雷锋，我们需要你》（载 2019年 3
月4日《中国国防报》），备觉温馨，亦颇
为激动。在这首抒情长诗中，读者看到
了一个熟悉的雷锋，更看到了一个崭新
的雷锋。通过作者平实的诗句，我们再
次感受到了身为普通一兵的雷锋之平
凡和伟大；透过作者饱满的诗情，我们
再次感受到作为一个老兵，诗人持文艺
重器“培根铸魂”的使命感。

重温雷锋，的确“是并不遥远的记
忆”。尽管雷锋没有董存瑞、黄继光那
样的壮举，但同样以“不起眼儿的小事
儿，一桩桩，一件件”诠释着战士的责任
和生命的意义。在作者的诗行里，我们
看到的雷锋是这样富有魅力：“你笑语：

一块好好的木板，钉子怎么能钉进去？
就靠两个字，一个是钻，一个是挤！靠
这‘钉子精神’，你读了多少书啊，薄薄
的《黄继光传记》，厚厚的《毛泽东选
集》……你打造了一个又一个——‘进
步的阶梯’！”在作者的诗句中，我们看
到的雷锋是如此充满活力：“雷锋啊，在
擦拭汽车盖儿的间隙，偶然抬头，微笑
着高声朗诵：‘我活着，是为了别人活得
更美好！’啊，雷锋，你是多么出色的诗
人，否则，怎么会咏出如此精彩、如此动
人的诗句？！”

作者代表广大群众发出时代的呼
唤：“雷锋，我们需要你！”之所以如此，
皆因“雷锋，你从未与时代脱节，你从
未和人民大众分离”，皆因“你身上流
淌的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的血液，你身

上散发的是南湖红船启始的动力”。
习近平主席称雷锋精神“是五千年优
秀 中 华 文 化 和 红 色 革 命 文 化 的 结
合”。所以作者写下，在“向着‘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挺进”的征程上，“雷锋
啊，你仍是一面高扬的大旗”，“你仍是
照亮前程的火炬”！

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作品，肩负着
反映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的重要使
命。我们的时代需要雷锋，我们的文坛
同样需要像《雷锋，我们需要你》这样情
真意切、激浊扬清的诗篇。

时代的呐喊 人民的呼唤
——读胡世宗长诗《雷锋，我们需要你》

■王 玮

千里野营炼红心（中国画） 杨强立作

橄榄绿，
是一抹纯粹的绿。
流淌过火热的气息，
承载着五彩的梦想。
逐梦，
竹杖芒鞋，
行走于文山题海，
奔走在独木桥间，
朝着梦想前进。
橄榄绿，
穿梭在象牙塔，
挥洒幸福的汗水，
刻画梦想的航程。
筑梦，
张开翅膀，
翱翔在辽阔海疆，
仰望无垠的星空，
守卫在海防前沿。

橄榄绿，
是冰雪压不断的苍松，
是狂风吹不动的顽石，
是巨浪拍不垮的堤岸。
橄榄绿，
是母亲永远凝视的相册，
是父亲攥在手心的电话，
是爱人藏在心里的牵挂。

向后转身，
橄榄绿依旧纯粹；
向后转身，
梦想依旧前行！

向后转身，
橄榄绿依旧纯粹

■邵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