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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中国迎来70华诞。
乘着时光之轮回溯奋斗追梦的

壮丽航程，总有巨变呈现眼前，总有
旋律激荡心间。

一首首军歌，飘过宏阔的岁月
长河，嘹亮至今。军歌声声，唱出锐
意进取的向往、所向披靡的力量；军
歌载梦，印刻无所畏惧的朝气、砥砺
前行的足迹。

本版特别推出《军歌飘过 70
年》专栏，从每首军歌的诞生到广为
传唱的背后，品读军人情怀，礼赞伟
大时代。

——编 者

在我的少年时代，一个强烈的梦想
就是当一名边防战士。我在画报上看到
守卫在边防线上的哨兵，头戴钢盔，手持
钢枪，警惕地观察着边境的动静，好庄
严、好神圣！

我真的当了兵，军营却在内地，立
正、稍息，四面转法，刺杀、投弹、射击、爆
破、土工作业……每天操练在训练场上，
并不见边境实景是怎么样的。

第一次到祖国边防线是 1975年 7
月，我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实习期间，跟
随在《晋绥日报》时就当记者的老编辑刘
甲到中苏、中蒙边界采访，登上一个叫

“十八里”的观察哨的塔楼。它高33米，
12层，每层9阶裸在外面的钢铁阶梯，曲
折旋转到塔楼顶端。哨所 7个兵，住上
下两层床铺的简易宿舍。墙上日历牌是
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西沙哨所”。
特别巧、也特别让我深深感动的是这个
哨所门前两块小黑板抄了两首诗，一首
是《无名哨所》，一首是《唱给祖国的歌》，
它们都来自1973年我出版的诗集《北国
兵歌》。与我同行的人和哨所的战士们
也都为此而颇感兴奋。一问，这是哨兵
小邢在书店买了我这本诗集，也是他摘
抄到黑板报上的。《无名哨所》写的是：

“哨位低，哨所小，方圆百里人烟少。夜
半喜听风雨声，清晨爱看振翅鸟。门前
盛开无名花，四周长满无名草，无名花草
向太阳，朵朵红来棵棵好！哨位低，又很
高！站在这里乐陶陶，万里山川看得清，
天外风雷听得到！哨所小，又不小！它
是祖国的铁碉堡。强盗胆敢打这儿来，
管教它一个跑不了！咱天天到这来站

哨，满怀豪气冲云霄，哨所紧贴中南海
呀，一轮红日胸中照！”我想一定是这诗
中写的情景正合了战士此时此地的感
受，他们才选抄到这百里寂静的边陲小
哨黑板上的吧？我在备感荣幸的同时，
也陡增了以诗代言为战士抒怀的志向和
信念。

1980年我在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
部文艺科当干事，负责组织专业和业余文
艺创作的工作。这年，我带着几位写诗的
战友孙旭辉、胡宏伟、柳沄、宋曙春、安造
计到中苏、中朝边界线上采访。当我和执
勤哨兵一起站在高高的瞭望塔上，看到
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升起，那光辉扑到
了我们身上，瞬间又倾洒到我们身后祖
国广阔的土地上时，立即给我一个闪光
的灵感：守卫在祖国东方边境线上的哨
兵，是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的人啊！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这样一个主题
诗眼，就在东北边防线上战士们每天经
历的平凡情景中自然地升华出来了！

在祖国边防最东端的角落，
耸立着我们小小的哨所，
每天当星星月亮悄悄地隐没，
那是我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

无论风雪弥漫还是大雨滂沱，
朝霞照样升起在我的心窝。
就这个时刻，绝不会错，
太阳肯定从我的头上走过。

每天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太阳把光热洒给万里山河。
我持枪向太阳致以敬礼，
请它也带上我的光、我的热！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首诗也就顺

利地诞生了。它最先发表在军内报纸
上，很快就流传开，被朗诵、被转载，上了
当时湖南文艺出版社编印的“新诗日
历”，被北京师范大学编入中学语文课
本。接着先后由铁源、士心、陈枫等作曲
家谱成不同的曲谱，蒋大为、阎维文、郁
钧剑、魏松、任丽蔚、朱晓红、王丽达等多
位歌唱家在不同的电视节目或MV制作
中演唱了这首歌。《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在2001年荣获中宣部颁发的全国“五个
一”工程奖，入选“中华百年歌典”。

最令我感动和自豪的是，许多边防
哨所、边防连和边防团把它命名为哨歌、
连歌和团歌，在著名的“东方第一哨”和

东极哨所，经年累月，每天在升国旗的时
候，都唱这首歌。

数十年来，我曾9次到访“东方第一
哨”，与这里的官兵有着天然的血缘之
亲。我亲身感受到这里不断发生的巨大
变化，和边防军人对祖国永远不变的赤
诚肝胆！

走过一人高的“乌苏镇”碑石，迎面
是一扇铜质浮雕墙，浮雕上两个战士警
惕地坚守哨位，上有祥云、鸽子、朝日，下
有丛林、碧水、炮艇，左上方一行大字是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进了哨所的院
门，最显眼的是既像燃烧的火炬、又像飘
扬的旗帜、更像挺进的船帆的红色雕碑，
上面有胡耀邦同志题写的金色大字“英
雄的东方第一哨”。就在这雕碑后的护
坡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8个红色大
字被圆圆的白底衬托得格外醒目，近前
细看才发现是水泥浇制的。战士们高兴
地告诉我，新建的哨所用上了太阳能，有
了许多高科技设备。上级领导和地方各
界对他们无比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执勤
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

1996年 3月，我在这里与曾任哨长
的连队副指导员孙远征相识，他来信说
希望在他的婚礼上用《我把太阳迎进祖
国》这首歌作婚礼进行曲。接到来信后，
我立即到辽宁电视台复制了一盘录像带
寄给他。参加过国庆 60周年大阅兵的
哨长刘淇告诉我，曾在“东方第一哨”任
哨长的李军2000年7月在哨所举办了意
义非凡的婚礼。战士们列队把新娘子顾
立伟迎进哨所，在太阳升起的时刻，新郎
新娘与哨兵们一起举行升国旗仪式。一
对新人，军装与红裙相映，向国旗敬礼，
向太阳鞠躬，共唱《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表达了情系边关、忠于祖国的崇高情怀。

“东方第一哨”和东极哨所两处边防
要地，现在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
公众开放。每年都有众多宾客前来参观
访问，有坐长途车来的，有自驾车来的，
有骑自行车来的，有打的来的，也有结伴
远途跋涉而来。

2016年 5月 24日，对于边防官兵来
说是一个亲切的难忘的日子——这一
天，习近平主席看望和慰问了守卫在黑
瞎子岛上的边防官兵。战友们在第一时
间把这喜讯告诉了我，让我和他们一样，
沉浸在长久和巨大的喜悦、兴奋之中。
习主席登上的东极哨所哨楼，是一个长
年昼夜观察哨，2011年建成时就备有30
米升降电梯，战士们上下哨楼更为轻盈、
便捷。

“戍东极代表祖国迎太阳”“铸军魂
忠诚于党守国门”，营区大门上醒目的对
联，催人奋进，给人力量。当时全程陪同

习主席视察的连长赵加龙，记住了领袖
的嘱托：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
诚履行戍边职责。他清楚地记得习主席
问战士们睡觉冷不冷、能不能洗上热水
澡、连队伙食怎么样。官兵们感受到无
比温暖和巨大鼓舞。

在这个连队，担任升旗任务的擎旗
手和领誓的官兵，必须是连队评选出的

“迎接朝阳好党员”和“东极之星”。这两
个称谓，在连队有着崇高的声望和影响，
也是大家奋力争取得到的荣誉。刚到连
队的列兵路肖梦想当旗手，可是他苦苦
奋斗了3个月，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一个冬日，他和一名战友驾驶摩托雪橇
巡逻在界江上，途经一段渔民凿冰下网
的冰面时，不慎连人带橇陷入冰窟，半个
身子泡在水中。危急关头，路肖沉着冷
静，用力将雪橇拽出冰窟。但由于冰面
较薄，雪橇刚一启动又掉入水中。路肖
没有放弃，爬上冰面后一点一点地把雪
橇往外拽。坚持了许久，硬是将雪橇拉
了上来。当救援人员赶到时，他的下半
身已结成厚冰，失去知觉。就在那一周，
他被评上“东极之星”，当上旗手。

2017年 4月，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旅组建。旅政委曲道成告诉我，《我把太
阳迎进祖国》成为向全旅官兵推广必唱
的第一首歌。从旅首长到每一名干部战
士，手机彩铃就是这首歌的旋律。这个
边防部队的“东极之光”业余电声小乐队
把这首歌做了钢琴版、吉他版等几种不
同版本的音乐，为离队官兵制作纪念光
盘，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和背景音乐从头
到尾贯穿他们在边防生活难忘的影像之
中。《我把太阳迎进祖国》每天都传唱在
千里边防线上……

我不时听到关于这首歌的信息，从
甘肃军马场的青年职工，到博鳌过候鸟
生活的白发大姐；从西安兴安公园里的
民间乐队，到央视“星光大道”的藏族老
兵……这首歌被无数陌生的朋友不断演
唱着。对此，我当然颇感欣慰，可我最感
自豪的，仍是那些穿着军装守卫祖国的
战友们由衷地喜爱它，不断地高声演唱
它。我在几十年前倾心倾力也是情不自
禁写下的“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的诗句，
后来插上音乐的翅膀，成为战友们发自
内心的感慨和经久不息的对祖国的宣
誓。我荣幸地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这说
明我作为一名军旅诗人，和我的战友们
是心心相通的，我没有辱没“战士诗人”
的称号！他们的认可和称赞，对于我，是
高于一切的无与伦比的奖赏！

我在一首诗词中，同时讴歌了太阳
和祖国，而太阳和祖国，是需要我终生仰
望和赞美的伟大事物啊！

太阳和祖国
■胡世宗

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在芸芸
众生中，不显山不露水。但是走近他
和他创办的军事训练营，他的与众不
同倏然突显——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幢
写字楼里，43岁的江波给笔者讲述的
创业故事，传奇又精彩。

实际上，那是江波抹不去的军旅
情怀，在另一个战场的传承和寄托。

一

1995年入伍的江波，8年军旅生
涯写满辉煌和荣耀。武警部队在北京
成立雪豹突击队时，整个总队海选。
千里挑一，他成为第一批队员，任一班
班长。

那年，5名荷枪实弹的贩毒分子
潜入北京。北京市公安局紧急求援，
雪豹突击队派江波和他的战友执行任
务。在朝阳区一幢居民楼里，江波第
一个冲上去，一脚踹开房门，扭头躲过
子弹。在毒贩第二次射击前，江波已
经手起枪响弹飞。

最牛的还不是这些。全国武警系
统大比武，400米障碍第二名；6个新
兵分到一班，4个当年就当了班长；军
营 8年，立了 4个三等功；残酷的魔鬼
训练周，第一个通过考核……

服役期满，士官江波不舍地选择
退伍。

连队为江波买好了前往湖南郴
州老家的火车票。2003年 11月 26
日，北京西站，江波登上火车，分别的
手摆过，送行的领导转身，列车开离
站台。他猛然抬起玻璃窗，飞身跳下
火车。

江波没有找到正经活。特种兵出
身的他走出军营，类似飞针穿玻璃、单
手劈开5块砖这样的绝技几乎无用武
之地。他只好跑到木樨园一家擦皮鞋
店，开始当学徒工。

二

半年后，江波突然接到老部队领
导的电话，说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潘
总找他。潘总和他的员工曾经在雪豹
突击队参加过军训，对江波负责组织
实施的军训活动特别满意，对其能力
也很认可。知道他退伍了，潘总到处
打电话找他，想让他跟自己干。江波
选择了技术含量高的电工班长。公司
9点上班，江波 7点就进入工作岗位，
日复一日。

一次大厦失火，喷淋下来了，仍然
于事无补。报警设备不健全，全公司
都处于慌乱中。江波平时就认真，对
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看了现场火势，
立即跑到播音室：“消防演习，请大家
配合，马上离开！”人是疏散了，火势却
越烧越旺，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
眼。潘总说：“江波，还能行吗？”江波
坚定地回复：“没问题，我有把握！”江
波放下消防分区门，带领安防人员在
事故区域进行紧急处理。他伸手按开
消防柜，抻出水带水枪，跑向失火点，
打开消防栓，抱着水枪狂喷。大火在
江波手下偃旗息鼓。半天后，大厦照
常营业。

江波当了项目经理，年薪 30万。
可是在半年后的公司转型中，与江波
一起入职的 20多位退役军人全部失
业，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那晚，江波
为他们送行，借着酒劲，感情一下子变
得浓烈。大家劝江波：“要不你也辞
职，我们自己创业。”他是性情中人，就
这样答应了战友们的请求。

潘总努力挽留，要给江波再次加
薪，但江波决定信守诺言。

三

再后来，20多个老兵只有 3人留
下来。他们租下一间房子，设了 4个
工位，再加一部电话和一张高低铺，开
始创业。从战场到商场，这条路漫长
而坎坷。整整 4年，他们都在艰难地
维持。

有心人，事必成。2009年底，他
们开办的训练营盈利30万元。

就在大家欢呼雀跃的时候，江波
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帮助退伍兵度过
转型阵痛。同事一致反对：“有这闲钱
还不如给员工多发点。”

但江波主意已定。他拿出 20万
元，郑重承诺：退役老兵净身来培训，
一分钱也不收。正是退伍季，30名老
兵齐刷刷地到来。江波站在队列前，
像当班长时一样自然：“不要急着挣
钱，先试着让自己值钱。今天的培训，
就是让大家变得值钱……”

从手把手地教写简历，到请来专
家辅导做职业规划，再到讲解核心
竞争力，5天封闭培训后，30人脱颖
而出。退伍兵王武强坚持留下来，江
波说：“行，想留下来的咱们一块儿
干。不想留下来的我给推荐工作。”
王武强到现在也没离开，已经是训练
营的合伙人。走向社会的也不错，多

数当了老板，干得风生水起。他们来
了北京，第一站就到江波的军事训练
营报到。

“意志就是生产力”是江波的口头
禅，几年下来，江波说能在战友们融入
社会、改变生存法则的过程中拉他们
一把，让他们意识到军营生活是一笔
财富，“我挺骄傲的”。

在绿色军营，所有新兵都要经过
3个月的新兵营，这 3个月，让一名社
会青年变为合格军人。江波希望走出
军营的老兵也能有个类似的“转换
站”：让其适应社会，开启人生。

四

江波的微信朋友圈，每天发《道德
经》，把经典段落分享给朋友。问起缘
由，他说，修炼自己永远在路上。

江波的训练营并不大，却始终热
衷于公益。对退役老兵好，这是圈里
圈外都知道的事情，对其他需要帮助
的人，他也从不含糊。听说玉树灾区
的孩子在北京上学，最想见到救助他
们的解放军叔叔，江波找到学校领导：

“我能帮孩子们实现这个愿望。”江波
确定了培训主题“军魂铸造理想少
年”，将灾区小朋友接到训练营，让他
们在实现愿望的同时，培养坚强果敢
的意志。3天的训练营生活，孩子们
了却了心愿，抱着教官哭成泪人，怎么
也舍不得走。

军事训练营为此也掏了不少钱，
江波说，掏这个钱，值！

江波做人厚道出了名。军事训练
营曾经在国防大学二号院办公 8年，
附近的居民区生活的大多是退役老军
人。有一次，一位老人突发疾病，120
来了，但是电梯里放不开担架，老人身
体又特别重，医生护士一点招也没
有。江波发现了，背起老人就下楼。
自此之后，他在训练营成立了一个公
益的拥军助老服务站，把印有自己名
字、手机和办公室电话的名片送到每
一户。谁家有事，打个电话就行。凌
晨，一位老人拨了江波的电话，江波急
火火地跑去。老人家里电视没信号
了，电视剧看了一半，心里搁不下。江
波查看一番，把中断的连接线接上，一
并把电视调好。还有位老人，家中突
然着了火，老两口吓得不行，赶紧打了
消防电话。近水楼台，谁知消防员未
到，江波和他的战友先来了，帮老人扑
灭了火。后来居民区就传开了：江波
这伙年轻人，真是热心肠。

对训练营的每一名员工，江波都
要求必须有爱心。工作空闲的时候，
江波租下两辆大巴车，带着这些老军
人去北京近郊游玩。大家分工明确，
一人陪一个。外人见了，都以为是家
庭游。

“责任、荣誉、团队”作为军事训练
营的营训，渐渐融入每一名员工的血
脉。一个爱心满满的团队，形成强大
的执行力和凝聚力，健步走向辉煌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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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老家的河堤沟渠旁有一种草，
在春寒料峭的季节钻出地面，快速地生
长，初夏时节盛开橘黄色的花朵，6个花
瓣围绕着长长的花蕊，呈喇叭状开放，在
杂草丛中格外耀眼，散发着幽幽清香。
这就是萱草花。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
祖先把她比喻成“母亲花”。

《诗经?卫风?伯兮》曰：“焉得谖草，
言树之背。”朱熹注：“谖草，令人忘忧；
背，北堂也。”谖草即萱草，又称“忘忧
草”；北堂代表母亲。“北堂幽暗，可以种
萱。”儿子从军远征，在北堂旁边种上萱
草，母亲见到萱草花，便可缓解对儿子的
思念之情。《博物志》说：“萱草，食之令人
好欢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唐代诗人
孟郊命运坎坷，仕途多蹇，连续两年参加
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望子成龙的母亲
对儿子寄予厚望，在孟郊 46岁那年，母
亲让儿子再次赴京城赶考，以博得一个
好前程。当孟郊半夜醒来时，看到母亲
还在灯下一针一线为自己缝补明天远行
要穿的衣服，泪眼婆娑，悄然起身，借着
月光在堂屋的台阶旁栽下几株萱草花。
临行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
孟郊有感而发，吟诵《游子诗》：“萱草生
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不见萱
草花。”这一次，孟郊不负母命，金榜题
名。他欣喜异常，乘马在长安城肆意兜
风，咏唱出千古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其酣畅淋漓的得意
之情跃然纸上。

古人的确有智慧，以萱草花喻母亲
恰如其分。无论土地肥沃还是贫瘠，她
都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地生长着。在百

花园里，她没有牡丹花的雍容华贵、国色
天香，也没有梅花那样傲霜斗雪、万人景
仰。然而，她依然亭亭玉立。苏东坡有
诗曰：“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
乱叶中，一一芳心插。”萱草花是一种奉
献之花，在万紫千红的春天，她藏匿不
露，不凑热闹，也不争春。待到初夏，她
悄然开放，消除世间忧愁，让人快乐。南
朝王融有“思君如萱草，一见乃忘忧”的
咏唱，唐代白居易有“杜康能散闷，萱草
解忘忧”的感叹。秋天来临时，她又将自
己晒干，奉献在人们的餐桌上。当人们
身患病痛时，她化成良药，医病疗伤。南
朝谢惠连有诗曰：“积愤成疢痗，无萱将
如何。”

把祖国比作母亲是最高境界。对祖
国的赤子之情，就像儿女对母亲那样忠
诚、真挚。西汉名将李陵奉汉武帝之命
率领五千步兵与八万匈奴兵大战于荒
漠，血战 8天 8夜，力竭而降。在此之前
苏武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同是天涯沦
落人，二人常有往来。后来，苏武返国，
而李陵因为娶了单于的女儿为妻不能回
归。他置酒为苏武送行，席间，悲喜交
集、感慨万千而作《李陵赠苏武别诗》，其
中曰：“亲人随风散，历历如流星。三萍
离不结，思心独屏营。愿得萱草枝，以解
饥渴情。”李陵身在异邦，思念亲人，思念
祖国，但是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其
矛盾、痛苦的心情和与好友生死离别的
伤感与谁叙说？但愿得到一枝萱草，以
解思念之情。

萱草花又有“宜男花”之称。三国时
期的曹植有《宜男花颂》曰：“草号宜男，
既晔且贞。其贞伊何？惟乾之嘉。其晔
伊何？绿叶丹华。光采晃曜，配彼朝
日。君子耽乐，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
物孔臧。福齐太姒，永世克昌。”高度赞
扬了萱草花华美晔煜，懿行嘉德。

萱草花开
■郑学富 三沙的三，是三条

回家的路
沙子，是小了一些
却贮满了
母亲的温度

三沙的三，是两道
无礁的归途
沙子，是细了一些
却铺向通往
内陆的码头

三沙的三，是老院屋前那一畦
不歇的田畴
沙子，是软了一些

却供养着一幅
磐石一样的版图

三沙啊，在我的心里
你就是一丛
叫作华夏的树
扎的是炎黄的根
开的是中华的花
结的是祖国的果
四季常青
山河永固……

三 沙
■赵 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