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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一簇微火，温暖世界。当视障运

动员李端在观众的“加油”声中摸索着

将手中火炬插入主火炬台“大雪花”中

时，燃烧的火焰点亮北京冬残奥会开

幕式舞台，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激情。

李端曾是原沈阳军区体工队男篮

运动员。他在篮球场上无所畏惧，不

断创造精彩与荣耀，运动生涯向着无

限美好的前方延伸。然而，命运跟他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瞬间改变了生

活的轨迹。

1996 年 9 月 11 日上午，全力备战

比赛的李端训练归来，为把水房的卫

生打扫干净，俯下身子去挪动挡在门

口的灭火器。锈蚀严重的灭火器底部

突然爆炸，李端眼前一黑，失去知觉。

疾驰而来的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急

救室抢救。

半个多月后，李端从昏迷状态中

苏醒过来，眼前一片漆黑。医生的诊

断书让他彻底绝望：右眼球被击碎摘

除，左眼视神经挫伤失去光感，上颌

骨、颅骨骨裂，鼻梁骨粉碎性骨折，右

手食指第一节被炸掉。

厄 运 并 没 有 放 过 李 端 。 大 半 年

后，为治好他的伤东奔西跑的父亲，被

胃癌夺去生命。再后来，母亲失业，弟

弟面临失学……一系列的变故，使年

轻的李端陷入迷茫，被无边的黑暗压

得喘不过气来。

队领导来了，把李端抬进了一套

团职房，悄悄为他弟弟办理了特招入

伍手续，把他母亲安置在大队工作。

队友一次次拉着他到篮球馆，“逼”他

投篮，持续不断地送给他熟悉的掌声

与喝彩，陪他一起倾听久违的篮球落

网袋的声音。慢慢地，李端找到了奔

跑在篮球场上的感觉，重扬生活的风

帆。

李端开始适应眼前黑暗的世界：

摸着凳子练习走路；仅 15 天时间，就

掌握盲文的读写；完成生理学、中医基

础学等 22 门专业课程学习，获得中级

按摩师证书，成为随队按摩师。

向阳而生，循梦而行。1998 年，

李端入选辽宁省残疾人运动队，主攻

跳远。视觉障碍令人本能地害怕速

度，但跳远需要速度的助力，因此李端

要平衡好速度和节奏。起初，他需要

竖起耳朵听教练拍手的声音寻找方

向，又在心里默默地记着步子，以免踩

到起跳线。一堂内容并不复杂的课下

来，他不知要跌倒摔伤多少次。

困难和苦累，激发了李端挑战“不

可能”的决心意志：“战士可以受伤，但

受伤的战士仍然是战士；军人可以倒

下，但军人的意志不能被打垮！军人

的字典里只有顽强不屈，勇往直前！”

深呼吸，听声音，校方向，全力冲

刺，腾空跃起……训练场和赛场上留

下李端加速、跃动的身影，和一次次创

下的新纪录。

2000 年 10 月，李端迎来悉尼残奥

会。不巧的是，他在出征前的一次训

练中扭伤髋关节，又赶上发高烧。可

他不敢吃药，担心兴奋剂检查过不了

关，硬挺了 10 多天，终于把三级跳远

的银牌收入囊中。

下一个目标——残奥会金牌。李

端多么渴望站在领奖台上倾听雄壮激

昂的国歌！他忍受着伤病的折磨与困

扰，熬过训练的艰难与枯燥，追逐梦想

的脚步坚定铿锵。

2004 年雅典残奥会、2008 年北京

残奥会，李端共夺得 4 枚金牌。很多

人都记得那个颁奖时刻：当《义勇军进

行曲》在雅典奥林匹克体育场上空奏

响，李端激动地把残缺的右手放到胸

口，和着旋律大声唱了起来。他唱国

歌的声音很大，以至于有国外媒体把

他评为“本届残奥会声音最大的人”。

生命本炙热，拼搏价更高。赛场

上，李端在黑暗中飞奔腾越，向世界展

现最好的自己；赛场外，他把日复一日

的风风雨雨当成奋进中必不可少的伙

伴，让命运的磨难成为人生的特殊营

养。行动受限，却从未阻隔李端心灵

与缤纷世界的沟通。在他口中，是唱

不尽的欢快歌曲；在他身上，是简单却

搭配有型的运动服饰。在没有训练任

务的周末或节假日，他会和妻子戚彦

英一同听上几段旋律优美的交响乐。

他在家里总是尽量干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活，双手摸索着擀出的一张张饺子

皮儿厚薄均匀、大小适中。他常常用

手机自拍，留下满屏青春、满面笑容。

2022 年初春，李端受邀赴京参加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演练。温暖的情

感缓缓流淌，动情的氛围慢慢升腾，44

岁的他再度走进国家体育场，感觉就

像 14 年前踏上赛场参加比赛一样，教

练金帆的话语在他耳畔反复回响：“国

旗的方向，就是你跳远的方向。”

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点燃“大雪

花”中的主火炬，李端心中充满自信。

静静燃烧的微火，照亮李端的脸。他

稍稍偏了偏头，明显感受到火焰的热

度，“虽然我看不见光亮，但能感受到

温暖。”眼前的世界一片黑暗，李端的

心里充满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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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志坚如铁、心柔似水。今年 95

岁的老战士孟昭身，战争年代曾 10 多次

负伤，在无麻药做手术的情况下都没掉

过眼泪，却在谈到烽火硝烟中的军民血

肉深情时，多次痛哭失声。他说：“那是

因为我们的血管里燃烧着对人民的爱。

我从小跟父母讨饭，是东家一块饼子、西

家一口窝头把我养大的，在战斗中老百

姓又几次救了我的命……”

一

1927年 2月，孟昭身出生在鲁西南金

乡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 11 岁那年，

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金乡惨案”，屠杀老

百姓 3340 多人，烧毁房屋 670 余间。孟

昭身因藏得快才捡了一条命。1942年春

节后，他怀着对日寇的满腔仇恨到金乡

县大队化雨区中队当了一名八路军战

士。

孟昭身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夜间跟随

副班长李令池到日本鬼子炮楼附近去喊

话，从事瓦解敌军工作。他们完成任务

来到冯海村韩大叔家已是凌晨。韩大叔

一见他们 6 人，吃惊而又焦急地说：“哎

呀，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来！”

副班长问：“大叔，出了什么情况？”

韩大叔说：“我隔壁家的男人在日本

鬼子炮楼里做饭。他给我传口信说，今

天一大早，日本鬼子要纠集 3 个炮楼的

敌人包围村子，搜剿八路军。”

副班长说：“那我们赶紧撤！”

韩大叔说：“来不及了，现在鬼子已

经在外围拉网！”

副班长说：“那我们不走会连累乡亲

们。”

韩大叔拿起一把镐头：“我们死都不

怕，还怕受牵连？跟我来！”

韩大叔带着战士们来到村外一片坟

地。他在一座大坟头下先刨土后刨砖，

一个神秘洞口便显现出来：“这是一座无

主老坟，里面空了，我事先下去过，你们

几个都能藏下！”

孟昭身第一个下到阴森森的墓穴

里，摸了摸，周围是用砖砌成的，空间挺

大，其他 5 人也钻了进来。韩大叔用草

把洞口伪装好，使其既能透进空气，又不

易被人发现。

韩大叔的脚步刚走远，孟昭身他们

就听到地面上响起枪声和军靴声——日

本鬼子进村了。大家握紧枪和手榴弹，

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墓穴内虽然能透进一些空气，但因

洞口小、又盖着草，空气流动不畅，加之

洞内还有潮湿腐朽的味道，他们感到呼

吸困难，嗓子火辣辣的，胸口憋得慌。孟

昭身才 15 岁，身子薄，副班长让他离洞

口近一些。

他 们 挨 到 中 午 ，洞 口 出 现 一 缕 亮

光 ——韩大叔 10 多岁的儿子拿着耙子

装作搂草的模样来到坟头，递下几个荞

麦面饼子，小声说：“鬼子还在到处搜查，

爹叫你们再坚持一下！”

孟昭身吞着干粮，心潮奔涌：“韩大叔

在这样凶险的情况下还怕我们饿着……”

日本鬼子带伪军在村里用尽各种招

数搜查一天，连个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捕

着，气急败坏地放了火、抢了牛羊走了。

韩大叔跑来坟地，一把掀开洞口的草丛：

“同志，快上来，安全了！”

副班长从墓穴里爬出来，看到韩大

叔脸上被日本鬼子打过的伤痕，百感交

集：“大叔，危难面前你为我们挡风险，让

你和乡亲们受苦了！”

韩大叔眼含热泪：“咱老百姓与八路

军血肉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呀！”

孟昭身从那黑黝黝的墓穴里钻出

来，扑在地上直打滚。他大口大口地吸

着新鲜空气，亲吻着芳香的泥土……

过后，孟昭身对战友们说：“这人要

离开氧气就会断气儿，咱八路军是靠老

百姓给供氧哩！”

二

孟昭身打仗冲锋在前，先是手挂了

一次彩，后又脚挂了一次花，都是轻伤，

他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参加战斗。

1943 年底的一天上午，在伏击日本

鬼子运粮队时，一发炮弹在孟昭身旁边

爆炸。弹片嵌入腰椎，经手术后，他被抬

到牛庙村养伤。

牛庙村有 30 多户人家，村长在家里

专门给孟昭身腾出一间屋子，烧了热炕：

“这里就是你的家，安心养伤！”村党支部

书记和村长轮流陪护孟昭身，给他擦伤

口、敷中药。

最初几天由村长妻子给孟昭身做

饭。村长对孟昭身说：“你光吃一家饭还

不行哩，乡亲们都争着为你做饭。我和

支书商量，还是老传统：吃派饭！”

于是，全村各户轮流给孟昭身送饭，

每家一天。当时乡亲们都很穷，经常吃

糠咽菜，可给他送来的有面条、馒头、花

卷、大饼，还有闪着油花花的青菜，特别

是每顿饭都有鸡蛋，煮鸡蛋、炒鸡蛋、荷

包蛋……望着香喷喷的饭菜，孟昭身却

难以下咽：为准备这顿饭，乡亲们费了多

少心思、克服多少困难啊！他对村长说：

“请告诉大家，以后做饭别放鸡蛋了，我

不愿意吃鸡蛋！”

村长明白孟昭身的心思：“孩子，你

是舍不得吃吧？”

孟昭身说：“现在父老乡亲养只鸡都

难，好不容易攒几个鸡蛋，全靠它换点钱

过日子，我怎么吃得下去！”

村长说：“这鸡蛋是补身子的，你要

多吃，养好伤去打鬼子！”

过了些天，孟昭身发现每到吃饭时，

就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到他屋里来。

他以为孩子看他吃得好、嘴馋了，便想把

饭分给孩子一些，孩子却跑了……

一天晚上，这个男孩牵着娘的手来

找村长。孩子母亲不高兴地说：“村长，

为什么派饭没俺家的份儿？”村长笑着

说：“大妹子，主要考虑你孤儿寡母的日

子过得难呀！”孩子母亲说：“再难，给八

路军做顿饭还是有的。你不安排俺，孩

子都感到脸上没光哩！”村长赶忙说：“都

怪我想得不周到，明天就安排你家给八

路军做饭！”

第二天早上，男孩的母亲端来一大

碗面条。男孩蹦蹦跳跳地冲到孟昭身炕

前，说：“叔叔，你快吃吧，俺娘在里面卧

了两个鸡蛋哩！”

孟昭身两眼发热，双手捧起大碗，只

觉得那香味浸透了心窝子……

在牛庙村养伤 3 个月，孟昭身痊愈

了。他激动地对给他送行的支书和村长

说：“是父老乡亲养壮了我的腰杆子，上

了战场，我要可着劲地拉枪栓！”

三

参加淮海战役之前，孟昭身已成为

中原野战军一纵二旅五团四连指导员。

作为一名基层政治工作干部，一项重要

职责是做群众工作，他时常被战场上人

民支援子弟兵的动人场面所感动。

孟昭身带领连队作战到淮北涡阳地

区时已进入 1948 年冬天，官兵们还穿着

单衣。带领民工支前的一位区长看到

后，立刻把身上的棉袄棉裤脱了下来：

“我们不能看着亲人打仗时还打冷战啊，

党员干部带头，把身上的棉衣都换下来

送给解放军穿上！”

于是，孟昭身所在连队每人领到一

件带着人民群众体温的棉衣。孟昭身知

道，何止是地方支前的党员干部，连担架

队、送粮队的普通民工都把身上的棉服

脱了下来……

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激励着官兵

无畏向前。在淮海战场，孟昭身带领连

队取得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他荣立

大功一次。当他再度负伤治愈归队后发

现：100 多人的连队，仅剩下 20 多人。

血 沃 大 地 战 旗 红 ，不 负 人 民 养 育

情。渡江战役后，孟昭身又随部队赴祖

国大西南剿匪。1950 年夏天，已担任营

教导员的孟昭身带领官兵驻守贵州毕

节。这时，有一股顽匪逃到云贵川交界

的大山里，暗杀我地方政府干部，抢掠百

姓，无恶不作。孟昭身向上级请战，带一

个加强连铲除这群土匪。

部队到达作战地域后，在山里奔波

一个月，虽消灭了零星土匪，但一直没有

摧毁敌匪老巢。向导陈良栋是位老同

志，对孟昭身说：“教导员，这帮土匪很狡

猾，在山里玩起捉迷藏，想拖垮我们。我

建议部队先隐蔽起来，由我到群众中去

了解情况、摸清土匪老窝在哪里，然后再

行动。”

孟昭身说：“这个主意好，我派几个

战士保护你的安全。”

陈良栋说：“人多目标大，我就一人

去！有你们在，我什么都不怕。”

陈良栋独自深入到山里居民中摸查

敌情，一天没回来，孟昭身担心他遇到了

危险。第二天凌晨，陈良栋带着当地一

名少数民族男青年出现在孟昭身面前，

兴奋地说：“教导员，土匪把这里的老百

姓祸害苦了，大家对我们打土匪非常支

持。这位少数民族兄弟是个‘山里通’，

知道土匪老窝在哪里。”

在男青年引导下，孟昭身带领连队

翻山越岭 5 个多小时，发现一个山坡上

搭着一溜儿木棚子，土匪正在抽烟、喝

酒、玩牌。孟昭身指挥官兵悄悄包围过

去。待步枪、手榴弹猛烈开火，土匪立刻

炸了窝，喊叫着四处逃命。这一仗打得

十分漂亮，击毙土匪 30 多人，活捉土匪

40 多人，我官兵无一伤亡。后经清剿，

彻底消除当地匪患。

孟昭身带领连队凯旋，受到上级表

彰。陈良栋被提拔为副区长。师首长请

孟昭身谈谈这次剿匪作战的经验体会。

孟昭身说：“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部

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我们子弟兵与

人民群众血同源、心相连，只要为人民握

紧枪，那枪杆子永远是热的，准星永远是

亮的……”

为人民握紧枪
■焦凡洪

研究阮啸仙生平的文章和著作很

多，报告文学《人民审计事业奠基人阮

啸仙》视角独特，文笔质朴。全书 13

个章节，通过娓娓道来的故事讲述，生

动再现阮啸仙一心向党、不怕牺牲、敢

于斗争的崇高品格，让读者看到一个

心胸坦荡、坚持原则、无私忘我的共产

党人形象。

阮啸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审计事业的创

建者和奠基人，2009 年被评为“100 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之一。

红色审计史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后人记忆中，阮啸仙温文尔雅、

性情温和。但做起审计工作来，他又

是 那 么 认 真 和 严 厉 ，容 不 得 半 点 瑕

疵。书中几个章节的描写都证明了这

一点。“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救济款

不能用于机关开支”“浪费就是极大犯

罪”……这些语言不是作者提炼出来

的标题，而是阮啸仙在审计报告中指

出的问题，毫不留情，直击要害。

1934 年 6 月，中央苏区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节省运动。然而，一封来自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申述材料让阮啸

仙非常生气。此前，他刚组织审计人

员对他们的预决算进行了审计，发现

不但没有节省行政经费，反而比 2 月

份还超了 30%以上，比中央审计委员

会当月核定数超了 70%以上。

面对审计人员指出的问题，福建

省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不是正确面对、

积极整改，而是找各种理由进行辩解

和申诉。阮啸仙了解情况后非常生

气：“苏维埃政府绝不允许这样的官僚

主义存在！”他立即给福建省苏维埃政

府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

“这显然是不成理由的理由，正是

一幅浪费的画图。”“当着‘死亡或者胜

利’的决战关头，我们没有时间找别的

话向省苏（省苏维埃政府）说了，只有

把‘节省每个铜片，为着战争，争取前

线上的胜利’提到省苏面前！”信中指

出的 4 个问题，有理有据，令人深思。

为了发挥警示和教育作用，阮啸仙把

这封信发在《红色中华》报上，在中央

苏区引起极大震动，推动节省运动向

纵深开展并取得显著成效。《红色中

华》报曾报道，仅 1934 年 6 月到 7 月，

不仅完成 80 万元的节省计划，还超额

完成 50 万元，总额达到 130 万元。

“官僚作风，贪污浪费。”在组织对

中央印刷厂审计中，他一针见血、毫不

留情地在审计报告中指出问题。“不回

避、不惧难、不留情”，是他的真实秉

性。也正是这次审计，对建立健全会

计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国有企业

监督起到很大促进作用。阮啸仙也因

为铁面无私、精打细算，被誉为中央苏

区的“铁算盘”。

敢于斗争、坚持斗争，源于对党的

绝对忠诚。1933 年，党在上海的一些

秘密机关连遭破坏，身处困境的阮啸

仙贫病交加，但他依然设法与党组织

取得联系，对党充满信心。中央红军

长征后，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

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留在赣南坚持

游击斗争。1935年 3月，阮啸仙在指挥

突围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 38岁。

书中这些细节，彰显了阮啸仙短

暂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革命风

骨。不论什么时候，共产党人都要做

到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危机

敢于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

决斗争，以非凡的胆魄顽强拼搏、不懈

奋斗。

一片丹心永向党
——读报告文学《人民审计事业奠基人阮啸仙》

■孙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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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 故土成为你的远方

脚步追赶时光 足迹生根发芽

一座座青山

在你背影里连绵起伏

松涛汹涌 清风浩荡

田园亲切 乡音温暖如昨

放下钢枪 扛起铁锹

你不追逐名利 也不做时代的隐者

将军解甲 壮心不已

把荒原当作人生“第二战场”

迅速找到自己的战位

一棵树 就是一名战士

你充满深情地栽培 爱护

熟悉它们的性格和喜好

每天和它们在一起 练习排兵布阵

树 就是你的千军万马

带领着它们与风沙交战

为黄羊开辟回家的道路

为荒芜的大地找回诗意

初心辉映晚霞 情怀染绿山川

十八年 你吃了那么多的苦

却总是满脸笑容

一直表达着你的幸福

红雪花
■关照民

在八女投江纪念馆

有座特殊的雕像

寒风凛冽的密林

一位年轻母亲

抱着饿死的女儿

我站在母女俩的塑像前

心灵被猛烈撞击

我默然肃立

深情地凝视

冰天雪地

艰苦卓绝

这个还不知道糖果是什么滋味的孩子

和母亲一样

没有留下名字

也无法收入烈士名录

但她用弱小的生命之火

与母亲一同

为新中国的建立

付出赤诚和热血

我从寒冷的天空

看见一片晶莹的雪花

轻盈飘来

滋润了我冻裂干涸的心田

我看见雪花成为梅的一片叶子

被装裱在一幅幅寒梅的画中

悬挂在千家万户的墙上

温暖了人们的幸福时光

我听见这片雪花在歌唱

歌声里

透露出黑土地不屈的秉性

还有白山黑水粗犷的豪爽

无数倒下的英雄志士

用无限忠诚

燃起熊熊篝火

让每一个抗联战友

火烤胸前暖

在恶劣的环境中

用生命的极限顽强奋争

在莽莽林海雪原

描绘雪白血红

这片雪花

是用抗联英烈的鲜血浸泡而成

它从历史的深处飘来

掠过我的视线

划过我的灵魂窗口

在世人的内心深处

刻下一道

永不磨灭的辙痕

写下绿色的诗行
——致敬“时代楷模”张连印

■顾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