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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之利刃”的特种部队，特别
人物特别多。今天要亮相的这个“重
量级”人物和他一家的故事，可谓独
家。

男主角孙浩，是声名惊人的海军
蛟龙突击队部队长，不折不扣的“狠角
色”；女主角郑彦梅，原海军陆战旅女
兵队队长、指导员，现任海军某基地司
令部“高参”；小配角，是他俩的爱子，
小名“特特”，现上中学一年级，“职务”
不详。

孙浩有英俊的五官、健壮的身材，
打小就心向海疆，神往潜伏波涛之中
的龙。如愿加入素有“蛟龙”之称的海
军特种部队当晚，他一激动，冲着墙壁
“咚咚咚”打了一通重拳。

天生基础好，再加上聪明勤奋，孙
浩进步很快，后来骄傲地当上了这支特
种部队的“头儿”，带出一支过得硬打得
响的优秀团队，获雅号“魔鬼孙大胆”。

孙浩对特种部队绝对是酷爱。他
对全军和外军特种部队、特种装备如
数家珍，精心研究的孙氏“特种兵手
语”，被全军特种部队广泛推广。

春秋数载，作为国际军事演习的
观察员、联合军演指挥员，孙浩在亚丁
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重大任务中大
显身手。作为一线突击队长，热映的
大片《红海行动》中就有他和海盗面对
面较量的“影子”。

铁血担当的孙浩深知自己肩上的
担子很重，也深知胸前的军功章，有妻
有子一半。

其妻郑彦梅，长期在南国的烈日
下带着战士们钻林搏浪，摸爬滚打，大

大的眼睛五分妩媚五分机智，一身飒
爽英姿，外加干练的性格，被女兵们称
为“霸王梅”。

郑彦梅心中，两人最浪漫的事，莫
过于那年孙浩乘船过海，颠簸了好几个
小时，手捧鲜花，突然出现在自己面
前。只见孙浩站定，大头皮鞋“咔”地一
靠脚，柔情一声：“梅女好！”郑彦梅一
愣，惊喜不已：“哇，不会吧。”一群女兵
见状，叽叽喳喳好不羡慕。

这对“蓝色恋人”，曾想象过这样的
婚礼：双双从空中伞降入海，在水中互
戴戒指，上岸后跳上酷酷的“猛士”婚
车，迎着海风，在沙滩上与海鸥共舞。

虽难以如此浪漫，但他们现实版
的婚礼却也特别——

大喜之日，孙浩和郑彦梅身着浪花
白的崭新笔挺军服，臂挂特种部队和海
军陆战队臂章，格外帅气漂亮。那天，
新娘还收到新郎珍藏的特殊礼物——
一把由外军特种部队赠予的西班牙“丛
林之王”军刀。新郎凝望新娘，深情表
白：“愿一生一世，做护
花使者”。

因为这对令人羡
慕的双军人，均是江苏
连云港人，有人戏称他
们“港哥”“港姐”，还打
趣“港哥港姐配，打架
都不累”。婚后，妻子
在三亚，丈夫在湛江，
各自忙着钟爱的特种
兵事业。情感的纽带，
就是心中那片神圣湛
蓝的海。

婚后，小两口生下
个 虎 头 虎 脑 的 胖 小
子。“港娃”诞生，孙浩
大喜，遂起名“特特”。

郑彦梅嗔怪他，“也不商量商量”。孙浩
却说：“咱俩都是特种兵，他不叫‘特特’
叫啥？就这么定了！”特种兵的情结与
霸气，也引得郑彦梅乐了。

日复一日，一对特种兵也难免因
生活琐事闹点别扭。有没有升级到
“动手过招”不得而知，但最后总是孙
浩“啪”地一个敬礼，主动认错。接着，
拍黄瓜、开红酒、送玫瑰，一通殷勤，还
美其名曰：“咱是特种绅士。”郑彦梅刚
才还在瞪着大眼，继续“让子弹飞”，一
会儿心里便美滋滋地乐开了花。

从小听爸爸妈妈讲大海、讲英雄
长大的特特，如今，小拳头一天天长
大、长硬，练得一手好搏击，最常和小
伙伴们嚷嚷的就是——“长大要像爸
爸那样，当打海盗的‘蛟龙’！”

如今，一家三口仍然过着离多聚
少的生活，但苦乐荣光，让属于他们的
时间有滋有味，幸福满满。蛟龙、娇妻
加骄子，军人家庭独有色彩，特别鲜
亮、特别惹眼！

蛟龙·娇妻·骄子
■赵 进

（一）

第一次见到父亲王昌来，王晨已经
两岁了。他当然记不起当时的情景，但
所有的回忆都凝结在一张自己头戴父
亲军帽的老照片中。

年少时光，与父亲相聚的日子屈指
可数。填充这难得时光的，多是一个有
些“叛逆”的孩子对父亲权威的“挑战”。

战友们都叫王昌来“兵王”，可在王
晨眼里，父亲身上没什么光环。王晨羡
慕的是电影里驾驶潜艇直入敌方军港、
孤胆袭狼的大英雄。所以每当父亲在
别人面前说“只要我奋力一拉，鱼雷就
会乖乖发出去”时，王晨总会在一旁嗤
之以鼻：“吹什么吹，不就拉扳机嘛，简
单得很，是人都会。”

一次实射演练填装时，鱼雷爆发器
中一个火柴棍粗细的底火不小心卡入
了底火座基。爆发器是鱼雷最为敏感
的部件，如果用金属物件去挑，极可能
引发底火爆炸。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
具，大家都束手无策。王昌来却急中生
智，找来一根木筷，两三分钟的工夫，用
砂轮打磨成“木头针”，挑出了掉在座基
内的底火。当王昌来自豪地把这件事
讲给儿子听时，王晨却翻着白眼：这算
哪门子创意？抗战时期，赵章成将迫击
炮改装成平射炮，打得鬼子嗷嗷叫，那
才是真厉害呢！

还有一次，潜艇在水下重装鱼水
雷。可不知为什么，操作人员就是无法
按正常程序排除发射管里的水。王昌
来判断，可能是排水口被脏物阻塞。他
让所有人远离发射管后盖，自己上前将
其拧开。就在后盖刚刚解脱的一瞬间，
1吨多的海水猛然间涌出，全部拍在了
他的身上。后经检查证实了王昌来的
判断，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听了这些，
王晨也试着拿父亲与挺身堵枪眼的黄
继光相比，可一想到几个垃圾袋就将父
亲整成一个“落汤鸡”，又没了兴致。

就这样，父子二人在“不默契”中度
过了一年又一年。高二时候，王晨和父
亲又一次因为琐事发生冲突。王晨不
服气地怼着父亲：“你就会在我面前牛，
不就是一个兵嘛，领导面前你敢不？”王
昌来也高声叫板：“有本事你考个军官，
当我领导看看？”
“咱们走着瞧！”王晨毫不示弱地回

答。高三毕业，他憋着一口气考上了青

岛潜艇学院。除了打赌的胜利，不知怎
的，看到父亲憔悴的脸上欣慰与担忧交
杂的神情，王晨竟然有了一种心疼的感
觉。瞬间，他回忆起每次出海前夕，父
亲都会神秘地交给母亲陈纪月一个小
铁盒，里面放着一封父亲一回来、母亲
就撕掉、从来也没打开的家书。

王晨这才意识到，从此以后，交到
母亲手上的将是两封这样的家书。

（二）

“老爸，你已经服役满 30年，可以退
休了。不如和妈一起来青岛，也享享清
福。”

2008年大学毕业后，由于所学专业
的缘故，王晨没能分到父亲所在的支
队，而是留在了海军青岛某部工作。家
里两个潜艇兵，时常探海底，两头牵挂
的陈纪月失眠的症状愈发严重。所以，
王晨便想和父亲商量一下老爷子退休
的事。

王昌来对此闭口不谈，而是向儿子
透露：“支队马上要接新装备，刚好和你
的工作对口，你要是能来接着干就好
了。”

天遂父愿。2011年 6月，王晨作为
新装备人才，被调到王昌来所在的潜艇
支队任鱼水雷部门长，成了王昌来的

“顶头上司”。
王晨上艇那天，王昌来麻利地给他

敬了一个标准军礼！休息间隙，小王对
老王说：“爸，咱下回别搞这么正式，好
不？”没想到，老王严肃地回答：“必须这
么正式！我是在执行条令，在艇上我是
你部下，不是你老子。”

有这样一板一眼的父亲，注定了儿
子这“官”不可能当得顺利轻飘。

这天，王晨正带领艇员进行鱼雷发
射操演。站在一旁的王昌来当场泼了
盆冷水：“这样操作，速度太慢，影响发
射时机。”王晨不服，向老爸发起挑战，
王昌来欣然应战。
“官儿子”挑战“兵爸爸”。只听一

声哨响，父子俩迅速地操作起来，结果
还是老王快了 1分多钟。“学校里教的是
空管操作，步骤并没错，但我们是作战
部队，要按照管内有鱼雷的战斗状态改
进操作方法。别小看这 1分钟，在战场
上，早 1分钟发射鱼雷就能多一分制胜
的把握。”老王的一番言传身教让小王
彻底服了气。

直到王晨自己参与装雷后，才真正
体味到父亲的潜艇兵血性。那年，潜艇
出海进行实射战雷训练。舱内鱼雷吊
车的铰雷链条突然断裂，数米长的鱼雷
一下子坠落下去，尾部仅有另一根链条
和舱壁保持连接。一旦这根链条断裂，

整枚鱼雷滚落舱底，后果将不堪设想。
必须迅速接上断裂的铰雷链条，以

分散重量！听着链条“嘎吱嘎吱”的“呻
吟”，王昌来没有丝毫犹豫，迅速捏住断
人手指仿若削泥的链条，硬生生地塞进
吊车齿轮，准确地将其接上。
“王班长简直是要雷不要命！”战友

们个个佩服不已，而王晨更是又心疼又
震撼。他这才在心底承认：父亲就是潜
艇部队当之无愧的“鱼雷王”！

（三）

2016年，王晨即将参加国产某新型
潜艇的接艇工作。出发前，终于退休的
王昌来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
“儿啊，你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好

好学，争取早日打好咱支队新型潜艇的
‘第一雷’！”王昌来语重心长。

“放心吧，老爸，我以后一定干得比
你好！”看着父亲已经花白的头发，王晨
感慨万千，脑子里涌现出的都是父亲临

退休前在艇上奋战的身影。
最后一次出海，王昌来向一名鱼雷

兵请求，操纵时由他亲自上；最后一次
装雷，王昌来接替负责绞雷的新兵，自
己抡起了绞雷机的手柄，一圈一圈直到
满头大汗；最后一次参会，王昌来询问
艇领导，退休后他是不是可以继续回来
帮忙管理鱼雷仓库……

想着想着，王晨的眼眶湿润了。再
次回想起父亲那些“不值一提”的经历，
他满心都是敬佩：突破常规的冷静精
准，视死如归的勇气胆魄，这就是自己
在父亲身上学到的！

鱼雷舱最危险的工作是装填爆发
器。爆发器就像子弹的底火，在装填过
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引爆鱼雷。一次，王
晨所在艇队按照部署在码头装载鱼雷。
第二枚要上架了，但忙乱中负责给鱼雷
装填爆发器的下士小张忘记了调整爆发
器的安全状态，眼看就要把一枚“待发状
态”的爆发器装填到战雷中。千钧一发
之际，正在一旁负责指挥绞雷的王晨一
个箭步冲了上去，抢过爆发器，小心地将
其调整复位，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这事传到老王的耳朵里时，这位
曾装卸爆发器 6000 多次、与死神打过
无数次交道的“鱼雷王”一脸骄傲：“不
愧是我王昌来的儿子，是个合格的潜
艇兵！”

王昌来退休后，将自己多年来积累
的厚厚一摞学习笔记送给了儿子王
晨。虽然装备几经更新换代，其中很多
内容已经“过时”，但王晨却把这些已经
泛黄的纸张视如珍宝，从字里行间摸索
父亲的工作思路和经验方法。因为他
深知，要想握稳父亲手中的“接力棒”，
就必须成为他，并超越他。

前不久，王晨所在艇又接到新的演
习任务。出发前，他再一次翻开了父亲
的学习笔记本，在最后一页郑重写下：
“离开了您，我这只小鸟到底能不能
飞？能飞多远？其实，最好的传承，就
是成为更棒的你！”

栏头设计：苏 鹏

图片合成：孙 鑫

最好的传承，就是成为更棒的你！
■本报记者 王凌硕

良好家风和至理家训，不仅

能影响人生，还能促进良好社会

风气的形成，是推动社会文明进

步的正能量。

为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

廉政文化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培育良好家风的重要指

示精神，中央军委纪委政治工作

局和解放军报社联合在“军人家

庭”专版开办“传家风 立家训”专

栏，现面向全国全军征稿。

一、征稿内容

以“传红色家风、立新时代家

训”为主线，聆听、感悟革命先辈

的红色家风，讲述军人军属怀德

自重、廉洁修身的动人故事，彰显

军人家庭立世、做人、做事的风范

和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以启迪

思想、启发自觉、启示人生。

二、写作要求

思想性强、内容积极向上，视

角独特、注重创新，文学笔触、故事

新颖，题材不限，聚焦风采展示。

行文2000字以内，可配图若干。

三、投稿方式

互联网邮箱：

jbjrjt@163.com

强军网网盘：

军报军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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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家庭

璇姐好：

结婚咋就这么难啊！和谈了 3

年的女朋友约定今年“零彩礼”结

婚，可她爸妈一听就急了，说是老

家嫁女儿彩礼必须“万紫千红一片

绿”，不给就是我没诚意，也让他

们没面子。我家经济条件一般，我

不想自己的婚事给爹妈造成负担，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实在不应该用

彩礼衡量我们的感情。我该怎么办

才好？

第80集团军某旅上士 小 吕

小吕，你好：

许多年轻官兵在结婚前，似乎都
会遇到“彩礼”这道“坎”。在有些
父母眼中，男方送彩礼天经地义。可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回
归，“零彩礼”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
轻人的STYLE。

对父母而言，儿女的幸福都是最
重要的，而幸福绝对不是用金钱买来
的。与其把彩礼视为娘家面子和自身
诚意的“等命题”，不如把日子过
好。这才是两家人最好的面子，是你
最大的诚意。

过了自己的心理关，更需要你将
心比心地去理解她的父母，也让他们
了解你的好、理解你的难。用你的孝
心、细心、爱心去打动他们，才能顺
利为你的彩礼“免单”！要知道，把
一个小家、两个大家的日子过圆满
了，才是好女婿的“必修课”。至于
旁人的闲言碎语，就等着时间去“打
脸”吧。

“体面彩礼”
不如“体贴女婿”

4月的一天清晨，西

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团

连长何祥龙利用任务间

隙时间，陪妻儿在营区散步。不

日，他又将开启进藏运输的新征

程。望着如同小树般茁壮成长的

儿子何祉汛，何祥龙内心充满了

不舍与期待。

家庭秀

欧阳云利/文图■

定格

庭院闲情森几许，穿林晨辉，光

影铺满地。清风拂过又十里，燕归

莺啼报春意。

幸得闲暇陪儿妻，相顾默语，携

手许归期。望子乘风还归去，心暗

许顶天立地。

璇姐私聊

照片中靠左的两

人，是一对特殊的“父

子兵”：60岁的父亲王

昌来，海军某潜艇支队

某型潜艇鱼雷一级军

士长；33岁的儿子王

晨，海军某潜艇支队某

型潜艇作战长。

“兵王”王昌来在

潜艇上一奋斗就是35

年。他退役后，王晨子

承父业，继续潜行在深

蓝海洋。他们的家庭

故事，彰显着两代军人

对强军事业一脉相承

的赤胆和忠诚！

图为临退休前，王

昌来抓紧一切时间传

帮带。 孙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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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两地分居，使得一家人聚少离多。特特三岁

时与父母的合照，成为珍贵的“全家福”。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