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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西瑞金市区驱车沿 319国道东
行约 15 公里左右，有一个叫华屋的地
方。华屋地处赣南闽西交界处，因整个
村庄都姓华，故称华屋。华屋地方不大，
但风景秀美，村庄后山上数以万计的松
树郁郁葱葱，赏心悦目。

松林之间，有17棵松树备受瞩目。

一

这是一段悲壮往事。上世纪 30 年
代初，为打破敌人“围剿”，中央苏区开展
大规模扩红运动。华屋的 43户群众积
极响应，将 17 位青年壮士送入红军队
伍。1934 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这
17 位红军战士回乡与亲人道别。大家
商量，临行前每人到后山种一棵松树，约
定革命胜利后一起返乡。他们还作出承
诺，如果有人回不来，活着的人不仅要为
阵亡的战友照顾好父母，而且还要照看
好这些松树。

在赣南人看来，松树代表着万古长青
与坚贞不屈。17位红军战士深知，参加革
命就意味着牺牲，栽下这些松树，就是要
坚信：“青松常在，革命必胜！”无论自己能
否活着回来，四季常青的松树一定会见证
胜利；即使牺牲了，苍翠挺拔的青松也一
定会替自己守护家园、荫泽后人。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
卫局文书的华质彬，是 17位红军战士中
年纪最大的。离开家的这一天，天降大
雨。临别之际，他再三叮嘱妻子照看好孩
子。随后，戴上斗笠、穿上蓑衣，箭步走出
家门。看到爸爸要远行，9岁的儿子华丕
恢追出门外，大声哭喊着要和爸爸一起
走。听到儿子的喊声，华质彬不仅没有停
下，反而加快脚步消失在滂沱大雨之中。
华丕恢不曾想到，这次别离，竟然成为他
与父亲的生死诀别。父亲身着斗笠、冒雨
前行的背影，永远地定格在他的脑海里。

这一年，17 位红军战士中，最年长
的39岁，年龄最小的华崇宜仅15岁。

青松依然在，未见儿郎归。80多年
来，17棵青松在乡亲们的精心呵护下茁壮
成长。然而，当初栽种它们的红军战士，却
杳无音讯、一去不返。朝思夜盼的华屋人，
经多方打听，得知这些亲人都先后牺牲在
长征途中。他们，或许牺牲在了湘江、或许

躺卧在了雪山、或许长眠在了草地……

二

亲人为国捐躯，生活还要继续。坚强
的华屋乡亲意识到，这 17棵青松对他们
来讲意味着什么——它们是17位红军战
士的化身、是一种血脉的延续。没有盼来
亲人的华屋人，把烈士的名字写在木牌
上、逐一悬挂在树干的醒目位置。每年春
天，他们都会自发来到后山祭奠烈士，描
红姓名，清除杂草，浇水培土。2014年，乡
亲们在后山上建亭立碑，把这片树林取名
为“烈士林”，将17棵松树称为“信念树”。

当年，华屋最后的青壮年慷慨赴国
难，村子里仅剩下一些年迈的老人、纤
弱的女人和年幼的孩子。由于国民党
反动派卷土重来后对苏区实行大清洗，
华屋乡亲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但坚强
的华屋人从未放弃希望，他们互帮互
助、共克时艰。烈士华钦材离家出征
时，妻子身怀六甲，在他离家仅仅一个
月后，儿子华从祁出生。艰辛过活的乡
亲们纷纷向这对孤儿寡母伸出援助之
手，他们有的送来鸡蛋，有的送来米面，
有的将家中珍留的粗布、红糖捐赠出
来。华从祁稍长大些后，乡亲们还举众
人之力供他读到高小毕业。

现在，已经 80多岁高龄的华从祁身
体硬朗，膝下子孙满堂，新近拍摄的一张
全家福中足足有 32口人！因为经历苦
难，所以更懂感恩。华从祁把“传承红军
血脉，报恩邻里乡亲”定为家规家教之
一，告诫子孙，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都要
常怀一颗知恩图报之心。

当初追逐父亲华质彬直到村口的华
丕恢，由于营养不良、身体虚弱，较早就离
开了人世，留下了身单力薄的妻子胡冬娣
和自幼残疾的儿子华海生。为了帮相依
为命的母子重拾信心、渡过难关，华钦材
的儿孙们与她家结成互助对子，从耕地种
田到吃穿住用等，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
心帮助。后来，身体残疾的华海生组建了
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黄沙民兵连长华盛，是烈士华桃生
的侄孙。十多年来，他带着华屋的民
兵，组成志愿队，担负着松树养护、森林
防火和巡逻警戒任务。“先辈为国献身，

我为先辈守护”，已成为 15位华屋民兵
的共识。
“烈士后人是一家，我家吃啥你吃

啥”，这种意识深深根植于华屋人的内
心。17位烈士中，除华质彬和华钦材两
人外，其他的 15人均没有留下自己的亲
骨肉。历来看重传后的华屋人，把自己
的孩子嗣传到烈士名下，为他们赓续血
脉。村民华流水将自己的 3个孙子分别
过继给烈士华崇宽、华崇宏、华崇宜作为
孙辈。现如今，17位红军烈士人人“有
后”，整个华屋呈现出人丁兴旺、欣欣向
荣的景象。这个当年只有 43户、136人
的偏僻小村，已发展到119户、492人。

三

华屋地处武夷山南麓，七山两水一分
田，田少地薄，资源匮乏，资金短缺，教育落
后，曾经长期处于深度贫困。“土房子，破窗
子，黑屋子”“小雨过后墙小补、大雨过后要
大补，日子过得真艰苦”……是对华屋过去
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的真实写照。

2012年初，中央和国家机关联合调
研组来到华屋。两个月后，《国务院关于
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
意见》出台，苏区振兴发展的东风吹遍了

赣南大地的角角落落，华屋随之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这一年，原中央苏区启动了
土坯房改造工程，通过补助、贴息贷款等
方式，为华屋村民建成了66套整齐排列、
错落有致、具有浓郁客家风情的小楼房，
所有改造户在 2014 年春节前搬入了新
居。村里还铺设了自来水管道，新修了连
接319国道的入村桥和村内循环路，沿山
脊修通了 5000米环山步道，新建了公厕
及垃圾处理设施。与此同时，文化活动中
心建好了，医疗卫生室挂牌了，村民之家
开放了，农家书屋营业了，标准球场和健
身广场也投入使用了……所有这些，都让
乡亲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攀升。

数十年来，华屋乡亲日渐形成了红色
乡规民约：新人结婚，要到后山祭拜英烈，
再回家里叩拜父母；每年清明，都要举行
庄重而又简朴的祭祀活动；每年植树节，
乡亲们都要到后山栽种松树；每年秋季开
学，村小学都会组织全体师生到松树林上
“开学第一课”，每逢少先队员入队、共青
团员入团、党员入党，都要到“信念树”下
举行宣誓仪式。近年来，从华屋走出去的
子弟兵，已有十多人在部队立功受奖……

图①：“烈士林”中的“信念树”。

图②：当地村民为青松上的烈士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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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棵青松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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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之日起，
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一
个又一个困难，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
争，谱写了光辉的历史诗篇。而今，
人民军队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凝聚起
奋进新时代、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磅
礴力量，书写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的崭新华章。光辉历史昭示真理，时
代使命催人奋进。为此，本报长征副
刊和《人民文学》杂志、《解放军文艺》
杂志联合征稿，期待广大作者以当代
中国军人的眼光与心灵，关注全面实
施改革强军战略、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的伟大进程，深切体味丰富多彩的军
营生活，为传播中国故事、强军故事
奋笔而书、歌以言志。

一、征稿要求
1、征稿对象为现役军人、军队非

现役文职人员。举凡人类战争、军事
历史、军事行动、军人生活以及与军
人相关的事物，皆可作为写作题材；
尤其欢迎来自当前军事训练现场和

军人生活现实的、细节丰富、体验独
特的作品。体裁为现代诗歌，不含古
体诗词。要求原创，未曾在公开出版
的报刊或网络、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
上发表过，严禁抄袭。每人限投诗歌
200行以内；切勿重复投稿。征稿时
间：即日起至 2018年 6月 10日，逾期
稿件将不再纳入审稿范围。

二、投稿方式
应征稿件以电子稿形式发至以

下信箱：sscc9181@163.com；邮件标
题统一格式为“强军诗歌征稿+作者
名”。作品后务必注明作者真实姓
名、所在部队代号或单位名称、通信
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和邮箱。

邮件正文贴稿件全文，另以
word格式文件作为附件。

三、稿件选择
本次征稿将择优在《人民文学》

《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报》“长征副
刊”发表；入选者将在 6月 30日前予
以通知。

军旅题材诗歌

征 稿 启 事

1985年初，我从师机关调到当时

我们师最艰苦的 A团三营三连任副连

长。几乎一夜之间，我就从师机关的

“飞机楼”，搬到了大戈壁。

那 是 真 正 的 大 戈 壁 ，一 望 无 际 。

大戈壁捧着红太阳、捧着蓝月亮升起

落下的情景极为壮观。许多年以后，

每当我一想到大戈壁，想到那次我们

在狼嗥声中的奔袭，我就激动不已。

这样的经历是我在“飞机楼”里无论如

何也遇不到的。

那天夜里，连长、指导员和我三人

在开支委会。连长说：“这次奔袭是奉

上级指示，由我们连自己组织实施，所

以无论如何要完成好，决不能出事。”

“是的，要加强行进中的政治思想工

作。”指导员说。我笑了，说：“在外三天

两夜，我给大家保证好后勤，力求饭做

得快一点。”“几点出发？”指导员问连

长。连长说：“夜里三点。”“好！就三

点。”我和指导员齐声附和着。

出发了。夜黑得让我心都打颤颤。

开始还斗志昂扬，后来就开始喘气了。

喘气声连着喘气声，仿佛暗夜的戈壁也

会呼吸一般，也随着我们的呼吸而呼

吸。我喘不过气来，戈壁也喘不过气来，

好像肋骨被人按住了一般，肺收不了也

扩不了，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我心里说：

“这可真像打仗啊！”后来连队原地休息，

当场就有五六个小子坐到了地上。还

好，没有叫娘抹泪的。我呢？说心里话，

我是在心里喊了一声——亲爱的娘啊!

因为我是副连长，所以没有出声，并且很

快组织大家给全连做起了早饭。

现在离天亮还有一个半小时，没有

水，就将全连的水集中起来，整整煮了

两大锅面条。盐放多了，使第二天的行

军变成了龇牙咧嘴的艰难跋涉。我记

得很清楚，那是七月的一天，太阳将戈

壁照射得生烫生烫，全连断水，而路途

还很遥远。起先是一排长找连长请求：

“是不是休息一下？”“不行！”连长说。

后来指导员也说：“休息一下吧?”连长

没吱声又加快了脚步，小跑到了全连队

列的第一名，并回过头来喊了一声：“副

连长，你给我在后边盯着，谁掉队就让

他走在最前边，当尖兵。”指导员看了

我一眼，我没吱声，又回看了指导员一

眼，向队伍的后边跑去。我记不得我们

走了多长时间，一直走到了祁连山的山

脚下才休息。而我和炊事班的同志们

仍然不能休息，我们要给大家烧水，烧

祁连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刚开始，有人要喝那水。水冰得人

牙疼。指导员吼道：“谁也不能喝那水，生

病了谁负责！”于是大家谁也不敢了。吃

喝完毕，队伍便上山了。开始还能看得见

路，后来干脆就没有路了。天又下起了

雨，而且天色开始越来越暗。我们在山野

间穿行，连长怕大家走失，便让通信员将

电话线分开，从排头兵连长开始拽个线

头，到最后一名指导员拽个线尾。我们都

握着一根线，一根线连着我们大家。

这时候雨越下越大了。七月的祁

连山越往山上走，空气就越寒冷，更何

况又是在这样的雨夜之中，我被冻得上

牙打下牙，但是还得拽住电话线向前

走。走啊！走啊！这时候，我们都听到

了狼的叫声，一阵比一阵高，一阵比一

阵强烈。开始我是拽着电话线闭着眼

睛走的，听到第一声狼叫的时候，就感

到有一片红色向我涌来。随着一声接

一声、一阵连一阵的狼嗥声，我感到那

不是一片红，而是铺天盖地的红向我涌

来。那红色太让我难忘了，直到若干年

后的今天我还能真切地记起。

那夜，不知是谁起的歌，一起就起

成了《国际歌》，而且大家也不知是咋

的，竟然都吼了起来，声震九霄，撼天动

地……“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

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

要做天下的主人……从来就没有什么

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

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唱着唱着，

就流出了泪水。止不住的泪水，从内心

深处感动的泪水，而且它竟然使劲儿地

流个不止。雨水和泪水交织的圣水，在

我的脸上乱飞乱舞……后来，我就听不

到那狼嗥的声音了。红色的感觉又开

始上升，那是歌声使我感到的红，我的

内心充满了这种红，像火一样温暖。虽

然雨还在下个不停，夜也还很漫长，路

也远没有走完，但是，我紧紧地拽着那

根电话线，我感到了全连官兵的心跳，

感到了全连官兵的歌声像旗帜一样鲜

红，并召唤着我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现在，每当我遇到挫折，每当我有了

委屈，我都会想起我所经历的这一切。

对于一位有信仰有情操的人来说，有了

这样的经历，“困难”“挫折”之类又能算

得了什么呢？1990年我第一次回忆起

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曾为此写下过一组

题为《红色狼嗥》的诗，发表在1991年第

六期《青年文学》杂志上。今天是第二次

回忆起这段经历，于是又写出了这篇散

文，并引用第一次所写的组诗中的最后

一节，作为此文的最后一段：兄弟！我们

是手拉着手，手拉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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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日，30名来自火箭军基层部
队的文学影视创作骨干集结在火箭军工
程大学，参加为期两周的火箭军文学影
视创作骨干培训班。培训班先后邀请施
战军、裘山山、朱秀海、徐剑等 16位军内
外知名作家围绕军事文学与新时代、战
争经历和战争文学等主题登台授课，使
参训学员有效开阔了创作视野，强化了
文学自觉，提升了文学创作水平。

在新时代，如何引导基层文学创作
骨干有效提高军事文学创作水平，艺术
记录改革强军征程，为强军事业鼓与呼，
是此次培训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参
训学员大多有作品在媒体杂志发表。然
而，这些作品多以抒写自我情感为主，缺
乏真实反映火箭军部队练兵备战实践的
现实题材作品。“大家来自一线，对军营
生活有最深刻的体验，如果我们不能书
写军营、赞颂英雄、讴歌强军，那还能指
望谁来扛起这面旗帜？”在题为“军事文

学与新时代”的课上，《人民文学》杂志主
编施战军的观点引起所有学员的强烈共
鸣。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西南军事
文学》主编裘山山结合自身 30余次进藏
采访的经历，以“行走高原，书写高原”
为题，讲述自己 40余年军旅文学创作历
程和人生感悟。她用脚步丈量雪山、用
真情讴歌军营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每名
听课的学员。因创作《穿越死亡》《出征
夜》等蜚声军内外的海军创作室原主任
朱秀海，结合两次参加边境作战的经
历，讲述他的战争题材文学作品创作体
验，让人深受启迪。来自工程部队的上
士陈仁海说：“我们导弹工程兵常年鏖战
深山，与山为伴的征战岁月是文学创作
的‘富矿’，回去后我一定要深入生活、思
考生活，将文学创作的笔触聚焦在火热
的施工一线，聚焦可敬可爱的工兵兄弟，
浓墨塑造新时代火箭兵的血性担当和昂
扬风貌。”

“文学的生命在真诚，创作应当注
意读者的感受。”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乔
叶说，应当像对待生灵一样去珍惜、尊
重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个事件、每一
个人物，每一个作品都该给读者以“陌
生感”，而非像“标准间”一样。这一观
点，让刚刚踏入创作之路的学员感受到
了著名作家的创作状态。空军青年作
家王凯在跟学员交流时说，“当务之急
是要把准兵的脉搏、感悟兵的情怀、了
解兵的关切，有意识地触摸最基层的军
营生活和普通战士的内心世界，写出他
们在圆中国梦、强军梦、人生梦过程中
的艰辛、温馨和感动。”还从未写过小说
的某部干事喻华刚说，老师的传经授道
解惑，为他打开了文学创作那一扇虚掩
的门，进一步坚定了自己进行军旅现实
题材文学创作的信心。

灵感的火花需要碰撞，好作品是改
出来的。为让学员们对作品有更清晰

的定位，对创作有更明确的目标，真正
实现“在学习中写作，在写作中提高”，
培训班每天晚上组织开展“一对一”辅
导、座谈研讨和读稿交流，“探班”交流
成了培训班的一道别样风景。此次培
训，共收到学员递交的小说 11件、散文
18件、诗歌 12件。《解放军文艺》主编姜
念光讲评时说，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既
有历史事件的思考写实，又有现实生活
的情感抒发；既有基层一线的讴歌解
读，又有官兵群体的深度分析，有质量
有见地，对火箭军军种文学创作开启新
篇章充满期待。

这次培训班还组织学员参观了陕西
省博物馆，瞻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旧
址等。学员们在历史文物前驻足，在老
照片前沉思，思绪飘向战火纷飞的岁月，
体悟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和英雄先烈的
不朽功勋，不断涌起为民族书写、为军队
书写、为英雄书写的创作热情。

将创作笔触聚焦到一线
—火箭军文学影视创作骨干培训班侧记

■李松林 丰 杰 丁荣桢

17棵青松背后，蕴藏着17位红军战

士的悲壮故事。青松郁郁葱葱，年轻的

生命永远留在了革命征程上。只解沙场

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人民军队的

红色基因正是在这种生死存亡的考验中

凝聚而成的。

故事中的17位战士，年龄最长的39

岁，最小的仅有15岁。他们的年龄，正是

当时红军年龄结构的缩影。在长征时期，

红军军级干部平均年龄不足30岁，师团

干部平均年龄25岁，然而，正是这支年轻

的红军，完成了辉耀人类史册的二万五千

里的远征。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形成

的战斗意志、坚定信念与英雄品格，铺就

了人民军队文化脉络中的厚重底色。

历史走到今天，作为人民军队的主

体，新一代的青年官兵正肩负着改革强

军的时代使命，战斗在不同岗位上。面

对各种风险和考验，我们只有自觉从红

色基因中汲取力量，在铭记历史中感悟

初心，才能真正不辱使命，扎实走好属于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青松不老，青春常在。在“五四青年

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愿红色文化的血脉

在每一位青年官兵身上流淌，愿青春的

激情与热血就像17棵青松见证的那样，

在人民军队向前迈进的壮阔征程里，散

发出夺目光彩。

青松不老 青春常在
■王耀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