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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油画）

王妍丁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第4338期

那场撼天动地、疯狂肆虐莲花宝地
的“天鸽”台风，过去一年多了。

每当华灯初上，我乘车穿梭于这座
夜色璀璨的城市，看到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人们，总能想起 1964年以来威力最强
的“天鸽”台风，对澳门造成的巨大破
坏，更忘不了驻澳部队铸忠诚、战“天
鸽”的英雄壮举。

2017年 8月 25日 9时 31分，根据《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驻军法》，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我奉
命带领驻澳门部队开进灾区，展开灾后
救助行动。在进入澳门这片神圣的国土，
我看到昔日繁华的城市，满目疮痍。各种
广告牌、交通指示牌，有的在半空摇荡，
有的被风刮得满街跑。歪倒的摩托车到
处都是，小型汽车被吹翻，不少轿车被淹
得只剩顶盖。住宅的门窗大部分被毁，玻
璃碎片散落遍地。高楼空调外机，随时可
能掉下来危及行人安全。建筑中的防护
网被强风粗暴地撕裂，像鼓起的风帆肆
意冲向天空。路两边的大树也被连根拔
起，没有倾倒的树木，枝杈所存无几，任
凭狂风拼命地摇曳。

街上海水倒灌，断电缺水，民宅商铺
被淹，街道一片狼藉，各种垃圾堆积如
山。海水浸泡过的物品，混杂在污泥浊水
中，腥臭无比。可怕的疫情风险也在持续
攀升。

面对大灾大难，驻澳门部队闻令而
动。只用 10分钟完成紧急集合和战前动
员，15分钟救灾部队出动，30分钟官兵
已全部投入救灾“大战”，这是港澳驻军
在特区首次展开的一场救助灾害行动。

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澳门同胞看
到驻军的车队隆隆开来，一队队官兵冲
进灾区，上演“最美逆行”、展现“最佳风
采”时，他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呼喊
着“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那一幕
幕感人情景至今还清晰定格在我的脑
海。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伯，眼眶里饱含
热泪，紧紧拉着我的手说：“谢谢，谢谢
我们的军人！”在老伯深情凝重的注视
下，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瞬间在胸膛迸
发，倍增无穷的力量。我深知，凡是参加
救灾行动的官兵，都在以鏖战“天鸽”的
英勇和无畏，向澳门同胞传递着中央人
民政府的关怀、彰显祖国的大爱、体现
中国军人的果敢与担当。这种军民情深
的动人画卷，在内地不足为奇，但在“一
国两制”的澳门，还属首次。

澳门的“十月初五街”，是遭“天鸽”
破坏最惨重的老街区。当时，天气闷热
潮湿，站着不动都汗流浃背。面对堆积
如山的垃圾，官兵顶烈焰、战酷暑，手抬
肩扛、锹装车运，污水汗水把身上的迷
彩服都浸透了。40 余名女战士飒爽英
姿，巾帼不让须眉。她们身背 30多斤重
的药水，逐个街巷喷洒消毒，汗水夹杂
雨水，流淌在她们美丽而坚毅的脸上。

面对高温与恶劣环境，不少战士中
暑晕倒。苏醒后，不顾劝阻继续战斗。在
抢修主要干道，恢复交通秩序的过程
中，有的被刀锯割伤、树枝刮伤、物品砸
伤，还有的官兵出现呕吐、腹泻、过敏、
发烧等症状，但没有一人退出“火线”。

哪里情况最危急，哪里就有解放
军；哪里灾情最严重，哪里就有迷彩绿；
哪里任务最艰巨，哪里就有突击队。首
战告捷后，救灾行动延至澳门各地并辗
转澳凼两岛。为争时间、抢速度，急澳门
所急，解民众所难，又临时抽调先期参
与珠海救灾部队，进澳支援。这些官兵
顾不上吃一口热饭，紧急开进澳门救
灾。为避免干扰民众，他们将夜间作为

救灾重点突击时段，卫勤分队连夜进行
全方位、无死角灭菌防疫。官兵们同时
开展操舟、潜水等应急训练，与警方联
合警戒巡查，时刻防范新一轮台风“帕
卡”的接踵进袭。各支部组成党员突击
队，发扬“宜将胜勇追穷寇”的突击精
神，在滂沱大雨中连续奋战24小时。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坚固堡垒，一名
党员就是一面鲜红旗帜。救灾中，干部
党员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急难险
重任务冲锋在前、拼搏在先，带领官兵
抢重活、啃硬骨头，用实际行动打造澳
门“最亮丽名片”。

忆起战“天鸽”，应该浓墨重彩记录
的还有那些临近退伍的军人。这些可爱
可敬的老兵，把灾情当命令，视灾区为
战场。他们主动请战，集体推迟离队，义
无反顾地把脱下的军装重新穿上，把上
交的装具重新领回，一个都不少地投入
救灾战斗。脏污第一个蹚，重活第一个
上，险情第一个排。“看我的，跟我来，你
到后面去”，是老兵们在救灾行动中喊
得最响的口号。他们用忠诚和使命践行
军人誓言，用辛劳和汗水回报澳门同
胞，用作风和品质展示驻澳风采，为军
旅生涯画上了壮美句号。

使命催生担当，担当铸就辉煌。历
时三昼夜的救灾行动，驻澳官兵不辱使
命，不负重托，守法如铁，秋毫无犯。当
年解放军夜宿上海街头的纪律形象，又
一次重现澳门。驻澳官兵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打赢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攻
坚战、歼灭战，为维护澳门同胞生命财
产安全、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发挥
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向党和人民交
出了完美答卷。

最令我感动的还有澳门同胞在特殊
条件下，对解放军的热爱之情。无论走到
哪条大街小巷，只要有驻军官兵，必定有
澳门同胞鼎力相助。有的亲自给官兵戴
上口罩、擦拭汗水，有的坚持送水、送食

物，有的社团、义工主动加入救灾大军。
那几天的澳门，一幕幕令人热泪盈眶的
生动场景，一个个直逼心田的暖人故事，
一处处军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感人
举动，都无比真实地展现了灾难面前的
人间大爱和战胜困难的众志成城。

记得一个小女孩，拎着七八瓶矿泉
水，如一朵初绽的芙蓉，静静地等在救
灾现场。绵绵细雨打湿了她的衣服，她
却全然不顾。只要看到官兵稍作停顿，
她便怯生生地走过来，用力拧开瓶盖，
轻轻地说：“叔叔，请喝水。”面对女孩的
真挚情意，看到她被袋子勒得发红的小
手，战士们实在不忍谢绝。水喝到嘴里，
甜到心中，使人陡然增添干劲。

驻澳部队救灾行动，不仅得到澳
门同胞深情拥戴，也获得全国人民和
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称驻澳部队官
兵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澳门同胞
的话，至今还铿锵回荡在我耳边：“天
灾无情，祖国有爱，你们是我们国家最
能干、最值得信赖的军人。”“我们市民
个个都应该向解放军学习，你们辛苦
了！”一位澳门特区政府官员评价说：
“澳门市民有难，特区有难，你们立刻
伸出援手，社会各界非常赞赏和认同，
我们是一家人！”

救灾过后，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
目记者采访时，谈起军民共度灾难的最
美群雕，我被广大官兵的英勇无畏和澳
门同胞的家国情怀，感动得几度哽咽。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
澳门这场救灾行动中得到了最朴素的诠
释。特别是澳门同胞自发赠送的锦旗，有
15万人在上面签名，表达感谢之情。

这些褒奖是鼓励，也是鞭策。让一
代又一代驻澳官兵，百倍珍惜澳门同胞
的深情关爱与殷切期望，继续为维护
“一国两制”伟大方针、维护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再创辉煌，再立新功。
（作者为驻澳门部队副司令员）

战“天鸽”
■刘书升

五千年，两千年的传说，三千年的
纪实。

一万茬庄稼，养活过多少人和牲畜？
一千年的战争为了分开，一千年的

战争再为了统一。一千年里似分又似合。
就算一千年严丝合缝，也被黑夜占用五
百。那五百年的光明的白昼，未被记载的
阴雨天伤害了多少人的心？

五百年完整的黑夜，封存多少谜一样
的档案？多少英雄埋在地下，岁月为他们
树碑多少，竖在何处？我还想统计的是，
五千年里，多少岁月留给梦想？多少时
光属于公平正义与幸福？

能确定的数字：忍耐有五千年，生
活有五千年，希望也有五千年。

爱，五千年；恨，五千年。对土地的情
不自禁有五千年，所经历的暴力和苦难，
我不再计算。人心，超越五千年。

长 城

一块砖和又一块砖。
一个大集体中相濡以沫的伙伴，有

的身板依然硬朗，有的已经风烛残年。
以并肩作战的姿势，以相互依偎的

深情，它们如果在我们的远方，只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长城。

把一片土地爱成国家，把长满庄稼
和花朵的田野爱成祖国，把我们的祖先
静静地爱成一个又一个的家族，把一片
云和另一片云放在这个狭窄的锋面，让
我们历史的天空遭遇过血雨腥风。

我尊重这些被选择的砖石。它们一
动不动，寂寞地走进遗忘或者曾经聆听
喧闹的沙场搏击。它们以长城的名义，在
漫长的岁月里，守望并且热爱。由它们而
形成的集体——长城，因此也只能选择
担当并且无言。

是是非非的往事已成过客。屹立的
是山脉，流动的是江河。江山，它的子民
是一个又一个真切的面孔，善良如稻谷，
温暖如棉花，多像长城的每一块砖石。忘
却仇恨或者耻辱，长城不叹息。阻挡或者
推诿，岁月啊，人与事物在川流不息。一
直在川流不息呢，比如物换星移，比如天
翻地覆，比如候鸟迁徙。

爱到佝偻，爱到沧桑，爱到烟消烟
散。当所有的痕迹留给空旷，记忆中的长
城，祖国是它的主人。如果只能寂寞地站
立，它愿意站在更远的地方，在腾退的地
带，种下正义及和平。祖国不说大话，她
一边心地善良，一边英姿飒爽。长城，站
在远方，它会想家。

泰山与日出

可以登上绝顶，但别的山不小。
一切的往事留在山下，在高高的山峰

上，我们只面向未来。未来是永恒的提醒
啊，心里只有自己的人，一定像山头松动
的石头，也许一阵轻风就让它滚回原地。

忘记曾经的惆怅，惆怅里故作玄
虚的脸，你在充满灰尘的地方因为灰
尘的赞美而喜悦。我此刻想到的是未
来，未来正和初升的太阳一起问候我
站立的山峰。

山峰有伟大的名字，它是泰山。
雾仿佛日出时的考验，一些人中途

回去，看不到日出就不能留在山顶？我骄
傲，我是留下来的人。我爱雾中的信心，
边上的树伸出手臂，它想握住太阳的手。
我也想握，握它永远的升起，握它的豪迈
与坚定。我非常想表达我在高高的泰山
顶看到日出时的心情，心里应该只有太
阳，夜的暗与暗中的故作聪明成为我必
须鄙视的内容。

在泰山顶兮，我在，众山可以不小。
这里的日出不允许利欲熏心，也就

是说，对待万事万物首先需要彼此尊重。
这一感悟让我有勇气与龌龊的人远离，
我呼唤的庄严在高高的泰山顶上。

泰山，爱在高处。
我是不会恨的人，在泰山，所以我不

能低。同时不能低的是刚刚升起的太阳，
它红，红了山上，也温暖了山下。

沧
桑
五
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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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
庆
荣

当辛强蹚着没脚脖子的积雪，走到山
坡上的小木屋时，太阳已经向山峦后面落
了。小木屋是旅里设置的收容点。进了小木
屋，徒步拉练就画上句号了，等第二天坐上
收容车，就能回营了。虽然，这对一个下士
来说，不是件光彩事儿，可即将退伍的他不
想再逞能了。

辛强没有急着进小木屋，而是靠在
一棵巨大的松树上欣赏起晚霞。他惊喜
地发现远处山峦上，竟有一片通红的
“彩云”，这“彩云”是由一颗颗红红的山
枣组成的，山枣密密麻麻的，估计少不
了。他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

突然，山下传来脚步声。准是掉队的
战友，这下好了，晚上有伴了。只见一个
小个子列兵，不一会儿就冒头了。只见他
裤子上都结了冰，走起路来就像古代穿
铠甲的武士，“咔咔”直响。
“老班长！”列兵看见辛强，立即露出

惊喜的神色。“你在‘单独’执行任务吗？”
辛强怕列兵难堪，便这样婉转地问道。列
兵忙说自己重感冒，打了两瓶点滴的工
夫，连队就不见踪影了。
“那就跟我在小木屋睡一宿吧，明天

一起坐车回营房。”谁知，列兵急赤白脸
地说：“那不是当‘逃兵’吗？不干！”

辛强听了，心头一激灵，立马转了话
题，“磨刀不误砍柴工，就算你不坐收容
车，看你这狼狈样，不如先到木屋烤烤火
再走。”木屋里堆了不少干柴，从摆得整
整齐齐的样子看，还没有谁动过呢。
“老班长，别人没动，咱也别动了，否

则多丢人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咱
俩这不情况特殊嘛！”

列兵不解地看着辛强，辛强说：“我坏
肚子了，拉得我差点虚脱，如果不是想在
退伍前少留点遗憾，昨天我就撤退了。”
“老班长，拉练还有三天就收官了，

咬牙坚持下来不就没遗憾了？”
辛强本想说几句消极的话，又怕污

染了列兵纯洁的心灵，就改口问起列兵

的经历。列兵说，他叫刘强，是特战连的，
当新兵时就练成了“神枪手”……在熊熊
炉火的烘烤下，刘强的衣服和裤子腾腾
地冒着热气，僵硬的表情也随之柔和了
许多。辛强从刘强的言行中，早看到了自
己当年的影子，打心眼里喜欢他，就用鼓
励的口气对刘强说：“要一直这样干下
去，准保有一天你会成为精兵的。”“我做
梦都想呢！”显然，辛强的话说到刘强心
坎上了。衣服烤干了，辛强拿出军用饭盒
准备煮饭。刘强却说，“老班长，你吃吧，
我得赶路了。”

他准是把干粮吃完了，辛强想。随
后，便以命令的口吻说：“你一定要吃点
东西再走。”
“老班长，我发现山峦上有片山枣，

如果我都吃了，怕是要撑破肚皮呢！”
“那段路不是越岭就是爬坡，没有几

小时是走不到的，等你走到那儿，怕是连
吃山枣的力气都没了。”
“有了目标，就不觉累了。我们指导

员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不是万
能的，可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
“别说没用的了，抓紧吃饭！”辛强将一

大半米饭给了刘强。“老班长，别这样！”“别
啰嗦，听我的，把它干净彻底地消灭掉！”看
着坚持的辛强，刘强接过饭盒。也许饿极
了，也许着急赶路，反正眨眼工夫，刘强便
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饭。

胃里有了能量，刘强感觉浑身是劲
儿，号叫的山风打在脸上，都不觉得痛。
估计走了一里多山路，他突然听到身后
传来响声，凭着特战兵的警觉，他敏捷地
藏到树后，随后，脸上竟荡开了笑容，高
兴地叫道：“老班长，你咋来了？”
“我想吃山枣呀！”辛强稳稳地站在

刘强跟前，说：“你叫刘强，我叫辛强，咱
俩‘强强’组合，就是铁打的汉子，走遍万
水千山都不怕了！”

原来，刘强的坚定果敢，把辛强“兵
之初”的梦给唤醒了。他迅速熄灭炉火，
精精神神地从后面撵了上来。

一路上，俩人摔了好几跤，但两行倔
强的脚印，始终向着远方延伸着。不知不
觉中，俩人越走越快。眼瞅着离山峦上那
片红红的山枣，越来越近。

山峦顶上山枣红
■韩 光

当我第一次看到长江
■李 琦

当我第一次看到长江

这中国最长、最著名的河流

那也是我的第一次恋爱

第一次跟着漂泊的爱人，东奔西走

我的爱人，五官端正

换上古装，就是一个俊朗的书生

一路之上，我们吟诵那些关于长江的诗句

他巧妙地由此及彼

给我起了许多可爱的小名

我们望着那些长江上的船只

汽笛沉稳悠长，让人为之动容

看到许多船去远方

我知道，自己从此也是

有了远方的人

在松花江边长大

看到了江水，犹如见到亲人

我从一条江畔出发，来到另一条江的身边

此刻，江风正吹拂我风尘仆仆的爱情

登上轮渡，一遍一遍往返

我们没有要去的地方

只为了在这大江之上，看天高水远

无名女红军的铜像
■洪 烛

我走进女红军纪念馆

在露天的庭院看见你孤单的身影

女讲解员却为你自豪

她有亲人。她是党的女儿

我走遍整条女红军街

打听你失传的故事

曾接纳你的那家堡垒户介绍

她充满爱。她是革命的妻子

我在安葬了几千位烈士的青杠坡

没查找到你的下落

你牺牲的战友仍在为你祝福

她冲破了枪林弹雨

她会成为未来的母亲

我问一位清明来习水扫墓的老将军

为他包扎过伤口的你姓甚名谁

老将军抚摸着勋章一样厚重的伤疤

她就叫作女红军

还有比这更光荣的名字吗

冀中平原往事
—写给“日本八路”宫川英男烈士

■黄亚洲

一粒子弹，在他的衬衣口袋附近

找到了死亡

同时找到的，是一支断裂的钢笔

子弹从侧面顺便吻了一下这支笔，因为

发现彼此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金属

死者早知道会有这一天

知道自己的同胞扫荡起来会很狠

所以他的坚守也很狠毒

异国的土地与树根，做了他的骨骼

他的躯体与眼窝边上

很快就出现了一些中国的蚂蚁，但他

一直保持微笑

他的安详的血液，从他的钢笔皮套里涌出

呈现日本海的颜色

他还有一封信没有写全

是想日后寄往北海道的

那里有个好听的童音，喜欢喊叫爸爸

有两只小手，喜欢把蚂蚁装进小瓶

但是现在，子弹的喊叫声压过了一切

子弹是一粒带血的句号，句断了所有

生命是有限的

谁的文章都不需要太长，不管

是哪种文字

据说在他的文章的中间部分

他还是抗拒的

他曾企图切腹，他念叨天皇，后来

才从八路军的油印报纸上

读懂了战争的荒唐

后来才开始吃中国百姓的米饭

从一粒粒黄澄澄的稻谷中

看明白了子弹的罪孽

终于，他把子弹中的一粒，收留在了

自己的心脏里

他的心脏，已经坚强得可以包容钢铁

那粒子弹出自他家乡的兵工厂

那是北海道，空气湿润，夏天青草很绿

句号就句号吧，可以了

精短小说

想象，为经验插上翅膀

后来，站在岸边

站在这古老河流的身旁

我们把一生中最动人的话，说了出来

那一年的长江，宽阔而平静

黄昏来临，波涛之上，一片玫瑰之红

我的爱人紧搂着我肩头

几乎同时，我们感到了彼此的颤动

这一刻如此美好。好到让人伤心

就是到了弥留之际，我也会想起

在武汉，那一天

长江之岸，年轻的我和你

心如流水，正乘风奔腾

他的一生，已经不再残缺

甚至已经，可以完整地

交付蚂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