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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我年过半百之际，大学
毕业的儿子激情澎湃地应征入伍了。

看到他自觉自愿选择携笔从戎，我
这个老兵自然是打心眼里开心。儿子
离家的前一天，亲朋好友聚餐欢送。三
哥特别交代：“给我侄子多点些好菜硬
菜，千万别像宪存当年，饿着肚子就当
兵去了！”

一句话，把我的思绪拉回了 1978
年的冬天。

那年 16 岁的我，已经考上了县师
专。为了圆自己的军旅梦，在大队民兵
连长的暗示下，我在应征入伍登记表上
偷偷地虚报了两岁。接下来，体检政审
一路顺利过关。可万万没想到，接兵干
部例行家访时，恰逢我上学不在家。刚
过门的嫂子无意中把我的实际年龄泄
露给了接兵干部。于是，我又被通知到
县招待所去接受附加的面试。

面试之前，当过兵的大哥给我进行
了临时“特训”：怎么敬礼，怎么说话，怎
么立正稍息。以至于我走进接兵干部
的房间，一番自我介绍之后，一个高个
子军官便问我：“家里有人当兵？”我好
生奇怪：“您咋知道？”那位军官笑了：
“你身上自带符号呢！”

接下来的面试很轻松。接兵干部
们说我机灵聪明，是个好苗子，可惜年
龄偏小点儿，让我回家等通知。

回家后，我把接兵干部“回家等通
知”的原话告诉了家人。娘便捎信儿给嫁
到外村的两个姐姐，说我要当兵了。大姐
说，要把准备春节前杀的一只大公鸡，拎
回娘家提前过年；二姐也准备把自家养的
绿头老鸭拿到娘家来，给弟弟加菜；大哥
说，要请我到村西头的家里吃送行饺子；
三哥则说，要在新落成的新屋里给我蒸锅

白面馍馍，让我走前吃个够。俺大大（爸
爸）竟然说，等我拿到入伍通知书，就宰一
头羊来宴请村干部和亲朋好友。

这些口头预留的美味馋得我梦里
直流口水，天天盼着入伍通知书的到
来。一想到因为我一人当兵，全家人便
能欢聚一堂，接二连三地吃上过大年时
才能吃到的美味佳肴，我的颈椎霎时像
是拔高了两节，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的。

5天后，同村的王学德领回了入伍
通知书，同时领回的还有“参军光荣”的
大红花、一身绿军装和军用被褥，而我却
一直等不到消息。我跑到县招待所去找
接兵干部追问原因，结果收到了一个“今
年你们县的兵源很充足，先让那些哥哥
们去当兵吧，你还小，明年再来”的回
复。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招待所，先前拔
节长出的个子立马缩了回去。

正当我为入伍失败而心烦意乱的
时候，人生的转折却戏剧性地来临了。
就在全县新兵集结出发的前一晚，有个
大个子新兵突然血压上升，鼻血不止。
于是，我便成了一名替补兵。

紧随我之后赶到武装部的三哥，红
着眼圈把兜里仅有的 6元 5角钱全掏给
了我，说：“这咋突然说走就走？一家人
连个欢送饭都没聚到一起吃，咱娘心里
得多难受啊……”一直处于激动兴奋中
的我，被三哥的一席话惹得鼻子有些发
酸，也就尤为遗憾没能吃到那顿觊觎已
久的大餐了。

对我的“从军史”耳熟能详的儿子，
刚到新兵连，便来电跟我比起了现代化
通信与交通的便捷：“我们乘坐的是宽
敞明亮、窗明几净的‘和谐号’动车，比
您当年乘坐的闷罐车不知道要快多少
倍，手机报平安也比您写信快捷吧？”

面对儿子的炫耀，我无言以对。
那年，我们从商丘兵站登上发往广州
的“闷罐车”，那是真闷真慢。据说那
是曾经拉过牛的车皮。车门一关，满
车厢弥漫的都是牛屎的味道。车厢里
铺着一层干稻草，晚上，我们这些新兵
各自把行李打开后席地而卧。有人在
途中就已经开始哭鼻子想家了。

三天三夜的颠簸结束，我们来到了
广州东郊的原解放军体育学院。班长
安排大家给家人写信报平安，我就把驻
地的温暖如春以及食堂天天有鱼有肉
的幸福生活，向父母绘声绘色地渲染了
一番。谁知，一封信从广州寄到鲁西南
的乡下，竟然足足用了 10天的时间，那
10 天里，乡亲们都传说我们那批兵是
直接拉到中越边境了。盼不到信的娘
亲，又是思念又是担心，整日在家泪水
涟涟的，一下子就把眼睛哭坏了。

如今的幸福生活的确是过去所望
尘莫及的，但我对儿子毫不示弱：“当下
的幸福生活是时代造就的，有种就跟我
比意志、比信念！”

当年在连里，我虽然是年龄最小的
一个兵，但人小不认怂。内务整理、训练
比武、单兵考核、站岗值勤、文化学习，样
样都冲在前面。两年后，我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原解放军武汉高级后勤学校，成
了全连唯一一个考上军校的战士。

可看到儿子的新训成绩，我又不得
不服气新时代官兵良好、全面的素质。
短短 3个月，儿子就被评为新兵连的理
论学习之星、队列训练标兵、篮球比赛
“三分王”、文艺会演骨干……综合素质
上，我这个老兵输得心服口服。

儿子新兵集训结束下到工兵连
后，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信的末尾这

样写道：“爸，您曾经用过的那种工兵
铲，如今我又接了过来。我是大学生
士兵，比您当年入伍时要年长 7岁、高
十几厘米。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输给
您这个‘替补兵’。如今，我手上布满
的老茧就是我的勋章。您当兵是为了
圆懵懂岁月的军装梦，为了走出农村，
为了能吃上大米饭和白面馒头；而我
从城市来到山沟沟，纯粹是为了给自
己加钢淬火。我不仅是跟您比拼，更
是在超越自己。”儿子的一席话，让我
欣慰得热泪横流。

原本让儿子去当兵，只想让他历
练两年就复员的，谁知他又跟我较起
劲儿来：“当年，您一个大专新生当兵
后都能考学提干，我一个本科生服役
期满就回家，岂不很怂？”于是，不认怂
的儿子以教导队总分第一的优异成
绩，考入了原天津后勤管理学院。毕
业后，他又主动申请去了基层部队，在
副连的位置上一干就是 4年。

我调侃他：“我在你这个年龄都是副
营职少校了，你副连4年了却没晋升。”没
想到，儿子却很自豪地回我：“这正是我
超越您的奉献所在。军人的业绩不能单
纯用职衔来评定。我在边防站岗，在海
岛驻守，在丛林里驻训的经历，就是您这
个学院机关干部资历表上的空白……”

儿子的话羞得我脸红脖子粗，恨不
能马上到基层回炉一次。臭小子却再
次“打击”我：“您超龄啦，还是静心保护
好自己的身体，让我了无牵挂地在强军
路上砥砺前行吧！”

对这番话，我倒是十分认同。一代
军人有一代军人的境遇和使命，但不变的
是信念和本色。父子比拼，不论输赢，只
为让两代军旅人生彼此承接，勇往直前！

今非昔比父子兵
■李宪存

据报道，自今年 12 月 1 日起，全
国道路客运领域全部开通军人依法
优先通道，在购票、安检、候车、乘车
等环节给予军人及随行家属相关的
服务保障。

这是继去年 6 月、8 月，全国民
航、铁路实行军人依法优先之后的又
一次暖心之举，成为推动实现“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的切实举
措。对此，广大军嫂们除了纷纷点
赞，还有许多感悟——

糖糖：姐妹们！听说了吗？新福

利来啦！“军人依法优先”又开通到汽车

客运站和道路客运班线！以后军人不

只在乘坐飞机和火车时能够享受优先

服务，只要是在道路交通方面都能得

到特别“关照”。划重点！这“关照”对

象还涵盖了随行军属，也就是说，咱们

也可以享受到同样的便利，给不给力？

最远的距离最近的爱：那真是太

好了！每年春节，我和老公回双方父

母家探望时，买票实在是太难了！有

时候，老公凭他的军官证买到了票，可

我堂堂正正的军嫂却只能干瞪眼直着

急，只能一天天地在网上刷票，或者在

朋友圈请亲友们帮我抢票。这下好

了，“依法优先”扩大到道路客运班线，

可真是给我们解决了老大难问题！

原来你也在这里：我正想说两句

呢。这不，刚和老公旅游回来，在机

场不管是办值机还是过安检，都有

“军人依法优先”的通道可以走，就连

我俩的行李，都被贴上了“优先行李”

标识。更惊讶的是，我竟然看到了

“军人优惠店家”，军人出示证件买东

西还可以打折。一张军人证就是一

张通行证，还可以充当一张打折卡。

这波操作真是666！

本嘟嘟：说到便利，还不仅仅是

出行方面。我们广州的地方医院，去

年率先开通“军人及军属依法优先”

就医通道，挂号、检查、就诊、治疗、取

药等都有绿色通道，为我们提供了很

多方便。国家这么为军人和军属考

虑，让兵哥哥们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就更能安心服役了。

123快跑：其实，我们在意的并不

是优惠的一块钱、两块钱，也不是节

省下来的5分钟、10分钟。让我们觉

得欣慰的，是国家对军人价值的肯

定。作为家属享受到了同等权利，内

心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也应该想想，我

们又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为军队、

为社会、为国家做些什么，以实际行

动来回报这份关心。

布拉布拉格格：楼上的嫂子说得

对！近段时间以来，先后涌现出王成

龙、杜富国等许多穿军装的英雄，他们

有的为救战友献出自己的生命，有的为

守护边境安宁失去双手双眼，他们和他

们的亲人理应受尊重、被赞颂。从某种

角度来说，我们现在享受到的“优先”，

是千千万万个像他们一样在各自领域

树起时代好样子的军人用生命、用鲜血

换来的。对此，我们理应珍惜和捍卫。

Happy牛牛：所以说，“优先”既是

尊崇，更是责任。都说军人是灾难来

临时的“最美逆行者”，在人民需要我们

的老公们“逆行”的时候，我们这些军嫂

就应该第一个站出来，做他们最坚强

的后盾。所谓“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

也有我的一半”，就是这个道理呀。

谁不爱花开：确实如此，尊崇从

来不能靠别人施舍，而要靠自己赢

得。既然国家给予我们军属越来越

多的优待，我们更要自觉做好自己，

以实际行动支持另一半在部队建功

立业。只有这样，这些“优先”和荣

誉，才不算受之有愧。

（郭柳娉整理、高旭尧制图）

军嫂空间

陈伟至今清楚记得，16 年前他入
伍时的情景。

年迈的爷爷陈明模挤开乌泱泱的
人群，挪到新兵专列前，吃力地向车窗
里的他递上一盒沅陵特产的酥糖。
“多吃些酥糖。甜。去部队后要准

备好吃苦呀！”爷爷对陈伟说。
那年，爷爷已是81岁高龄，素来严肃

的脸上古井无波，只有一道道战斗岁月刻
下的皱纹爬满了眼角。参差的银发在寒
风里根根直立，一如老人家挺立的背脊。

陈明模是一名志愿军老兵，曾担任
某部汽车连连长。一次，车队为前线输
送弹药，行至半路，遭遇了美军飞机的突
袭。陈明模只顾指挥大家迅速隐蔽，却
被一枚航弹爆炸后的气浪掀出数米远，
身负重伤。虽然在战场上捡回了一条
命，但反复复发的伤病，最终令陈明模怀
着满腔遗憾离开了部队。

小时候，陈伟不太喜欢和爷爷亲
近。在他的印象里，爷爷似乎从来不爱
笑，哪怕在最疼爱的孙子面前，也总是
绷着一张脸。而且，爷爷夜里经常说梦
话，“冲啊”“杀啊”的喊叫声，总是把酣
睡中的陈伟吓得一激灵。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陈伟清楚地

记得，1999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前举行
世界瞩目的世纪大阅兵，守在电视机前
观看的爷爷那天格外激动。每当一个
受阅方队走过，爷爷要么把攥紧的拳头
高高地举过头顶，要么在屋子里“咚咚
咚”地甩几下正步。小陈伟也模仿着受
阅官兵的样子，一边敬礼，一边高呼：
“为人民服务——”认真又可爱的样子
惹得爷爷哈哈大笑，说：“好小子！过两
年就可以当兵了！”

看着爷爷那由衷的笑意，当兵，突
然就变成了陈伟期待的事儿。

2002年冬天，陈伟的双脚踏上了边
疆军营的土地。一次五公里越野考核，
在山野间奔跑的陈伟被石头绊倒滚下
山坡，右脚严重扭伤，险些骨折。他没
有把自己住院的消息告诉家人，还在电
话里向爷爷保证，一定会当个好兵，不
给他老人家丢脸。电话那端，爷爷欣慰
地笑了，陈伟却疼得流了泪。

陈伟很争气，入伍 8年两次荣立三
等功，并被保送军校就读。那几年，陈伟
很少回家，不是埋头苦读，就是利用假期
回部队参演参训。当他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并捧着“优秀学员”奖章回到家时，看
到的却是早已躺在病床上的爷爷。

爷爷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被战场上
的伤病折磨了半辈子，却从来没喊过一
声痛。从旧疾复发到住进医院，爷爷坚
决不让家人告诉陈伟。直到陈伟跪倒
在他床头，他问得最多的仍是孙子的学
业和打算。

3天后，爷爷把陈伟叫到床前。“回
部队吧，我这都是老毛病了，别耽搁了正
事。部队把你送到军校学习，学成后不
想着去报效国家，总守在我这个老头子
跟前干啥？”爷爷的教训，早已没有了当
年的强硬。陈伟听出的，是难舍和期盼。

噩耗还是在次年传来。陈伟赶到
家时，爷爷已经火化，等待他的是一个
小小的木盒。那里面，静静地躺着 6枚
黑黝黝的弹片，或长或短，或方或圆。
父亲说，这是在爷爷的骨灰中找到的。
这些折磨了老人大半辈子的弹片，终于
不用再去打扰他了。

捧着弹片，想起爷爷的容颜，陈伟
泣不成声。

如今，爷爷已经离开 5年了，陈伟
也成长为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达尔汗边
防连的连长。那 6枚弹片中的一枚被
他带到了部队，贴身携带，就像是爷爷
仍在身边。每当身处逆境、面对困难，
那块坚硬弹片的触感，总在提醒陈伟：
“绝不轻言放弃，绝不轻易倒下，这是爷
爷的精神，也是你应该传承的家风！”

弹片·家风
■王子冰 杨 栋

她有一双巧手，裁出来的衣服刚
好合身。她总说，裁衣服每一针每一
线都要很细心，不然线头容易松。对
于爱情，她就像裁衣服一样用心经
营，指尖一晃便是28年。

初识时，她是大队的先进分子，
他是正在士官学校上学的学员。待
字闺中的小姑娘，碰上鲜衣怒马的少
年郎，爱情的种子便在不知不觉间种
下。

南方九月的风追赶着雨季的尾
巴，染黄了水稻，也送走了他。分
别两地的他们，联系只能靠鸿雁传
书。

一天，他结束训练回到宿舍，发
现有自己的一个包裹。拆开一看，
是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原来，分别
那天，她看到他的白衬衫袖口已经
微微泛黄，便连续几个晚上点着煤
油灯、踩着缝纫机，为他做了一件
新的。

穿上新衬衫的他，在军容镜前臭
美了很久。战友们上下打量的羡慕
眼神，就像是舒服的“马杀鸡”，让他
全然忘记了训练的疲惫。

她的爱无言，他的情有声。上世
纪 90年代流行音乐盛行，他攒了几个
月的津贴买了一把吉他，闲暇时常常
对着大海自学弹唱。因为，他在信中
豪情满怀地告诉她，毕业后一定要为
她献歌一曲。

然而，直到毕业，他的吉他仍停
留在只能弹出“53231323”的水平。见
面后，他磕磕绊绊地弹唱了一首《月
亮代表我的心》，脸上露出尴尬的笑
容。可她却听得满脸是泪，说那是她
听过的最好的版本。

婚后，由于部队任务繁重，他一
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等待的滋味
是啥样？她这个军嫂最懂。思念，化
作她手中的针线，在无数个等待的
夜，将坚强、包容和理解缝入平淡的
生活。

那年台风侵袭小城。在外执勤
的他无法归家，只留她一人带着两个
幼子在家。晚上，窗外电闪雷鸣，狂
风挂断了电线，又把阳台的铁皮雨棚
吹得呼呼作响，倒灌进屋的雨水已经
没过脚踝。她只好一边用盆把屋里
的积水往外倒，一边安抚着两个被雷
电吓哭的孩子。

一整个晚上，水倒了一盆又一
盆，蜡烛点了一根又一根，终于清理
干净了屋里的积水。可她的眼睛却
布满了血丝，手脚也被雨水泡得发白
起皱。

台风过后的那个周末，他拎着各
种她爱吃的食材回家，煲了她最喜欢
的鸡汤。一碗热汤端到她面前，便融
化了所有的委屈。

有人说，她太傻，而他早就拿住
了她的“傻”。她却说，感情不像裁
衣，没有一把明确的量尺。虽然他不
能常伴左右，虽然她早已被历练得
“天下无难事”，可她依然眷恋归家的
他会雷打不动地站在单位路口等着
接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昏黄的路
灯将他们的影子拉长，那便是爱情最
好的模样。

这就是我父母的爱情。对于他
们而言，爱情这件“衣裳”或许并不华
丽，但用心裁剪，却很合衬。

用心
裁一份军恋

■林 铎

家庭秀
孩子/让我再看看你/就像看

你吮吸第一口母乳/就像看你踏下

第一个脚印/就像在这红土地上/

你朗声说/参军光荣

原来/想不出你穿军装的样

子/如今/看不够你穿军装的样子/

18岁的这年冬天/你开始列举长

长的一生/未来是灌浆的禾/在齐

步正步跑步中摇曳

孩子/让我再看看你/你的脸庞/

眉眼/那自信的笑容/和你伸手触碰

的天空/原来/最美是军装衬托

11月11日，西部战

区空军新训某旅举行新

兵授衔仪式，部分新兵家长收到邀

请来队观礼。新兵马健在新训期

间的迅速成长，让他的母亲深感欣

慰。那望向儿子的眼神中，充满了

关怀、期许与骄傲。

肖 瑛/文 马 冰/图■

定格

扫码阅读更精彩

这枚坚硬的弹片，如同陈伟家“绝不轻言放

弃，绝不轻易倒下”的“硬汉”家风，永远激励着他

的军旅人生。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