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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谈

为什么歌曲《快乐在哪里》经久不

衰？因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为什么

人们对快乐“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因

为追寻快乐是人的本能。快乐是“催化

剂”，助人身心健康、促进学习工作；快

乐是“润滑剂”，利于调节和改善人与人

的关系。

怎样才能获得快乐？对这个问题，

在古今中外的典籍里，在贤达哲人的论

述中，都有不少见解。这些见解，尽管

角度不同，表述各异，但都是发自内心

和来自实践的心声流露。用心思考和

体验这些见解不难发现，“快乐千万种，

但就那几类”，觅得了快乐之源，也就找

到了快乐之钥。

快乐在不懈地学习中。孔子云：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作家肖复兴

说：“读书，可以寻找一块洁净的宿营

地，能安置我们的灵魂；可以寻找一方

明亮清澈的夜空，让我们的梦能毫无顾

忌地尽情飞翔。”读书是快乐的。徜徉

书海，楚辞的风骚，汉赋的酣畅，唐诗的

典丽，宋词的俊逸……观沧海，望星空，

明月清风，杏花春雨；金戈铁马，大江东

去；疏梅横斜，暗香浮动……斗室之间，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浸润其中，韵味悠

悠。所以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有工

夫读书，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

福。”生命里不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保证

的，但命运永远会留给我们一个自己可

以选择的快乐——读书。坚持读书学

习，就能在知识的不断丰富中品味进步

的快乐。

快乐在专心地做事中。高尔基有

这样一句名言：把工作作为一种乐趣，

生活便是一种享受。苏格拉底也说：

“有目标，有追求，投入地去做一件事

情，并做好每一件事，那么快乐就会如

约而至。”生活实践也告诉我们，苦与

乐，是冤家也是亲家。正如明珠藏于大

海，宝藏埋于深山，真正的快乐，其实蕴

含在艰辛的付出与创造之中。

快乐在宽广的胸襟中。从某种意

义上说，胸怀和视野的宽广度决定着幸

福指数与快乐指数的高度。胸怀宽广，

做人做事才能拿得起、放得下，容人所

不能容，行人所不能行，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视野宽广，才能不囿于自我，不囿

于一时一事之得失，明白“风物长宜放

眼量”的道理，用发展的眼光、长远的眼

光看问题，从而体验到举重若轻、从容

淡定的快乐。

快乐在年轻的心态中。有人曾问董

必武：“为什么在长征那么困难的时候，

你总是那么快乐？”董老答：“因为我们有

伟大的前途。”年轻心态是快乐的清泉。

白居易诗云：“始知年与貌，衰盛随忧

乐。”意思是说，人的心态对心情的影响

很大。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心态年轻，人

便乐观；心态暮气，业难功成。诺拉·奥

克斯在99岁成为全球最高龄博士时告

诉记者：“我没有因为年龄踌躇，年龄对

我来说只是个数字。”革命人永远是年

轻。部队是青年官兵的梦想舞台，当广

大官兵保持“勇敢的心”“年轻的心”，既

有“闯”的魄力、“抢”的意识，又有“争”的

劲头、“拼”的勇气，就一定能在奋力强军

伟业征程上收获快乐和幸福。

握紧获取快乐的钥匙
■刘含钰

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是中秋节，
在军营的我总会想起妈妈做的老五仁
月饼。

小时候，每逢中秋，妈妈总会提早
准备一些面、油、糖、花生、芝麻等材
料，亲手为全家人做月饼。妈妈是个
细心的人，无论是包水饺还是做月饼，
都讲究色香味俱全。记忆中，妈妈做
的月饼如碗底大小，外酥里嫩，吃时需
要放在碟子里或者用手捧着吃。用手
剥开一层一层的酥皮，然后用食指、拇
指捏起来放到嘴里，最后剩下中间那
厚厚一层“芯”，上面沾满了碎花生、芝
麻等，轻轻咬下一块，面的清香、糖的
甜蜜与花生、芝麻的油香味交织在一
起。那味道，至今让我难忘。

入伍后，在部队里过第一个中秋
节时，五仁馅、豆沙馅、水果馅等五花
八门的口味“齐聚一堂”，大家任意挑
选，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一起吃得
津津有味，可是怎么也吃不出来妈妈
做的老五仁月饼的味道。

第二年中秋节，我刚执勤结束回到
中队就听战友说我的快递到了。打开
快递，一股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原来
是妈妈亲手做的老五仁月饼。霎时，我
鼻子酸酸的，不自觉地红了眼眶。待我
回过神来，班长已来到我身旁。我急忙
擦干眼泪说：“班长，这是我妈亲手做的
月饼，分给大家一起尝尝吧。”晚饭后，
我和战友们边吃月饼，边讲起小时候吃
妈妈做的月饼，舍不得吃“芯”的故事。

如今，我已入伍四年多，每当中秋
夜在哨位上执勤，脑海里总会忆起妈妈
做的月饼，仿佛看到了妈妈弯着腰揉面，
在滚烫的铁鏊子上烙月饼的样子……

一家不圆万家圆。想家的时候，
妈妈的话就成为激励我继续前行的动
力，“既然当兵，就不要惦记家里。你
安心当好你的兵，就是给我们最大的
回报！”

(杨泽鹏整理)

妈妈做的月饼
■李 超

8月，自从上级明确三营单独执行
野外驻点任务后，全营官兵就深入大
漠戈壁，过上了与风沙走石“共舞”的
日子。

虽然地处偏远，但“独立营”的各项
制度都落实得严格正规。尤其是那支
司号队，准时吹响作息号、按计划组织
司号员训练、每周进行吹奏考核……每
天，那一阵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犹如划
破大漠晴空的利刃，极大地鼓舞着全营
的士气。

但因老兵退伍，突然打乱了司号队
的工作节奏：原本 5名司号员，这次一
下复员了两位。“各连都有可能单独执
行任务，缺了司号员可不行。”这下可把
营长急坏了，赶紧通知各连进行补缺。
“司号员鼓鼓嘴，千军万马跑断

腿……”司号队队长张源对新补入的
两名队员关爱有加，又是解读司号员肩
负的光荣使命，又是专门向上级请领新
军号，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新队员早日
成才上岗。

但新队员的底子要比预想中差了
些。机枪连上等兵马号召之前是连队
新闻报道员，连长见他文艺范儿十足，
就推荐他转了岗。九连的刘建文更是
徒有一腔热情，没有一点乐理基础。这
让 3名老队员瞬间抓了瞎，只能照着年
初参加集训的轨迹一切从零开始。

教导员田宝华点子多，专门指导司
号队做了一份详实的补差训练表，吹奏
课、气息课、乐理课……辅导内容分工
到人，训练时间精确到分。全队的活力
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

两名新队员训练热情非常高，休息
时间都不忘提着军号四处切磋请教。
结果，刚过一周他俩就“消停”了。马号
召吹得嘴唇肿了一大圈，刘建文吹出了
口腔溃疡。
“这小号咋这么难驾驭！指导员说

我嘴唇太厚，肺活量低，不适合吹号，难
道真让他说中了？”马号召性子急，眼看
着身边的刘建文已经比自己多掌握了
两个音的吹法，他有些坐不住了，肿着
嘴唇向队长汇报思想。
“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些挫折算点

啥？去年我们全团司号员集训时更不
容易！”听闻新队员心里犯嘀咕，旁边的
副队长梁丰打开了话匣子，“会吹第四
个音时，我比同批集训队员足足晚了
10 天，那种听着别人吹高音的尴尬有
谁懂？那时候为能赶超其他人，我牙齿
都吹松了，腮帮子发疼、嘴唇红肿更是
家常便饭；每逢考核评比，大家都恨不
得换张嘴……”

梁副队长生动传神的描述，瞬间坚

定了马号召好好练下去的信心。从那
天起，小马打开了自己的“司号”模式：
每天加练到两腮酸痛，就当是塑造肌肉
记忆；专门买了录音机，坚持对比音色，
努力提高吹奏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争取
尽快完成吹奏11个号谱。

和小马一样，其他队员也从不敢
懈怠，毕竟没几个人能达到“拿起来就
能吹，想吹啥调吹啥调”的水平，而且
大家都有着共同的危机感：“只要不
练，水平就会下滑，嘴边肌肉绷紧的感
觉就会消失。”
“红绸起舞，司号员就位！”与新队

员不同，对于 3名老队员来说，肩上的
责任更是沉甸甸，因为稍有疏忽，就会
打乱全营的步调。

马上就要迎来国庆了，也是全军恢
复播放作息号一周年，队长张源有个心
愿：要带着他的司号队员们，在戈壁滩
上吹响最铿锵嘹亮的升旗号。

戈
壁
滩
上
军
号
嘹
亮

■
史
建
民

近日，武警驻藏某部在川藏线“天路72拐”唱响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用嘹亮歌声表达炽热爱国心。活动期间，吸

引不少游客自发参与其中，大家用这种特殊方式一起向伟大祖国深情告白。

（陆文凯/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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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津乐道

纠 察
■曾 茜故乡味道

兵 漫

金秋时节，汽车在灰秃秃的戈壁
滩行驶了近 7个小时后，车窗外突然
现出一片繁茂翠绿的树林，不禁让人
眼前一亮，打起精神。宣传干事牛小
龙在北疆工作近 6年，若不是亲眼所
见，实在难以想象，在这夏季酷热漫
长、冬季天寒地冻的戈壁滩，竟会生
长出如此绚烂的一片绿。

汽车缓缓停在一片平整的沙地
上，驾驶员提醒说：“目的地到了，
树林背后那排隐约可见的铁皮板房就
是二十三中队的营区。”

一入林中，便觉凉意袭来。数十
只形态各异的珍珠鸡、芦花鸡、火
鸡、乌鸡一点也不怕生，正在林间悠
闲地踱步觅食。中队指导员冯有成连
吹了两下口哨，鸡群就像是听到了集
合哨一样，立刻蜂拥而至，把牛小龙
和冯有成围在中间。待一瓢玉米落
地，它们便埋头抢食起来，不到两分
钟就啄得颗粒不剩。

树林的中央，有一个大约 30平方
米的水池，斑驳的阳光下，几只乳白
色的肥鸭正在相互追逐扑腾着，若不
细看，很难发现在层层涟漪的池底，
一簇簇巴掌大的鲫鱼正游来游去。冯
有成说：“这些鲫鱼是平日里用来给
中队的病号熬汤喝的。”

水池一侧，用砖头堆砌成的土灶
火势正旺。中士余勇超不时添加着柴
禾，用铁勺搅动着大锅里的数只整
鸡。鸡汤已泛黄，散发出阵阵清香。
土灶的两侧，架着两个长约两米的烤

肉炉子，七八个战士坐在炉旁，有加
碳的、有穿肉穿菜的、有负责烤的，
还有专门守在炉旁等着吃的。

中队文娱室内的两台音响也被搬
到了树林里，放着节奏欢快的流行歌
曲。今天是中队特别为老兵们组织的
欢送会。即将脱下军装的老兵们此刻
正忙着和战友拍照留念。

8 年前，中队从市区搬迁到这
里，担负卡点勤务。这里夏季漫长干
热，一到 11月气温便会降至零下。一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官兵休息时只能
待在室内活动，缓解执勤压力。刚搬
来的那年，中队的许多官兵都怀念起
曾经绿荫环绕的老营区。
“对驻地的环境，我们要自力更

生想办法，没有绿荫那我们就造一
片。”时任中队长的王建立萌生了在
营门前种树的想法。当时很多人都提
出反对，“这里的土质干旱没有黏
性，含盐碱高，个别零星生长的骆驼
刺都枯死了，树怎么能活？”“就算能
种活，戈壁干旱少雨，土壤养分差，
这树要多久才能长大啊？我们也享受
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土质缺乏养分，我们想办法改

善。干旱少雨，可以将日常用水引入
地里。至于能不能享受到劳动成果，
我想说咱们当兵的，到边疆来就要有
奉献精神，为三五年后的新战友和留
队老兵做些付出，无可厚非。”王建
立在会上表态，种树不强制，大家自
愿参加。

时值春天，戈壁迎来一年之中最
绿的季节。浅嫩的青草，吸引来羊
群。正为改善土质发愁的王建立看到
羊群留下的粪便后，瞬间来了劲。他

主动跑去和牧民们搭讪。当得知王建
立打算种树的想法后，好几个住在附
近的牧民欣然答应将每天清理出的羊
粪供给中队。近半个月的时间，每天
下午体能训练后，王建立便带着几名
战士，推着小拉车到牧民家拉羊粪，
一去四五公里。那段时间，他们没有
按时吃过一顿晚饭。

起先对种树态度消极的官兵，看
到战友们干得热火朝天，也情不自
禁地加入进来。中队从就近的农场
买来 120棵榆树苗，从挖坑、栽种到
培土，对待每一棵树，官兵都像照
顾孩子一样悉心呵护。戈壁干旱炎
热的夏天过后，只有 4棵树苗没有存
活。

3年后，存活下来的这 116棵榆树
大都长到了 4米多高、碗口般粗。到
了夏天，中队的官兵可以在林中乘凉
了，还可以作为班组战术的训练场
地。后来，官兵又将室内的一些简易
健身器材搬入林中，在里面进行力量
练习。为了让这片树林变得更加丰富
多彩，给生活带来更多乐趣，他们在
林中养了鸡鸭，挖了水池。

种树的故事也成为激励卡点官兵
艰苦奋斗的鲜活教材。如今，当年曾
参加过种树的官兵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种树的故事一直在流传，每逢新兵
来队，中队的老兵们都会给他们介绍
这片树林。
“只要肯付出，肯耕耘，肯坚

持，肯主动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
法，就一定会有收获，就一定能发
生改变，你们看这片戈壁滩上郁郁
葱葱的树林就是答案。”中队指导员
冯有成说。

难舍天边警营那片绿
■谷名昌 颜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