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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

临。这是孩子的节日，也是凝聚父

母之爱的盛典。

在这个日子里，当无数孩子沐

浴着和平阳光，享受着父母的浓浓

关爱时，却总有一群孩子注定缺少

父亲或母亲的陪伴。他们恰恰是和

平守卫者——军人的孩子，他们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军娃。

爱默生说，家庭是父亲的王国、

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没有孩

子不渴望在父母的呵护下享受五彩

斑斓的童年。

然而，对于出生于军人家庭的

孩子来说，父母的职业特殊性注定

了他们的童年与众不同。他们的成

长里饱含着别样滋味。

于是，我们看到——因为爸爸

贾彦军是陆军某部的一名军官，宝

宝的第一张满月照就是被爸爸的迷

彩服包裹起来，与臂章和玩具枪的

合影。因为是军娃，“八一”军徽便

不仅闪耀在爸爸的头上，也成了儿

子的特殊“胎记”。

于是，我们看到——由于父亲

胡甲俊常年驻守在西陲边境，两岁

的军娃胡蝶第一次随妈妈到部队探

亲，就要一路辗转4000多公里，跨

越关山重重。因为是军娃，她的第

一次远行，就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没

走过的远路。

于是，我们看到——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因为爸爸是中

部战区总医院的军医，10岁的军

娃乾乾便应急“上岗”，担当起了

照顾襁褓中妹妹的重任，换尿不

湿，冲奶粉……因为是军娃，他必

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提前懂事，

尽早“当家”。

有人说，孩子的世界，都是父母

人生的投影。从这个意义上讲，一

个个军娃正是观察共和国军人的一

扇扇独特窗口。

走近军娃，便能更好地读懂军

人。

走近军娃勋勋，细看她那一幅

幅以“我的爸爸”为主题的童画，

你能从中看到勋勋对父亲邱黄成

纯真的爱与思念，你也一定能从

中读懂军人邱黄成纯粹的奉献与

牺牲。

走近军娃刘奕良，细细品读他

一次次在深夜写给妈妈的抗疫“家

书”，你能从中看到刘奕良的成长，

看到他对妈妈赵晓林的理解与支

持，你也一定能从中读懂白衣战士

赵晓林的使命与担当。

读懂军人，方能更好地关爱军

娃。

只有真正读懂了军人的奉献

与牺牲、冲锋与坚守、阳刚与柔情、

热爱与牵挂，才能更理解那些发生

在迷彩色童年里别离、思念、坚强

和成长。

特殊的军娃，需要特殊的关

爱。军娃的身体里流淌着军人的血

液，他们既是“后浪”，更是“江河”。

军娃的成长成才需要的不仅是父母

的呵护、军队的优待，同样需要全社

会持续的关心关爱。

关爱军娃就是关爱军人、关心

国防。愿军娃们成长路上的每一个

日子，都是充满着爱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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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低垂，弦月如钩。军娃勋勋左手
托着腮帮，右手握着画笔在纸上不停游
走，留下一团凌乱的线条。

笔头凌乱，缘于心头悸动。此刻她又
想起了爸爸——那个帅气阳光的中校军
官、火箭军某导弹旅任务规划队原队长兼
工程师邱黄成。

曾经，无数个夜晚，勋勋坐在书桌旁
画画，总有爸爸忙前忙后，要么给她“当
助手”，要么不停给她加油。

然而，就在去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后
的一天，邱黄成因突发疾病，倒在战位上，
生命定格在了40岁。

邱黄成走后，勋勋更喜欢画画了，她
想要用五颜六色的画笔“留住”爸爸的样
子。往年“六一”，她最开心的事就是收
到爸爸给的节日礼物。今年，她想要画
一幅记忆中的爸爸，送给自己当礼物。

满墙的画纸，也画不

完爸爸的好

勋勋家客厅的墙壁上，贴了好多主题
为“我的爸爸”的画，有对着照片画的，有
卡通形象的，有穿常服的，也有穿迷彩的。
“勋勋，你咋这么喜欢画画啊？”看着

勋勋每周末雷打不动上美术班学画画，
辅导老师问道。
“我有多想爸爸，就有多喜欢画画，

我想用画笔留住爸爸。”小勋勋充满童真
的回答，令在场所有人听得鼻子一酸。

勋勋给爸爸画的肖像，看上去精气
神十足，就像她在作文中所写：“我的爸
爸是一名军人，他穿上军装的样子可威
武了。爸爸有一张鹅蛋脸，长着又黑又
粗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格外有精神，笑起
来感觉可亲切了。”

在小勋勋眼中，爸爸是最勇敢的。
2018 年 5月，邱黄成带领官兵练习手榴
弹投掷，因训练强度大，回家吃饭时拿筷
子手都在抖。勋勋见状后问道：“爸爸你

怎么了，疼不疼？”邱黄成摸摸她的头说：
“爸爸今后可是要上战场和敌人打仗的，
训练受点伤不算啥。”

后来，回想起爸爸的话，勋勋用画笔
惟妙惟肖还原当时场景，一幅《勇敢的爸
爸》跃然纸上。

在小勋勋眼中，爸爸是很忙碌的。邱
黄成平常工作繁忙，周末都经常很晚才回
家。勋勋便画了一幅《晚归的爸爸》：昏黄
的路灯下，爸爸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在回家
路上，路灯投射在地上，留下长长的影子。

在小勋勋眼中，爸爸也是很好玩
的。在一幅《鱼上钩啦》的画作中，她记
录下和爸爸一起钓鱼的场景。画面中，
勋勋手中拿着捕鱼网兜，身后是钓上来
的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一家 3口都开
心地张开双臂庆祝。她回忆说：“爸爸看

到鱼后眼睛都亮了！”
有父母陪伴的欢乐场景，孩子总是

记忆最深刻。邱黄成虽然平时很少回
家，女儿勋勋却记得那些难得时光里的
点点滴滴。

最美的画笔，也画不

出心灵的美

“爸爸跟我说，最难画的便是心灵的
美、内在的美。”勋勋有一幅画，画的是跟爸
爸一起去养老院看望“爷爷奶奶”。画里，
邱黄成拉着女儿的手，在一起唱歌跳舞。

他们去养老院探望的，其实是邻居
余建中、朱玉飞夫妇的母亲。余建中、朱

玉飞 60多岁了，儿女都不在身边，自己
赶车去养老院探望老人不便。邱黄成一
有空便主动帮着开车接送，小勋勋也每
次都当“小跟班”。

到了养老院，勋勋给爷爷奶奶们唱
歌跳舞，和爸爸一起帮着打扫卫生，开心
得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不知不觉中，通
过爸爸的言传身教，她渐渐懂得了什么
是“真善美”。

品德可以传递，爱可以延续。今年
“五一”长假期间，勋勋有一天一大早就
起床，开始收拾自己的旧衣服。
“她个子长得快，很多旧衣服都

穿不了，可我也很好奇，她整理了满
满一筐衣服想干啥。”邱黄成的妻子
周慧晶询问后才得知，女儿今天要做
一件“大事”。

原来，在市区广场附近的一个地下
通道里，有一面“爱心墙”。墙上挂满了
爱心人士捐赠的衣物，有需要的人可以
免费取用。勋勋得知后，也想捐献一份
爱心。

周慧晶和女儿抬了一大筐衣服来到
“爱心墙”下，待了整整一个下午。周慧
晶说，那天勋勋的心情特别好，在“爱心
墙”上挂衣服时也很认真，“还说现在是
夏天，要把夏天的衣服往前挂，冬天的往
后挂”。

再多的画作，也画不

够天堂的爸爸

邱黄成经常外出参加演习。勋勋没
有见过戈壁滩，但细心的她从只言片语
中感到，那里是爸爸去得最多的地方。

于是，她画了一幅爸爸和导弹发射
车在一起的场景。导弹发射车的样子是
她从电视上看来的，一片散乱的黄色小
点则被她用以描绘戈壁。

和平鸽在她画笔下的导弹发射场振
翅高飞，她的爸爸却在那次任务中永远
倒下了。

邱黄成生前，勋勋给他画的最后一
幅画是《风铃》。画中的风铃，是她读小
学二年级时，爸爸陪她一起动手制作的
手工品。
《风铃》画上，红日高挂，海天湛蓝，

鸥鸟飞翔，3串贝壳风铃似乎正随风摇
曳……“风铃，代表思念，代表快乐。爸
爸是解放军，很少回家，我经常想他，所
以见到风铃，就好像爸爸出现在眼前。”
小勋勋在这张画的背面写道。

勋勋和妈妈一起把《风铃》贴在了墙
上，她希望远在天堂的爸爸能看见，她和
妈妈会坚强乐观地过好每一天。

在学校里，勋勋非常努力，唱歌、跳
舞、演讲、绘画都很出色，还担任了班
长。周慧晶说，“勋勋”是邱黄成给女儿
起的小名，一是寓意女儿是他们爱情的
勋章，二是他希望女儿能像战士一样有
使命感、荣誉感。
“我和女儿一定不会让他失望！”她

咬咬嘴唇，坚定地说。

火箭军某旅任务规划队原队长邱黄成的女儿、军娃勋勋——

用五彩画笔把爸爸“留下”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通讯员 崔石磊 程鹏宇

“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锐 视 点

图①：勋勋和爸爸邱黄成在一起
的美好时光。图②、图③：勋勋画笔
下的爸爸邱黄成。 作者提供①①

深夜，手机震动声响起，屏幕被点
亮。正在做作业的刘奕良从椅背上弹了
起来。他知道，那肯定是妈妈赵晓林发
来的微信。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赵
晓林是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名队
员。每天深夜结束工作后，她和儿子微
信聊聊天，是母子二人难得的交流时间。

在刘奕良的记忆中，作为军队医院
护师的妈妈成天忙忙碌碌。就像这次，
妈妈在抗疫一线战斗了 50多天，回家后
一家人还没好好聚聚，她就又下部队去
了。

刘奕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理解，为
什么别人经常有妈妈陪在身边，自己的
妈妈却经常见不着人？

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一行
行写在深夜的抗疫“家书”，让他真正读
懂了母亲。

“不想让您去，但不

会阻拦您”

“当我得知您要去武汉的那个晚上，我
就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可我知道这是您
的工作，所以我忍住了，不会阻拦您……”2
月 19日，赵晓林抵达武汉抗疫一线的第
3天，儿子刘奕良突然给她发来一条长
长的微信。字里行间，饱含深情。

在刘奕良的眼中，妈妈一直是个大
忙人，忙着在医院值班、忙着到灾区救
人、忙着越洋去维和……3岁时，第一次
知道“信”为何物，他便夹杂着拼音给赵
晓林写了一封信：妈妈，你再不回来，我
都不记得你的样子了。

当时，赵晓林正在刚果（金）执行维
和任务，离家已两月有余。这封信最终
没有寄到遥远的非洲，但听丈夫打电话
转述完信的内容时，万里之外的赵晓林
已是泪流满面。

去年，赵晓林随部队赴西北高原执
行演训任务。一天，丈夫忙着工作的事，
很晚才回家，一进家门就累得靠在沙发
上睡着了。刘奕良委屈地拨通妈妈的电
话：“你和爸爸就知道出差、加班、工作，
还管不管我了？”

孩子“吐苦水”，听得赵晓林很惭
愧。去年年底，她递交了自主择业申请，
决定好好陪伴即将上高三的儿子。

不久后，当医院吹响支援湖北抗击
疫情的集结号时，她却又第一时间递交
了请战书。“我是一名军队护士，危急时
刻，无论军人还是护士，哪一个身份，我

都义不容辞。”她说。
她本已想好各种理由“说服”儿子。

没想到，得知妈妈的决定后，刘奕良若无其
事地“嗯”了一声，然后就下楼溜达去了。
“我骗您说我到楼下去转转，其实，

刚出楼梯我就忍不住哭了……但我最后
啥也没说，因为您是军人，您有自己的战
场和坚守。”后来，看到儿子的微信，赵晓
林才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

“请您放心，给我一

次锻炼的机会”

决心走上抗疫一线的时候，赵晓林坦

言，自己内心其实是纠结而忐忑的——
当时，她的婆婆身患重病，丈夫回老

家照顾母亲去了。疫情凶险，自己这一
去，不知道何时能回来，把儿子一个人留
在家能行吗？

如今的刘奕良个子长得比赵晓林还
要高半头。可在赵晓林看来，“长得再高
也还是个孩子”。

不过，战斗在抗疫一线，赵晓林没空
想太多。她负责的是医务人员防护工
作，只要有人进出病房，穿脱防护用具，
她都要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检查，丝毫
不敢分心。

忙完一天的工作，往往已是深夜。
这时，赵晓林才有空拿出手机，打开微
信，给儿子发去问候，了解他一天的学习

生活情况。
最初，刘奕良只是简略答道：挺好

的。后来，为了让妈妈放心，他也会发来
一段长长的语音：“妈妈，我已经长大了，
我是个男子汉，请您放心，请给我一次锻
炼的机会。”

再后来，刘奕良通过媒体报道，对抗
疫一线的工作有了更多了解，他开始主
动在聊天中向妈妈“汇报”自己的生活情
况。

上完网课后，他会把学习笔记拍给
妈妈看，把课堂上有意思的事讲给她听；
第一次照着网上食谱做了顿饭，他乐呵
呵地向妈妈“晒图”……他告诉赵晓林：
“我是军人的儿子，你在前方战斗，我在
后方绝不让爸妈费心！”

一家三口，分居三地，赵晓林便建了
一个微信群，刘奕良给起名叫“开心
堡”。他们在微信群里相互加油鼓劲，
“开心堡”变成了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里温
暖而坚固的家庭堡垒。

“您明天还要继续和

死神搏斗，加油”

3月 17日凌晨，赵晓林走出“红区”，
发现手机上有 10多个未接来电，回拨过
去，话筒里传来儿子哽咽的声音：“妈，奶
奶走了……”

惊闻噩耗，赵晓林悲痛不已，又满怀
歉疚。子夜时分，刘奕良发来微信安慰
母亲：“妈，不要太难过，天堂里的奶奶也
会为你感到骄傲。早点睡吧，您明天还
要继续和死神搏斗，加油！”

抗疫期间，儿子的成长令赵晓林感
动不已。她由衷感慨：无畏逆行，不全是
因为勇敢，而是有爱伴我出征！

刚到武汉时，赵晓林负责医务人
员防护培训考核，经常从一睁眼就忙
到深夜。最难熬的时候，儿子发来短
信鼓励：“妈妈，要想守住同伴们的健
康，可能得付出比平时多一倍甚至两
三倍的努力，但我相信妈妈，您能行，
您是最棒的！”

在抗疫最吃劲的时候，赵晓林的身
心每天都经历着严峻挑战。刘奕良便和
几位表哥表姐一起录制短视频，“组团”
寄语“疫”线。

儿子的理解，不仅成为赵晓林投身
抗疫战斗的动力源泉，也让她对未来有
了新的打算。
“儿子，医院想让我再留一年，可能

又不能专心陪你了。”抗疫归家后，一次
闲谈中她试探着说。
“没事，您是军人，得听组织的；我是

您儿子，我听您的。”刘奕良爽快答道。

火箭军某基地医院护师赵晓林的儿子、军娃刘奕良—

写抗疫“家书”鼓励妈妈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岳小琳 通讯员 莫珀滔

长大后，我读懂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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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图①：出征前，刘弈良提议，与妈妈赵晓林留下一张合影。图②、图③：刘奕良用微信写给妈妈的“家书”。 赵晓林提供

小时候，我仰望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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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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