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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作战”

那天，中士蒋欢正清点礼物，准备
休探亲假。这时，部队接到了随时出动
准备的命令。

蒋欢当即决定随队出征。他打电话
告诉父亲，这次不回去了。

父亲是个退伍老兵，听说蒋欢要去
抗洪，非常支持：“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挺身而出，这才是咱军人的本色！”
“咱家不是也进水了吗？”蒋欢的老

家在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前段时间，
家里也遭了水灾，整个一楼都被水淹了。
“怕什么？你在那边打部队的‘正

规战’，我们在这边打自家的‘保卫
战’……”哥哥抢过父亲的话头，说起了
“在家作战”的经历。父亲带着哥哥、舅
舅等 9人，修起了一条 300多米的子堤，

“老爸说，他一修堤就像回到了 1998年
抗洪第一线……小欢，你好好干，别担
心家里！”

打完电话，蒋欢心里有了着落。
几天后的休息间隙，蒋欢和哥哥再

次进行视频通话。
两人都是刚从堤坝上下来，脸上身

上全是泥，隔屏一见面，“小泥猴”“大泥
猴”地调侃起来。
“救援的战士来家里帮我们把淤在

泥水里的柜子、桌椅搬到了安全的地
方。看看他们就知道你是什么样子
了。小泥猴，你们都在为灾区人民尽心
尽力啊！”哥哥神情激动。
“大泥猴，告诉爸妈，等抗洪结束

了，我就回去！”蒋欢信心满满地保证。
说完，兄弟俩相视一笑。

千里相送

那天，刚吃过晚饭，正在河南老家
休假的刘帅鹏从战友那里得知部队已
经开赴抗洪一线。
“战友们都在前线抗洪抢险，我是

连队骨干，决不能落下！”身为一名班
长，又是老党员，刘帅鹏觉得自己应该
立即归队，冲上抗洪第一线。但是，孩
子刚刚出生，妻子身体虚弱，正是最需
要他的时候……

细心的妻子察觉到刘帅鹏的“心不
在焉”，便开始默默地为他收拾行李。
“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和咱妈

呢！”说这话的时候，妻子的眼眶红了。
抱了抱妻子，刘帅鹏毅然写下抗洪

请战书。
入伍后，回家的时间有限。每次离

家前，母亲都会亲手包一顿饺子，这次
也不例外。第二天天刚亮，刘帅鹏推门
一看，母亲包好的饺子刚下锅。
“快去洗手，准备吃饺子。”母亲的

声音有些颤抖，脸上努力挤出微笑。
那天，刘帅鹏在母亲的注视下，一

口气吃光了所有饺子。
部队抗洪驻地离家800多公里，父亲

决定和表哥一起开车送刘帅鹏去一线。
汽车发动了。车窗外，妻子抱着孩

子，不停地挥着手臂。母亲招了招手，
转过脸去，拭着眼角的泪水。

一路上，父亲累了表哥开，表哥累
了父亲开，一直开了8个多小时，才赶到
抗洪驻地。

没有太多的惜别和叮嘱，该说的
话，路上都说了。刘帅鹏走上抗洪大
堤，抬起右臂，向着远去的父亲和表哥
敬了一个军礼。

大堤作证

“既然你不能回去娶我，那我就来
嫁给你！”7月 18日上午，在安徽省马鞍
山市抗洪堤坝上，江西女孩皮佳雯掏出
戒指，向男友苏阳发出真情告白。
“没想到你会到堤坝上来！”刚刚处

理完险情准备休息的苏阳又惊又喜。
恋爱一年多来，两人一直聚少离

多。7月 10日，皮佳雯从深圳来到苏阳
的部队驻地南京，并和他约好 7 月 17
日到民政局领结婚证。可就在 7月 16
日下午，部队接到了抗洪抢险命令。
来不及告别，苏阳带领连队紧急奔赴
抗洪一线。

连续两天，皮佳雯只接到苏阳一个
电话。为此，她心里焦虑不安。想到两
人认识以来的点点滴滴，皮佳雯再也按
捺不住：去找他！

当天，她买了求婚戒指，辗转联系
到旅机关的干部，并在他们的陪同下来
到抗洪一线。
“真怕影响他执行任务。”来到大坝

后，皮佳雯打起了退堂鼓。

得知险情已经排除，部队正组织休
息，在大家的鼓励下，皮佳雯鼓起勇气，
走向苏阳。
“别担心！”苏阳紧紧抱着皮佳雯，

轻声安慰。
没有鲜花、没有音乐，只有微微细

雨。大堤作证，皮佳雯为苏阳戴上了戒
指，两人许下厮守一生的诺言。

生日祝福

清风微拂，骤雨稍歇。刚刚带队排
除堤坝险情的教导员乐毅拿出手机，打
开微信，看到了家人发来的一条短视频。
“爸爸，爸爸，我爱你！祝你生日快

乐、平平安安，我们等你回家。”视频里，
可爱的女儿向乐毅送上生日祝福，还朝
他比“耶”的手势。看着看着，乐毅的鼻
子突然就酸了。

乐毅把女儿的视频回看了好几遍
后，才想起来忘记回复微信，“谢谢宝贝，
爸爸一切平安”，并附上敬礼的表情包。

7月 18日下午，部队接到抗洪命令
后，迅速完成集结。第二天早上6点，由于
水位暴涨，从上游涌来的急流已经漫堤。
“党员出列，跟我上！”乐毅一声吼，

党员冲了上去，团员冲了上去，200余名
官兵斗志昂扬，你来我往，扛起沙包，快
速填压。

持续近 20 个小时奋战后，险情排
除。乐毅这才想起，忙了一整天，还没
顾上给家里报平安。看到女儿的祝福
视频，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 35岁生日不
知不觉已经过去了。

夜幕沉沉，任务完成后，部队返回
宿营点。

路上，看着身边的万家灯火，回味
着女儿那稚嫩的祝福声，乐毅的脸上浮
现一抹微笑。

这会儿，女儿一定睡得很安稳。

在官兵身后，
家人用爱筑起堤坝

■顾丁丁 戴 强 陈 曦

列车越往北，景色越单调，手机信号
也时断时续。我百无聊赖地坐在下铺，
不一会儿就打起盹儿来。
“快看，好像到你家了！”战友拍了拍

我。
我又惊又喜，一头撞在上铺的床板

上。另一位战友打趣道：“你爸妈又不能
来看你，激动个啥！”我努努嘴，趴在列车
的窗户上继续向外张望。

列车缓缓开进车站，熟悉的站名映
入眼帘。车停稳，我请假跑到站台上，一
声声熟悉的方言让我倍感亲切。我贪婪
地吸了一口家乡的空气，浑身的毛孔也
仿佛舒展开来。

5年前，我就是从这里踏上去南方
读大学的列车。那时，母亲担心到了学
校新买的被褥质量不好，缝了一床新的，
让父亲帮我背到车站。

我们父女俩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上了路。进站前，父亲带我在车站广
场转了一大圈，最终停在一家面馆门
口。他要了两碗老家宁夏特色的面
条，一边叫我赶快吃，一边说：“你多吃
点，去了南方，就不一定能吃到这个味
道了。”我点头答应，假装若无其事地
吃着，心里却早已五味杂陈。

上大学并不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却
是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离家的滋味。

大三结束，我参加实习没有回家，
紧接着又从学校直接参军。那时的我，
对即将到来的军旅生活充满期待，当同
行的伙伴们还沉浸在离别的伤感中时，
我第一个进了站。

这次参加驻训，父亲一再嘱咐我，如
果路过家乡，一定提前告诉他。但由于
纪律要求，我打消了在站台上演“亲子大
团聚”的念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在站台
上来回踱步。列车要开了，跳上车的
那一刻，我的眼泪还是忍不住掉了下
来。

列车不知又停靠了多少站后，我掏
出手机，拨通父亲的视频电话。

视频接通，父亲身后围上来一群
同事。“真是女大十八变。”“小时候乖
乖的小丫头，穿上军装就是不一样。”
还没等我和叔叔阿姨们打完招呼，父
亲问道：“你到哪里了，什么时候路过
咱家？要是能去看你的话，我赶紧请
个假。”
“爸，早过站了。”我告诉父亲。
父亲没再出声，我以为是手机信号

又出了问题。
“你看看你，都把你爸眼圈说红了。”

父亲身旁的一位同事提醒道。
我连忙安慰父亲：“爸，等以后有机

会休假回家，你先带我去火车站外边吃
碗面。”

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嗯，没事，
好好干，大禹还三过家门而不入呢，你
这才哪儿到哪儿。行了，我还有事，挂
了吧！”

视频挂断，我呆呆地看着窗外。身
旁的战友拍了拍我的肩膀，给了我一个
微笑。

我的心里升起一阵感动。每个
人，都坐在去远方的列车上。能够看
着窗外陌生的风景，思念着相距不远
的亲人，又何尝不是一次值得铭记的
体验。

列
车
路
过
家
乡
站
台

■
周
格
格

“叮——”随着一声清脆的提示
音，刘畅弯下腰，打开烤箱，取出蛋糕，
一股浓郁的香味顿时扑鼻而来。撒上
肉松、卷成一卷、切成小段、抹上沙拉
酱，不一会儿，几个香喷喷的肉松蛋糕
就做好了。
“老公，忙完了就回来吃蛋糕哦！”发

完微信，她笑着向窗外探出半个身子，看
向四五十米外的警卫连办公楼一楼。她
的丈夫、警卫连指导员姚密灵，此时正在
低头写着什么。不一会儿，姚密灵停下
手中的笔。他看到微信后，转过头，冲刘
畅笑着挥了挥手。

金色的夕阳照在对面白色的墙面
上，稀疏的树影微微摇晃。过去的 9年
里，刘畅和姚密灵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
这样温暖的场景，似乎从前只能出现在
想象中。

2011年的春天，正在南开大学读书
的刘畅，在一次好友的聚会上，认识了周
末外出的山东老乡姚密灵。同在异乡，
亲切的乡音让两人很快生出“他乡遇故
知”的熟络。

那天过后，两人开始通过电话分享
各自的生活趣事、梦想未来，感情也在彼
此畅快的交流中慢慢升温。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2012 年 5 月 26 日，姚密灵向刘
畅告白。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

君……”刘畅还以坚定的答复。
两年后，姚密灵军校毕业分配到驻

福建某空军场站。刘畅则全力备考本校
研究生。从北到南，几十个小时的火车
让姚密灵意识到两人以后可能要面临的
距离问题。虽然之前他和刘畅聊过毕业
分配可能天南地北的情况，但刘畅真的
愿意去吗？
“你放心去！我不考南开了，重新挑

个离你近的大学读研。”那天，姚密灵把

情况告诉刘畅。未等他说完心里的顾
虑，刘畅便打断了他。

2015 年 9月，刘畅考上厦门国家会
计学院研究生。她和姚密灵开启了甜蜜
的“双城”生活。1 年后的“八一”建军
节，两人前去领结婚证。
“祝福你们，向你们致敬！”婚姻登记

处的工作人员得知他们是军人家庭，又
都是外地人，纷纷为他们送上祝福。那
天，刘畅第一次感受到作为军嫂的骄傲
和光荣。

因为姚密灵的工作原因，小两口虽
然不能天天见面，但只要想到周末能经
常团聚，刘畅心里已经很满足。

2017 年，姚密灵调整岗位，到位于
大山深处的空军某场站工作。
“没什么大不了！我当初选择你，

就是因为你那股对人生目标的执着劲
儿。我知道，部队就是你的目标。你
放心去，我做你的卫星，随后就到。”刘
畅看穿了姚密灵心中的内疚，反过来
安慰他。

2018年，姚密灵所在场站因建设发
展需要，招聘财务专业文职人员。综合
考量过后，刘畅辞掉了会计事务所工作，
专心备考，最终顺利成为一名军队文职
人员。

入职之初，姚密灵耐心细致地给刘
畅介绍单位情况，帮她更好地度过适应
期。工作之余，刘畅给姚密灵做他爱吃
的肉松蛋糕，两人依偎在一起品尝美味、
追剧看电影。

夜幕降临，璀璨星空笼罩在群山之
上。刘畅目送着姚密灵带着她做的蛋糕
走在回连队的路上。
“我做你的卫星！”刘畅想起自己

曾经对姚密灵说过的话。那时候的自
己，勇敢地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心爱
的人。她从未想到，她能与姚密灵的
职业轨道就这样并成了一条，已分不
清谁是行星、谁是卫星。

昏黄的路灯下，看着姚密灵的背影
挺拔而坚毅，刘畅的心中涌上无限温
暖。

做你的卫星
■吴 天 陈 军

阵雨过后，蛙声一片，蝉鸣阵阵。
夜晚比往常多了几分凉爽。路灯藏匿
在氤氲的水汽中，静谧柔和。我独自走
在回宿舍的小路上，享受着短暂的休憩
时光。

微风拂起，阵阵熟悉的香气沁人心
脾。不远处，满树槐花开得正热烈。米
黄的花瓣四散张开，扎着堆儿，捧着滴滴
雨珠，折射着路灯的光，仿佛眷恋着郁郁
葱葱的青叶，不肯落下。老家屋后那棵
老槐树，是否也这般盛开绽放？

老槐树比屋顶高出许多，笔直挺拔，
枝干越过屋顶延伸到前院，像一顶大大
的伞。每当盛夏来临，老槐树就会长满

槐米。我和姐姐兴高采烈地爬到树上，
看着爸妈站在屋顶，把槐米一点点剪下，
散在太阳下暴晒晾干，搓下粒、筛干净，
再一点点收集起来。晒干的槐米翠绿、
清香。我和姐姐就盼着它们赶紧被小商
贩收走，好让爸妈“打赏”我们一些零花
钱。

收槐米在小暑前后，天气闷热多
雨。每次来了小商贩，不管当年行情好
坏、价格高低，爸妈都会切开一个西瓜让

人家解解渴再走。有一年，收槐米那几天
连续阴天，槐米晒得不好、价格很低，买槐
米的人来了正赶上大雨，只好在门洞里等
雨停。到了饭点，爸妈便让他一块吃了饭
再走。原本就因为槐米价低闷闷不乐的
我，心情更是不好，整顿饭一句话不说。
天晴了，买槐米的人走后，爸妈教育我说：
“槐米没卖上好价钱，怪天气不怪人家，不
能让人家冒着大雨又饿着肚子走。”

后来，收槐米的人渐渐不来了，爸

妈也不再爬到屋顶采摘槐米。盛夏时
节，老槐树密密麻麻的槐米肆意地盛
开，花瓣落满一地，淡淡的香气充盈着
整个院子。我和姐姐虽然没了额外的
零花钱，但飘进鼻尖的花香成了萦绕在
我们心头的幸福记忆。

那年夏天，我到一座南方城市读军
校，很少再见到槐树。暑假回家，迈进
院子时，那棵老槐树花开正盛，阵阵清
香浓郁芬芳，似乎在欢迎我这个“老朋
友”回家。

军校毕业后，我回到北方工作，但
回家没有了规律，槐花盛开时，往往正
是我工作繁忙时。

那天，再次闻到槐花香，老家屋后
老槐树的记忆瞬间朝我涌来。

我站在槐树下，拿出手机编辑信
息：“爸，家里的槐花开了吗？”

盛夏槐花开
■张 哲

两情相悦

连日来，一批又一批

人民子弟兵奔赴抗洪一

线，抢险救灾，筑起一道冲

不垮的铁壁铜墙。他们的

家人，通过一句温暖的话、

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件动

人的小事，全力支持着他

们，让他们在前方安心抗

洪。这里我们选取一些温

馨片段，与读者分享。

——编 者

家庭秀
当温柔的云儿

从雪山飘向戈壁

当鲜艳的红色

从你心里流进我心里

微风拥着淡淡花香

拂过你坚毅的眸

我看到了

你的爱与荣光

陈国海配文

7月25日，一场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戈壁滩举

行。新疆军区某团副营长李大信被评为“射击金牌

教练员”。报告会上，他身披绶带，为官兵讲述自己的经历。

李大信的妻子和女儿受邀赶来，共同见证这一光荣时刻。

周家俊摄

定格

家 人

那年那时

家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