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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集团军某

合成旅举行第二届“爱在红

军旅，情定渤海湾”集体婚

礼。受疫情影响，再加上今

年演训任务繁重，该旅许多

官兵推迟了婚期。为此，该

旅专门为41对新人举办了

这场富有军营气息的集体

婚礼。照片中，新娘们向后

扔出捧花，将幸福传递。

白 栋摄

家庭秀

定格

秋日的风

轻抚洁白的海浪

将跋涉许久的生命

送抵爱的港湾

花瓣轻舞

向幸福发出请柬

他们在风中，相互依偎

他们在诗中，细语呢喃

周凯威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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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自己的小家，王建斌更加明白
了“牵挂”的滋味。在候机大厅里，他看
着那些牵手的情侣，想到马上就可以和
妻子蒋心莱团圆了，嘴角不自觉地扬起
笑意。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是妻子蒋心莱
的电话。两人如往常一样煲了半个多小
时的电话粥。其间，蒋心莱还是问到了
那个问题：“你到底啥时候才能回来？”
“你猜啊！”王建斌压住心里的喜

悦，和妻子开起了玩笑。
听王建斌语气轻快，蒋心莱察觉到

丈夫这次回答与以往不同，再加上隐隐
约约听到广播的声音，心中了然，不禁
暗暗想笑，却又不忍戳穿。

登机时间将近，王建斌借口有事先
挂了电话。他怕自己一旦表现得太高
兴，让聪慧的妻子发现，就没有了惊喜。

通话结束后，蒋心莱拨通了王建斌
排长的电话，询问丈夫最近的情况。排长
哪里知道王建斌的“小算盘”，直接将他探
家的消息一股脑儿托出，还害怕有所疏
忽，把飞机的起飞时间也告诉了蒋心莱。

到了家门口，看时间妻子应该还没
下班，王建斌压抑住激动的情绪，拿出
钥匙打开门锁。

门刚开一角，空气中飘来一股火锅
的香味。这时，蒋心莱跳到了王建斌面
前，笑着说：“欢迎回家！”

王建斌蒙了：“你咋知道我要回
来？”
“就你这个智商，还想给我惊喜？省

省吧！”蒋心莱调侃道。说着，她牵着王
建斌的手来到桌边，让他坐下，“坐了那
么长时间的飞机，一定饿了吧，先吃饭。”

沸腾的火锅弥漫着熟悉的香味，食
物欢快地上下翻腾。王建斌神色却有
些为难。他拿起筷子，夹了几口，又放
下了筷子。

看王建斌吃得很少，蒋心莱有些不
解，假装有些生气地问道：“难道是我做
的不好吃吗？”

见妻子不开心了，王建斌只好将实
情告诉她。这一年，自己担负了很重要
的任务，一忙起来，只吃几口饭，饮食也
不规律，胃出了一些问题。
“不过没关系，小毛病，养一段时间

就好了。以后再陪你吃辣火锅。”怕妻
子担心，王建斌赶紧补充道。

蒋心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生
长在天府之国的蒋心莱从小喜欢吃
辣。她记得与王建斌第一次约会时，王
建斌为了照顾自己的口味，非要逞强吃
红汤里的食物。吃完后，他整个人“泪
流满面”，脸红得像关羽一样，惹得蒋心
莱好一阵笑。后来，两人在一起的时间
久了，受自己的影响，王建斌也可以吃
辣火锅了……
“本来不是多大的事情，我还没

啥，你倒先急起来了。大不了以后咱
们吃鸳鸯锅，你负责消灭红汤那边，白
汤就交给我，两个半边合在一起才是
团圆嘛！”王建斌抽出纸巾替蒋心莱擦
干泪水。

接下来的日子里，为了调养王建
斌的胃，蒋心莱开始学着做一些清淡
的菜式。这对她来说，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一开始，照着网上的视频做
出来的菜不是咸了就是糊了，她干脆
又报了个班……蒋心莱的厨艺渐渐进
步了。归队前，王建斌吃上了蒋心莱
做的佳肴。

王建斌回到单位一段时间后，一
天，蒋心莱打来了电话，却久久不语。

王建斌不由得心里一紧，“你怎么
不说话呢？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
“咱俩以后吃鸳鸯锅得再添一双筷

子！”
……
“啊，你说的是真的？”巨大的欣喜

冲击着王建斌的心脏。一种叫作“幸
福”的东西在血液里奔流，温暖了全身。

团圆火锅
■陶 辉 张 清

两情相悦

乘坐高铁 6个多小时后，樊文斌终
于回到了阔别大半年的家。平时视频
电话里爱说爱笑的女儿笑笑，此时却显
得格外安静。
“笑笑，我是爸爸，过来爸爸抱抱。”
“你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是解放军，

他在手机里。”面对樊文斌，女儿笑笑躲
在沙发的角落不肯出来。

樊文斌是第 76集团军某旅的一名
四级军士长，入伍 15年来，从三秦大地
到青藏高原，从繁华都市到荒漠戈壁，这
名老兵在军营里挥洒着汗水，少有时间
陪伴家人。今年休假恰好碰上中秋，樊
文斌交接完工作，收拾好行李，便急急
忙忙地赶往火车站。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

你了。”女儿笑笑在视频电话里嗲声嗲
气地问樊文斌。
“今天你就能见到爸爸啦！”樊文斌

高兴地回答。
以前，每次笑笑问到什么时候回家

这个问题，樊文斌总是给不出准确的回
答。这天，他终于可以大声地回答女儿了。

可如今，看着日夜牵挂的女儿就在
眼前，她就是躲在沙发角落不出来，樊
文斌心里很无奈。

这时候，妻子想起家里的衣柜里放
着一套旧迷彩。妻子让樊文斌将旧迷
彩穿上，先在卧室里等着，然后走到笑
笑身边，拿着手机拨通了樊文斌的视频
电话。樊文斌接通电话，从卧室慢慢地
走到沙发旁边。
“爸爸……”看着视频里的爸爸，再

看看一旁穿军装的樊文斌，笑笑兴奋地
大喊。

樊文斌将笑笑紧紧抱在怀里。笑笑
摸了摸樊文斌身上的迷彩服，用肉嘟嘟的
小嘴亲了亲樊文斌的额头，转过身对妈妈
说：“妈妈，手机里的爸爸是真的。”

听到女儿的这句话，樊文斌仰起头
望着天花板，尽量不让眼眶中的泪水流
出来……

接下来的休假日子里，父女俩的关
系越来越近。

中秋节那天，亲戚们都来樊文斌家
里团圆，平时一向热情大方的笑笑却顾
不上招呼大家。她时刻黏着樊文斌，樊
文斌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爸爸，我要扎这样的辫子，快帮我

扎。”那天，看到妈妈手机里有个小女孩
扎着两个漂亮的小辫子，笑笑便缠着樊
文斌为她扎辫子。这可难倒了樊文
斌。平时操弄枪支倒是滚瓜烂熟，这扎
辫子的活儿还真不会。可是，面对宝贝
女儿的要求，自己又不能推辞。

“好的，爸爸试试。”樊文斌拿着梳
子，认真鼓弄了半天，终于扎出两个松
松垮垮的小辫子。
“爸爸，你扎的辫子太丑了！”女儿

跑到镜子前看着头上的辫子，嘟着嘴，
两只大眼睛瞪着樊文斌。

后来的几天里，樊文斌认真在网上
学习如何扎辫子。虽然扎得一般，但笑
笑还是很喜欢，逢人就说这是爸爸给她
扎的小辫子。

笑笑马上 3岁了，樊文斌还没有陪
她过过一次生日。这次休假，恰好也赶
上了笑笑的生日。生日那天，樊文斌带
着笑笑出去开开心心地玩了一天，还买
了笑笑喜欢的蛋糕。

吹蜡烛前，笑笑有模有样地双手合
十，闭上眼睛，许下愿望。吹完蜡烛，她
凑到妈妈耳边悄声说：“妈妈，我的愿望
是希望爸爸一直陪着我，不要再回到手
机里去了。”

妻子悄悄把女儿的愿望告诉樊文
斌。樊文斌心里一阵温暖，他暗暗地在
心里保证：“闺女放心，爸爸上半辈子保
卫国家，下半辈子护你成长。”

手
机
里
的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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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事

今年，第 75集团军某合成旅修理连
技师、三级军士长张发，休假赶上了过
中秋节。

中秋节那天，父亲张海涛很高兴，
拉着张发和母亲到长城上看月亮。月
光皎洁，秋虫欢快吟唱，一家人蹚过齐
膝深的荒草，踏着清凉的青石砖，拾级
而上。这段长城位于山西大同浑源县
以西的方向，是一段绵延数十公里的明
长城遗址。父亲张海涛从 18岁开始，义
务当起这段明长城的“守护者”，一守就
是40年。

入伍前，每逢重要节日，父亲一定
会带张发去长城走走。如今，张发走
在长城上，时光仿佛一下子回到儿
时。那时候，爷爷张志一声号令，全家
人把散落在各家的青石砖一块一块搬
回长城。父亲张海涛还年轻，扛起铁
锹，步伐走得飞快，时不时停下来，“砰
砰”敲打几下青石砖，看看石头有没有
松动……

一

时间回溯至上世纪60年代初。
那天，一名身材魁梧的壮汉，突然

出现在张家不大的院子里。他站在院
子中央，伟岸的身躯像一棵挺拔繁密的
老树。
“人呢，都去哪了？”壮汉大喊。
“你找哪个？”张发的奶奶李二女应

声跑出了门。
壮汉默不作声，只是微微露出笑容。
李二女瞬间激动得哭出声来，“你

还晓得回来哩，整个村子都以为你‘光
荣’了。”

壮汉拭去李二女脸上的泪水，说：
“仗打完了，还有其他任务嘛，俺穿上了
军装就是国家的人，是大家的人，岂能
只顾着自己的小家哩。”

这名壮汉就是张发的爷爷张志。他
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因负伤
治疗等原因迟迟没能返乡。回来后，政
府给张志在城里安排了工作、分了房，每
月还可以领取生活费。张志一一婉拒
了，背着背包回到了长城脚下的农村。
面对家人的不理解，他说：“俺是毛主席
的战士，不打仗了，那也得艰苦朴素，原
本就是农民，是农民就得种地。”

从朝鲜归来后，张志时常念起朝鲜
战场的往事。

有一次，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气温
下，全连潜伏在冰天雪地里。连长脸上
挂满了冰花，悄悄对他说：“你瞧，咱们
这阵地弯弯绕绕了几百米，像不像一道
长城？你不要睡着，快回答我！”连长用
脚蹭了蹭他，“你快动一动，动一动呀！”
最终，张志捡回了一条命，而连长和十
多名战友却没能坚持到最后。

回乡后，张志只要登上长城，就会
想起朝鲜战场冰天雪地里那弯弯绕绕
的几百米，想起连长的叮嘱……他离不
开长城了。

没几年，儿子张海涛长成了大小

伙。在准备报名参军时，村里的老人极
力挽留，“海涛正直、善良，大家一致希
望让他当村长。”那时候，他们所在的南
张庄村，30余户人家，不仅吃水困难，还
不通电、不通路，十分需要一个年轻有
干劲的人来当领路人。
“只要是为大家好，参军、当村长都

行！”张志让张海涛留了下来。

二

当村长后，召集青壮年修路，修水
渠引水……张海涛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一次走访，张海涛发现有村民家的

地板铺上了青石砖，砌得整整齐齐。
“这不是长城上的青石砖吗？怎

么搬到家里来了？”张海涛火气一上
来，眼睛瞪得老大，“你，你赶紧给俺搬
回去！”
“不就是几块砖，凭什么让俺搬回

去，村子里搬砖的可多了。”村民也不
示弱。

回家后，张海涛把这事告诉了张
志。
“长城是文物哩，咋能破坏？”张志

气得直跺脚，把拐杖狠狠地扔出去老
远。张志还想到，长城四周村民的牛羊
到处跑，一些土墙壁被蹭得斑驳不堪，
要是放任不管，长城被踏平了，以后，人
们还知道这儿是长城吗？

当天夜里，父子二人辗转难眠。张
海涛索性起床，打着手电就往乡政府
跑。第二天，他从乡政府带回文物保护
相关制度法规，挨家挨户做宣传。
“要搬回去，你自个儿去搬。”见张

海涛来劲了，大家纷纷说。
无奈之下，张志动员全家齐搬砖，

连小小的张发也加入了搬砖队伍。
为了防止村民再去搬砖，也为了避

免牛羊破坏，张志开了个家庭会议。他
对张海涛说：“我腿负过伤，年岁也大

了，走不了远路。你是村长，是党员，有
义务守好长城。”

张海涛点点头。
“要守就一辈子守下去，能不能给

个承诺？”张志追问。
张海涛回答干脆：“俺发誓，俺一定

也像你一样，一天看它一遍，一辈子给
它‘站岗’。”

从此，这个承诺伴随了张海涛40年。

三

爷爷张志每天都要去长城看看。年
幼的张发不理解，问他为什么总去长城。

“长城也是家呀！”张志说。
父亲张海涛也喜欢带张发去长

城。张海涛会在肩上扛一把铁锹，嘴角
燃上一支烟，走起来健步如飞，张发一
不留神就被父亲甩得远远的。

张发走不动了，就一屁股坐在地
上。这时，张海涛就折回来，把张发高
高举起，骑在自己脖子上，父子俩边走
边唱爷爷教的歌，“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
乡……”到了长城，有青石砖松了，张
海涛就用铁锹“砰砰”地敲紧，张发就
用小手捧点土去垒，父子俩一身灰一
身汗，开心极了。

春去秋来，寒暑交替。张发也长大
了。
“孩子，去参军吧！你爹守护着古

长城，人民军队才是真正的‘钢铁长城’
哩。”步入耄耋之年的张志最大的心愿
就是送孙儿参军。

面对爷爷的嘱托，张发攥起拳头，
骨节“咯嘣咯嘣”响，他向爷爷承诺：“要
是当不了军官，俺也争取当个‘兵王’，
只要部队需要，俺就干上一辈子。”

看着已长成男子汉的张发，张志高
兴得把拐杖拄得“噔噔”响，“好，好，我
等着你的好消息。”

然而，张志没能盼到张发当上军
官、当上“兵王”，就去世了。那年张发
刚晋升下士。

四

回家奔丧期间，张发发现自己不在
家的这几年，父亲张海涛也老了。他脸
上的皱纹不知不觉深了许多，头发也花
白了。那双成年累月在地里耕种的手，
血管突起，满是裂口。自从南张庄村整
体搬迁后，张发家所在的青磁窑村离长
城有近十公里山路。父亲身体不如从
前了，但他仍坚持每星期至少去长城看
上3回。

归队前，张发跟父亲去了趟长城。
父亲依旧爱燃上一支烟。张发跟在身
后，看着父亲的背影出神，不知不觉落
了一大截，只得加快脚步。

仔细算来，父亲守长城都 20 多年
了。张发忍不住大喊：“你慢点，爷爷不
在了，又没人给你钱，你也就不要这样
坚持嘛！”

张海涛转过身来，拉下了脸。“你
说的是啥话？俺守长城又不是守给你
爷爷看的，也不是为了啥钱。俺说给
长城一辈子‘站岗’，说到就要做到。
你现在是一名军人了，你也要做好长
城一块砖，守护好祖国的国防长城，这
才是个理！”

像雷声滚过，像闪电划过，张发只
感觉一时间耳朵嗡嗡作响。他想不到，
农民父亲能说出这番道理。

五

这些年，张发在部队做过炮手、炮
长、坦克车长、文书、司务长。如今，他
是旅勤务保障营修理连的装甲修理技
师、三级军士长，官兵心中响当当的“大
师傅”。

而当年，张发差一点就触到了军旅
生涯的“天花板”。

那时候，部队调整改革，原本是炮
兵连司务长的张发划入旅修理连。张
发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新的专业，这对他
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张发想起小时
候，爷爷讲朝鲜战场，讲到激动处，爷爷
的声音就很大，“越是艰险越向前，越是
困难越不低头，做任何事，都要雄赳赳、
气昂昂。”他又想起父亲，几十年如一
日，无怨无悔地义务守护长城……张发
决定学习装甲维修。

去年，张发顺利晋升为三级军士
长，成为高级士官，离他当“兵王”的梦
想又近了一步。

2016年初，当地文物局聘请父亲张
海涛为文物保护员，父亲第一时间打电
话告诉了张发。

听着父亲激动的声音，想象着父
亲 兴 奋 的 样 子 ，张 发 忍 不 住 笑 了 ，
“爸，我现在得做好国防长城‘一块
砖’，等我以后退休了，陪你一起守长
城。”

电话那头的张海涛，连连称“是”。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脚下是故

乡。这个关于长城的故事，还在继续……

长城脚下是故乡
■张洪瑜

家 风

10月5日，休假在家的第75集团军某合成旅修理连技师、三级军士长张

发，和父亲张海涛、母亲王先花在明长城遗址大川岭段留影。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