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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除夕夜，学员端着刚刚包好的饺子准备下锅。图②：大年三十，团圆视频中孙珊珊向父母展示三等功奖章与证书。图③：春节期间，杨海田在图书馆创
作歌曲。 张 恒、张艺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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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礼物，是一碗亲

手包的热腾腾的饺子

搅肉馅、揪剂子、擀面皮……除夕
夜，大四学员柯纪行和战友们一起在食
堂包饺子。虽然饺子包得形状各异，但
一整套流程下来像模像样，赢得了战友
们的喝彩。
“你们真是深藏不露呀，这么快饺子

就包好了！”和学员一起过年，教员马俊
凯看看自己捏的饺子，又看看学员们包
的，不由称赞：“柯纪行这大圆饺子包得
不错，看着喜庆。”
“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柯纪

行拍拍手上的面粉，“分工合作，配合默
契！”说着，他舀了一勺馅儿在饺子皮上，
又捏出一个像汤圆似的饺子。

战友罗棋尹拱了拱柯纪行的肩膀，
笑着说：“去年春节一起护校，我们在战
火里淬炼出来了革命友谊。”

去年护校期间，柯纪行和战友们主
动请战抗疫，全力保证全校人员安全。

今年春节，柯纪行已打好背囊准备
回家，和父母好好团聚。没想到，号召就
地过年的通知来了。他调整心态，“大局
为重”——虽然第二次与父母在春节“爽
约”，但这必将是一个记忆深刻的春节。

等饺子出锅时，柯纪行和爸妈连线
视频。连着两年没能回家过春节，他心
中难免有些想家。

妈妈安慰他：“我们的儿子是个有毅
力的男子汉，也是个有担当的军人！”

这时，爸爸挤进画面中央：“我们收
到了学校的慰问信，还有春节活动安排
和食谱。今天又看到你们一起热热闹闹
过年，我们放心了！”

一家人正说着话，柯纪行听到一声：
“饺子来喽！”罗棋尹端了一碗热气腾腾
的饺子送给他。

柯纪行捧着碗说：“爸妈，看我们的
饺子包得好吧？”他舀起一个圆饺子凑到
镜头前，“这个饺子这么饱满，肯定是我

包的。”
爸爸妈妈看着视频里那个圆鼓鼓的

大饺子，笑得前仰后合。“以前教你那么
多次也不学，还是学校好，你连‘汤圆’都
会包了。”

柯纪行挠挠头，扬起笑脸，“爸妈，这
碗和战友一起包的饺子就当我送给你们
的新春礼物吧，等回家时让你们尝尝儿
子的手艺！”

欢快的笑声，通过电波越过千山万
水，在两地间往来穿梭。一家不圆万家
圆，这是军人的职责所系。身为子女，柯
纪行期待与父母的团聚，但身为军人，他
更知道身上军装的重量。

视频连线结束后，他在日记中写下
了这样一句话，道出了所有留校过年学
员的心声：“我不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
人民的子弟兵。”

新春礼物，是一枚闪

闪发光的三等功奖章

和室友们给宿舍贴“福”字时，孙珊
珊已经想好了和父母视频时要送给他们
的礼物。她拉开抽屉，里面是一本三等
功奖励证书和一枚闪闪发光的奖章。

这是对孙珊珊去年 9月荣获第十三
届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一等奖以及这个
学期学习训练综合表现的肯定。在大学
年终总结暨表彰晚会上，学校领导为她
戴上奖章并颁发证书。

台上灯光耀眼，台下掌声雷动，孙珊
珊眼含热泪敬了一个军礼。无数个为比
赛奋斗的日夜，她种下了理想的种子、用
汗水灌溉。如今，收获时节到了。

孙珊珊点开视频通话，背手把奖章
和证书藏在身后说：“爸爸妈妈，猜猜我
给你们准备了什么礼物？”

视频里，爸爸故作沉思：“这可有点
难。”

妈妈忍俊不禁：“就看你爷俩在这
演！是不是受到表彰了？”
“妈妈真是料事如神！”她戴上三等

功奖章，左手端着证书，右手向父母敬了
一个军礼。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对你认

真付出的最好回报。”爸爸欣慰地说。
爸爸的话牵动了孙珊珊的思绪，那段

一心扑在比赛上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孙珊珊大二刚刚接触机器人大赛，

看着学长们在比赛中摘金夺银，暗下决
心自己以后也要带着机器人在国际赛场
上闯出一片天地。

大四时，孙珊珊终于可以带队参加
竞赛。然而，万事开头难。受疫情影响
在家学习的组员们，第一次开视频会议
时不知该从何处下手。孙珊珊提出了最
初思路，鼓励大家集思广益。

在无数次火花的碰撞后，他们的想
法终于一步步走向成熟。整个赛季，从
前期调查资料、3D 建模、调试参数、编
制程序，到后期选定材料、制作模块、组
装产品、测试改进，孙珊珊和组员们全
力以赴。

在写坏十几块控制板、进行几十次陆
上调试以及数不清的拆装后，孙珊珊小组
的作品——“伙伴号”水下航行器终于诞
生了。大家更愿意叫这个承载了他们数
月心血与汗水的航行器为“魔鬼鱼”。

正式比赛前，进行最后一次水下航
行器功能测试，“魔鬼鱼”突然无法工作
了。

为了排查故障，孙珊珊打开航行器
外壳，对其中的上百个接线柱一一进行
测试。经过一夜的排查和紧急抢修，“魔
鬼鱼”恢复了活力，并一举夺得国际水中
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跟爸妈视频还走神，想什么呢？”妈

妈打趣道。

“回顾自己的奋斗历程！”孙珊珊笑
着比了个“V”字胜利手势。

比赛虽已结束，但她的奋斗之旅还
在继续。这个春节，孙珊珊准备充分利
用在校时间，为“魔鬼鱼”加上机械臂，完
成比赛时没能实现的水下捕捞功能，进
一步提升其水下作业能力。

新春礼物，是一首建

党百年的献礼曲

临近春节，学校开展新春文艺征稿
活动，不限题材、体裁的组织形式一下子
点燃了学员们的创作热情。学员们有的
写散文，有的拍视频……而对于创作过
《滚烫》《破浪》等歌曲的杨海田来说，作
词是他的首选项。

祝福送给亲友，更想送给今年适逢百
岁华诞的亲爱的党！杨海田决定创作一
首歌词献礼建党百年，并把这首歌作为一
份特殊的新春礼物送给远方的父母。

阅览室中，一张书桌上满是摊开的
书籍，边角微微卷起的《风雨兼程》，书页
泛黄的《从望志路到南湖》，夹着书签的
《红星照耀中国》……每一本杨海田都细
细读过，做好笔记。然而，在图书馆苦心
孤诣多日，杨海田仍然没有想到较好的
切入点。学校组织春节“木兰湖校区参
观活动”，他报了名，试图在环湖徒步中，
找一找灵感。

返校路上，校车行驶在高架桥上。
杨海田看着车窗外，暮色中溢彩流光的
车水马龙、万家灯火倒映在河面上的粼
粼波光，春节中的中国处处都是热闹喜
庆……

眼前的繁华武汉与去岁的萧瑟江城
交替出现在杨海田的脑海中。忽然间，
一个念头闪现——“百年沧桑，世事变

迁，不变的是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又
一次战胜了困难，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氤氲缠绕的脑海刹那间拨云见日，
杨海田之前积累的素材瞬间有了提纲挈
领的“线”。他一把抽出作词本，将乍现
的灵感记录下来：“红星照耀中国，信仰
引领方向，越过急流险滩承载着民族希
望，不负人民重托那红船征服巨浪……”

和父母接通团圆视频的那一刻，杨
海田深深吸了一口气。他有些忐忑，又
有些激动：“爸妈，我有份新春礼物想送
给你们，虽然还是个半成品。”

杨海田把歌词发给父母，镜头里的
他们看着凝聚了儿子心血的歌词，神情
很认真。

过了一会儿，父亲抬起头说：“这词
是你写的？写得真不错。”

得到了父亲的认可，杨海田很开心，
他点点头：“我唱给你们听。”

杨海田低头酝酿了一会儿，倏地站
了起来，仿佛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中
央。他将父母当作首批听众，献上了一
段即兴表演：“辉煌不只是过往，启航再
次乘风破浪……”

这是杨海田的父母第一次真正了解
到，一直在努力追求音乐梦的儿子正在
用自己的方式理解时代。

视频里，母亲看起来特别高兴，“你
之前是不是也唱了几首歌？一会儿发给
妈妈听听吧。”

和父母视频结束后，他把歌词上传
到征稿信箱，长舒了一口气。这份在团
圆视频里送给父母的新春礼物，承载着
他对献礼建党百年的热情与心血，也承
载着他对父母认可的期盼与渴望。

杨海田望向窗外的校园，圆圆的红
灯笼在夜色中摇曳，散发着温暖的光。
新春团圆时，杨海田与父母虽然身隔山
海，但心与心的距离被拉近。他以诚意
准备的新春礼物得到了父母的认可，而
这份认可也是他得到的最珍贵的回礼。

团圆视频里的新春礼物
■张艺凡 本报特约记者 熊 峰

特别策划

军校学员过大年

学员心语

畅聊校园人和事

这个春节，为了响应疫情防控号召，军校学员们纷纷放下返家行囊，安心就地过年，留下了一段不平凡的春节记忆。他们把
团圆期盼藏在心间，把使命担当扛在肩头，因为他们懂得——“我们不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人民的子弟兵。”

虽然是第一次在校过年，但陆军
工程大学学员王佳辰的心头却暖洋
洋的。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大年初一，安静的食堂里，王佳辰身边突
然响起“生日快乐歌”。大家放下手中的
筷子，一个人、一排人、一群人陆续站起，
拍着手摆着头，接力唱起这祝福的旋律。

突如其来的“快闪”让王佳辰有些诧
异，直到被邻座的同学罗可带到队前的

“C位”，王佳辰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自
己 20周岁生日这一天，学校特意安排了
集体生日仪式。和王佳辰一样收到惊喜
的，还有其他10名学员。

喜庆的福字、红红的中国结、悬挂的
气球……浓浓的节日氛围里，“生日专
区”的餐桌上摆放着一块巨型生日蛋糕，
为这次集体生日赋予了特别的深意。
“新年第一天是自己的生日，快许

个愿吧！”战友们给王佳辰戴上寿星
帽，为他点蜡烛、切蛋糕、送祝福。王
佳辰突然感觉鼻子一酸，泪水在眼眶
里直打转。
“真的很惊喜。”王佳辰说，“虽然

远离家乡和父母，但此时此刻我感受
到了家一般的温暖，感谢学校为我们
准备的集体生日仪式，感谢大家为我
过生日。”

情真意浓，温暖人心。给学员们办
集体生日是该校寒假系列“暖心工程”
的一部分。春节期间，他们还创新形式
精心组织除夕年夜饭、大年初一组织送
水饺到值班点位、组织趣味游戏过新年
等活动，采取抽奖游戏等方式，为在校
过年的学员们送出贴心慰问。此外，他
们还积极开展春节联欢会、游园会等活
动，让官兵真真切切感受到军校年味的
温度。

军校大年里的“集体生日”
■孙顾峰 本报特约记者 云利孝

军校大年别样忙！同学们，今年的春

节你是在贴春联、包饺子、拔河等活动中

感受集体的温暖？是在烟花爆竹相伴的

哨位上思考奉献坚守的意义？还是在坚

持刻苦训练中体悟军人的自律？下面就

让我们在一组漫画中一起回味这别样的

假期、不一样的春节记忆！

耿鹏宇、盛友焘绘

我来到快递站找来找去，终于

在杂乱包裹的一隅，找到了我的名

字，拆开包裹，里面除了母亲做的

食品还有一封父亲写给我的信：

“夜深独一人，引窗外明月到

案前，冬来萧瑟，寒风起时，落

叶几瓣？汝于军校戎装着身，挥

洒青春，吾守岗位惹绪飞扬，唯

愿此情长，相盼共团圆……”

收到这封信不久，父亲又给

我打来电话，沉默半晌，他说：

“儿子，现在疫情形势不容乐观，

我将要上岗值守，你妈妈今年过

节也要照顾姥姥，你看要不你今

年选择留在学校，也算为部队作

贡献，你说呢？”

一封来信，一通电话，前者渴

望团聚，后者又劝我留守。它们都

来自同一个人——我的父亲。

然 而 ， 在 我 看 来 这 并 不 矛

盾。父亲舐犊情深，但他也是一

名军人。非典时我才出生不久，

父亲作为抗击非典医疗队的成员

一走就是半年，母亲说他再回来

时整个人瘦了一圈，但眼中总闪

着一种光芒，那是一种属于军人

的光芒。

我到现在还能记起小时候父亲

在我耳旁轻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

琵琶”，父亲唱歌跑调，唯独几支

军歌唱得铿锵有力。他唱军歌时眼

中也闪着一种特别的光芒，那种光

芒也是属于军人的。

如今，我有了与他一样的军人

身份，穿上那身军装时，隐隐也有

了那么一种感觉，仿佛将一份责任

穿在了身上。

在父亲的信和电话之间，我

体悟到了家和国的深切含义。军

人“舍小家为国家”决然不是一

句空话。我打开微信给父亲留下

一句简短的回答：“爸爸，请放

心，儿子明白自己的责任，知道

该怎么做。”

放下手机，我更知道，我的父

亲和我一道，坚守在战位上。

父亲的信和电话
■国防科技大学学员 杨龙霄

时值正月，我在手机上又一次

翻到了父亲拍下的那些照片。

那些照片是父亲在中秋、除夕

等日子亲手拍下的大海的样子——

海上的日出日落，海面平静如镜抑

或波涛汹涌。父亲和我同是军人，

这是父亲随舰远航在异乡执行护航

任务时拍摄下来的。

以前，面对照片中陌生的远海

深蓝，我只能通过其中的景象来揣

摩父亲遥远的心境。对于我这个

“00后”来说，离开家、独自在外

曾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

如今，我已在军校学习生活一

年多了。和战友们一同在军校过

年，渐渐长大的我，也渐渐明白了

父亲的心绪。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

见家。父亲的照片表达的是一种

“远离”带来的牵绊，淡淡的乡愁

看似不深却又不浅，让人心里充满

挂念。

然而，那更是一种在遥远之上

的坚守。

当我告诉父亲今年要在学校过

年的消息时，他感慨自己已经 13

年没回老家过年了，奶奶的愿望就

是全家人团团圆圆聚在一起。答应

奶奶的事，今年又只能落空了。可

父亲又叮嘱我：奉献是军人的本

色，离开家人是常有的事，一家不

圆万家圆，这是军人职责使命所

系，也是军人的价值所在。

父亲以前也曾对我说过类似

的话，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

我从心底深处产生强烈的共鸣。

当新年的黎明来临，晨光熹微，

我对着家的方向庄严地敬了一个

军礼。我想在那一刻，身在千里

之外的父母，一定会为他们的孩

子感到由衷的骄傲。

来自远方的照片
■陆军工程大学学员 田惠义

一线传真

在开启和家人的团圆视频之

前，海军工程大学学员张清扬理了

理身上的军装，随后按下视频接通

键，向镜头中的父母郑重地敬了一

个军礼。

“爸爸妈妈，新年好！看，这是

我为你们准备的新春礼物。”镜头

里，他一身崭新的军装，桌上放着

“四有”优秀学员奖章、全国大学生

英语竞赛三等奖证书。

与张清扬一样，春节时，在大

学组织的和家人视频活动中，在校

过年的学员们纷纷用一年来在校

取得的成绩作为特殊的新春礼物

送给父母。

奖章、证书、成绩单……每一

件礼物都见证了学员们的成长，镌

刻着青春奋斗的印记。学员们用

这种方式和父母分享自己的军校

时光。

虽隔山海，心已归家。

远方的父母惊讶又欣慰地在

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逐梦扬帆的

蓬勃朝气，看到了他们淬火成钢的

壮志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