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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红头顶的吉祥鸟

翩翩飞翔在中国的大江南北

传递一个喜讯——

土地，要把责任分给大家

让每一个人，都能种植

符合自己心愿的庄稼或果树

欢喜的秧苗，你追我赶地长高

果树的胳膊，被沉甸甸的果实

压得离地面越来越近

仿佛每一颗甜蜜的心

都在感激养育它们的土地

每一粒粮食

都牢记住了自己的身世

每一棵果树

都把几十年的风雨经历

一圈一圈刻在了心里

它们对政策和道路的理解

像粗壮的腰杆一样朴实又简单

当年倡导大家分田和种树的那个人

像一棵老树，放心地躺下了

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

却一天也不曾离开过

祖国大地最深厚的怀抱

责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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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礼赞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一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

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时代背

景下，从 1982 年开始，曾经拥有 49 万官兵

的基建工程兵兵种撤销。其中两个师的

官兵调入深圳，集体转业成为深圳市的建

设施工队伍。

在当时官兵的想象中，毗邻繁华香港

的深圳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城市。但刚一

下车，眼前落后荒凉的景象让大家大吃一

惊：举目望去人烟稀少，仿佛一片荒原。

市区街道狭窄，房屋破旧，公共设施竟然

比内地的许多县城还差得远。全市最繁

华的地段要算东门老街，街道既窄又短，

用不了几分钟，就从这头走到了那头。多

数建筑是平房，最高的楼房是深圳戏院和

对面 5 层高的深圳旅店。

军人的使命是冲锋，没有时间停下来

叹息。干部战士立即投入了安家、拓荒的

战斗。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内的居民总共

才几万人，而调入的两个师官兵加上家属

子 女 多 达 4 万 人 ，于 是 吃 住 都 成 了 大 问

题。进入深圳第一天，许多连队挖地为

灶、支锅煮饭，锅里煮的是从东北带来的

高粱米，煮得半生不熟、就着咸菜填饱肚

子。没有水喝，就地掘井。当时有的井水

矿物质含量太高不适合饮用，用来冲凉也

会引起皮肤红肿，于是在一些安全的水井

边，早晚取水的队伍就排成了长队。住宿

问题如何解决？官兵学习当地民工队搭

竹棚，用粗毛竹搭房架，将竹片竹叶编成

竹排当墙，用沥青毛毡盖上房顶。房间里

坑坑洼洼没法支床，就用毛竹支床搭成通

铺睡觉。很快，荒草地里冒出了上千栋的

竹棚茅屋，这就是战士们的宿舍。有时天

下大雨，竹棚内积水，洗脸盆、军鞋像小船

漂在水面上。这种竹棚房，冬天不遮风，

夏天不避雨，住在里面真有“天为房，月当

灯”的感觉。

1983 年夏秋季，官兵迎来了严峻的考

验。8 月天似火烧，一个火星燃起了大火，

干竹烈火，火烧连营，火焰冲天，战士们欲

哭无泪。9 月，深圳刮起了历史上罕见的

强台风。乌云密布，天如墨色，狂风肆虐，

大地瑟瑟颤抖。一阵强风吹来，大树被连

根拔起，竹棚被吹散了架，竹枝篱笆、油毡

屋顶被吹飞上了天。那一夜，狂风怒吹像

狮 吼 ，大 雨 滂 沱 如 泄 洪 ，大 家 一 夜 没 睡

觉。台风过后，九成的竹棚全部倒塌，少

数没倒的也只剩下了一个骨架。战士们

的被褥全部被雨浇水泡，第二天到处晾的

都是被褥衣裳。

然而，真正让部队陷入困境的是对市

场经济的不适应。深圳是市场经济的实

验地，刚刚出现的市场经济并不很完善；

加上 1984 年全国宏观经济调整，深圳基

本建设规模受到压缩，让这支南征北战、

攻无不克的队伍长期接不到施工任务，就

好像蛮牛掉入泥沼里，有劲使不上。市场

经济条件下，没有活干就没有收入；没有

收入，生活立即陷入困境，那是部队最困

难的一段时间。

面对困难，大家不懂就学，从头开始；

不怕失败，迎接挑战；找米下锅，主动出

击；敢打硬拼，绝不服输。在艰难中，这支

队伍实现了从军人到市民的身份转换，完

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跨越。

二

最早进入深圳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是

基建工程兵一支队的一个团。1979 年底，

部队从冰天雪地的东北来到春暖花开的

深圳。第二年的 8 月 26 日，深圳经济特区

成立。当时的深圳摆开基本建设的战场，

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轰鸣，打桩机日夜打

桩，泥头车运送沙石，深圳变成了一个大

工地。基建工程兵的这个团一马当先，先

后建起了一批深圳最早的标志性建筑：特

区第一栋 20 层深圳电子大厦、庄重美观

的市委大楼等。

1983 年 9 月，深圳的基建工程兵部队

集体转业成为市属的特区建设总公司。这

支队伍又参与了 53 层摩天大楼——深圳

国贸大厦的建设施工任务。国贸大厦的建

设，创出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部队改编的这支队伍成为深圳市基

本建设战线的骨干力量。40 多年时间里，

他们建成了高层、超高层建筑上千栋，部

分参与建设了深圳机场、码头等大型工

程，部分承担了深南大道等市政道路的施

工任务，建成的居民住宅小区和办公楼等

不计其数。

这支队伍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奉

献青春、燃烧激情，这座城市的每寸土地

上都有他们洒下的汗水。有人形容深圳

是仿佛一夜之间崛起的“一夜城”，然而繁

华的城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创业

者们一点一点干出来的。

三

一支部队投身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

与一座城市共同成长。

建市前的深圳可以说是一张白纸、百

业待兴，急缺人才，而他们是深圳创业初

期最大的一支移民群体。这支队伍思想

红、业务精、能力强，部队有 6000 多名党

团员、4000 多名干部、1000 多名中高级技

术业务干部。部队的到来让深圳拥有了

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因此，部队转业

改编后，市委市政府机关、全市许多单位

纷纷来选调干部和骨干力量。几年内，这

支队伍先后调出 8000 多名干部职工充实

到深圳市各个单位，许多人成为各条战线

的骨干。

可以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这

支队伍就是其中的弄潮儿；深圳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场，这支队伍就是

最早的实践者；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前哨阵地，这支队伍就是马前

卒、排头兵。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来自

四面八方的特区建设者披荆斩棘、艰苦

创业，短短几年间，将深圳这个昔日落后

的小镇、荒滩渔村，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

崭新城市。

在深圳市委的大门口，雕塑家潘鹤先

生创作了一座铜牛雕塑。老牛勾头蹬腿，

筋肉凸爆，用尽浑身力气，正在将一个深

埋在土地里的千年老树根连根拔起。对

中华民族来说，牛是刻苦、踏实、坚韧的象

征，深受中国人民喜爱。雕塑最初的名字

叫“拓荒牛”，就是深圳创业初期建设者们

的形象，但是潘鹤还是觉得名字值得商

榷，“我们这一代人将来开完荒到底还要

不要做牛呢”？于是，经过深圳市委领导

班 子 的 讨 论 后 ，便 将 名 字 更 改 为“ 孺 子

牛”，有“俯首甘为孺子牛”之意，并将“孺

子牛”三字刻在了雕塑的基座上。

正如铜牛雕塑所寓意的，这支部队身

上也有一股拓荒牛的劲头。这股劲头来

自哪里？是来自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

人民的信仰信念，是来自改革开放大潮中

经济特区火热的工作生活。

2021 年是农历辛丑牛年，也是我们党

百年华诞，我们更应该发扬为民服务孺子

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

精神。奋进新征程，美好的愿景令人憧

憬，伟大的梦想值得期待。这样的奋斗，

必须激发不怕苦、能吃苦的精神，不畏险

阻、不怕繁难、顽强拼搏，万众一心向前

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翻越一座座高

山、跨过一道道沟壑，书写更新更美的时

代华章。

深 圳 特 区 拓 荒 牛
■段亚兵

“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

半……”作为一首歌唱军嫂的歌曲，《十五

的月亮》为军人的形象在刚毅、威严之外，

增添了一抹柔情、细腻，如一股清风吹进

了官兵和群众心中。

1984 年 4 月，《解放军歌曲》编辑部组

织了一批军内词曲作家，到河北省高碑店

驻军深入生活。在营房里，词曲作家们

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主题是：连队战士

喜欢什么样的歌曲。一名四川籍干

部 主 动 讲 述 了 妻 子 在 老 家 带 孩

子，承包“责任田”，照料公婆

的一桩桩感人故事，并热情

地说：“能不能写一首赞

美军嫂的歌呢？”

作词家石

祥听后被深深

感 动 。 当

天 晚

上 ，石 祥 在 房 间 里 反 复 琢 磨 ，并 把 题 目

写 在 了 纸 上 ，但 每 次 一 提 起 笔 来 又 写

不 下 去 了 ，人 称 不 好 办 ：称 军 嫂 为“ 妻

子 ”，太 老 气 ；称“ 亲 爱 的 ”“ 心 上 的 人 ”，

又 觉 得 有 点 酸 。 快 要 熄 灯 时 ，他 打 开

窗子想开阔一下思路，恰巧望见挂在夜

空的一轮明月。石祥忽然来了灵感，提

笔 写 下 了“ 十 五 的 月 亮 ，照 在 家 乡 的 边

关 ，宁 静 的 夜 晚 ，你 也 思 念 ，我 也 思

念 ”。“ 你 、我 ”相 称 ，用 最 简 单 的 办 法 解

决 了 人 称 的 问 题 ，亲 切 而 又 不 失 意

境 。 没 用 多 久 ，《十 五 的 月 亮》歌 词 就

写 好 了 。

歌词借“月”抒情，奠定全篇基调，多

次使用“你……我……”的句式，直抒胸臆

地表达身在家乡的妻子和守卫边关的丈

夫，不约而同望月思念对方，并通过“思

念”“甘甜”“一半”“贡献”“心愿”等关键词

进一步渲染、烘托，使得整首作品具体可

感、丰满实在。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石祥遇到一同前

来 的 原 沈 阳 军 区 前 进 歌 舞 团 作 曲 家 铁

源。他说，我有一首歌词草稿，念给你听

听。听完歌词大意后，铁源觉得很好，便

一拍大腿说：“这首词我订购了！”两天后，

铁源接到这首词的定稿，反复阅读后，一

个可爱、可敬的军人妻子的形象，逐渐在

脑海中形成。

当时，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正在全

国 放 映 ，铁 源 想 起 了 影 片 中 的 连 长“ 梁

三 喜 ”和 妻 子“ 玉 秀 ”之 间 那 种 纯 真 、高

尚的爱情和生动感人的故事。“玉秀”不

就 是 那 位 四 川 籍 干 部 妻 子 的 再 现 吗 ？

铁源从“玉秀”身上找到了灵感。“玉秀”

是 山 东 沂 蒙 人 ，那 一 带 流 行 沂 蒙 小 调 。

铁源就根据沂蒙小调，一气呵成谱完了

《十五的月亮》的曲调初稿。试唱时，铁

源觉得结尾处平淡。于是，便和总政歌

舞团作曲家徐锡宜共同修改，在歌曲的

最后通过了一个“啊”字予以扩展，将全

曲推向高潮。铁源后来感慨地说，这支

歌与其说是我们用笨拙的笔写成的，不

如说是可敬、可爱的战士和他们的亲人

用实际行动谱写的。《解放军报》于同年

6 月 28 日在“长征”副刊第 569 期发表了

这首歌曲。

之后，在云南老山前线，歌唱演员赴

前线慰问演出，多次深情演唱这首作品，

深深感染了前线官兵，这首歌曲此后在全

社会广为流传，许多华侨华人都很喜爱唱

这首歌，以此来抒发热爱祖国、思念故土

的情感。

军人的职业充满了奉献，军人的家庭

写满了相思。今天，我们重温这首经典歌

曲，顺着深情的歌声，慢慢回到那个宁静

的夜晚，思思念念间，窗外银盘似的月亮

照进了“你”“我”的心里。

一轮明月照我心
■杨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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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张志强篆刻

啊，古老的大鹏，

你是天地间出色的精灵。

古代传说中最大的鸟，

北冥几千里鲲化而成。

啊，金色的大鹏，

你展翅在春天里的黎明。

在大鹏湾冲天而起，

改革开放赋予火箭般的动能。

啊，报晓的大鹏，

你用最洪亮的声音向华夏啼鸣：

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一声声敲打着沉睡的窗棂。

啊，奋飞的大鹏，

你永远是领跑的姿形。

拓荒牛是你投在大地上的剪影，

身上藏有永不停歇的劲。

啊，可爱的大鹏，

我像亲人一样呼喊你的威名。

绿色的军衣助你穿上时代的迷彩，

闪亮的红星融入城市广场的彩屏。

啊，卓越的大鹏，

你驮来一座世界瞩目的创新之城。

科技和文化锤炼了你的双翼，

经济竞争力盘旋式向上攀升。

敬礼！我心目中勇敢无畏的大鹏，

两万名基建工程兵指战员向你致敬。

我们的青春和热血在你身上流淌，

每时每刻都与你同生共情。

听，一阵阵炮声拉开了鹏城腾飞的

序幕，

看，一趟趟军列拉来了特区拓荒的

雄兵。

春天的故事从头讲起，

让我们一起回望那艰辛的战斗历程。

大鹏之歌
■樊希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