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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

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

天空飘洒着五彩霓虹

映日荷花别样红

濠江沉浸在欢歌笑语里

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

莲花宝地回归故里

曾经的屈辱和伤痛

化作涛声随风而去

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

自己的队伍走向你

爱有多深，情有多真

从此为你遮挡风和雨

同一梦想

我们手牵手走在西望洋山上

看红日照亮了东方

看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你的骄傲，我的荣光

我的歌唱，你明白

百年沧桑，屈辱涛声随风去

“一国两制”，开启澳门新纪元

强大祖国作后盾

我们都是自豪中国人

我们肩并肩走在濠江岸边

看红日照在莲花宝地上

中国心与中国梦一同生长

你的黑色眼睛，与我一样明亮

我的血脉，与你紧密相连

爱国爱澳，同心共圆中国梦

强国强军，携手复兴大中华

伟大民族向前进

我们都是自豪中国人

我向澳门敬个礼

月亮挂在东望洋山上

车队已编好

集结号已吹响

我多想带走一把泥土

在家乡种下对你的思念

驻澳两年守护你

士兵责任重于泰山

很少上街走进你

总是在哨位上深情眺望

别了，我的第二故乡

轻轻地、轻轻地把玫瑰插在枪刺上

高高举起我对你的祝福和礼赞

晨曦披在莲花大桥上

车队要出澳

离别的泪还在淌

我多想向你行最后一个军礼

把士兵的忠诚刻在这片国土上

春夏秋冬守护你

士兵光荣使命弥天

你的繁荣和稳定

是对士兵最高奖赏

别了，我的第二故乡

静静地、静静地向你再敬一个军礼

默默倾诉我对你的祝福和希望

莲
花
盛
开

（
组
诗
）

■
张
智
猛

澳
门
回
归
（
油
画
）

邢
俊
勤

罗
田
喜

王
吉
松
作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方 汉 吴宗燕方 汉 吴宗燕

征程礼赞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一

落雨了。沁香的雨丝足足飘了一整夜。

1992 年 4 月 中 旬 ，我 出 差 去 深 圳 蛇

口，一下飞机就逢绵绵春雨。雨轻轻飘

落在阔大的芭蕉叶上，神奇的雨韵，让我

脱口吟出杜甫的名句：“好雨知时节，当

春乃发生”。半个月前的 3 月 26 日，《深

圳特区报》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

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宛若

在深圳下了场及时雨。多少年后，该文

作者，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

回首往事，仍沉浸在激动之中。

当年 1 月 18 日傍晚，陈锡添驱车从报

社赶往市委宣传部，惊喜地获知第二天一

早，小平同志将抵深圳视察，他有幸作为全

市唯一文字记者全程跟随采访。此时距小

平同志上次视察深圳已过去了八年。八年

间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

些人说的那样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他敏

锐地意识到，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小平同

志此番前来，肯定会对此做出定论。

我当时在北方一座小城的市委机关

工作，头一次坐飞机，也头一次来深圳。

来之前重读那篇激情四射的文章，激动之

余，也充满了向往。文中邓小平的话语掷

地有声：“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

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

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我推窗远眺，温润海风习来。蒙蒙雨

丝中，一群打工妹撑着五颜六色的花伞，

走向不远处的“三资企业”。她们来自何

方？大巴山？洞庭湖？北大荒？昨日的

乡下姑娘、山村少女，伴着深圳湾的春风，

走出穷乡僻壤，汇集于南中国海的滩头，

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20世纪90年代时值世纪之交，中国改革

开放也走到十字路口。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

放的试验田，一举一动都让世人瞩目。因而

邓小平在深圳的五天，是极不寻常的五天。

他那一系列廓清人们思想中姓“资”姓“社”

模糊观念的论述，用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

“东方风来满眼春”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深圳半个月，我领略到鹏城喷红吐

绿，处处洋溢着浓浓春意；我目睹了蛇口

职工图书馆入夜座无虚席，许多进城务工

人员在如饥似渴地“充电”；我见证了这座

年轻城市外向型经济山花烂漫般地开放，

高新技术企业雨后春笋般崛起。春风来

兮，让集体转业的基建工程兵、山南海北

的进城务工人员、学成归来的莘莘学子都

寻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

风起正逢春雨浓，潮起恰是扬帆时。

1992 年 10 月 12 日，党的十四大做出了“加

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战略

部署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目标”的重大决策。至此，中国的改革开

放驶入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快车道。

二

记忆是一条流淌的长河，奔流不息，

流淌着春天的故事。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深圳特区的成

功实践，为后继的特区和新区的开发提供

了宝贵借鉴。1990 年 4 月 18 日，党中央、

国务院做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

决策，继而春风又绿浦江东岸，浦东也一

跃成为了长江沿岸城市开发开放的龙头。

浦东新区的横空出世，让我想起中国民

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夙

愿。早在 1918年，面对浦东的满目苍凉，孙

中山大发慨叹：如果浦东发展到浦西的水

平，那中国就不得了了。他当时绝没想到，

时隔 3年，浦东 100公里之外，在嘉兴南湖的

一艘红船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虽说只是

燃起星星之火，却开创了民族复兴的宏图伟

业。岁月匆匆，一百年过去了，中华大地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浦东这片贫瘠之地，

已变身为享誉世界的现代化新城。

5 年前的夏日，我怀揣诗意走进浦东，

凭栏临江，但见黄浦江千船竞发、百舸争

流，与外滩万国博览建筑群落，在一动一

静之间，相映成趣。滨江大道上晃动着五

颜六色的衣裙和花伞，远远看上去，犹如

一条彩带飘落在黄浦江东岸。

当地朋友告诉我，浦东与浦西虽一江

之隔，但在浦东开发前，这 1210 平方公里

土地上，只有少量工厂企业，大都为阡陌

农田和村落，很难找到能看上眼的建筑。

因而，在上海盛传“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

浦东一幢房”的民谚。

“今天就大不一样了。在上海，浦东

不光有最俏最贵的房子，而且以占上海五

分之一的土地，四分之一的人口，每年创

造出全市三分之一的 GDP。”友人兴奋地

说，“浦东新区是缘改革开放而生，是缘改

革开放而兴啊。”

饮水思源，我倏然想起 1997年 9月，党

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

想，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

心和信念。2001 年 11 月 10 日，历时十五

载、充满艰辛的中国入世谈判结出硕果。

在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

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的决定。借用“水到渠成”来描述中国

入世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信息时代的地球

村，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更离不开中国。

我徜徉在滨江大道上，直面荡漾的浦

江水，背依东方明珠电视塔，眺望外滩充

满年代感的建筑群，不禁感叹岁月是时光

的印记。花开花落，春华秋实，是改革开

放的春风让浦东焕发出青春的容颜，也让

世界接受了崛起的中国。

三

“一百年前我眼睁睁地看你离去，一

百年后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里，沧海变桑

田，抹不去我对你的思念，一次次呼唤你，

我的 1997 年……”1997 年央视春晚，一曲

《公元 1997》像缕缕春风从亿万观众心头

吹过，唤起了国人满腔爱国热忱。

时间追溯到 1982 年 9 月 22 日，一架英

国皇家空军专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

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走下舷梯。此

刻，她是带着“余威”而来。三个月前，英

国军队刚刚赢得“马岛战争”。“铁娘子”选

择这一时刻来到北京，是想就香港问题与

中国讨价还价的。她一来就打出“三个条

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

国”这两张牌。万没想到，邓小平的强硬

表态让她有关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幻梦

彻底破灭了。撒切尔夫人落寞地走出会

见厅，在步下人民大会堂石阶时，一下栽

倒在地。与此同时，她在香港问题上也重

重地“摔了一跤”。多年后，她的随同顾问

鲍威尔仍心存余悸：邓小平提醒撒切尔夫

人，中国有权派军队武力收复香港。撒切

尔夫人答道：如果这样，将会导致香港的

崩溃。邓小平坚定地说：如果这样，我们

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

这就是中国的底气。此时中国改革

开放方兴未艾，也孕育着中国特色的军事

变革，未来的强国强军之路一片光明。昔

日“日不落帝国”骄横地“架起几门大炮”

便可霸凌一个国家的老套路早就不灵了。

2003 年春日，我来到金紫荆广场边的

香港会展中心，恍然想起多年前与家人围

坐在电视机前，见证香港回到母亲怀抱的

动人一幕。1997 年 6 月 30 日，“米字旗”及

英治香港旗，在风笛伴奏的《最后一站》中

无奈地落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先头部队分乘 39 辆军车开进香港。7 月 1

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冉冉升起。全国乃至

全球华夏儿女终于盼到了中华民族洗雪

百年耻辱的庄严时刻。

2003 年春天的香港，紫荆花正盛开。

几个月前召开的党的十六大高度评价了

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

的理论和实践，并向全党提出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

我以大海为背景，将广场“永远盛开的

紫荆花”雕塑收入镜头。此为中央政府庆

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所馈赠，以青铜铸

造，饰以金箔，其基座圆柱方底，寓意九州

方圆，环衬为长城图案，象征祖国永远拥抱

香港。其底座“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八个金

字，象征香港永远繁荣昌盛，也象征着中国

共产党人用行动书写了跨世纪的辉煌。

海 风 扑 面 而 至 ，那 是 春 天 的 徐 徐 来

风。面朝大海，我心中的紫荆花也盛开了。

春 风 来 兮
■剑 钧

或许每个人生命中都会有一首难忘

的歌。当我追忆成长的历程，有一首歌带

给我的不仅是音乐的滋养，还包括灵魂的

启迪和精神的引领。

刚上大学时，我就记住了这个难忘的

旋律：“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

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那

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邹友开作词、孟庆

云作曲、祖海演唱的《为了谁》，也不清

楚这首歌是写给抗洪英雄们的赞

歌。这首歌拥有一种打动人心

的力量，歌词真挚生动，旋律

舒缓优美。歌中通过设问，

提出了一个貌似简单却

叩 击 心 灵 的 问 题

“为了谁”。

军 旅

路 上 ，

每次聆听这动人的旋律，我都会在内心自问：

我们是“为了谁？”在广西原桂林陆军学院学

习期间，我和战友曾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社会

实践活动，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次，一

位战友在地头唱起这首歌。那悠扬的歌声

响起，我们与乡亲一起修路、除草的劳作场景

闪回于脑海。记得我们离开村子的那天下

着小雨，乡亲们依依不舍地赶到村口送

别。官兵登车时，送别的人群中传来一阵

哭声。房东大嫂从人群中挤过来，握着我

的手说：“解放军是真正的自家人！”看着

大嫂黧黑的面孔，我的心头好一阵温暖。

入伍第二年，我在湖南衡阳的军营中

集训。彼时已入夏，暴雨接连来袭，南方各

省不断发布防汛警报，湘江水位短时间内迅

速暴涨，河道两侧的空地全部被淹。那段日

子，许多部队都在积极准备参加抗洪，我们

所在的集训队与湘江仅有一墙之隔。大家

每天关注着汛情，焦急万分。当夜晚来临，

我躺在床上也能感受到大地的震颤，沉闷的

轰鸣声响彻湘江两岸。那段守着日夜轰鸣

的湘江的日子，成为我生命中一段难以忘却

的记忆。那段日子，我在诗歌中写道：“从上

游来的洪水/已化作滚滚烟尘/在水乡的天

空下汹涌//水位还在上升/我们天天注视着

湘江/勇敢的人们誓言抗洪//这个午后，面

对湘江/我不再思念北方/我知道自己是一

名战士/所以，祖国的每寸土地/都是我的故

乡。”在洪水面前，每个人都是渺小的，可是

抗洪官兵的挺身而出却诠释着一种精神伟

力。为了谁？这直击心灵的问题，让人民子

弟兵在面对灾难和生死抉择之际表现出无

所畏惧的英勇气概。所谓鱼水深情，就是同

呼吸、共命运，就是把人民放在心中。人民

子弟兵，人民是根本，子弟是代表，兵是血脉

中激起的浪花和涛声。

曾 几 何 时 ，我 以 新 闻 干 事 的 身 份 赴

内蒙古阿拉善，在戈壁滩采访科研试验

活动。在一次试验中，几辆坦克被新型

弹药命中后燃起大火，科研人员爬上坦

克采集数据，我也爬上一辆车体温度很

高的坦克拍照。大家的迷彩鞋胶底被烫

软了，现场弥漫着刺鼻的焦煳味。事后，

大家才知道，起火燃烧的坦克依然存在

着爆炸危险。试验成功后，一位战友在

现场唱起这首熟悉的歌：“为了谁/为了秋

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

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你

是谁/为了谁……”歌声响起之际，我看到

角落里的一位科研专家悄悄抹着眼泪。

是啊，坚守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这就是大部分人的一生。事能利人皆德业，

只有把光阴和生命投入到为人民利益而奋

斗的事业中，在回首人生时才能无愧于心。

人民利益比天高
■陈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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