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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金陵，秋雨悄然带走了夏的

燥热，古都南京进入最美的收获季节。

钟山脚下，在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

表彰大会江苏省分会场里，一群身着戎

装的军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陆军

工程大学野战工程学院学员 22 队“爱心

向‘黔’进”团队代表。在现场各界代表

和媒体记者赞许的目光中，大家共同见

证了团队作为全军唯一获评“中华慈善

奖”慈善楷模单位的荣耀时刻。

走出会场，团队成员、学员 22 队政

治教导员张锐给当初活动的发起人袁道

银发了一条微信：“你 12 年前播下的种

子，如今已根深叶茂……”看着袁道银微

信头像上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张锐的心

情也如初霁的天空般明朗灿烂。

一

爱心故事起源于 12 年前的一次偶

遇。2009年 6月的一个晚上，学员袁道银

一走进图书馆，目光就被门厅处的一张

小海报吸引了。海报上一群大山里的孩

子衣着俭朴，笑容羞涩，目光中流露出的

那份渴求深深感染了他。海报上有一行

字：“请大家伸出援助之手！”

袁道银立即联系了海报的制作人、

同校学员谢开武。原来，海报上的学生

就是谢开武老家贵州纳雍县化作苗族彝

族乡的孩子们。那里办学条件非常艰

苦，连续两年的旱灾使很多家庭雪上加

霜。想到又会有一些孩子不得不辍学回

家，谢开武心中十分焦急，萌生了贴海报

请同学一起帮助失学儿童的想法。

袁道银回到学员队，向队干部做了

汇报，并建议以团支部名义向全队学员

发出倡议，号召大家向纳雍山区失学儿

童伸出援助之手。

“挽救一个孩子的学业，就是挽救一

个家庭的希望。”在学员队组织的爱心捐

款仪式上，袁道银向战友们发出倡议。

学员们积极响应，大家拿出平时积攒的

津贴费，郑重地放入捐款箱。

袁道银提议：“咱们给这个活动起个

名字吧，让爱心助学活动更好地延续下

去。”学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最终，大家都觉得“爱心向‘黔’进”这个

名字最有味道，于是活动的名称就这么

延续下来。

一个月后，袁道银带着全队 146 名

学员筹集的 12876 元捐款，踏上驶往贵

州纳雍的列车，开始了相隔 1800 公里的

“爱心向‘黔’进”之旅。

纳雍县地处云贵高原腹地，交通闭

塞、经济落后，当时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经过 30 多小时的奔波，袁道银终于到达

了纳雍县。

从县里到村里，一路跋山涉水。山

高路窄，路旁悬崖壁立，没多远就突然

来个急转弯，袁道银的心始终在嗓子眼

吊着。

定点帮扶的阳光小学位于纳雍县化

作苗族彝族乡野鸡落村。这所方圆数十

公里内唯一的小学仅有 8 名教师。他们

不仅要完成 6 个年级 182 名学生的教学

任务，还要搭伙烧饭、照顾学生、打扫卫

生。尽管条件艰苦、师资力量薄弱，但在

山里人的眼中，这所学校承载着大山的

希望。

袁道银背着沉甸甸的包裹，走进阳

光小学。学校是山腰上的一座旧楼，教

室地面上的黄土混着积水，黑板破旧，课

桌残缺不全，有些桌腿是用砖块垒起来

的……即便早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景

象还是深深触动了这个年轻的军校学

员。

第二天一大早，在校长谢志昌的带

领下，袁道银先后走访了 20 多户贫困学

生家庭，给他们送上同学们准备的爱心

礼物和信件。

当时正值暑假期间，田间地头常常

能看到小学生们背着大大的箩筐在割

草、挖土豆。他们中不少是留守儿童，小

小年纪还要服侍老人、照顾弟弟妹妹。

目睹这一切，袁道银心中泛起的不只是

心疼，更有敬佩。

“3 天的山乡之旅，有辛酸，有感动，

更有震撼。看到孩子们在贫穷荒凉的

大山深处，仍然保持着对求知的热切渴

望，我下定决心，要尽自己所能长期帮

下去……”返程路上，袁道银在日记本

上记下了这次爱心之行的所见所感。

二

盛夏七月，又到一年毕业季。学员

们整理行装，即将奔赴新的战场。

“教导员，我想把自己的三等功奖金

捐给纳雍山区的孩子们。”毕业前的一天

晚上，学员严北生敲开了教导员张锐的

房门，汇报了他的想法。

严北生是优秀士兵提干学员，原部

队驻地在武汉。毕业之际，他主动放弃

回 大 城 市 的 机 会 ，志 愿 到 海 拔 4000 多

米的西藏某边防部队工作。当天，队里

刚刚宣布了他的毕业分配命令和立功

通报。

严北生的举动让张锐很受感动。他

没想到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学员在奔

赴边疆之前，还牵挂着山区的孩子们。

第二天，毕业告别仪式刚刚结束，严

北生径直来到队里的捐款角，把三等功

荣誉奖金全部放进了捐款箱。和严北生

一样，队里所有赴艰苦偏远地区的立功

学员也纷纷捐出了自己的立功奖金。

如今，在学员 22 队，每一届毕业学

员在离队前，都会自发地组织一次捐款

仪式。这已经成为学员毕业仪式的一个

特殊环节。

2020 年 7 月，“爱心向‘黔’进”活动

迎来第 11 个年头。毕业前夕，荣立一等

功的学员卢超作为代表，带着战友们捐

赠的爱心助学金，奔赴贵州山区。

清晨，烟雨蒙蒙，汽车驶向纳雍的大

山深处。在老师的陪同下，袁道银首先

走进的是四年级学生龙霞家。龙霞的父

亲早逝、母亲改嫁。除了上学，她每天还

要砍柴、做饭、照顾身体有残疾的爷爷奶

奶，稚嫩的肩膀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

担。看到老师和解放军叔叔到家门口

了，龙霞把家里的板凳擦了又擦，热情地

招呼大家坐下。卢超将助学金郑重地递

到龙霞手上，并当即决定与这个 11 岁的

小姑娘结成帮扶对子，资助她完成今后

的学业。龙霞手捧助学金，眼里盈满感

激的泪水。

山路蜿蜒，爱心团队一行人跋涉在

泥泞的山路上，前后走访慰问了 10 多位

师生代表，把爱心和温暖送到大山深处。

回校后，按照惯例，学员队第一时间

组织了一次“爱心向‘黔’进”活动分享交

流会。

“大山深处写满生活的艰辛，却也孕

育了孩子们最朴实的笑容。很多人没有

目睹过城市的霓虹，却从不抱怨大山的

贫瘠，更不吝啬自己的笑容。小小的教

室、薄薄的书本，寄托着他们的梦想和对

未来的向往。愿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

我们，一起守护孩子们的梦想！”交流会

上，卢超给同学们讲述着自己的感受。

这位曾获得国际军事比武第一名的钢铁

硬汉十分动情。台下学员们静坐倾听，

爱的火焰在内心升腾。

12 年来，一茬茬学员像传接力棒一

样，把扶贫助学的赤诚之心传承延续。

“以前都是把助学金平均分给贫困

学生，对于特别困难的学生没能给予重

点帮扶。”

“直接给现金可能会被孩子的父母

用来补贴家用，怎样保证专款专用？”

“我们倡导大家捐一些书籍和衣物，

给孩子们更直接的帮助。”

每年的“爱心向‘黔’进”策划会上，

学员们都会提出各种改进意见。这群具

有创新精神的军校学子群策群力，让帮

扶计划在规范有序的执行中不断创新。

学员队建立了贫困学生档案，用善款成

立了“爱心基金”“助学金”和“奖学金”

等，加强对特困家庭的定点帮扶，并对学

习成绩优异的孩子们进行奖励，激励他

们好好学习、实现梦想。

学员们持之以恒的付出，汇聚成爱

的河流，托起一条条满载希望的小舟。

三

红色的烛光、斑斓的彩灯，一个眼里

噙着泪水的小女孩在一群军校学员的簇

拥下，对着生日蛋糕默默许下愿望……

小女孩名叫林蕾，是贵州纳雍阳光

小学三年级学生。“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大

山，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和解放军叔叔

们一起过生日，也是我过的最有意义的

一次生日。”林蕾激动地说。

2019 年 5 月，“爱心向‘黔’进”活动

开展 10 周年之际，林蕾等 10 名师生代表

受邀来到南京，跨越千里寻找“爱的源

头”，与学员 22 队共同开展“爱心十年，

‘黔’进十载”主题实践活动。

学员们带着孩子们走进南京博物

院、瑞金北村小学、军校图书馆……让大

山里的孩子看到了更广阔精彩的世界。

一路上，孩子们最喜欢听学员讲个人成

长经历，一个个励志故事让他们的眼睛

里充满了敬佩和向往。

“外面的世界真大！我一定要好好

读书，长大后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

的人。”离开南京博物院时，三年级小学

生杨肖激动地说。

在爱心团队的带领下，面对庄严肃

穆的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小学生们一起

抬起右手，齐刷刷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少

先队队礼。

“爱心向‘黔’进”活动，用爱心将相

隔千山万水的江苏南京和贵州纳雍紧紧

联系在一起，将两群学生的心紧紧联系

在一起。军校学子情系大山孩子，年复

一年穿越山水之隔，向贫困山区的孩子

们传递着爱与力量，为他们点亮求学成

才的梦想。12 年来，“爱心向‘黔’进”团

队累计帮助 400 余名孩子重返课堂，有

100 余人后来考上了大学。

“助学活动不仅在山区孩子们的心

灵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同时也让我们

自己感受到了奉献的快乐。”爱心团队第

十任队长、2018 级贵州籍学员田西在交

接爱心接力棒时由衷感慨。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虽然团

队成员中每年都有人毕业离校，奔赴祖

国的四面八方，但不管身处何处，他们依

然牵挂着大山里的孩子，让爱心在更大

的时空延续。

学员卢超毕业分配到新疆军区有

“天山雄师”美誉的某部后，与同批毕业

的 7 名新干部成立了“雄师爱心班”。他

们坚持每月捐款 200 元，月底定向汇款、

集中公示，并向贫困生承诺“一直资助到

他们上完大学为止”。每年，他们中都会

有人利用探亲休假时间去纳雍，把关心

鼓励送到孩子们身边。

爱如阳光，照耀心灵。山里孩子们

可以安心读书了，他们每每有了好成绩

便会写信告诉千里之外的解放军叔叔。

孩子们的好学上进和坚强淳朴感动着学

员们，无私付出带来的温暖回馈也给年

轻的军校学子以精神滋养。一届届学员

把这种扶贫帮困、无私奉献的精神转化

为努力奋进的正能量。学员 22 队先后

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基层建设

标兵单位”等各级表彰 60 余次，成为扶

贫助学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全面建设的过

硬标杆。

金秋时节的陆军工程大学校园，又

迎来了一批崭新的面孔。年轻的军校学

子们步履铿锵、青春飞扬。学员 22 队荣

誉室里，新一届“爱心向‘黔’进”团队负

责人、学员甘建超双手捧着“中华慈善

奖”奖杯，郑重地摆放到荣誉墙最醒目的

位置。在奖杯两旁，分别是“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集体”和“第七批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单位”两块奖牌。甘建超轻

轻擦拭着这些奖牌，耳畔仿佛回响起山

区孩子们那朗朗的读书声……

爱 心 向“ 黔 ”进
■王含丰

好钢是炼出来的，好刀是淬火锻打

出来的。站岗是我在军营最初的淬火，

它让我锤炼了胆魄，收获了友谊。

学员队的学员白天要学习训练，承

担岗哨任务都是晚上。当时，我们学员

队担负的夜岗每班两小时，每晚 4 班岗，

从九点半熄灯上岗到次日早晨五点半下

岗。

大家最怕的是午夜过后的几班岗。

那时正是贪睡的年纪，白天的学习训练

强 度 大 ，晚 上 头 一 挨 枕 头 就 进 入 了 梦

乡。凌晨当你睡得最香的时候，突然从

美梦中被唤醒，那滋味难受极了。也有

的同学刚被唤醒又睡着了，让等着交岗

的人急得跺脚。

当时，我们学员队的外哨主要负责守

卫武器弹药库。弹药库在一个大山坡上，

被围墙及铁丝网围得严严实实。密林中

有一个大铁门，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地库，

显得神秘阴森。哨位在山顶，只有一个简

易哨棚。

我第一次站外岗，是熄灯后的第一班

岗。班长把我带到哨位，交代完注意事

项，强调了“口令”和“回令”，便返回了。

那晚月亮特别圆也特别亮，把整个

山岗照得如同白昼。我虽然有些紧张，

但由于当时是上半夜，听得见周边国道

上汽车飞驰的声音，看得清警戒库房的

地形地貌和远处营房的灯光，心中也就

没那么紧张了。我瞪大眼睛，来回巡视，

好不容易熬过了两个小时。

第二次上岗就没那么幸运了。那天

雨骤风狂，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穿

着雨衣，鞋子很快湿透了，脚像踩在冰

上。站在哨位上，我感到周围草木皆兵，

危机四伏，内心的紧张让时间过得无比

漫长。我紧紧地攥着枪，手都攥疼了。

突然，我发现不远处一个长长的黑

影正面向着我，脑袋在动。我跺了跺脚，

目标不动了。我站立不动，那个东西又

动起来，还沙啦啦作响。那一瞬间，我的

血液仿佛凝固了，拉开枪栓，瞄准黑影，

高喊：“口令！”对方毫无动静。随后，我

蹑手蹑脚挪到黑影跟前一看，原来是一

个大木桩，桩子上挂着一块旧油布，被风

吹得哗啦啦作响。

我刚松了一口气，黑暗中又闪出一个

影子。这个黑影径直向我移来，我的心一

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眼睛一动不动地盯

着黑影。尽管有些紧张，我还是高声询问

口令：“站住！口令？”对方立马停住并回答

“蓝天”。口令对了，是自己人，我一下子轻

松了。听到反问，我赶紧回答：“白云。”对

方走近，原来是队长查岗。

队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怕

不怕，我当时嘴上逞能，大声说不怕。终

于等到换岗，我才感觉到汗水已经湿透

了内衣。

在学员队的日子里，对我帮助最大、

照顾最多的是头顶头睡的班长。他人帅

气，又有灵气，比我还小几岁，却磨砺得

成熟老练，军政素质高，学习成绩棒，还

能写一手好字。

风雨之夜站岗的第二天，班长看出了

我的心理波动。再次轮到我站岗时，他坚

决要先陪我站岗，接下来再站他自己那一

班，这样他每次必须站 4 个小时，直到我

能独立站岗为止。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

他甚至让上一班岗的哨兵直接叫他，他一

个人站了两班岗，让我好好地睡了一觉。

什么是战友情？什么是兄弟爱？这

该是最好的诠释。几十年后的今天，当

我写下这个故事时，那些难忘的记忆、深

厚的情谊，回忆起来依然像当初一样真

挚、亲切、温暖。

有一次，学员队聚会，战友们聊起了

站岗，个个眉飞色舞。有人说真想回老

部队再站一班岗；有人说再回部队，你们

的岗我都替你们站了；老班长说，都别替

了，如果有可能回部队，我们共同站一班

岗，一起品味站岗的滋味，一起感受履行

神圣职责的庄严。那一刻，追忆渐行渐

远的青春岁月，回味曾经拥有的战友情

深，大家分明从彼此热烈的目光中看到

了一份深深的自豪和感动。

真想再站一班岗
■宋增建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如果把丹东这座城市喻为鸭绿江

边一位楚楚动人的淑女，那么，凤凰山

就是她腰间一块玲珑剔透的碧玉。

朝鲜停战后，我们野战救护所全体

成员随归国的志愿军进驻凤凰山脚下

的吴家崴子村。只见盛夏的凤凰山山

谷幽深，树木苍翠，那些叫不上名来的

山 花 烂 漫 地 开 着 ，芬 芳 浓 郁 ，香 气 袭

人。山谷间，溪水潺潺，微波荡漾。每

日，凤凰山朝披烟霞，暮浴夕照，犹如一

幅天然的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

凤凰山的古建筑多建于明清，黄顶

红墙，飞檐翘角，格外醒目。史传，每年

农历 4 月 28 日为凤凰山药王庙会，后改

为山会。每逢山会，游客接踵而来，热

闹非凡。尤其是凤求凰的故事，像凤凰

山里会唱歌的花溪水一样流向远方。

那天，我问救护所的护士卢维廉：

“卢姐，啥叫凤求凰？”

我冷不丁的提问让卢维廉感到很

突然，军帽下那俊俏的脸蛋泛起淡淡红

晕，然后她睁大眼睛瞪了我一眼：“小孩

子问这干嘛？”

说完，她转身走了。这位英姿飒爽

的志愿军女护士刚满 20 岁，与一般女

子不同，经过战争的洗礼，她的青春花

季多少还带着一点火药味儿。

这时，我们班邬子江急匆匆赶来，

手里拿着一封信，对我说：“从凤城县赶

来的张所长让我把这封信转给你。”

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还有一封

信 ，信 皮 上 写 着“ 请 把 信 交 卢 维 廉 亲

启”。噢，是让我当二传手。我立马到

护士办公室，把信送给卢维廉。

卢姐听说是张所长的来信，惊讶地

说：“抬头不见低头见，写什么信呢？我

不看。”

我说：“卢姐，你不能不看，万一有

重要事呢。”

“我忙着呢，我要去给伤员换药。”

“我替你去换药，你先看看信，人家

在所部等着呢。”

“让他等去吧！”

说到这儿，通信员小刘来了，对卢维

廉说：“所长、教导员叫你马上到所部！”

卢姐走后，我背上水壶，端着医疗

盘 到 病 房 给 伤 病 员 送 口 服 磺 胺 消 炎

药。乡村林荫小道旁，挺拔的杨树直插

云霄，河边垂柳枝上蝉鸣震耳。

回到护士办公室，我见卢姐坐在土

炕沿上，默然不语。一向天真活泼的

她今天怎么有了心事？卢姐告诉我，她

去了所部。没想到，盛所长、贾教导员

和张书诚都在那里。

张书诚是 1940 年入伍的老八路，

晋察冀白求恩医校毕业。入朝后，他曾

担任过野战救护所的所长，是卢姐和我

的老领导。那天，张书诚从凤城县赶

来，是求所长、教导员当月老，给他和卢

维廉牵根红线。

闻听此言，羞得卢姐啥也没说，敬了

个礼，一溜烟儿跑了。张书诚从后面追

上来，塞给卢姐一支钢笔，作为定情物。

隔了数日，张书诚从老家河北唐县

探亲回来，又写信让我交给卢维廉，我

又当了一次二传手。

信交给卢姐时，她微笑着对我说：

“你可别偷看写给我的情书啊。”

我对卢姐说：“你就是给我十个胆，

我也不敢呀！”

就这样，从朝鲜战场胜利归来的张

所长和卢姐悄悄地谈起了恋爱。这种

恋爱生活，恰似凤凰山上的雾，虽然看

不清，但有一种朦胧的美。作为战争的

幸存者，他们更懂得生命的意义，更珍

惜战争胜利后的爱情。战友们都羡慕

这一对恋人，赞扬说：战争的暴风雨袭

来时，他俩奋不顾身冲上前线，把生死

置之度外；风雨过后，他俩一起迎接美

丽的彩虹，享受爱情生活的甜蜜。经过

血与火、生与死考验后的爱情，只有军

人才更懂得其中的珍贵。

张书诚与卢姐虽然是初恋，但他俩

可以说是老相识了。他们从 1951 年初

入朝，经五次战役和之后的防御阻击

战，一起在野战救护所共事，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停战后回国，结识两年半有

余，彼此很了解，所以他俩的恋爱如深

水无波，平静地流淌。

那是一个难忘的周日，张书诚从凤

城县城翻山越岭赶到吴家崴子村与卢姐

相会，没料到遇上了一场滂沱大雨。雨

借风势，呼啸而来，覆盖了凤凰山。张书

诚从救护所借来一盏马灯，翻过黑黝黝

的山，越过黑黝黝的岭，前来看望卢姐。

张书诚记得，在炮火纷飞的三八线，他经

常提着马灯夜间巡诊，灯光照亮了一个

个伪装隐蔽的防空洞。那个夜晚，为了

爱情，马灯照亮了凤凰山崎岖的山路，也

照亮了一对军人崭新的生活。

那个年代，军人的婚礼十分简单。

卢姐和张书诚在战友们的簇拥下，就在

凤凰山下的农家小院举行了婚礼，喝的

喜酒是“百年凤城老窖”。婚后他俩夫

唱妇随，一起到了边防部队医院工作。

如今，张书诚已经去世，现年 88 岁的卢

姐在干休所休养。我们每次通话，都会

聊起凤凰山的美好回忆。

岁月的风，一次次把凤凰山上的云

吹走，又一次次吹来，但始终没有吹散

我对凤凰山刻骨铭心的记忆。印象里，

凤凰山神奇、灵秀、美丽，而比凤凰山更

美的是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的爱

情故事。

凤
凰
山
之
恋

■
侯
炳
茂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一个冬天记忆的沉重

抵不过长津湖一小片薄冰

和透骨的冰冷

冰花没有香气

专注于绽放

绽放雪窝子里永久的安宁

阵地像一张白纸

书写着世间最赤诚的誓言

留给一代代的雪花吟诵

冰刀雕刻的群像

清一色洁白晶莹

没有一丝带血的红

被大雪掩埋的绿色灵魂

让卧着的雕塑有了高度

冷峻而又凝重

珠穆朗玛告诉我

世上最高的海拔

是那129座不可逾越的冰峰

冰 峰
■刘敬行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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