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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心里话

迷彩军娃

20 世纪 60 年代，父亲响应“三线建

设 ”号 召 ，带 着 母 亲 回 到 了 贫 穷 的 故

乡。那时，家里生活条件不好，填饱肚

子都困难，更不用说美食了。为了不让

家人挨饿，母亲用她独到的智慧，创造

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美食”，比

如“咯嘣包”。

“咯嘣包”是什么呢？得先从它的来

源说起。父亲从部队回到家乡的时候，

给村民带了很多蔬菜种子、树苗。其中

有棵花椒树，村民认为养不活，没人要，

父亲便拿回家，栽在临时分给我们住的

院子里。这棵花椒树长得很好，两三年

后，每年都可以收获大量花椒，随之而来

的是大量花椒籽。在那样的年月，粮食

不多，花椒作为一种调料，用途并不大。

于是，秋天收获的一簸箕、一簸箕黑珠子

一样的花椒籽便放置在仓房里，不知作

何用。

一天，母亲围着花椒籽转了几圈，

心中突然来了灵感。她跑到园子里寻

了一棵大白菜，洗净剁碎，又舀来一瓢

花椒籽，在锅里炒了一下，撒在剁碎的

白菜里，加了点油盐拌匀。随后，她用

事先和好的玉米面，将拌了花椒籽的白

菜馅包成包子，在大蒸屉里摆好，上锅

蒸。20 分钟后，母亲揭开锅盖，一锅金

黄的“笑脸”出现在眼前。我们看着馋，

可 母 亲 拍 了 拍 我 们 伸 出 的 小 手 ，笑 着

说 ：“ 我 先 尝 尝 ，别 药 了 你 们 几 个 小 馋

猫。”我们只好忍着口水看母亲一边吹

热气，一边郑重地咬了一口，嚼着嚼着，

就 听“ 咯 嘣 ”一 声 ，嚼 着 嚼 着 ，又 听“ 咯

嘣”一声。我们看着急，可母亲哄我们

先出去玩，等到了饭点再回来。

那天，我们的心思都在那一锅热气

腾腾、溢着香味的包子里，哪里玩得下

去。转了一圈跑回来，母亲再也拗不过

我们，只好拿给我们吃。我们咬一口，一

个珠粒样的东西碰到牙齿，轻轻一磕，

“咯嘣”一声，一股油在颊间散开，很清

香。一口一口，“咯嘣咯嘣”。我们好奇

地看包子里的馅，才发现了秘密。我们

吃得更起劲，“咯嘣咯嘣”一连吃了好几

个，直到肚子撑得装不下。

一起支边的邱叔恰巧来串门，母亲

请他品尝。他赞不绝口，母亲便送了他

几个。不一会儿，左邻右舍的叔叔婶子

都听说了“咯嘣包”，纷纷前来品尝。母

亲索性又蒸了一锅。那天，家里非常热

闹，一起支边的叔叔阿姨，在院子里或

席 地 而 坐 ，或 站 立 ，吃 着 母 亲 的“ 咯 嘣

包”，开心地交谈着。这令我想起以前

在部队大院每到周末的聚餐。大家都

说“咯嘣包”好吃，还亲切地为它起了个

新 名 字 ——“ 支 边 包 ”。 后 来 ，每 到 秋

天，母亲都精心晒好花椒籽分给各家。

大家还把支边包进行了再创造，这个加

点粉条，那个加点萝卜，拿到我家一起

品尝。记忆里，那“咯嘣咯嘣”的声音，

总是充满了欢欣。

那年春节回老家，二婶给我做了支

边包。我坐在老屋的花椒树下，听她讲

我父母当年支边的故事。当第一粒花椒

籽在我的齿间“咯嘣”一声的时候，久已

埋藏在我眼中的泪水震落了—我和父

亲以及他的战友们聚在院子里吃着母亲

做的支边包的情景，就像是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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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柏
清

学院营区院子里有一个小男孩，我

刚开始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经常看

到他一个人在楼下开心地玩，便在心里

留下些印象。

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在花园里散步，

又见到小男孩。他稚声稚气地问我：“叔

叔，你吃饭了吗？”

我 回 道 ：“ 当 然 吃 过 了 ，你 没 吃 饭

吗？”

他骄傲地说：“我爸爸答应带我去吃

麦当劳，里面有很好喝的豆浆，你肯定喜

欢。下次我让我爸也带你去。”

我笑着说：“那就下次等你请客了。”

不 知 过 了 几 天 ，我 又 在 路 上 遇 到

他。他追上我说：“叔叔，我爸爸这几天

加班，没空带我去喝豆浆。但我想了个

好办法，就是我自己带钱，咱们一起去。”

我逗他：“你哪来的钱啊？”

小 男 孩 回 答 ：“ 我 爸 手 机 里 有 ，只

要一扫就可以了。等我爸爸下班回家

了，我就把他的手机拿上，咱们一起去

喝 豆 浆 。”看 着 他 小 大 人 的 样 子 ，我 忍

俊不禁，接着一本正经地说：“好的，等

你请客。”

又过了几天，我在上班路上又遇到

了那个小男孩，但感觉他在躲着我。我

追上他问：“你为什么躲我啊？”

他低下头对我说：“我有好几天都没

见到我爸了，我拿不到他的手机，就不能

请你喝豆浆了。”

我笑着说：“算了，有你这句话就行

了。”

小男孩却说：“我爸是军人。他说

过，军人就得说话算数。我是爸爸的儿

子，是军人的儿子，自然也要说话算数。

可我又没有钱，我咋这么难啊？”说完，他

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那天，看着他小小的背影，我心情有

些复杂。

几天后，我在院子里终于看到了小

男孩和他的爸爸。小男孩兴奋地对爸爸

说：“爸爸，我欠这个叔叔一杯豆浆，快带

我们去。”

直到此刻，我才知道了这个男孩的

小名叫尼可，他的爸爸叫李聪，是教员里

有名的“工作狂”。

李聪在尼可的日常生活中时有缺

席，但他对他的职责却从未失位，这或

许是许多军人家庭的常态吧。我想到

了那句熟悉的“一家不圆万家圆”，表达

的是军人对家人的愧疚，更是军人永远

的承诺。

军娃“请客”
■党晓军

我出生在大别山革命老区、安徽省

潜山市的一个小村庄。家乡的热土上，

写满了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彰显着一

大批优秀共产党员艰苦卓绝、牺牲奉献

的精神。

外公是名老红军，我小时候经常听

妈妈讲他的故事。那年，敌人大肆搜捕

共产党员。由于叛徒告密，外公被捕入

狱。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外公咬紧牙

关，没有说出党组织的任何情报。一声

枪响，年仅 50 岁的外公倒在血泊之中，

英勇就义。

外公用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

“对党忠诚、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用

鲜血和生命践行了“随时为党和人民牺

牲一切”的铮铮誓言。他是我心中的英

雄，更指引我从小立下从军报国志向。

18 岁那年，我入伍到空降兵部队，

担负飞机检修任务。从梦想翱翔蓝天

到成为一名“飞机修理工”，我心里一开

始有些落差，工作主动性也不高。

一次，我在擦拭飞机时，不慎将一

块旧抹布弄丢了，直到下班前清点工具

时才发现这一情况。分队长让我即使

不吃饭也要把那块抹布找到。那天，天

渐渐黑了，分队长打着手电筒帮我找，

最后在飞机停机坪后的草丛里找到了

那块抹布。当天晚上，分队长让我写检

查。尽管写了检查，但我心底仍然觉得

分队长是小题大做，不近人情。

第二天，分队长组织我们学习航空

机务知识，分析中外飞行史上因维护作

风不严导致机毁人亡的案例。血的教

训使我警醒。“平时要求严一分，战时打

赢才能多一分。”我理解分队长为何非

要我找到那块旧抹布了。想到分队长

十几年如一日钻机舱、爬线路，数十次

让受伤战鹰重返蓝天，我心中的敬佩之

情油然而生。从分队长身上，我再次体

会到“共产党员”这几个字的分量。有

分队长做榜样，我逐渐找到了“为航空

维修事业奉献青春”的努力方向。以后

每当遇到困难时，想想分队长，我就有

了迎难而上的动力。

参军两年后，我考上了军校。巧合

的 是 ，军 校 第 一 课 放 在 了 大 别 山 。 那

天，当我参观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

航空局旧址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

机“列宁号”时，心灵再次受到洗礼。从

“列宁号”开始，短短几十年，无数共产

党员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建立了一支

强大的人民空军。他们在艰苦环境下

创造奇迹，靠的就是共产党员“发扬艰

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勇于牺牲的奉献

精神”。带着警醒，带着思索，我的学习

生活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大三时，我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9 年 7

月，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军校毕业。到部

队后，通过进一步系统学习航空维修知

识，我和战友们圆满完成了多次重要任

务，我本人也多次立功。

几年后，我从空降兵部队调整到空

军院校工作。随着院校更名改建，我的

岗位职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段时

间，我身兼数职，并在工作之余，深入了

解教员思想状况、组织数千名官兵进行

传统教育……许多活动和做法激发了

大家立足本职、奋发有为的信心。

肩负重要岗位职责的同时，陪伴家

人的机会变得更加宝贵。母亲去世后

的这些年，父亲一个人住在老家。2020

年春节前，我准备从驻地武汉回家陪陪

年迈的父亲，却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

了计划。

“爸，这个春节，我得留守值班……”

我在电话里对父亲说。

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

“儿啊，你照顾好自己，安心值班，我儿

要一切平安……”放下电话，泪水模糊

了我的眼睛。

当天晚上，我退掉火车票，主动留

守，担负系里值班任务。从武汉 1 月下

旬封城到学院 5 月下旬复工复课，从漫

天飞雪到百花争艳，我在坚守岗位中，

见证了武汉抗疫取得胜利的全过程。

那段时间，尽管学院离家只有 5 公

里，我和女儿朵朵始终不能见面，每天

仅靠微信视频缓解思念。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今天是我

的生日，我真希望你能陪我一起过……”

“爸爸辛苦了，这是我画的画，画的是你

工作的样子。你要注意安全，我和妈妈

等你回家……”视频电话里，女儿稚嫩的

声音总是让我内心感到柔软，激发出更

多力量投入到工作中。

回想这些年，外公等老一辈革命家

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精神，

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战友的真诚帮助、

家人的牵挂叮咛，让我的脚步更加坚实。

我将带着这些力量，继续破浪前行。

难忘那些催人奋进的力量
■夏效生

家庭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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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连连长王家明因

工 作 表 现 突 出 荣 立 二 等 功 。

这 天 ，旅 里 的 表 彰 大 会 结 束

后，连队官兵为他举办“凯旋

仪 式 ”，并 邀 请 他 的 家 人 参

加。图为妻子荆欢为王家明

献上鲜花。

彭佳政摄

定格定格

像一束光

我奔向你的山川

你的田野和小路

在目光的闪电

和掌声的雨点里

我是一片会唱歌的花瓣

你是我沐浴着荣光的春天

李学志配文

姜姜 晨晨绘绘

那天，军嫂宋晓一大早就驾车带着

女儿若琳出发了。她们此行的目的地，

是联勤保障部队第 909 医院。

若琳今年 17 岁，正在读高三。最近

她学习成绩有些下滑，心里很有些焦虑

彷徨，从学校回到家里就把房门“哐当”

一关，坐在书桌边，一言不发。宋晓看

在眼里，心里非常着急。丈夫李伟作为

部队的参谋长，整天忙着训练，很难抽

出时间照顾家里。于是，宋晓帮女儿向

学校请了假，打算到部队医院去找心理

医生看看。

上午 8 时 10 分，宋晓和女儿来到医

院门诊大厅。军地患者人来人往，秩序

井然。在服务窗口，若琳把保障卡轻轻

一刷，就轻松得到读取验证，挂号前后

用时仅 10 多秒。“请跟我来！”一位导诊

护士很快将她引导至“军人军属就医专

区”的心理门诊。

虽 然 宋 晓 曾 经 陪 丈 夫 来 过 第 909

医 院 ，但 是 军 人 军 属 诊 区 的 新 变 化 还

是 让 她 眼 前 一 亮 。 20 多 个 宽 敞 明 亮

整洁的诊室一字排开。在原有科室的

基 础 上 ，军 人 军 属 诊 区 又 增 加 了 不 少

诊 室 ，配 套 配 置 人 工 服 务 窗 口 、军 人

挂 号 自 助 机 、检 验 报 告 自 助 打 印 机 ，

还配备了老花镜、放大镜、轮椅、急救

药品等。

“放轻松，有什么心里话尽管对我

说，我会为你守住小秘密。”在心理诊室

里，主任医师易凡开始了与若琳的“一

对一”心理诊疗。刚开始，若琳还撅着

小嘴，有些戒备。渐渐地，在易凡耐心

引导下，她打开心扉，将多日的压抑情

绪尽情倾诉出来。

宋 晓 是 一 家 公 司 的 主 管 ，平 时 工

作 很 忙 ，最 近 一 段 时 间 经 常 感 觉 自 己

的颈椎又酸又疼。她决定利用等待女

儿 诊 疗 的 空 当 ，检 查 一 下 身 体 。 医 生

开 具 检 查 单 后 ，导 诊 护 士 带 着 她 去 做

CT。通过“就诊绿色通道”，检查仅用

20 多分钟就完成了。拿着检查报告，

全 军 预 防 训 练 伤 专 家 、骨 科 主 任 医 师

林 斌 专 门 为 她 分 析 解 读 了 报 告 ，告 诉

宋晓这是职业病，目前症状相对较轻，

可 以 通 过 锻 炼 进 行 矫 正 ，并 现 场 传 授

了 一 套 利 于 颈 椎 和 腰 椎 锻 炼 的 自 创

“八段锦”。

“ 这 种 就 医 方 式 真 暖 心 ！”宋 晓 感

到 非 常 开 心 。 平 时 ，家 里 大 大 小 小 的

事情都要靠她这个“顶梁柱”。有几次

公婆生病，她每天往返公司与医院，孩

子 只 能 托 付 邻 居 照 看 。 还 有 两 次 ，孩

子 夜 里 发 烧 ，她 整 夜 都 不 敢 合 眼 。 生

活 中 遇 到 的 种 种 困 难 ，让 她 深 切 感 受

到 作 为 一 名 军 嫂 的 不 容 易 。 没 想 到 ，

自己今天也享受到了和军人一样的医

疗待遇。宋晓感觉自己所有的辛劳付

出都是值得的。

看完颈椎以后，宋晓回到了心理门

诊室的门口。不一会儿，女儿若琳轻盈

地走了出来，脸上露出微笑。宋晓心中

暗喜，女儿的自信心应该又回来了。

实现军人配偶免费医疗、军官军士

父母和配偶父母优惠医疗，继续实行军

人、军人未成年子女免费医疗，充分体

现了军人职业尊崇。这是对军人健康

权益的维护,也是对军人奉献担当的有

效激励。

在《军 人 及 军 队 相 关 人 员 医 疗 待

遇保障暂行规定》实施前，第 909 医院

主 官 带 领 医 务 人 员 赴 体 系 部 队 ，了 解

掌握军官军士父母和配偶父母在优惠

医疗中的具体需求和意见建议。通过

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他们先

后收集了身份确认、优惠幅度、手续办

理等 20 多个问题。随后，他们把收集

到的问题进行梳理，发到相关科室，要

求 各 部 门 举 一 反 三 ，明 确 解 决 时 间 节

点，加速改进。针对便捷就诊问题，医

院 加 紧 做 好 医 疗 信 息 系 统 联 调 联 试 ，

进一步优化军属就诊流程，增设 5 名军

人 军 属 导 诊 护 士 ，在 门 诊 安 装 人 脸 识

别系统，方便军属“刷脸”快捷就医；针

对 检 查 报 告 等 待 时 间 长 的 问 题 ，增 设

“军属诊疗专家库”，添置新式医疗检

查设备，对军人军属药房进行“增量扩

容”，实现军属门诊就医、检查、取药等

“一站式”服务……

路 虽 远 ，不 行 不 至 ；事 虽 小 ，不 为

不成。

这天，在第 909 医院骨科“军属病

房”里，72 岁的李阿姨手术后第三天就

能下地试探着走动了。李阿姨的儿子、

某部装备工程师陈强正满怀喜悦地搀

扶着母亲向前迈步。

早些年，李阿姨是村里种果、植茶

的一把好手，家里种植了 30 多亩果园、

20 多亩茶园，一年四季整天忙个不停。

由 于 长 年 累 月 操 劳 ，膝 关 节 磨 损 得 厉

害，尤其是右膝疼痛，走几百米都受不

了。陈强几次劝母亲到医院治疗，但听

说换一个人工关节要好几万块钱，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后也要个人支付近

两万块钱，老人家说什么也不去医院。

“我都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还糟蹋

那么多钱干什么？”有一次，陈强连哄带

劝把她带到当地县医院，没想到老人家

趁人不注意，悄悄坐车回了家。

“ 妈 ，现 在 军 队 又 出 新 政 策 了 ，像

您这样的军属住院治疗，医保结算后，

医保范围内自付部分还能再减免一些

费用，基本花不了多少钱，您就安心治

疗吧。”听了儿子的这番话，李阿姨将

信 将 疑 ，特 意 让 小 孙 女 悄 悄 在 网 上 查

了查，果真属实，才同意治疗。

尽管“人工膝关节置换”在该医院

只是个常规手术，但医院还是为李阿姨

安排了两名专家“主刀”，并指定两名临

床经验丰富的主管护师负责照料，还有

营 养 师 专 门 为 她 量 身 定 做 了“ 营 养

餐”。手术很成功，术后第三天李阿姨

就可以下床走路了。专家告诉她：“请

放心，这次换的人工关节至少可以用 20

年，您老人家可真有福了！”

医务人员在治疗中也多次向李阿

姨征求意见建议。他们说，军人及军队

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政策事关军属

的健康和切身利益，他们一定会把好事

办好，把好政策化为军人军属心头的暖

阳，真正暖到大家心坎上。

在 医 院 的 小 花 园 里 ，正 在 锻 炼 身

体 的 李 阿 姨 心 情 格 外 好 。 天 空 蔚 蓝 ，

阳光正暖。政策暖流滋润每名军人军

属 的 心 田 ，也 一 定 能 化 为 强 军 兴 军 的

滚滚热流。

暖 阳 暖 到 心 坎 上
■孙兴维 林美娜 刘永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