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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戈壁深处的这处绿洲，学校、

医院、邮局、银行、商店、体育馆等公共设

施一应俱全。战略支援部队某旅一级军

士长唐武祥一家就住在这里。

“我和晓华 1995 年结的婚，丫头雨

薇明年就大学毕业了。”提起自己的小

家，唐武祥嘴角露出欣慰的笑意。

一

那天，夏日的阳光洒进唐武祥家的

客厅，将墙上的全家福照得格外鲜亮。

“我和老唐都姓唐，我俩常开玩笑

说，我们五百年前就是一家！”军嫂唐晓

华笑着说。

组建家庭后，唐武祥一家一直过着

聚少离多的生活。唐武祥每次去执行任

务前，唐晓华总会给他做一罐辣椒酱放

进背包。唐晓华做的辣椒酱味道好，色

泽也鲜亮，唐武祥的战友们尝过后都对

她的手艺赞不绝口。

唐武祥知道，婚前从没下过厨房的

唐晓华能把辣椒酱做得这么好吃，全是

为了他。唐武祥是四川人，爱吃辣。唐

晓华担心唐武祥外出执行任务期间的伙

食不够辣，就学着做辣椒酱。

唐 晓 华 的 贴 心 ，唐 武 祥 都 记 在 心

里。每次结束任务回到家，唐武祥也不

闲着，揽下了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大小

家务。

这些年来，唐武祥和唐晓华之间一

点一滴的美好回忆虽简单朴素，却格外

甜蜜珍贵。

二

婚后第一年，唐武祥休假回家，看到

唐晓华为了干农活，手上磨出来一层茧，

鼻子一下子酸了：“她以前哪受过这种

苦！”

两年后，适逢服役政策调整，看到陆

续有战友转业，唐武祥内心有了一丝动摇。

那段日子，唐武祥常往家里打电话，

说的都是退伍的事。对唐武祥的心思，

唐晓华怎会不清楚？为了让唐武祥断了

这个念头，唐晓华撂下狠话：“我在家里

不论多辛苦都一声不吭，就是为了让你

能安心在部队工作。你如果真的为了我

退伍，回来后我们就离婚！”

唐晓华的话震动了唐武祥的心。他

心中既有对家人的歉疚，也有对部队的

不 舍 。 这 些 复 杂 的 情 感 ，妻 子 全 都 理

解。他怎能辜负妻子的苦心？此后，他

扎根军营的心再也没有动摇过。

2001 年，不到 1 岁的女儿雨薇突然

生病。唐武祥当时正在执行某项重大任

务。任务工期节点将至，少一个人就可

能影响整个工程进度，更别说身为技术

骨干的唐武祥了。掂量再三，他决定再

等一等。直到任务完成，他才匆匆踏上

回家的路。

陪伴家人几天后，唐武祥又要返回

部队了。他的心里五味杂陈。

“这里有医生呢，你留下来也帮不上

什么忙，赶紧回去吧！”唐晓华宽慰道。

返 回 部 队 后 ，唐 武 祥 又 投 入 新 的 任 务

中。那次任务艰巨漫长，等唐武祥再回

家时，女儿已经两岁多了。

为了能让唐武祥安心工作，唐晓华

鲜少向他提及生活里的“沟沟坎坎”，独

自用柔弱的肩膀默默扛起了整个家。“他

选择了部队，我选择了他。戈壁比不上

繁华的都市，但在我和女儿看来，只要能

跟老唐在一起，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

唐晓华看向唐武祥，四目相对，两人不约

而同地笑了。

三

女儿雨薇从小喜欢音乐。那些年，

每到周末，唐晓华就会送她去学钢琴。

一次，唐武祥完成任务后回家，正赶

上母女俩要去学琴。唐晓华知道唐武祥

那些日子在单位一直连轴转，便让他先回

家休息，可唐武祥执意要陪她们一起去。

“到了钢琴老师家，女儿在书房学

琴，老唐就在客厅等着。坐在沙发上没

几分钟，呼噜声就响起来了，跟丫头的钢

琴声‘一唱一和’的，听得我又好笑又心

疼。”唐晓华笑着回忆道，眼中却泛起了

莹莹泪光。她明白，唐武祥平时陪伴女

儿的机会不多，他再累也不想错过陪伴

女儿的机会。

2017 年，唐武祥一家被中华全国妇

女联合会评选为“全国最美家庭”。这份

荣光背后，还有着不同寻常的付出。

2009 年，唐武祥回家探亲。唐晓华

的弟弟此前一直在资助一位贫困学生。

那段时间，为了给父亲治病，唐晓华的弟

弟花了不少钱，眼看就无法继续资助这

个孩子了。唐武祥和妻子合计，与弟弟

一起承担这名学生的上学费用。自那以

后，陆续又有 3 个孩子在唐武祥和唐晓

华的帮助下顺利完成学业。

2016 年，唐武祥无意中听说，一位

战友单位驻地有一些家庭缺少过冬衣

物，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唐晓华。唐晓华

很快开始筹划义务捐助活动。“虽然能力

有限，但我们还是想尽最大努力帮一帮

那些家庭。”唐晓华说。

今年“八一”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 12 位“最美新

时代革命军人”，唐武祥位列其中。这

天，唐武祥夫妻俩也难得团聚在一起，两

人将这个好消息通过视频告诉了在外地

上学的女儿，一家人传来阵阵温暖的笑

声，格外动人……

情 满 戈 壁
■韩 莹

美丽家庭

那年那时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肥得滴油的

老 腊 肉 ，掐 头 去 尾 的 小 虾 干 ，雪 白 的

茡荠，金黄的玉米粒……这些食材都

被奶奶切成细细密密的碎丁，再将一

碗 金 黄 的 鸡 蛋 液 均 匀 地 浇 在 上 面 。

接 着 ，奶 奶 拿 起 一 双 毛 竹 筷 子 ，不 停

地搅拌，直到筷尖挑起的碎末之间能

牵连起细丝，才用手窝出一个个拳头

般大的狮子头，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放

在竹匾上。

这 些 狮 子 头 会 在 桃 树 下 、小 河

边 、春 光 里 晾 一 个 上 午 。 奶 奶 说 ，这

是 她 老 家 苏 北 农 村 的 习 俗 。 等 到 微

醺 的 春 风 和 腥 甜 的 水 气 浸 润 了 整 个

狮 子 头 后 ，奶 奶 会 将 它 们 在 热 油 里

塑 形 ，再 燃 起 一 整 根 老 松 木 根 熬 煮

这 些 狮 子 头 一 个 下 午 。 暮 色 降 临 的

时 候 ，家 里 就 会 飘 起 一 缕 淮 扬 狮 子

头的鲜香。

这是我的记忆里，奶奶唯一与“浪

漫”有关的画面。除此之外，奶奶的形

象从未这样优雅从容，从未这样令我着

迷。

自我记事起，奶奶就和普通农妇一

样有着敦实的身子、黑黑的脸庞。我印

象最深的，就是她那与身材比例看起来

不协调、蒲扇般的大手。

奶奶是孤儿。那年，她和村子里的

五六个小姑娘一起，参军入伍，当了护

理员。

那时的她，浑身都是力气，每天把

一大筐一大筐的绷带担到河边去洗。

绷带都是伤病员用过的，上面沾满了

凝滞的黑色血块，得用大棒槌捶上百

十下，才能洗褪一些。捶完后的绷带

留下大大小小的印迹，需要上手用力

搓，用指甲一点点抠。奶奶说，夏天的

时候，密密麻麻的绿头苍蝇会围着她

嗡嗡乱飞；冬天的时候，手掌被冻得全

是口子……

我儿时曾捧着奶奶那双布满厚厚

老 茧 的 大 手 ，翻 来 覆 去 地 看 ，惊 叹 不

已。奶奶叹了口气，说：“那些伤病员

有的截肢没麻药，有的感染发烧没有

青 霉 素 。 我 们 护 理 员 都 恨 不 得 长 出

四 只 手 来 抓 紧 洗 绷 带 、煮 绷 带 、晒 绷

带，让伤员哪怕少一分感染的风险也

好……”

奶奶说，那时候大家干活的劲儿

可 足 了 ，情 绪 低 落 的 时 候 总 有 人 带

头 唱 歌 鼓 劲 ，也 有 人 刷 标 语 激 励 斗

志 。 奶 奶 还 说 ，很 多 战 士 空 闲 时 间

帮 她 们 担 过 绷 带 ，捶 过 绷 带 。 我 笑

着 问 她 ：“ 爷 爷 帮 你 担 过 绷 带 吗 ？”大

嗓 门 的 奶 奶 此 时 难 得 没 有 话 说 ，只

是 害 羞 地 笑 笑 。 我 没 有 问 到 答 案 ，

或 许 答 案 已 飘 散 在 风 中 。 是 啊 ，奶

奶 年 轻 时 都 在 战 火 纷 飞 、颠 沛 流 离

中 度 过 ，她 怎 么 可 能 浪 漫 ？ 我 想 ，她

或 许 连 浪 漫 的 爱 情 都 没 有 经 历 过 ，

就 嫁 给 了 我 爷 爷 。 我 只 能 在 黄 昏 的

光 影 中 ，想 象 爷 爷 担 着 满 箩 筐 绷 带 ，

奶 奶 拿 着 大 棒 槌 ，两 人 一 起 走 在 温

暖的春光里。

那年，奶奶在组织的支持下嫁给爷

爷，后来又跟着爷爷一起回到江西老家

种地。慢慢地，奶奶在这里扎下根来，

除了养育一大家子人，还渐渐融入陌生

的村庄并获得大家认可，被推举为妇女

主任。

奶奶当妇女主任，我一点儿也不

开心。记得那个初夏，表叔担了两箩

筐生产队的梨路过我家，看我骑在门

槛上玩，就悄悄拿了一个小梨给我，还

叮嘱我：“你奶奶眼睛尖，千万不要给

她看到了。”结果，我去压井水洗梨的

时候，奶奶的大嗓门在我的头顶炸响：

“这是公家的，等队里分到我们家，才

好吃，才吃得安心。”奶奶最终把我的

小梨拿走还回了生产队。大家都说奶

奶太较真了，小孩子吃点东西不必计

较。当然，也有人说，奶奶不愧是部队

里培养出来的，做事有分寸。这分寸，

是“公”和“私”的泾渭分明，比尺子还

精准。

部队是个大熔炉，奶奶其实只是

部队里最普通的兵。她叫刘新，名字

是入伍的时候部队给取的。她自年轻

时 离 开 江 苏 老 家 ，一 生 没 有 再 回 去

过。她这块最普通的铁石经历了部队

的 磨 炼 ，带 着“ 兵 ”的 觉 悟 、作 风 和 精

神，支撑起一个家，影响了她周围的许

多人。

奶奶走后，我常想起那些关于她的

画面，或粗砺，或浪漫，如厚重的泥土一

样，一直滋养着我……

老

兵
﹃
浪

漫
﹄

■
肖
朵
朵









本版投稿邮箱:jbjrjt@163.com

家庭 秀
小小的火箭

是我五彩斑斓的梦想

在迷彩的世界里

乘着你和我的目光

升空 远航

爸爸，你看见了吗？

它奔去了

去见那最遥远的星光

屈荣富配文

周末，陆军某团干

部马君雄的家人来驻

训地看望他。图为马君雄和

儿子享受团聚时光的温馨场

景。

董 超摄

定格定格 我收假归队那天，父亲将一本厚厚

的剪报集拿给了我。

“带着吧，兴许还能用得上。这是

我和你妈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优秀报

道，你多看看，就算要离开部队也别把

这几年练成的本领丢了。”父亲说。父

亲成长于军人家庭，他的兄弟姐妹也都

一身戎装。对部队有着深厚感情的他，

自然希望我能够长期服役。但由于常

年训练积累了许多伤病，我只能遗憾地

转身。

“ 爸 ，行 李 箱 放 不 下 ，我 就 不 带

了 。”我 顺 手 将 那 本 剪 报 放 在 门 口 的

沙 发 上 。 这 时 ，一 张 塑 封 纸 片 从 集

子 里 滑 落 。 我 捡 起 一 看 ，是 一 张 报

纸 复 印 件 ，上 面 还 有 父 亲 手 写 的 一

行小字——“儿子能在中央级媒体发

稿，值得骄傲，希望他能保持创作的热

情，认真写下去。”这篇稿件是我第一次

在纸媒上发表的稿件。当时，我觉得这

件事非常值得纪念，便在朋友圈分享了

文稿电子版链接。这张报纸，一定是父

亲看到我发的信息后，特意去买了报

纸，塑封保存下来。

“这张剪报放错地方了。”父亲见我

盯着稿件看，连忙跑回房间，又拿出一

本更精致的剪报集。“我后来又专门做

了这本集子，里面有你这些年发表的稿

件。刚刚掉出的那篇文章塑封以后忘

记放进来了。”原来，我发表的稿件，父

亲一直在认真收集。

更令我意外的是，连我偶尔发在微

信公众号上的文章，也被父亲打印出

来，粘贴在集子里。

“也不知道你都往哪些刊物投稿，

我 就 把 几 份 国 防 军 事 类 报 纸 都 订 阅

了。这几年，我和你妈最开心的事，就

是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说到这里，

父亲自豪地笑了。

父亲母亲年纪渐渐大了。这些年，

他们视力下降得厉害，每天通读报纸一

定很吃力。想到他俩戴着老花镜读报

的场景，我心里涌上一阵酸涩：“爸，我

还是带着这两份剪报集吧，不忙的时候

翻看一下也挺好。”

父亲听了我的话，眼睛瞬间亮了许

多，仿佛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又好

像我带走了这两本剪报集，我们父子的

距离感觉就更近了。

“我走啦，下次再发表文章，我告诉

你们，以后别再那么费力地查报纸了。”

我向父亲挥手告别，转身拭去正悄然流

下的泪。

休息时，我经常翻看这两本剪报

集。它们在身边，就好像父母的关爱一

直萦绕在我身旁。而我，也会一直写下

去，为自己，也为两位一直默默关注我

的“读者”。

剪 报
■李 培

那天晚上，连队已经吹完熄灯号许

久。我小声走进储物间，借着皎洁的月

光，拾掇回家的行囊。手机此时刚刚开

机，未接来电提示接连闪现，是母亲打来

的。我急忙回拨过去，被母亲一通埋怨：

“听你爸爸说你明天回家，怎么也不跟我

说一声……”母亲虽责怪我，但语气里难

掩喜悦。

母 亲 的 话 ，让 我 心 里 有 些 内 疚 。

其 实 ，我 并 没 有 忘 记 告 诉 母 亲 自 己 即

将休假。

那 年 底 ，我 顺 利 留 队 ，当 上 了 班

长。为了能更好地完成工作，我将休假

时间定在了下半年。当我将这个消息

告诉母亲时，她欣慰地说：“这是单位信

任你。你先把工作干好，晚点再回家。”

不 久 后 ，连 队 为 了 锻 炼 我 们 的 带 兵 能

力，举办了新训骨干集训。我再次告诉

母 亲 ，暂 时 不 回 家 了 。 母 亲 还 是 那 句

话：“安心在部队工作。”后来，我在与父

亲聊天时才知道，母亲为了迎接我当兵

后第一次回家，把我的房间里里外外打

扫了一遍，还换了新书桌、新衣柜。这

一次，为了避免她的期待再次落空，我

决定回家前再告诉她。

当 晚 ，我 在 凛 冽 的 寒 风 中 从 塞 北

一 路 南 下 。 清 晨 ，当 我 拎 着 行 李 打 开

家门时，一阵暖意扑面而来。父亲说，

母 亲 连 夜 给 我 收 拾 好 房 间 ，早 上 起 床

第一件事就是生火烧炉。怕我晚上睡

觉 着 凉 ，母 亲 还 特 意 在 我 床 上 放 了 两

床被子。

这让我想起，留队那年，由于原定的

休假时间推迟，为了见我一面，父亲和母

亲千里迢迢从老家赶来部队。

那天，父亲和母亲一下火车就被冻

得满脸通红。见面的那一刻，母亲含着

泪问我：“这儿怎么这么冷，这两年多你

肯定吃了不少苦吧！”

后来，我带他们参观我的宿舍。宿

舍里，一排排暖气热得发烫，整个屋子被

烘得暖洋洋的。母亲看了看我的双手，

确认没有长冻疮后，掏出一包红辣椒干

说：“看来，我给你带的‘秘方’怕是用不

上了，但用不上才好哩！”说完，她就要将

辣椒放回包里。我从母亲手里抢了过

来：“用得上，等我回头给新兵们也试一

试您的秘方。”

以前上学时，一到冬季，我的双手就

长满冻疮。在试过各种方法后，母亲终

于找到了适合我的偏方：用开水泡红辣

椒的蒸汽嘘手。从那以后，每年入冬前，

母亲都会准备很多晒干的红辣椒。

我告诉母亲，这几年，我经过锻炼，

身体越来越耐寒，双手不再像以前那么

脆弱了；单位还有从南方来的新兵，他们

一定用得上。

母亲这才欣慰地说：“你离家的时候

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现在不仅身体强

壮了，还当上了班长，学会照顾人了！”那

次来队，父亲和母亲只住了两天便匆匆

回家了，他们不希望影响我训练。

如今，我从军已近 10 年。每次休假

回家，心情依然非常急切。因为在那个

永远充满温暖、充满爱的港湾，母亲一直

在等着我。

冷 暖 挂 娘 心
■吴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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