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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门卫老黄打来电话，说烈士
陵园门口，老首长又来祭拜他的战
友。张园长急忙整理了下衣冠，匆匆
去大门口迎接。

只见那儿早已停着一辆高级小轿
车。随行人员把白发苍苍的老首长从
车里搀扶下来。他身着一身旧军装，
胸前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军功章。

“老首长好！”张园长上前立正姿
势，给老首长行了个标准军礼，朗声
问好。

“好啊！快八一了，我这几天啊，
老是在夜里梦见他们。今天来，就是
想再看他们一眼。唉，我这糟身子，说
不定哪天就去了，还不知道以后能不

能再来……”
老首长高声说着。刚说完，就是

一阵剧烈的咳嗽。一旁的随行人员急
忙帮他轻捶脊背，扶他坐在轮椅上，然
后推着他来到纪念碑前。见到纪念
碑，老首长立马两眼放出光彩，坐在轮
椅上，颤巍巍艰难地举起了右手，敬了
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两行浊泪顺着
干枯的脸颊流了下来。

“小李子、小嘎子、小钱钱、小毛
头……革命成功了，全国也解放了，可
是你们一个个却牺牲了……”老首长
呼喊着一大串的小名，哽咽地说：“我
胸前的这些军功章，也有你们的一大
半呐……我想念你们啊！”

这些名字都是跟随老首长南征北
战，为革命英勇牺牲的英雄。老首长
曾多次给张园长动情地讲过他们的英
雄事迹。

“快吹冲锋号，小豆子，让我跟他
们再冲锋一回吧。”老首长给随行人员
中的一位消瘦的小伙子下达了命令。

“是！首长！”
“嘀嘀嗒嗒……嘀嘀嗒嗒……”嘹

亮的冲锋声顿时响了起来。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
老首长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血雨腥

风的战场，完全忘记了自己还坐在轮
椅上，挥舞着右手，身子朝前倾着，嘶
哑着嗓子，大声喊叫道。

“为了新中国！冲啊！”张园长跟
随行人员也都做出冲锋的姿势，大声
喊着。

“嘀嘀嗒嗒……嘀嘀嗒嗒……”嘹
亮的冲锋声回响在烈士陵园的上空。

“冲啊！”洪亮的喊声回响在烈士
陵园的上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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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排头兵”正以青春的姿
态，融入乡村振兴的绿色方阵……

一

微风伴着细雨，越往山里走越
幽静。

在秦岭的臂弯中前行，山道平坦
宽阔，满目青翠欲滴，青山如黛，云雾
和连绵起伏的远山如影相随。到达商
洛市山阳县法官镇一个小村落时，已
是雨过天晴，漫山遍野的核桃树枝繁
叶茂，果实已见雏形，成片成林，一眼
望不到边际。阡陌纵横的茶田，把山
染成一片翠绿，淡淡的茶香便随云雾
飘来。瀑布清亮有力，潺潺河水蜿蜒
流淌，梯田渐次郁郁葱葱，灰白相间的
农舍镶嵌其中，俨然一幅流动的秦岭
原乡图，精美的田园画卷。

坐落在秦岭腹地的商洛，位于秦
岭东段南麓，鄂豫陕三省接合部，因
境内商山洛水而得名。地跨长江、黄
河两大流域，丹江发源于此，是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区，森林
覆盖率近 70%。大自然赋予的大氧
吧，深呼吸，清透的空气中带着淡淡
水雾的味道。

这真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无论
从哪个角度看，镜头里360°无一不是
风景如画。

蓝天为幕，青山着色，我被眼前的
景致惊艳到了，不停地聚焦相机镜头，
记录下这美丽的乡间景致。同行者几
乎同时想到了《桃花源记》，笔下的“诗
和远方”，不觉感喟，如今的山村太美
了，比世外桃源还要美。

忽然想起，那年，也是这样一个油
菜花盛开的季节，遇到一个好天气，我
拍了一组照片分享给一位爱好摄影的
好友。很快，好友点评道：照片很透，
角度选得好，拍得真好，收藏了。而此
时此地，在秦岭深处，每一幅照片都极
其清透又靓丽。

不过遗憾的是，再好的照相器材，
再好的镜头视角，在这里拍到的也只
是一瞬一隅，它的巍峨，它的秀美，它
的四季更迭变化，它清透的味道，非身
临其境而不得。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依山而
建，傍水而居，因山而翠，因水而秀。

走进农家试一试手编的斗笠，尝
一尝九眼莲藕、自酿的苞谷酒，闻一闻
核桃林的味道。

小山村立足当地独特旅游资源，

将茶文化与草编、竹编、藤编、酿酒等
农耕文化相结合，充分利用错落有致
的原乡风貌优势，积极整合农民闲置
房等各类资源，打造茶旅融合体验
区，满足游客参观、消费、餐饮、品茶
需求，带动周围群众发展茶产业、餐
饮业、种养业。

二

“尝尝我们这里的绿茶吧。”说话
的是一位小伙子，“我们这里的茶味道
非常不错，就是形状不好看。”小伙子
谦逊地笑了，语气中透出对这方水土
的热爱。

这位小伙子就是小山村的党支部
书记杨伟。他有着一米八的个头和挺
拔的身姿，举止间有着军人的气质，
又透着乡人的质朴。直觉告诉我，这
位年轻人当过兵，一个训练有素的好
兵——一问得知，原来他曾在部队服
役 5 年。2012 年，18 岁的他走出校门
踏入军营，当兵第二年就光荣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班长，部队驻地
在河北保定。“保定，那正是我的家
乡。”我惊讶于缘分的奇妙。一问一
答，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

他动情地说：“我很幸运，在部队
服役期间先后被选拔参加了‘和平使
命—2014’上合组织联演、2017年朱日
和阅兵，参加部队重要任务开阔了我
的视野，也锤炼了我的意志！”

提起部队生活，杨伟忽然对我说，
在部队时最爱唱《团结就是力量》这首
歌，特别有劲，他在工作中遇到困难，
累得不想说话的时候，就在心里哼唱

《团结就是力量》给自己鼓劲打气。
记得在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一

次全国演讲比赛中，一件由山东省选
送的参赛作品深深感动了我。在山
东，有一位退役军人，叫朱彦夫。他
14 岁参军，战淮海、过长江、攻上海，
打了上百次仗，3 次立功，10 次负伤，
在战火中锻造了钢铁意志。朝鲜战
场上，敌人的炮火炸平了山头，全连
的战友相继牺牲，他握紧机枪、死守
阵地，却被手榴弹击中。当他从雪堆
里醒来，-30℃的低温将手指冻坏了，
眼睛看不见，又饿又渴……后来，经历
了 47 次手术，昏迷了 93 天，朱彦夫虽
然奇迹般活了下来，但双腿膝盖以下、
双手手腕以下截肢，并失去了左眼。
年轻的他无法接受这一切，号啕大哭！

什么是军人？军人是不管身处怎
样的环境，都能找到自己的“战场”！

回到家乡沂源，朱彦夫发现，那
时乡亲们最大的敌人是贫穷。他毅
然担起了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的重
任。这是个乱石窝，100 多户人家散
落在 6 座荒山上，朱彦夫拖着 17 斤重
的假肢，考察地形，谋划发展。山路
石头多，崎岖难行，站着走累了，就跪

着走一阵子、爬一段路……站着、跪
着、爬着，他用一个冬天，走遍了 6 个
山头，残肢磨得血肉模糊。20 多年
里，他带领乡亲们把穷山村变成先进
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退下来后，他又开辟了新的“战
场”，用纸和笔书写自己的“极限人
生”。看书尚且困难，写书谈何容易！
朱彦夫的写作，是用嘴和胳膊交替进行
的。夏天写，蚊虫咬得满身疙瘩，头上
的汗水，嘴磨破的血水，顺着笔流下来，
浸透了稿纸；冬天写，双臂冻麻了，笔掉
了都没知觉，划拉半天，才发现没写上
一个字。就这样，朱彦夫用了7年，用
坏 500 多支笔，写成了两部自传体小
说，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
时光飞逝，广袤的乡村日新月

异。思绪重回这片热土，杨伟给我讲
起他选择回乡务农的经历：“2015年第
一次休假回家走到村口，竟找不到家
门的方向，我们村子变化太大了，有
桥、有水、有新修的漂亮路面，或许是
临近傍晚，绕来绕去竟然迷路了。无
奈，只好打电话让父亲到村口接我，这
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看到家乡翻天覆
地的变化，我第一次有了退役后回家
发展的念想。也就是因为这个念想，
2017年12月我选择了回到家乡。”

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外边的世
界很精彩，家乡的建设更吸引人。为
了家乡更富饶——回乡！杨伟介绍，
目前村里发展艾草 700 亩、核桃 700
亩，林下种植魔芋、树莓，秋桃园里套
种油葵，实现长短产业结合，让群众能
稳定增收，将茶叶打造成助力乡村振
兴的“绿色宝藏”，倾力把家乡打造成
城镇、旅游、产业、生态、文化深度融合
的旅游特色名镇。

坐在村里茶室歇一歇脚，品一品
远山采下的绿茶，好不惬意。窗外，田
园春色飘进来，柔柔的晨光照在雅致
的茶桌上，还有当地原生态的花生、核
桃等小吃。倏忽间，想起在商洛吃到
的多种由核桃制成的美食。在这大山
深处，占全国六分之一产量的核桃不
仅好吃还衍生出无数融合的新产品。
核桃饼是核桃和面粉调和制成的，自
制的核桃露里有细细的颗粒，喝到口
中别有一番味道，特别是枣夹核桃，陕
北的红枣夹商洛的核桃，红黄融合在
一起，好看好吃有营养。有一种“家人
闲坐，灯火可亲”的意韵流淌其中。

仔细看，茶的色泽嫩绿，茶汤呈现
出淡淡的浅黄色，品一口回甘带着甜
香，看上去清雅，喝起来确实浓郁绵
长。真是山美水美茶色美。来自秦岭
原乡的茶，好喝，秦岭是独一无二的，
生长在秦岭的茶也是独一无二的。如

今品茶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需求，
茶道也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

“核桃和茶是我们这里得天独厚
的资源，我们正在积极地招商引资，以
核桃为媒开发更多新产品，丰富市
场！当然，一定是产自我们秦岭深处
的核桃！”这位“兵支书”的话铿锵有
力，就像士兵出征前的誓言。

四

谁不说俺家乡好！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

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
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凡是当过
兵的人，都会记得《战友之歌》。现在
想来，作为一名军人，无论来自天南地
北，还是城市乡村，无论是当兵之初，
还是异地任职相逢，对家乡的眷念都
是惊人的一致，且会伴随军旅人生，那
种别样的情愫很美好。

我的家乡在太行山脉，那里有狼
牙山、易水湖，大红枣、金黄的柿子漫
山遍野。特别是红枣，是我最喜爱的
四季小吃，每年都会有战友从外地捎
来，而家乡的红枣，特别是阜平红枣是
我们家一年四季都有的美食。

美好生活是创造出来的！
从我的家乡太行山又回到秦岭深

处的小山村，杨伟指着一个很大的展
板，上面有很多青年人的照片和简介，
语气里掩饰不住自豪地向我介绍：“这
是我们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乡村振兴
的好政策、好氛围，对年轻人充满吸引
力，我也在积极联络村里走出去的大
学生常回家看看，尤其期待更多人能
回到家乡，用知识和青春的力量建设
家乡。”

听着杨伟的介绍，蓦然想起多年
前我到部队，有一位团政委在介绍情
况时谈到的一件事情。有一个来自边
远山区的兵，在连队表现出色，是一位
素质比较全面的班长，因为超龄，没有
机会考军校。快退伍时，团领导考虑
到他的家乡还很贫困，经多方协调，积
极推荐，最后驻地两个单位都想留用
他，而且工资不菲。当团领导征求他
的想法时，没想到，这个兵在表达感激
之情后，却执意要求回家乡。问他，是
不是家里有对象了？不是。是不是父
母需要照顾？不是。那是为啥？他回
答说：“当兵在部队，住在大城市，让我
开阔了视野，我更想回到家乡，去建设
我的家乡，因为那里才是我的家。”

转眼数年，或许当年那个兵已是乡
村建设阵营里的“排头兵”，他的家乡已
与眼前的村村寨寨一样美丽富饶！

把青春书写在故乡的田野上，为
了富裕，为了兴旺。如今，有无数的

“排头兵”正以青春的姿态，融入乡村
振兴的绿色方阵，让更多的原乡村寨
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全国！

把青春书写在故乡的田野上把青春书写在故乡的田野上
田 霞

“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
收”，人间一切瑰丽不免褪色，
湮没于不测风云或沧桑世事，
而“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
的日子也即将谢幕。近日捧读

《陈州文学》杂志，读之如痴如
醉，心怀感激其主编先生赠刊
之情，不敢懈怠，细细品味。

韩愈曾言：“沉浸醲郁，含
英 咀 华 ，作 为 文 章 ，其 书 满
家。”是的，好的诗文需要去琢
磨 和 领 会 其 中 的 要 点 和 精
神。我对这本刊物情有独钟，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百度
了一下，便出现了该刊物的征
稿启事，其中一句很醒目，“文
不抵一壶老酒枉著文，意不能
穿透纸背难言意”，原来这份
杂志竟有这么高的境界，对文
字的要求，对作者劳动果实的
尊重，令人赞叹不已。

我喜欢读书，深知广泛涉
猎各种书籍，方能给人带来广
阔的写作空间。在仓颉故里，
在夜阑人静里，在我的书房“彦
昕阁”里，写下了这样的阅读
观：读书，像呼吸一样读书，如
海岳尚可倾，吐诺终不移。阅
读，是质朴的美，求真、向善、至
美，是心灵的远行，更是成长的
摇篮。从书屋出发，与书结缘，
走向远方，达古仁人之心，思接
千载，视通万里。我把日常的
所见所闻所感，于灵感来时，付
诸笔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自是甚费心力，成文后还要
不厌几回改，几经校对无误后，方可投稿。这既是对自己
作品的负责，也是对编辑的尊重。

为文者，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厚积而薄发，
不可急功近利。好的文章，要经得住推敲，古有卢延让、
贾岛等先贤，“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
吟双泪流”，这都是精益求精的见证。我常读《红楼梦》，
也深知写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写好一篇文章没有
苦心孤诣的姿态，便不会有精进。我喜欢香菱这个人物，
喜欢“香菱学诗”这个情节，因为自己的向往，终究能继以
情和热进行下去，“直闹到五更天才睡下”的执着，第三次
写出好诗，获得众人的好评。“博得嫦娥应借问，何缘不使
永团圆”，这句诗是她苦志学诗，精血诚聚的锲而不舍，是
她日间作不出，忽于梦中得了八句的顿悟偶得，是灵感，
更是香菱学诗的苦心之笔。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每一篇文质兼
美的作品，背后都有不为人所知的努力付出。当你看到
一篇篇诗文发表，那都是天道酬勤的回报。一张张汇款
单的背后，都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诚如是，吾亦
曰：“文抵一壶老酒，此为文者之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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