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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功章是对军人艰苦付出和无私奉献的

褒奖激励。拿破仑曾经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

兵不是好士兵”，话说回来“不想立功受奖的

军人恐怕也不是好军人”。谁有了成绩不想得

到肯定呢？应该说，渴望立功受奖是每名军人

的光荣与梦想。在我26年的军旅生涯中，也曾

先后4次因工作成绩突出而荣立三等功。一枚

军功章就是一段铁血荣光的经历，一枚军功

章就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每当我小心翼

翼地抚摸那4枚金光闪闪的勋章时，其背后的

酸甜苦辣就立刻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鲜

活于眼前……

1998年7月中旬，我从济南陆军学院毕

业后被分配到了位于豫南小镇上的某步兵

师当排长。当时，正值50万大裁军实质展开

期，我所在部队要由师整编为旅。8月1日上

午，师里刚刚举行过向军旗告别仪式，准备

精简整编。意想不到的是，当天晚上，由于湖

北地区连降暴雨，嘉鱼县牌洲湾长江大堤突

然决口，长江汛情告急，大武汉告急。深夜时

分，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立即赶赴灾区

抗洪抢险。我跟随连队于8月2日凌晨以摩托

化机动方式向湖北方向挺进。过武汉、经荆

州、到石首，在抗洪一线的46个日日夜夜里，

我和连队官兵一起激战久合垸、苦战新字

岗、夜巡长江堤，扛沙袋、堵管涌、筑子堤，用

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钢铁防线，确保了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期间，有任务

时，我和战士们一样冲到一线同洪魔搏斗；

休息间隙，就抓紧写写官兵的感人事迹。没

有桌子和凳子，我就找来一块硬纸板，垫在

膝盖上写。加之天气炎热，常常是汗水湿透

衣背、打湿纸张，我先后在军地报刊发表新

闻稿件近20篇。抗洪抢险结束，我所在师荣

立集体二等功，我个人也荣立了军旅生涯的

第一个三等功，这让我第一次尝到了新闻报

道工作的甜头，更让我坚定了“埋头苦干，当

老实人不会吃亏”的决心和信心。

我的第二枚三等功奖章是2003年获得的。

那时，我刚刚走出军旅生涯的一段低谷。2002

年11月，我结束解放军报社第十届通讯员培训

班为期3个月的学习刚回到旅里，就被选调到

集团军宣传处帮助工作。从旅机关到集团军

战役机关，平台更大了，机会更多了。这对我

来说，将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按照常

理，帮助工作几个月一般都会留下来正式调

入纳编，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

年春节刚过，集团军政治部换了主任，新官上

任三把火，新主任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清理机

关超编问题。作为宣传处帮助工作时间最短、

资历最浅的同志，领导们权衡来权衡去，最后

还是决定让我先回原单位。2003年6月2日晚，

部首长特意在集团军招待所为我们6个人饯

行，虽说部处领导对我们几个月来的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鼓励我们回去之后好好干，但

我的心情还是低落到了极点。那一夜，从来没

有失眠过的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委屈的泪

水不知不觉中打湿了枕头。

重新回到旅里，总感觉自己是被“贬”下

来的，总觉得别人都在投来异样的目光，我

时常提醒自己：越是在这个时候，越不能气

馁，越要更加努力，只有干出优异的成绩才

能更好地证明自己。那段时间，我如履薄冰、

“忍辱负重”般地暗暗用劲，每天坚持白天下

基层采访，晚上加班写作，几乎是日写一稿。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很快，我采写的稿件接

连见诸报端，尤其是反映旅党委“以具体求

深入抓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贯彻”的

消息稿件还分别登上了《解放军报》和《前卫

报》一版头条的“大雅之堂”，打破了旅里多

年没有上过军报头条的落后局面，旅首长和

机关的同志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并纷纷

竖起了大拇指。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

脑。2003年10月，副旅长夏世富因“正确面对

个人进退去留”事迹突出被确定为重大典型

进行宣传，由中央媒体、军区机关、集团军机

关组成的庞大采访团进驻旅里，这也给我崭

露头角、施展才华搭建了舞台，带来了机遇。

作为旅新闻干事，我主要负责上通下联、协

调保障、协助写稿等工作，经过采访团历时

10余天的艰苦细致采访、写稿、协调，从当年

11月份开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

青年报》《光明日报》以及军区《前卫报》等媒

体连续集中刊发了反映夏世富事迹的报道，

给全军正在进行的新一轮调整改革树立了

榜样，吹来了一股新风正气。年底年终总结

时，我还在首都北京协调发稿事宜，部里主

动给我报请了三等功。从中我也悟出一个道

理：领导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只要你有了成

绩，大家都会看得见。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部队搞新闻报道的

容易立功，而且二等功也不算难事。此言不

虚，我身边很多新闻战线的同行都立过二等

功，有的还不止一次，而我算是屈指可数的没

有立过二等功的。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机会，

只怪自己关键时候掉了链子。2007年11月下

旬，按照年度工作惯例，正是部队年终总结、

选改士官、老兵复退的繁忙时节，这个时候集

团军党委机关首长都要带工作组下到各旅团

蹲点指导工作。这年我刚好留守，没下部队。

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集团军赴炮兵旅工作

组王干事电话，说集团军高政委指示，让我连

夜赶往炮兵旅，抓紧采写该旅选改士官中坚

持阳光作业的经验做法，首长还明确指示这

个稿件要上《解放军报》一版头条。任务紧急，

我一点也不敢马虎，当天晚上就赶到炮兵旅

展开了采访工作。我一边看资料、搞座谈、理

思路，一边和军报驻军区记者站站长黄超联

系，他因为有别的任务不能过来指导，我们多

次进行电话沟通，并就稿件的主题思想和写

作路子进行了反复探讨。我仅用一天多时间

完成了一篇2000余字通讯稿件的采访写作，第

一时间赶到报社进行通联协调时，已经是11月

28号了。新闻本身就是易碎品，况且这条新闻

的时效性更强，也就那几天时间，过了这个村

就没了这个店。我不可谓不用心，也不可谓不

努力，但因种种原因，稿子最后还是没能登上

一版头条，只在一版发了出来。

关键时候没有顶上去，没能完成首长交

给的任务，我因此给首长留下了“能力素质不

足，任务没有完成好”的印象。这也一下子把

我之前的成绩给抹杀了。当年年终总结中，集

团军政治部本已通过了我的二等功立功事

项，结果在军常委会上，高政委一句“司伟宽

立二等功有点高了”，会场上再也没人说话。

“煮熟的鸭子到底还是飞了”。最后，我由二等

功降为三等功，这算是我的第3枚军功章。我

能怪什么呢，怪只怪自己没有好好把握机会。

不过，栽个跟头捡个明白：领导交办的事要坚

决全力以赴，关键时刻必须得瞪起眼，哪怕是

你不吃饭不睡觉，甚至“不择手段”，毕竟有些

事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

历史的指针定格2008年5月12日14时28

分，四川汶川地区突发8.0级大地震。顷刻间，

山崩地陷，生灵涂炭。国之大殇，十万火急。5月

12日深夜，我所在集团军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命

令后，动若风发，星夜启程，千里驰援四川灾

区。当时，我正在驻豫南某摩步旅采访，13日凌

晨时分，我随部队登上了赶赴灾区的专列，昼

夜兼程于15日早上抵达彭州市白鹿镇重灾区，

不顾连日旅途疲惫，来不及卸下背包，来不及

吃口干粮，我就和官兵们一起投入了抢险救灾

战斗。我们穿越深山峡谷地带，历经数十次余

震，先后攀越300米以上滑坡路段62处，600米

以上无路陡峭山崖15座，途遇塌方滚石23次，

将受困于2500多米高山上的26名老人成功救

下山。

把灾区当战场，视任务为生命，哪里有需

要就奔赴哪里，哪里有线索就战斗到哪里。从5

月15日起，在集团军部队所辖任务区高度分

散、本级报道人员少的情况下，我遵照集团军

首长指示，先后往来奔波于彭州市、青川县、广

元市朝天区等重灾区，几乎每天都冒着余震塌

方危险，穿山越岭，深入救灾一线采访，采访完

就接着加班写稿，写完无论再晚也要赶到市区

把稿子发出去。那段日子，白天晚上连轴转，

吃不香睡不稳，累得腰酸背痛、颈椎病和腰椎

间盘突出复发也不罢休，真可谓不讲条件、不

惧生死、迎难而上、任劳任怨。至7月25日回撤，

奋战灾区近70天，用忠诚、责任、英勇和奉献展

现了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过硬素质，为鼓舞部队

士气、激发官兵斗志，树立前锋劲旅形象作出

了应有贡献。抗震结束后，我被济南军区表彰

为“新闻报道工作先进个人”，并荣获了我军旅

生涯的第四枚三等功奖章。

时间像一个沙漏，指缝中溜走，回忆里太

多起起落落。从2009年2月我任职集团军宣传

处副处长后，虽然中间还有过几次立功受奖的

机会，但我都毫不犹豫地让给了处里其他年轻

的同志，我们当年不也是这样由老同志们一路

让出来的吗？人生没有回头路，很多事情只有

在回头审视时才会看得更加清晰，很多当时当

年当局没有明白的道理，过后才会“恍然大

悟”。也许随着年龄增长和职务变迁，我在军旅

生涯中以后很难再有机会立功受奖了，但我会

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去珍惜已经取得的荣

誉，我会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呵护好我的

每一枚军功章，因为它们凝结着我的拼搏和汗

水，见证着我的军旅和奋斗。每当看到它们，

我就浑身徒增无穷的力量，永远激励着我在人

生路上奋发向上，时刻警醒着我倍加珍惜来之

不易的荣誉，无论干什么都要为它增光添彩。

军功章将永远闪亮在我的内心深处。

（作者系汝州市市委常委、市人武部政委）

尊敬的魏老师：

你酷爱教学，专心教育，独立思考，潜心钻研，使

语文教学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给我们留下了永不

磨灭的印象；你历尽坎坷，数经曲折，但你胸怀坦荡，

心若日月，对党的教育事业忠心耿耿，为祖国的教学

工作呕心沥血；你为人师表，光明磊落，表现出一个中

国知识分子崇高品德和宽广胸怀。

赞魏老师（外一首）
历尽坎坷爱国痴，

两鬓斑白秉性直；

一瓣心香系学子，

甘做蜡烛铺路石，

精益求精勤雕琢，

书文诗画皆相知。

喜得东风化春雨，

桃李满园颂恩师。

赞市实验幼儿园
（外甥张驰市直实验幼儿园三年学习有成，老师

关怀有加，以文记之。）

三年寒暑情谊深，近日离别实难分。

学习生活付出多，春雨润物孟母心！

一日为师终为父，千日关爱胜至亲。

来年学习根基固，望作栋梁谢师恩。

七绝·紫云山（外一首）
荫孙利芳

奇峰林立危崖耸，

古寺清幽避世来。

四代同堂博物馆，

云湖旖旎赛瑶台。

（观音堂，又称紫云寺，是紫云山最重要的名胜

景点之一。紫云山风景区是一个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新生代的岩石均有地质出

露，被称为天然地质博物馆。紫云湖也是紫云山风景

区的景点。）

七绝·紫云湖
迎客山川似锦屏，

碧波荡漾水清凌。

金龟望月雄狮卧，

洞邃石白入画中。

（迎客山，山门西边的秀丽小山，是紫云湖风景

区的天然屏障，让整个景区藏而不露，又称之为锦屏

山。金龟望月和雄狮卧莲台都是紫云湖风景区的景

点。紫云湖峡谷洞身石奇，谷底巨石遍布，色白如玉，

如诗如画。）

清晨，我和爸爸早早起床，做好准备，开始

出发！今天早上的目的地是滨河公园！遗憾的

是，爸爸的脚受伤了，不能陪我轮滑。不过没关

系，我们可以骑电动车去。

一到滨河公园，我们就被满眼的绿色吸引

住了。大树是绿色的，草儿是绿色的，就连湖水

也绿色的。草地上偶尔点缀着几朵小花儿，虽然

不多，但却五彩缤纷。微风轻轻拂过，一股清香

扑鼻而来，让人沉醉。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林间小道一边散步，一

边唱着欢乐的歌，一边欣赏路旁的美景，心情格外

舒畅。爸爸不愧是一个幽默大师，一个个笑话把我

逗得哈哈大笑，连树木都被逗得咯咯咯地笑。

突然，我看到一种奇特的叶子。就怀着好奇

的心情轻轻地摘下一片，放在手掌上细细的观

赏。只见它圆圆的，碧绿碧绿的，中间凹陷，像一

个小碟子。我忍不住用鼻子闻了闻，一股讨厌的

花椒味直冲进我的鼻孔，我大声叫道：“好难闻的

叶子呀！”爸爸也摘下一片闻了闻，微笑浮现在他

的脸上：“挺香的叶子，你怎么会说它难闻呢？”我

疑惑地又闻了闻，还是原来的味道。难道爸爸喜

欢这难闻的花椒味？这让我想起了水果店里的榴

莲，有的人喜欢它的香味，可有人却觉得它臭不

可闻。

爸爸拿起长长的叶柄，在耳朵旁扇了扇，我

也模仿爸爸的模样在耳朵旁扇了扇，哇，真凉快

呀！我又忍不住闻了闻，咦，花椒味怎么不见，变

成了淡淡的水果的清香？我仔细一看，原来我刚

才闻的是背面，现在闻的是正面呀。正面和背面

的气味不同，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叶子呀！

爸爸告诉我，这叫黄栌树，它的芯是金黄金

黄的，可以制造名贵的家具和装饰品。

今天早上的这趟游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

界!

点评：小作者的这篇文章简
洁明了，语言朴实又不失活泼，情

节生动有趣，字里行间跳动着的

童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 的 军 功 章 故 事

贺魏恩照老师六十三岁寿辰
●张文彬

晨游滨河公园

这次，毛泽东又住省委九所六号

楼。刚下汽车，他就认出了三年前见过

的服务员郭国群、曾彩谋，念着她们的

名字握手寒暄：“小郭、小曾。你们还在

这里。”

为保证毛泽东在长沙的安全和

休养，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都作了

详细安排。省委成立了警卫工作指挥

领导小组。省委主持工作的第二书记

张平化任总指挥，省委书记李振军和

省公安厅厅长高文礼负责具体工作。

省委九所六号楼，是毛泽东爱住的

地方。六号楼，其实是一座平房，位于绿

树成荫的陈家山下，南面是省委接待

处，北面通烈士公园，东面是省委大院，

清新、幽静，透着生机活力。原毛泽东秘

书张玉凤曾对笔者介绍说，九所后面的

陈家山种了很多橘子树，结满金黄的蜜

橘。毛主席喜欢在橘林中散步，晒太阳，

有时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警告工作人

员，不要打橘子的鬼主意。他对湖南省

委大院的植树绿化很满意，有清新空

气，又生产水果。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中央没有委托

他什么工作。实际上，自他住下以后，每

天都有一架飞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

送来文件，然后又带走他批阅的文件。

他说到长沙来“养病休息”，但他每

天休息的时间很少，从夜幕降临到天

明，仍然通宵达旦孜孜不倦地工作。时

而批阅文件，时而翻翻带来的书籍，累

了就闭目养神。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下午，他有时在房间工作，有时在台阶

上，坐在圈椅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听工

作人员念文件、书信和报纸。在眼睛几

乎失明的情况下，他用“听文件”的方

式，继续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倾听

着国际上的风云波涛。

毛泽东在听汪东兴读《新民主主义

论》时，引发了一段对党史的回顾，他

说，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

建立党组织，1921年到上海参加第一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打了六年“工”，还

帮助国民党做了不少事。那时我对中国

革命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弄清楚。1927

年，我们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亏，这时

才认真深入研究中国问题，做了很多调

查研究。从1927年到1940年，经过13年

的研究和实践，才写出《新民主主义论》

这篇文章。读《新民主主义论》要理解其

基本观点。比如，中国革命虽然是民主

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否则

难以取得革命胜利；既然是搞民主革

命，革命就要分阶段进行，在无产阶级

领导下，建立革命阶级专政；还有，一定

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条

件。

毛泽东在长沙的生活，除了在党和

国家人事安排上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

以外，剩下的时间，是在养病休息中度

过。他在重病之中，仍然给予湖南省工

作和湖南人民以关怀，使省委负责同志

和接待工作人员都深为感动。

毛泽东的饮食习惯仍保留家乡特

点，也十分朴素节俭。他喜欢吃芋头、萝

卜菜、烧红薯、玉米、土豆饼、菌子、肉

泥、鲢鱼尾、火焙鱼等。由于保健医生的

严格要求，他很少吃辣椒。

毛泽东此时牙已不太好，饭菜都要

求做得烂。厨师们炖、蒸、煮，精心地将

菜肴做得更适合他的口味。接待处厨师

石荫祥说，有一次做水鱼给主席吃，我

先把它蒸烂，把骨头去掉，然后用碗盛

着连汤一起放到烧红的铁板上去烤，等

汤汁黏了，再端下来送给主席吃。主席

说这样好吃，以后就照这样搞。

石师傅还介绍说，主席要吃饭时，

我们手脚都很快，一般在半小时之内就

可以将饭菜做好，送上去。主席工作很

忙、很累，我们要是稍微延误一下，主席

就可能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业余时间，毛泽东喜欢看湘剧、

花鼓戏、京剧的传统剧目。可是这些

剧目在“文革”中除“四旧”给除掉多

年，剧团都不敢演了。省委就组织湖

南各地方剧团重排演出，通过电视转

播，在九所播放给毛泽东看。看什么

节目，由省委接待部门列出节目单，

请毛泽东阅后亲自圈定，类似“点

戏”。湖南文艺界和电视台就组织演

出和播放。电视转播的传统戏曲《刘

海砍樵》《讨学钱》《苏三起解》《哭碑

林》，都是毛泽东点看的剧目。

（未完待续）

●司伟宽

国 画
徐亚利 作

●上河小学三一班 吴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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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功章是对军人艰苦付出和无私奉献的

褒奖激励。拿破仑曾经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

兵不是好士兵”，话说回来“不想立功受奖的

军人恐怕也不是好军人”。谁有了成绩不想得

到肯定呢？应该说，渴望立功受奖是每名军人

的光荣与梦想。在我26年的军旅生涯中，也曾

先后4次因工作成绩突出而荣立三等功。一枚

军功章就是一段铁血荣光的经历，一枚军功

章就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每当我小心翼

翼地抚摸那4枚金光闪闪的勋章时，其背后的

酸甜苦辣就立刻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鲜

活于眼前……

1998年7月中旬，我从济南陆军学院毕

业后被分配到了位于豫南小镇上的某步兵

师当排长。当时，正值50万大裁军实质展开

期，我所在部队要由师整编为旅。8月1日上

午，师里刚刚举行过向军旗告别仪式，准备

精简整编。意想不到的是，当天晚上，由于湖

北地区连降暴雨，嘉鱼县牌洲湾长江大堤突

然决口，长江汛情告急，大武汉告急。深夜时

分，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立即赶赴灾区

抗洪抢险。我跟随连队于8月2日凌晨以摩托

化机动方式向湖北方向挺进。过武汉、经荆

州、到石首，在抗洪一线的46个日日夜夜里，

我和连队官兵一起激战久合垸、苦战新字

岗、夜巡长江堤，扛沙袋、堵管涌、筑子堤，用

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钢铁防线，确保了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期间，有任务

时，我和战士们一样冲到一线同洪魔搏斗；

休息间隙，就抓紧写写官兵的感人事迹。没

有桌子和凳子，我就找来一块硬纸板，垫在

膝盖上写。加之天气炎热，常常是汗水湿透

衣背、打湿纸张，我先后在军地报刊发表新

闻稿件近20篇。抗洪抢险结束，我所在师荣

立集体二等功，我个人也荣立了军旅生涯的

第一个三等功，这让我第一次尝到了新闻报

道工作的甜头，更让我坚定了“埋头苦干，当

老实人不会吃亏”的决心和信心。

我的第二枚三等功奖章是2003年获得的。

那时，我刚刚走出军旅生涯的一段低谷。2002

年11月，我结束解放军报社第十届通讯员培训

班为期3个月的学习刚回到旅里，就被选调到

集团军宣传处帮助工作。从旅机关到集团军

战役机关，平台更大了，机会更多了。这对我

来说，将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按照常

理，帮助工作几个月一般都会留下来正式调

入纳编，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

年春节刚过，集团军政治部换了主任，新官上

任三把火，新主任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清理机

关超编问题。作为宣传处帮助工作时间最短、

资历最浅的同志，领导们权衡来权衡去，最后

还是决定让我先回原单位。2003年6月2日晚，

部首长特意在集团军招待所为我们6个人饯

行，虽说部处领导对我们几个月来的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鼓励我们回去之后好好干，但

我的心情还是低落到了极点。那一夜，从来没

有失眠过的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委屈的泪

水不知不觉中打湿了枕头。

重新回到旅里，总感觉自己是被“贬”下

来的，总觉得别人都在投来异样的目光，我

时常提醒自己：越是在这个时候，越不能气

馁，越要更加努力，只有干出优异的成绩才

能更好地证明自己。那段时间，我如履薄冰、

“忍辱负重”般地暗暗用劲，每天坚持白天下

基层采访，晚上加班写作，几乎是日写一稿。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很快，我采写的稿件接

连见诸报端，尤其是反映旅党委“以具体求

深入抓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贯彻”的

消息稿件还分别登上了《解放军报》和《前卫

报》一版头条的“大雅之堂”，打破了旅里多

年没有上过军报头条的落后局面，旅首长和

机关的同志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并纷纷

竖起了大拇指。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

脑。2003年10月，副旅长夏世富因“正确面对

个人进退去留”事迹突出被确定为重大典型

进行宣传，由中央媒体、军区机关、集团军机

关组成的庞大采访团进驻旅里，这也给我崭

露头角、施展才华搭建了舞台，带来了机遇。

作为旅新闻干事，我主要负责上通下联、协

调保障、协助写稿等工作，经过采访团历时

10余天的艰苦细致采访、写稿、协调，从当年

11月份开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

青年报》《光明日报》以及军区《前卫报》等媒

体连续集中刊发了反映夏世富事迹的报道，

给全军正在进行的新一轮调整改革树立了

榜样，吹来了一股新风正气。年底年终总结

时，我还在首都北京协调发稿事宜，部里主

动给我报请了三等功。从中我也悟出一个道

理：领导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只要你有了成

绩，大家都会看得见。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部队搞新闻报道的

容易立功，而且二等功也不算难事。此言不

虚，我身边很多新闻战线的同行都立过二等

功，有的还不止一次，而我算是屈指可数的没

有立过二等功的。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机会，

只怪自己关键时候掉了链子。2007年11月下

旬，按照年度工作惯例，正是部队年终总结、

选改士官、老兵复退的繁忙时节，这个时候集

团军党委机关首长都要带工作组下到各旅团

蹲点指导工作。这年我刚好留守，没下部队。

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集团军赴炮兵旅工作

组王干事电话，说集团军高政委指示，让我连

夜赶往炮兵旅，抓紧采写该旅选改士官中坚

持阳光作业的经验做法，首长还明确指示这

个稿件要上《解放军报》一版头条。任务紧急，

我一点也不敢马虎，当天晚上就赶到炮兵旅

展开了采访工作。我一边看资料、搞座谈、理

思路，一边和军报驻军区记者站站长黄超联

系，他因为有别的任务不能过来指导，我们多

次进行电话沟通，并就稿件的主题思想和写

作路子进行了反复探讨。我仅用一天多时间

完成了一篇2000余字通讯稿件的采访写作，第

一时间赶到报社进行通联协调时，已经是11月

28号了。新闻本身就是易碎品，况且这条新闻

的时效性更强，也就那几天时间，过了这个村

就没了这个店。我不可谓不用心，也不可谓不

努力，但因种种原因，稿子最后还是没能登上

一版头条，只在一版发了出来。

关键时候没有顶上去，没能完成首长交

给的任务，我因此给首长留下了“能力素质不

足，任务没有完成好”的印象。这也一下子把

我之前的成绩给抹杀了。当年年终总结中，集

团军政治部本已通过了我的二等功立功事

项，结果在军常委会上，高政委一句“司伟宽

立二等功有点高了”，会场上再也没人说话。

“煮熟的鸭子到底还是飞了”。最后，我由二等

功降为三等功，这算是我的第3枚军功章。我

能怪什么呢，怪只怪自己没有好好把握机会。

不过，栽个跟头捡个明白：领导交办的事要坚

决全力以赴，关键时刻必须得瞪起眼，哪怕是

你不吃饭不睡觉，甚至“不择手段”，毕竟有些

事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

历史的指针定格2008年5月12日14时28

分，四川汶川地区突发8.0级大地震。顷刻间，

山崩地陷，生灵涂炭。国之大殇，十万火急。5月

12日深夜，我所在集团军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命

令后，动若风发，星夜启程，千里驰援四川灾

区。当时，我正在驻豫南某摩步旅采访，13日凌

晨时分，我随部队登上了赶赴灾区的专列，昼

夜兼程于15日早上抵达彭州市白鹿镇重灾区，

不顾连日旅途疲惫，来不及卸下背包，来不及

吃口干粮，我就和官兵们一起投入了抢险救灾

战斗。我们穿越深山峡谷地带，历经数十次余

震，先后攀越300米以上滑坡路段62处，600米

以上无路陡峭山崖15座，途遇塌方滚石23次，

将受困于2500多米高山上的26名老人成功救

下山。

把灾区当战场，视任务为生命，哪里有需

要就奔赴哪里，哪里有线索就战斗到哪里。从5

月15日起，在集团军部队所辖任务区高度分

散、本级报道人员少的情况下，我遵照集团军

首长指示，先后往来奔波于彭州市、青川县、广

元市朝天区等重灾区，几乎每天都冒着余震塌

方危险，穿山越岭，深入救灾一线采访，采访完

就接着加班写稿，写完无论再晚也要赶到市区

把稿子发出去。那段日子，白天晚上连轴转，

吃不香睡不稳，累得腰酸背痛、颈椎病和腰椎

间盘突出复发也不罢休，真可谓不讲条件、不

惧生死、迎难而上、任劳任怨。至7月25日回撤，

奋战灾区近70天，用忠诚、责任、英勇和奉献展

现了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过硬素质，为鼓舞部队

士气、激发官兵斗志，树立前锋劲旅形象作出

了应有贡献。抗震结束后，我被济南军区表彰

为“新闻报道工作先进个人”，并荣获了我军旅

生涯的第四枚三等功奖章。

时间像一个沙漏，指缝中溜走，回忆里太

多起起落落。从2009年2月我任职集团军宣传

处副处长后，虽然中间还有过几次立功受奖的

机会，但我都毫不犹豫地让给了处里其他年轻

的同志，我们当年不也是这样由老同志们一路

让出来的吗？人生没有回头路，很多事情只有

在回头审视时才会看得更加清晰，很多当时当

年当局没有明白的道理，过后才会“恍然大

悟”。也许随着年龄增长和职务变迁，我在军旅

生涯中以后很难再有机会立功受奖了，但我会

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去珍惜已经取得的荣

誉，我会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呵护好我的

每一枚军功章，因为它们凝结着我的拼搏和汗

水，见证着我的军旅和奋斗。每当看到它们，

我就浑身徒增无穷的力量，永远激励着我在人

生路上奋发向上，时刻警醒着我倍加珍惜来之

不易的荣誉，无论干什么都要为它增光添彩。

军功章将永远闪亮在我的内心深处。

（作者系汝州市市委常委、市人武部政委）

尊敬的魏老师：

你酷爱教学，专心教育，独立思考，潜心钻研，使

语文教学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给我们留下了永不

磨灭的印象；你历尽坎坷，数经曲折，但你胸怀坦荡，

心若日月，对党的教育事业忠心耿耿，为祖国的教学

工作呕心沥血；你为人师表，光明磊落，表现出一个中

国知识分子崇高品德和宽广胸怀。

赞魏老师（外一首）
历尽坎坷爱国痴，

两鬓斑白秉性直；

一瓣心香系学子，

甘做蜡烛铺路石，

精益求精勤雕琢，

书文诗画皆相知。

喜得东风化春雨，

桃李满园颂恩师。

赞市实验幼儿园
（外甥张驰市直实验幼儿园三年学习有成，老师

关怀有加，以文记之。）

三年寒暑情谊深，近日离别实难分。

学习生活付出多，春雨润物孟母心！

一日为师终为父，千日关爱胜至亲。

来年学习根基固，望作栋梁谢师恩。

七绝·紫云山（外一首）
荫孙利芳

奇峰林立危崖耸，

古寺清幽避世来。

四代同堂博物馆，

云湖旖旎赛瑶台。

（观音堂，又称紫云寺，是紫云山最重要的名胜

景点之一。紫云山风景区是一个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新生代的岩石均有地质出

露，被称为天然地质博物馆。紫云湖也是紫云山风景

区的景点。）

七绝·紫云湖
迎客山川似锦屏，

碧波荡漾水清凌。

金龟望月雄狮卧，

洞邃石白入画中。

（迎客山，山门西边的秀丽小山，是紫云湖风景

区的天然屏障，让整个景区藏而不露，又称之为锦屏

山。金龟望月和雄狮卧莲台都是紫云湖风景区的景

点。紫云湖峡谷洞身石奇，谷底巨石遍布，色白如玉，

如诗如画。）

清晨，我和爸爸早早起床，做好准备，开始

出发！今天早上的目的地是滨河公园！遗憾的

是，爸爸的脚受伤了，不能陪我轮滑。不过没关

系，我们可以骑电动车去。

一到滨河公园，我们就被满眼的绿色吸引

住了。大树是绿色的，草儿是绿色的，就连湖水

也绿色的。草地上偶尔点缀着几朵小花儿，虽然

不多，但却五彩缤纷。微风轻轻拂过，一股清香

扑鼻而来，让人沉醉。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林间小道一边散步，一

边唱着欢乐的歌，一边欣赏路旁的美景，心情格外

舒畅。爸爸不愧是一个幽默大师，一个个笑话把我

逗得哈哈大笑，连树木都被逗得咯咯咯地笑。

突然，我看到一种奇特的叶子。就怀着好奇

的心情轻轻地摘下一片，放在手掌上细细的观

赏。只见它圆圆的，碧绿碧绿的，中间凹陷，像一

个小碟子。我忍不住用鼻子闻了闻，一股讨厌的

花椒味直冲进我的鼻孔，我大声叫道：“好难闻的

叶子呀！”爸爸也摘下一片闻了闻，微笑浮现在他

的脸上：“挺香的叶子，你怎么会说它难闻呢？”我

疑惑地又闻了闻，还是原来的味道。难道爸爸喜

欢这难闻的花椒味？这让我想起了水果店里的榴

莲，有的人喜欢它的香味，可有人却觉得它臭不

可闻。

爸爸拿起长长的叶柄，在耳朵旁扇了扇，我

也模仿爸爸的模样在耳朵旁扇了扇，哇，真凉快

呀！我又忍不住闻了闻，咦，花椒味怎么不见，变

成了淡淡的水果的清香？我仔细一看，原来我刚

才闻的是背面，现在闻的是正面呀。正面和背面

的气味不同，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叶子呀！

爸爸告诉我，这叫黄栌树，它的芯是金黄金

黄的，可以制造名贵的家具和装饰品。

今天早上的这趟游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

界!

点评：小作者的这篇文章简
洁明了，语言朴实又不失活泼，情

节生动有趣，字里行间跳动着的

童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 的 军 功 章 故 事

贺魏恩照老师六十三岁寿辰
●张文彬

晨游滨河公园

这次，毛泽东又住省委九所六号

楼。刚下汽车，他就认出了三年前见过

的服务员郭国群、曾彩谋，念着她们的

名字握手寒暄：“小郭、小曾。你们还在

这里。”

为保证毛泽东在长沙的安全和

休养，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都作了

详细安排。省委成立了警卫工作指挥

领导小组。省委主持工作的第二书记

张平化任总指挥，省委书记李振军和

省公安厅厅长高文礼负责具体工作。

省委九所六号楼，是毛泽东爱住的

地方。六号楼，其实是一座平房，位于绿

树成荫的陈家山下，南面是省委接待

处，北面通烈士公园，东面是省委大院，

清新、幽静，透着生机活力。原毛泽东秘

书张玉凤曾对笔者介绍说，九所后面的

陈家山种了很多橘子树，结满金黄的蜜

橘。毛主席喜欢在橘林中散步，晒太阳，

有时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警告工作人

员，不要打橘子的鬼主意。他对湖南省

委大院的植树绿化很满意，有清新空

气，又生产水果。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中央没有委托

他什么工作。实际上，自他住下以后，每

天都有一架飞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

送来文件，然后又带走他批阅的文件。

他说到长沙来“养病休息”，但他每

天休息的时间很少，从夜幕降临到天

明，仍然通宵达旦孜孜不倦地工作。时

而批阅文件，时而翻翻带来的书籍，累

了就闭目养神。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下午，他有时在房间工作，有时在台阶

上，坐在圈椅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听工

作人员念文件、书信和报纸。在眼睛几

乎失明的情况下，他用“听文件”的方

式，继续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倾听

着国际上的风云波涛。

毛泽东在听汪东兴读《新民主主义

论》时，引发了一段对党史的回顾，他

说，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

建立党组织，1921年到上海参加第一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打了六年“工”，还

帮助国民党做了不少事。那时我对中国

革命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弄清楚。1927

年，我们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亏，这时

才认真深入研究中国问题，做了很多调

查研究。从1927年到1940年，经过13年

的研究和实践，才写出《新民主主义论》

这篇文章。读《新民主主义论》要理解其

基本观点。比如，中国革命虽然是民主

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否则

难以取得革命胜利；既然是搞民主革

命，革命就要分阶段进行，在无产阶级

领导下，建立革命阶级专政；还有，一定

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条

件。

毛泽东在长沙的生活，除了在党和

国家人事安排上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

以外，剩下的时间，是在养病休息中度

过。他在重病之中，仍然给予湖南省工

作和湖南人民以关怀，使省委负责同志

和接待工作人员都深为感动。

毛泽东的饮食习惯仍保留家乡特

点，也十分朴素节俭。他喜欢吃芋头、萝

卜菜、烧红薯、玉米、土豆饼、菌子、肉

泥、鲢鱼尾、火焙鱼等。由于保健医生的

严格要求，他很少吃辣椒。

毛泽东此时牙已不太好，饭菜都要

求做得烂。厨师们炖、蒸、煮，精心地将

菜肴做得更适合他的口味。接待处厨师

石荫祥说，有一次做水鱼给主席吃，我

先把它蒸烂，把骨头去掉，然后用碗盛

着连汤一起放到烧红的铁板上去烤，等

汤汁黏了，再端下来送给主席吃。主席

说这样好吃，以后就照这样搞。

石师傅还介绍说，主席要吃饭时，

我们手脚都很快，一般在半小时之内就

可以将饭菜做好，送上去。主席工作很

忙、很累，我们要是稍微延误一下，主席

就可能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业余时间，毛泽东喜欢看湘剧、

花鼓戏、京剧的传统剧目。可是这些

剧目在“文革”中除“四旧”给除掉多

年，剧团都不敢演了。省委就组织湖

南各地方剧团重排演出，通过电视转

播，在九所播放给毛泽东看。看什么

节目，由省委接待部门列出节目单，

请毛泽东阅后亲自圈定，类似“点

戏”。湖南文艺界和电视台就组织演

出和播放。电视转播的传统戏曲《刘

海砍樵》《讨学钱》《苏三起解》《哭碑

林》，都是毛泽东点看的剧目。

（未完待续）

●司伟宽

国 画
徐亚利 作

●上河小学三一班 吴依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