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
都感到自豪。

1979年 12月，我光荣入伍。刚刚
跨进军营，部队即对我们这些新战士
组织开展红色革命史教育活动，让大
家追思先烈不忘先烈，是他们抛头颅
洒热血创造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我被分
到团直高机连二排五班，排长和副班
长是我们南阳、洛阳老乡，虽说是老
乡，他们对我要求都很严格。反倒是
感觉四川剑阁的班长蒲文顺对我关
心些，当时投弹、单双杠成绩上不去，
于是班长就带我早练、晚练“开小
灶”，从而使我的军事技术得以很快
提高。

高机连配发的是 14.5毫米双联高
射机枪，我担任的是二枪手，为一枪手
提供精确的航路数据。除了操课，休
息时间也主动对着操场上的航模器
练，也就是模型飞机，当时主要练的机

种是苏联、美国的战机，识别他们的机
徽、机型、高度及航路角。

约训练了 10个月，连队便开赴四
川西昌市普格县拖木沟靶场进行实弹
对空射击。经过三天两夜的闷罐、平
板铁运和摩托化行进，连队安全顺利
地开进了拖木沟靶场。靶场地处大凉
山，属彝族地区，军民关系特好，部队
需要什么，地方和群众全力提供服
务。我们全师高炮部队在靶场进行了
实弹打航模机、教练机拖靶，演练也取
得了很好的成绩，我获得了从军以来
的第一次连嘉奖。

次年秋天，我们连到贵州习水县
寨坝山区进行夜间打灯笼夜练，每晚
红红的灯笼飞上天空，随着指挥班测
距由远而近的报数，只听连长一声：

“放！”一时间，“哒、哒、哒、哒”的曳光
弹划破夜空，只见一个个灯笼被命中
落下，一时间整个山谷的夜空都是五
彩斑斓的。

1981年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位
于市中区的 13军教导大队，大队设在
军大院的西南侧，设一、二、三、四中
队，主要用于战后培养连排干部和部
队急需的人才。我先后被分到三、二
中队，主要是为这里的学员提供后勤
保障服务，先后做过炊事员、勤务兵，
学员中有成都军区、昆明军区授予的

“战斗”英雄及一、二、三等战功荣立
者。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学到
了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精
神，学到了他们在战场英勇杀敌的军
人血性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1983年，我服役期满退伍回到家
乡，先后从事过治安管理、民兵和公安
宣传工作。工作中，时刻发扬人民军
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事事做在
前、走在前，因此年年被县委、县政府
评为优秀新闻工作者，尽管工作中遇
到诸多困难，但我始终以一个兵的标
准要求自己。

2014 年、2017 年，我先后两次回
到驻渝老部队。一次是同团直属队
的通信连战友一起，再回营，老部队
已旧貌换新颜，此时的车辆、枪炮已
全部换装，营房也由过去的起脊房变
成了楼房。让我们惊喜的是，时任
111团团长、政委、参谋长都专门看望
了我们这些当年的老兵，并合影留
念。另一次是回到了我们的高机连，
当时连队已改成高机（炮）连，装备也
换了。这次炮兵营长及团政治处的
同志看望了我们，并参观了连队荣誉
室，这里还能看到老连长、老指导员
的身影，也有我们这些老兵的连史记
载。新老战友叙连史、谈友情，十分
的喜庆热闹。

军旅生涯是我们这些老兵们一生
的荣光，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情感深处· 

妙笔人生  ·

诗品时空  ·

夏夜的白月光夏夜的白月光，，
穿过浩瀚的苍穹穿过浩瀚的苍穹，，
透过幽静的窗透过幽静的窗，，

倾泻在我的床上倾泻在我的床上。。
如水如水，，如霜如霜。。

夏夜的白月光夏夜的白月光，，
飞跃时空飞跃时空，，

照进我的心房照进我的心房，，
泛起如烟往事泛起如烟往事。。
堆积的思念堆积的思念，，
如河流淌如河流淌。。

夏夜的白月光夏夜的白月光，，
洞穿了我的思念洞穿了我的思念，，

近在身旁近在身旁，，却似远方却似远方。。
如同这午夜的白月光如同这午夜的白月光，，

寂静得让人心慌寂静得让人心慌，，
如梦般悠长如梦般悠长。。

夏夜的白月光夏夜的白月光，，
翻开了我的忧伤翻开了我的忧伤。。
牵挂着你的牵挂牵挂着你的牵挂，，
忧伤着你的忧伤忧伤着你的忧伤。。

如同这夏夜皎洁月光如同这夏夜皎洁月光，，
无法触碰无法触碰，，无处躲藏无处躲藏。。

如恍如恍，，如网如网。。

夏夜的白月光夏夜的白月光，，
请带走这思念吧请带走这思念吧！！
还有我的神伤还有我的神伤，，

愿化作一粒尘埃愿化作一粒尘埃，，
融入这如水月光融入这如水月光，，

慢慢消散慢慢消散，，默默凝望默默凝望。。
无痕无痕，，无伤无伤。。

夏夜的白月光
喻奇章喻奇章

军旅生涯军旅生涯，，一生的荣光一生的荣光
王长江

我的父亲今年83岁，是一名退
休老教师。虽离开教育岗位已 23
年，但父亲的教育情怀一直影响着
我们。

父亲 20世纪 40年代出生在息
县一户贫穷的农民家庭。6岁时，
我的奶奶因病去世，他和我的爷爷
相依为命，依靠亲戚和邻居的接济
度日。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刻苦好
学，他于 1959年 9月考入潢川师范
学校。从此，当一名好教师就成了
父亲一生的追求与梦想。同年，我
的爷爷也因病去世，父亲说从那时
起，他依靠国家补助度日，直到完
成三年的学业。

1962 年 7 月，父亲潢师毕业。
当时，息县师资力量奇缺，他完全
可以留在县城教书，但是农村更缺
教师，他毅然回到了家乡小学任
教。领导看他人老实、工作又勤
奋，就派他去离公社20多里并急缺
老师的种子场大队任教。5年后，
他调回家乡李店大队小学任教并
担任校长。

我五六岁的时候就随父亲到
学校上学，他每天上下班必带着
我。记得有一天下大雪，天寒地
冻，学校有两个孩子闹别扭不辞而
别。父亲知道后，赶紧追到孩子
家，耐心细致地做孩子父母的思想
工作，父母说：“不上算了，正好家
里干活缺劳动力呢，还省得交学费
了。”那个年代的孩子因家庭贫困
或无劳力，辍学是常事。后来一连

几天，父亲每次下班后都去他俩家
劝学，一直把他们劝回学校。

那时，每学期父亲主要依靠免
收学费的方法留住上不起学的贫
困孩子。有一个学生，因为父母常
年不在家，家离学校又特别远，他父
母非要把他送给我父亲做干儿子，
住在我们家上学。为了这个孩子不
辍学，父亲只好收下一个干儿子，后
来这孩子考上了大学。有的老师疑
惑地说：“他不上学跟咱们也没什么
关系呀，陈校长，您图个啥呢？”父亲
说：“知识能改变命运。老师的职责
就是千方百计留住每一个要辍学孩
子，让他们安心学习。”这就是父亲
朴素的教育理念。

父亲每天都要精心备课到深
夜。他利用游戏法、说唱法及数火
柴棒法让学生把各种数学口诀表
背得烂熟于心。父亲还费心费力
想尽各种简便方法教学，我当时不
解，不就是教小学数学吗？加加减
减很简单呀。父亲却说，一个优秀
的老师应具备化繁为简的能力，用
更简单通俗的语言来传达知识，让
孩子体验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终身
受益。父亲竭尽全力投入教学工
作中去，一辈子为家乡的教育事业
无私奉献。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那么艰苦，
每当过年的时候，父亲就会喊邻居
家的孩子来我们家吃饭。每次二
姐就抱怨：“自己家人还吃不饱呢，
还喊人家的孩子。”父亲拍着二姐
的头说：“你看这几个孩子，有的家
庭贫穷吃不上饭，有的爸妈不在

家，有的还是孤儿，能让他们过年
开心一些不好吗？”每年冬天，父亲
还将我们从自留地刨出来的麻秆
根、树根等带到学校供学生取暖。

父亲辛勤培育学生的同时，还
要挑起家庭的重担。让我们感动
的是，在家里经济那么困苦的情况
下，父母坚持让我们兄妹四人上学,
我和二姐都考取了师范学院。为
让我们上学，父母特别勤劳，家里
六口人的农活都落到了他和母亲
的肩上。父亲白天教学，夜晚干农
活，全家人最犯愁的是没人能挑动
稻捆子。母亲把稻捆子捆得足够
小，但父亲个头小，看他蹒跚起步
挑稻捆子的样子，我们心里也很着
急，后来幸亏有邻居帮忙。

父亲教的学生，有很多在城里
工作，有老师、政府要员、公司老
总、医生等。当年的学生们经常来
看望他，这是父亲意气风发、幸福
满满的时刻。父亲的一位学生在
千里之外打工，听说父亲眼睛不
好，专门从外地寄回来眼药水，这
让父亲格外感动。还有一位学生
说：“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人就是陈
老师，小学三年级时，我辍学在家
放牛，幸亏陈老师到我家做思想工
作，我才能有幸回到教室学习，才
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父亲常说
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有下辈子，我
还选择当教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一
名人民教师，父亲兢兢业业，尽到
了本分和责任。作为一个父亲，他
却是我一生的老师。感恩父亲。

父 亲
陈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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