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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时空品时空诗诗
前些日子，老部队的一位老

首长路过信阳，我和夏世富去看
他。老首长很高兴，相互问候后，
老首长直言不讳地说我俩是部队
里真正有缘分的人。

1990年，我是豫南陆军某师
的宣传科长，夏世富是师所属团
的一位连长。夏世富军事训练过
硬，带兵能力强，是师里公认的优
秀连长。那年，他不仅带出了先进
连队，还在原济南军区的军事比
武中过关斩将，成为全军优秀四
会教练员。师里选树他为连长标
兵，还给他记了二等功，组织部门
整理上报了夏世富的先进事迹材
料，我带领有关人员采写了他的
先进事迹报道，引起了上级党委
机关对夏世富的关注，组织联合
考察组对夏世富带兵训练的先进
事迹进行调研后，授予他模范连
长荣誉称号。

1998年，夏世富已是一个团
的团长，我是另一个团的政委。那
年 8月，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我们
师奉命执行抗洪任务，我和夏世
富分别带领部队参加了湖北长江
段的抗洪抢险，完成任务都很出
色，不仅各自带的单位被评为先
进，我俩也分别被上级党委记了
三等功。抗洪任务结束后，根据军
委的部署，部队精简整编，我们师
的编制被撤销改为旅级单位，我
和夏世富所在团，则撤团各自缩
编为一个营，我俩都被编余。按照
组织的安排，夏世富临时负责200
多名编余干部学历升级班的工
作，我则负责师改旅善后的工作。
我和夏世富都愉快地服从了组织

决定，并尽心尽力地努力工作，得
到领导认可。不久，我和夏世富又
同时纳编，夏世富任副旅长，我任
旅副政委。2001年年初，我提升交
流到军分区系统任政治部主任，
夏世富仍留在旅里任副旅长，我
俩之间联系才渐渐少了。

2004年 12月的一个傍晚，已
是一旅之长的夏世富突然来看
我，他是参加所在集团军的党委
扩大会，顺路来叙叙旧的。闲聊
时，他说起了我写的那篇《“胖司
令”纪事》的报告文学。说“胖司
令”写得真实可信，挺感动人的，
而众多写他的东西，他总感觉缺
点什么。我说不是缺了什么，是叙
述方式不同，他们写的是新闻通
讯，是以事实说话，而我写的是报
告文学，虽说同是用事实说话，但
却是用文学语言来表达，用主人
公的形象来感染人的。

我又回顾了夏世富叙说当
副旅长这些年来受到多方磨炼
和考验的丰富经历，认真翻看报
纸对他先进事迹的宣传，感觉到
夏世富这些年的不容易。在任职
6 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三次代理
旅长，期间的酸甜苦辣，可谓是
冷暖自知。他忠于职守，敢于坚
持原则，维护基层官兵利益。对
于夏世富来说，管钱管物而不肯
睁只眼闭只眼，就是在无所畏惧
地与世俗消极负面现象作斗争，
他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推动了
部队良好的风气建设，最终得到
了上下一致的认可，走上了更高
的领导岗位。应该说，每个人的
人生考验无处不在，特别是关键

时候的考验，更是考验人的。夏
世富在这一段面对考验时的成
功经验，应该让更多人得到启
示。于是，以我对夏世富的熟悉
和了解，结合他的先进事迹报
道，写了篇题为《考验》的报告文
学，发表在《解放军文艺》杂志
上，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夏世富当旅长后，各方面都
挺顺利。特别是2008年，夏世富带
领部队参加四川汶川抗震救灾，
完成任务非常出色，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全国抗震
救灾模范”的称号，他还当选了十
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8年 5月，
我提升到信阳军分区任政委。
2009 年 7 月，夏世富提升交流到
信阳军分区任司令员，我俩分别8
年后，又在一个班子共事，成了名
副其实的搭档。

我和夏世富由于彼此非常熟
悉，又有干好工作的共同追求，很
多事情都能想到一块、说到一块、
做到一块。以身作则做好榜样，身
体力行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使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好的成绩，
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

而今，我和夏世富先后退休
了，两人都选择在信阳安家，同
住一个小区，又成了邻居。我和
夏世富都明白，我们有这样的缘
分，都是党组织培养和安排的。
不然，我们一个在江西入伍，一
个在四川入伍，军龄又相差好几
年，是很难有这样的缘分的。虽
然我们都退休了，但依然保持军
人本色，听党话，感党恩，永远跟
党走是不会退休。

溯 缘 纪 事
韩强毛

爱亲情爱亲情至至

堂叔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长年累月与黄土地打交道，一张
黝黑的脸颊，早已被时光老人无
情地雕刻出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沟
痕，每道沟痕里都藏着苦涩的故
事。角落里那条紫色的大扁担是
堂叔的好朋友，它和他一起挑着
瘦骨嶙峋的日子，倔强地追求着
心里渺茫的梦想。

堂叔一生很少生病，他常自
信地说，他要奋斗到八十岁，再歇
歇。或许他会给自己预测一样，
过了八十岁后，堂叔的身体每况
愈下。

今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上
午，堂叔铁打的身躯，与万恶的病
魔作出最后的搏击，纵然使出浑
身解数，也敌不过冰冷的自然规
律，终于在 83岁时倒在了他无限
眷恋的农村这片热土上。

堂叔一生有着不怕吃苦的精
神，冬天一双大脚很少穿袜子；夏
天，光着大赤脚板子常常行走在

为日常生计而奔波的小土路上。
正是这种大大咧咧而又肯吃苦的
精神，才撑起他那常年漏雨的三
间茅草房，才给予婶子眼睛里的
生活希望。

社会主义的农村生活，在党
的政策引导和庄稼人的肯干、苦
干的精神下，逐渐有了起色。山
外精彩的世界，时时刻刻地吸引
着很少走出大山的人们。

见惯了城市的高楼，农村的
小伙子心潮澎湃，他们觉得此生
应该有责任让自己的父母住上小
洋楼。这种朴实的想法邂逅小伙
子们的勤奋耐劳，绽放出多彩的
理想花朵，并在广阔的农村天地
里很快呈现出燎原之势。

这种燎原之势，注入了勃勃
生机，为农村旧貌添了新颜，也形
成了农村经济良好循环的局面，
面对一块块红砖，堂叔感慨地说，
他此生绝没想到还能帮别人盖红
砖洋楼。一幢幢小洋楼沐浴着春

天的雨露，微笑着与天上自由飞
翔的小鸟呢喃、与恬静的白云叙
述心中的美意，一幢幢小洋楼如
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为新时代的
农村再添色彩。

祥和的小镇，在和谐的阳光
照耀下，微笑着看着人们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日子不疾不徐地流
淌出幸福的味道，老百姓的菜篮
子逐渐丰盈，以前常常为全家吃
不饱饭而焦虑万分堆满了皱纹的
脸颊，现在渐渐地舒展开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堂叔无
奈地望着亲人都围绕在他的身
旁，心里纵然有千万个不舍，此时
已说不出一个字，只能任由时光
无情地剥夺仅存的微弱念想。堂
叔用敦实的身体扛起83年的风风
雨雨，用那双粗糙大手牵着婶子
扶着孩子，在多彩纷繁的人世间
找到生命的自尊。

驾鹤仙游的堂叔，请一路走
好，想您，就如想念我的父亲。

等雪来
等待一场大雪，撞击孩子们的尖叫
蘸满童趣的雪球，在童话里飞舞

深深浅浅的脚印里，踩下欢乐与歌声

期待大雪，覆盖麦苗的长梦
乡亲们将站在田垄上，点燃一支香烟

让雪，温暖期盼

等到大雪飘飞的日子，年的脚步
就近了，那团圆的酒杯里

升腾着喜庆与泪花
留守儿童们，一下扑进春天的怀抱

盼望一场大雪，用刀锋
涤荡所有的污浊与荒芜

让清爽的尘世，一片纯洁与唯美

等候大雪，穿过天宇
唤醒冬眠的意象与良知

雪落故乡
一片白色的童话，浸润了故乡

所有的农事
滚烫的记忆，在雪地里拔节成剧本

白雪包围了母亲的菜园
白菜瑟缩成一团雪球

萝卜泰然地继续发胖，韭菜躲在雪被下
用分行的文字，述说母亲的辛劳

父亲种的麦苗，被雪压住了头颅
那些油菜的惊叫，被雪的狂野湮没

整个田园里，涌动的春潮
蓄势待发

奶奶坐在火塘边，烧水壶里
溢出老掉牙的故事

有轻微的鼾声响起，与落雪的低唱交融
在我的耳边回荡

雪中行
踩在幽灵的脊背上，我的意念被逐渐俘获

断裂的声响漫过乡愁，在耳边萦绕成
一种遐想的序曲

世界顿时静了下来。
思维的箭镞，找不到靶心

我的行走蹒跚成一头老牛的溜达，宛如我
潦倒的前半生

白雪的夙愿最终落空，那些荒芜还在挺立
我的诗句并没有被风吹走，还在

树梢上忧伤
我在原野里寻觅着雪后的彩虹，当然

还有充饥的菜蔬

在雪中行走，在天宇与大地之间抉择
有一双眼睛按捺不住地仰望，更多的目光

在雪地里凝视，在质朴的田垄上缠绕

雪落故乡(组诗)

桂 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