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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特稿

爷爷和父亲
庆国庆的幸福经历

不抽烟的我， 却迷恋上收集
烟标， 这缘自儿时的经历。

小时候 ， 没有什么好玩的 ，
放学后和邻居小伢们撅着屁股，
趴在地上 “打撇撇” （香烟盒子
叠成三角形纸板）， 直到大人喊
吃晚饭才回家 。 “撇撇 ” 输光
了， 星期天， 我就兴冲冲地到马
路边、 汽车站、 船码头去捡香烟
盒子。 长大后， 几次搬家， 都没
舍得扔 “撇撇”。

当兵时， 我把收藏烟标发展
成爱好。 看到战友吸烟， 只要是
我没收藏的牌子， 就要下烟盒 ；
战友出差， 我总要叮嘱： “别忘
了带几盒当地烟回来。”

那是1999年国庆节， 我在夫
子庙文化市场地摊上发现一枚国
庆烟标， 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这是南京卷烟厂1984年为纪念建
国35周年设计的国庆烟标， 该标

以大红色铺底， 烘托出浓浓的节
日喜庆气氛， 以古朴精美的华表
与雄伟壮丽、 金碧辉煌的天安门
城楼为主元素图案， 表达了中国
人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新中
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 代表35
周年的 “35” 两个数字位于中央
位置， 腾空绽放的烟花让人不由
得联想到首都国庆夜的祥和欢腾
景象； 副图上 “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35周年” 字样， 呈半圆
形冠于天安门图案上。 这枚烟标
生产周期短， 存世不多， 十分珍
贵。 我买到此烟标时， 恰逢祖国
50华诞， 可谓喜上加喜。

直到现在内退了， 收藏烟标

一直伴随我的业余生活。 我通过
交换、 淘宝和网上购买等渠道先
后收藏到了北京、 上海、 天津、
长沙等卷烟厂家出品的 “香山”、
“欢庆 ” 、 “大庆 ” 、 “礼花 ” 、
“宏图” 等七十余枚烟标。 一枚
枚精美的烟标记录了共和国成长
的足迹， 为新中国的生日留下了
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值此共和国成立66周年华诞
之际， 品赏把玩这方寸烟标， 仿
佛将我带入一个个欢庆的节日
里， 让我沉浸在一片欢乐幸福的
海洋中……在欢乐中让我深切地
感受到伟大的祖国日益富强， 体
会到今天幸福生活比蜜还要甜！

每到国庆佳节， 我就不由得
想起了爷爷和父亲庆国庆的两次
幸福经历。

听生在古塞雁门关下的爷爷
讲， 那是1955年， 山西省代县县
委决定， 要在夜袭阳明堡飞机场
遗址上建一个农场， 保护这个具
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遗
址， 将来教育子孙后代。

当时， 爷爷被县委任用为筹
建农场的党支部书记。 从此， 爷
爷就把自己交给了阳明堡西南，
滹沱河北岸的这片盐碱滩。 他很
快就和农场职工一道， 自己动手
盖起了职工宿舍和食堂。 然后针
对盐碱地的土质和气候特点， 大
面积地播种了向日葵， 这已经是
1956年的春天了。

这一年的向日葵长的特别喜
人， 所以在国庆节那天， 农场的
欢庆仪式就是在向日葵地头举行
的。 当时爷爷和农场职工， 在鲜
艳的五星红旗下手捧着月饼和白
酒， 望着那一望无边金灿灿的向
日葵， 仿佛欣喜地看到我八路军
129师第769团的全体将士， 轻装

渡河， 潜入机场与小日本交火，
机场内顿时火海一片。 整个战斗
持续一小时， 营长赵祟德在撤退
时不幸牺牲。 当阳明堡香月师团
装甲车赶来增援时， 我军早已神
速转移 。 此战 ， 毙伤日军近百
人， 炸毁飞机24架， 有力地配合
了忻口战役。 想到这时， 爷爷和
农场职工就把手中月饼和杯酒，
一起洒向了这片烈士鲜血染红了
的热土。 不少人还在激动地呼喊
着： “赵营长， 我们会日夜陪伴
着你们的！”

后来又听父亲讲， 在爷爷的
影响下，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
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 “备战备荒
为人民” 的号召， 从晋北的一所
中专毕业后， 自愿到中条山里的
一个三线厂报到的那天， 正好是
1977年的10月1日。

在上午8点报到后， 父亲和
十几个热血青年把行李往厂招待
所一放， 干部科的刘干事见他们
嚷着要到建设工地上参加战斗，
就笑呵呵地对他们说： “都把各
自的饭盒带上， 我领你们去野外

参加引水管道铺设劳动去！” 他
们听了后， 就高兴得跟着刘干事
来到了野外施工现场， 当时已经
有不少工人们， 正在2米多深沟
里铺设着直径半米粗的铸铁管，
没有机械， 全是肩扛手抬， 号子
声不断， 干得是热火朝天。 正好
被前来采访的工厂宣传科的宣传
干事， 抓拍下这个肩扛人拉的场
面。 当刘干事把父亲和另外十几
个新人介绍给工人师傅们时， 工
地上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父亲和另外十几个刚来报到
的新人， 每人手握一把铁锹， 就
开始清理堆在沟边的沙石。 中间
他们才知道， 因为厂里水源不够
用， 只能从5公里外有水源的地
方引进， 才能保证工厂今后的生
产和生活用水。

在野外午餐时， 一来是为了
欢度国庆佳节， 二来是为了欢迎
父亲这些新战友的到来， 职工食
堂破例给他们每人半小碗土豆炖
红烧肉， 外加两个馒头。 晚上在
职工礼堂观看了厂文艺宣传队的
庆国庆文艺演出。

每每看到大哥的这张珍贵的
老照片， 我就激动不已， 思绪万
千！

1978年， 17岁的大哥光荣入
伍， 这张照片就是他在那年国庆
节在天安门照的 。 当兵不到一
年， 中越边境形势吃紧， 哥哥所
在部队奉命参加了著名的对越自
卫反击战。 哥哥自愿报名参加突
击队 ， 首长考虑他年龄小不同

意， 因为拗不过他的软磨硬泡最
后还是同意了。

在夺取一个高地的战斗中，
哥哥和战友们奋勇杀敌， 经过十
几个小时的激烈争夺终于占领了
高地， 有力保障了兄弟部队顺利
穿插， 哥哥荣立了二等功。 至今
那枚军功章还被父亲珍藏在他的
书橱里， 那是哥哥的光荣， 也是
父亲的骄傲！

“龙门崮” 位于山东青州弥
河镇薄板台村， 海拔557米， 亦
是古冰川遗迹， 怪石嶙峋， 山势
险峻。 因突兀于平原之上， 远眺
非常雄伟壮丽。

1998年国庆节， 经不住朋友
相邀， 也为了见证这座神秘险山
的奇观， 有朋友做向导， 我带着
7岁的女儿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
“龙门崮” 的山脚下。

开始爬山， 虽有些陡峭， 但
还是可以轻松前行的。 跟着向导
来到了半山腰， 左侧山体旁只有
一条不足30公分的通道可以前
行， 身体右斜着才可以走动， 双
手扶着山， 小心侧头向左望去，
整个都是悬崖峭壁， 令人不寒而
栗。 而这时想要放弃行程， 回头
已无法转动身体， 所以只能咬着
牙， 壮着胆往前走。 女儿小， 有
向导抱在怀里， 而我此时已无暇
顾及她了， 慢慢地不敢说话， 轻
轻地右斜着身体、 双手扶着峭壁
慢步挪动着。

终于走过了这条人生中最危
险、 最害怕的 “羊肠小道”。 可
接下来， 上山顶的路更难走了。

“怎么走啊？” 同行的同事
几乎同时喊道。

“没有路可走， ‘龙门崮’

就是这么的刺激与凶险， 到了这
里已没有回头路了， 抓着树枝攀
岩吧， 朋友们！” 向导喊着 ， 招
呼大家攀岩。 女儿趴在向导的后
背上， 使劲搂着他的脖子， 我们
也跟在身后抓着峭壁上多年的枝
条， 踩着山石艰难的向上攀登。
历经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
终于登上了山顶， 大家累得一屁
股坐在平坦的山顶石块上， 而我
这位从未经历过如此凶险峭壁的
人， 却来了精神， 望着山下炊烟
朦胧的小山村， 收获的柿子削去
了皮成串的挂满架， 金黄黄照亮
着秋的希望， 山上酸枣红红结满
枝条 ， 不远处草丛中蝈蝈 “吱
吱 ” 叫个不停 。 我拉女儿在这
557米的山顶上席地而坐， 吹着
凉爽无比的秋风， 此时此景还真
的庆幸不虚此行， 不经历风险，
哪来这眼前美好的一幕出现。 在
我陶醉之时， 朋友举起相机， 给
我留下了这最美好的瞬间。

18年了， 回想起当时的这个
国庆节， 真的是意义非凡， 想起
当时爬山时的险恶情景， 至今还
毛骨悚然， 但是我却从没后悔来
过 “龙门崮”， 因为这是在我的
记忆中最深刻、 最险峻、 也是在
山顶看到的最美的山村！

1977年１０月１日， 国营红山机械厂职工正在野外午餐。

国庆佳节
赏“国庆”

天安门前的
兵哥哥

险山峻岭美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