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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我的家乡是在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小村庄。 这里虽没有江南水
乡的水灵秀气， 也没有西南大地
的千娇百媚， 更没有西北塞外的
豪放不羁， 可我还是深深地热爱
着这片给我生命、 给我理想的土
地。 这些年， 家乡的快速发展更
是让我欣喜不已， 尤其是那条带
着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一步
步走出家乡的道路！

提到家乡的道路我总是感慨
万千！ 如今， 畅通无阻的道路让
偏僻老家有了绝域变通途之感。
然而， 就是这条带着我走向远方
的道路， 使我16岁那年第一次体
验了人生中的 “喜忧参半”。 喜
的是我在本村第一个考取了全县
最好的高中， 忧的是学校是在八
十多里路外的县城， 上学必须得
走那条晴天一身土 、 雨天满身
泥， 一里颠十颠、 十里颠断肠的
“水泥” 路。

亲朋乡邻们纷纷说这条路虽
然坑坑洼洼， 但是通过这条道路
可以走出家门， 看到外面精彩的
世界。 大家还说这条路马上就要

大修了， 修好的马路既宽阔又平
整。 第二年暑假， 公路真的修到
了家门口， 隆隆的机器声让村庄
沸腾了起来， 四邻八村的人热议
着这条充满着憧憬和希望的公
路。 虽然闷热难耐， 但是不论白
天傍晚， 道路两旁都挤满了看热
闹的人群。 虽然人们对修建道路
的深刻涵义不甚理解， 但一致认
同道路铺到了家门口， 农产品不
再愁卖了！

当年我开学的时候 ， 我第
一次 享 受 着 汽 车 平 稳 行 驶 在
宽 敞 平 整 的水泥路面的惬意 ，
秋风吹在我因激动而发烫的脸上
格外清爽， 我经历了记忆中第一
次没有晕车的出行， 原来一条好
的道路可以让人舒舒服服地走向
远方……

家门口通上公路的喜悦刚
过， 我开始筹划起自己的未来。
由于天性恋家， 我把自己理想目
标定在附近的一座城市。 一次回
家， 父亲问我知道家门口的公路
通向哪里时， 我回答出理想的目
的地。 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我，

家门口的道路可以通到北京、 上
海……人要把眼光放远一些， 年
轻时多出点力， 这样才能更好地
经营人生。 如果考上了北京的大
学， 在家门口拦辆汽车都可以直
达。 那一夜我失眠了， 家门口就
有一条通往北京的道路， 为什么
就不敢把人生目标定到首都呢？

内心的激情一旦被挖掘， 再
大的困难便也不再可怕， 我的成
绩慢慢地赶了上来。 虽然高考并
没 有 如 愿 ， 但 是 我 还 是 感 谢
这条通往北京的家乡路。 是它，
使我树立了更高更远的人生坐
标， 引导我不断走向更远更美好
的地方。

这几年 ， 我每次回家都强
烈 地 感 受 到 家乡巨大的变化 ，
见证着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和巨
大改变。

村子修建了社区休闲广场和
文化活动中心， 家家户户通了自
来水， 用上了燃气灶、 电冰箱、
微波炉 ， 住上了环境优美的房
子， 公交车也开到了家门口……

生活在变， 环境在变， 如今

的路面更加宽阔平坦， 马路两旁
安装了路灯， 建起了护栏， 种植
着芳香扑鼻的花儿， 还有郁郁葱
葱的观赏树。 每次回家沿着绿色
的公路长廊一路前行， 车在路上
走， 人在景中游， 使我对启迪我
人生的公路的感情更加深厚， 对
给家乡带来无限生机的道路更多
了一份关注。

岁月从容， 时光静好。 不管
我在哪里， 家乡是不变的根脉，
永远回荡在我的梦中。 我一定多
回回家乡 ， 听听永远不变的乡
音， 看看愈加幸福的乡亲， 走走
带我去远方的家乡路！

□梁伟

带我去远方的家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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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军91周年。91年来，
人民军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辉煌的
胜利。展望未来，人民军队顺应世
界新军事潮流，正以强军的姿态，
朝着富国强兵的道路奋勇前行。
“建军节” 期间读读以下这些书，
能够加深对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
认识， 进一步增进对人民军队的
了解， 也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民族
自信和道路自信。

要了解“建军节”的历史 ，首
先就要了解人民军队的军史。《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军事科学出
版社2011年7月出版）， 是由军事
科学院及全军有关单位经过13年
艰苦努力编撰完成的，共270余万
字 ， 全面记述了人民解放军从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 到1978
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 时间
跨度为51年。 本书记述了人民解
放军的战斗史和建设史， 这里有
中国工农红军的十年土地革命战
争史， 有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抗
日战争史， 有人民解放军的解放
战争史， 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
美援朝史等， 同时也记述了人民
军队从1927年创建到现今的组织
编制发展和各级主要领导成员的
变更情况。

人民军队在91周年的发展历
程中， 为保家卫国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强国利器》 （金城
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作者宋
忠平， 系军事评论员、 时事观察
员， 应急救援学者， 他以铁的事
实告诉我们： “富国强兵” 乃古
今中外一切大国的治国治军之

道! 唯有国富， 国防才有可靠依
托； 唯有强兵， 国家才算真正强
大。 对于当代 “强兵” 而言， 其
最深厚之基础仍在于陆 、 海 、
空、 天、 电等先进武器装备的精
心研发与高超运用。

全书紧跟世界军事发展前
沿， 对中国军队如何应对多重威
胁、 提升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提
出了有益的思考。 并完整地展现
了航母 、 核武器 、 导弹防御系
统 、 隐身技术 、 天军等军事知
识， 对比各国最先进军事装备，
分析了国家的军事实力， 详尽分
析了现代大国军事战略和世界军
事格局， 并从军事的角度阐述了
军事实力的提升对我国提高国际
地位、 国际影响力的作用。

中国军队的国际形象如何 ？
在国际事务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
用？ 《走向世界的中国军队》（五洲
传播出版社2016年3月）， 以讲故
事的形式介绍了建国60多年来中
国军队在各个领域的对外交流与
合作。主要包括边防交往、联演联
训、承担国际义务、对外培训、出
国留学、消除战争梦魇，以及人文
交流等方面。 全面展示了中国军
队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开放的姿
态， 表达了中国军队与各国军队
一起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
展的良好愿望。

铮铮铁骨铸军魂， 富国强兵
再扬程。建军节期间品读这些书，
在缕缕书香中身心受到了一次巨
大的濡染和淘洗，也再一次体会
到 了 党 和 人 民 军 队 的伟大 ，人
民军队不愧是亿万人们心目中坚
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铮铮铁骨铸军魂

□刘小兵

———“建军节” 读读这些书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 出 您 青 年
时的小故事 并 附 相 关图片。每
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
的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
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
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
哪些有趣的事情 ？ 如果
有 ， 那就用笔写下来 ，
给我们投稿吧。

戎戎马马青青春春
□吴建 文/ 图

短暂的军旅生活， 被岁月的
年轮碾过。 四年的军营生活， 回
头忆望， 倍感依恋， 那常在耳畔
萦绕的军号声仿佛又把我带回了
绿色的营地。

儿时 ， 潘冬子就是我的偶
像， 他大智大勇、 惊心动魄的战
斗故事， 令我激动不已。 小小的
我每当看到军人都要呆呆地盯上
半天， 梦中也像冬子一样背上了
小步枪。 少年时读了些 “黄沙百
战穿金甲 ， 不破楼兰终不还 ”
“只解沙场为国死， 何必马革裹
尸还” 的诗句， 又身为古人征战
逐虏， 大雪弓刀的豪情所折服，
于是我又向往塞外美丽的北国风
光， 憧憬自己也能从戎跃马， 驰
骋疆场。

为了圆儿时的梦想， 在19岁
那年冬天， 我带着高考落第的失
望和迷惘 ， 带着乳臭未干的稚
嫩， 离别故乡， 泪别亲人， 踏上
了军营之路。 然而， 当我满怀期
冀地来到 “天苍苍、 野茫茫， 风
吹草低见牛羊” 的西北边疆时，
眼前的一切把我惊呆了。 这是一
个怎样的世界啊！ 没有电， 没有
水， 有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有
的只是漫天飞舞的黄沙， 有的只
是戈壁荒滩， 干燥寒冷的气候让
我经常头昏眼花。 新兵连训练，
又尽是些枯燥的队列、 器械、 越
野……与我想象中的充满活力而
又浪漫得富有诗意的军旅生活简
直是天壤之别。

半个月后， 我病倒了， 而且
病得不轻。 面善的指导员给我端
来了病号饭， 病中的我觉得他像
兄长。

身体康复后， 他陪我到营外
散步。 我和指导员并肩漫步在长
满骆驼草的小径上， 我跟他讲起
了少年时的梦想和现在无味的日
子， 甚至天真地讲起了横戈跃马

……指导员静静地听着， 待我讲
完后， 他也给我讲了他童年的生
活。 他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父
母都是军官， 曾经参加过解放战
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他的父亲的
身体中至今还残留着战争年代中
受伤的弹片。 父母从小就对他要
求很严格。 他虽然是高干子弟，
但从来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殊待
遇， 他上学时穿的都是父亲的旧
衣改制后的服装。 父亲对他如此
苛刻， 希望的就是他日后能成为
一名真正的军人。 “作为一名军
人就要乐于奉献， 不怕吃苦， 不
怕受累。 你既然来了， 就要对得
起国家、 亲人， 就要担当起保家
卫国的神圣职责……” 他给我讲
述了人生的意义， 鼓励我走自学
成才的道路， 指导员一番恳切的
话语点燃了我一时冷却的心。

回到连队， 我在 “当兵不习
武， 不算尽义务； 武艺练不精，
不算合格兵” 的大幅标语前面怔

怔地站了许久， 我发誓要当个好
兵。 以后的日子， 烈日下我和战
友们在操场上站起军姿， 昂首挺
胸， 虽汗流浃背， 却格外飒爽；
排着整齐的队列走进饭堂 ， 吃
饭还要唱歌， 虽跑音失调 ， 却
特别宏亮； 去菜地翻土， 给菜浇
肥， 虽臭气熏天， 却体验了耕作
的 乐 趣 ； 参 加 军 队 赋 予 的 任
务 ， 虽艰巨危险， 却光荣无比。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去装卸、 运输
砖块儿。 一个班跟车行， 一天要
装卸四卡车砖块。 滴水成冰的季
节， 我们却干得汗淋淋的， 浑身
衣服都湿透了。 完成任务后， 我
们累得身子快散了然而还披着大
衣坐在车上唱歌， 真有点儿豪迈
的气概。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当
我们脱下军装， 而今却感到日月
的匆忙。但军营砥砺，磨练出我们
勇敢的气质和开拓精神， 鼓励我
们去创造、去建设、去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