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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虎

“亲爱的战友，你们在异国他乡
已长眠半个多世纪了，我无时无刻
不在想念着你们……”一位87岁高
龄的老人，忆起当年在朝鲜战场上
的点滴，仍是激情满怀。他是一名有
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无私奉
献、勇往直前，他把不忘初心的宗旨
牢记心头，他把为人民服务的使命
扛在肩上，他把听党指挥的信念注
入灵魂……他，就是稷山县稷峰镇
西街村村民刘彦俊。

“一朝戎马洒热血，一生信念记
心间。”近日，我们来到稷山县西街
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见到了刘
彦俊老人。

1952年12月，刘彦俊心怀“男
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
壮志，身穿军装，和来自天南地北的
战友们来到东北，在这里进行了一
个月的临战训练之后，便“雄赳赳，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向朝鲜战场进
发。100多公里的行军路程，头顶上
敌机轰炸，地面上炮声阵阵，年轻的
刘彦俊第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的残
酷，第一次觉得死亡离自己这么近。

刘彦俊报名参军时，他的父亲
去世才一年多，还有一个重病缠身
的哥哥，在他当兵仅一年后，哥哥也
去世了。

在战场上，他们每天的粮食就
是熟面、野菜，在滴水成冰的冬季，
他们甚至只能啃冻土豆、喝雪水。一
天下午，刘彦俊与战友一起去运输
物资，刚走到一半，敌人的轰炸机就
呼啸而至，一枚炸弹突然落下，刘彦
俊迅速趴下……

轰炸结束之后，刘彦俊慢慢从土
里抬起头，看着周围不幸受伤甚至失
去年轻生命的战友们，心痛不已。

突然之间，刘彦俊回过神来，他
环视四周，终于发现了躺在不远处
浑身是血的、与他同行送物资的战
友。“我不行了，你…你一定要把这
批物资安全运送到前线去……”战
友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会继续完成任务，我不会忘
记你，要是我能活到战争胜利，能活
着回家，我一定会再回来看你的。”
刘彦俊在战友面前许下了钢铁誓
言。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
血染红了它……”之后，刘彦俊英勇
作战，多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快速
安全地把物资运到前线。在朝鲜战
场5年，他火线入党，两次荣立三等
功，多次受到嘉奖。

时代在变，但初心不变，脱下军
装还是兵。1957年，刘彦俊退伍回
到家乡。1995年1月13日，在临汾
乡宁县经商的稷峰镇管村个体户苏
某，不慎把进货的2.8万元现金遗忘
在县城的一个厕所里。当时从事环
卫工作的刘彦俊无意中捡到这个装

钱的袋子，在凛冽的寒风中苦苦寻
找了五六个小时，终于找到失主。无
论失主怎么说，刘彦俊都不肯接受
恩惠。后来，失主敲锣打鼓，给他赠
送了“拾金不昧两万八，品格高尚精
神佳”的牌匾。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75岁
高龄的刘彦俊一次性捐款800元。
要知道，这都是他当环卫工人扫大
街，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啊！类似这
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一提起这些，
他总是说：“这没什么，比起我那些
牺牲的战友，我很知足了！”

从参加抗美援朝至今，一晃几
十年过去了，去看望那些长眠在异
国他乡的战友们，一直是刘彦俊老
人的一个心结。2014年，他个人花
费1万多元，与其他10名老军人，
专程到朝鲜，祭奠牺牲的战友。

站在烈士陵园里，耄耋之年的
刘彦俊泪流满面，他终于兑现了自
己的诺言：“兄弟，中国人民志愿军
是我们共同的名字，我从未忘记过
你，祖国和人民更不会忘记你……”

淡泊名利，不忘初心，方显军人
本色。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
记来时的路。从一名普通的农村青
年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刘
彦俊老人的先进事迹，充满着昂扬
向上的正能量，激荡着浓郁的时代
风。他的崇高精神和品格，诠释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内涵，契
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召
唤。

脱下军装还是兵
□李江红

夜半钟声总是格外清晰
那一刻我却弄不清
是梦里还是梦外的呼吸

仿佛回到了
盘古开天辟地
神农氏在原始森林中奔驰
涿鹿之战的硝烟尚未散尽
农耕文明的火种
早已悄悄燃起

丹朱也是不够争气
倒是成全了
娥皇女英与舜帝
耕耘在蒲坂大地事必躬亲
为百姓谋福祉鞠躬尽瘁

往事越千年
长安的战火殃及池鱼
却因祸得福
留下了千古爱情的西厢记
天下寺庙尽空门
谈情唯有普救寺

牛铃声声响彻云霄万里
精工细造
让后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飒飒东风细雨中静静凝思
回首那
唐开元万佛朝宗的往事

霓裳羽衣曲流光溢彩
曲终人散
留下了千年的叹息
鹳雀楼的传奇还在继续
踏浪而来的
是王之涣的落拓不羁

白日依山尽
映照了黄河的雄浑
惊涛骇浪中
不屈不挠的是蒲坂的魂
司空图退隐王官峪
品着空山细雨
二十四诗
品得文曲星横空出世

柳河东两袖清风
留下家训
五老峰浑然天成
自带仙气
万固寺的钟声
时远时近
不知不觉中
已到了尧王台的天际

伍姓湖湿润的风啊
终于吹醒了我的梦
勤劳智慧的蒲坂人民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正在将华夏文明的薪火
继续发扬和传递

蒲坂情

□李彩凤

我家老院离村口不远，它是我
居住和生活过的地方，每个角落都
给我留下了美好珍贵的回忆，尤其
是孩童时亲手栽的那棵桃树。

记得是在夏天，一天下午，乌云
密布，大雨瓢泼，但雨来去匆匆，很
快悄然无声。我领着弟弟与邻居的
孩子不约而同来到巷子里玩。一道
艳丽的彩虹，从地的这一端跨到地
的那一端，辉映着湛蓝的天空，我们
一帮孩子尖叫着“彩虹……彩虹！”
我们高兴地跑呀跳呀，享受着雨后
的凉爽，一直疯跑到村口。

忽然，我发现地头渠边小草里
有一棵绿色小树苗随风摇摆，是一
棵小桃树。我惊讶地叫着：“小桃
树！”弟弟和其他孩子跑过来围在一
起，伸着脖子看：“就是，就是小桃
树！”我飞快地跑回家，拿起一把小
锨，快速返回。我小心翼翼地把小桃
树挖了出来，手捧着带有厚厚湿土
的小桃树，看着嫩绿的叶子，心里有
说不出的喜悦。

我把小桃树轻轻地放下，在院
中挖了个小坑，把小桃树栽在里面
压实，浇了一些水。看着小桃树，我
高兴地喊：“以后就有桃子吃了。”

害怕小桃树移动了地方，活不
过来，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去看
小桃树。我给它浇了水，找了瓦片支
撑起来，为它遮挡阳光。每天我都要
看小桃树，看它是否需要浇水，是否
精力旺盛。小桃树没有辜负我对它
的呵护，长高了，树干粗了，枝子多
了，叶子旺了，时不时有小鸟站在枝

头叽叽喳喳地叫。
一天，我发现桃树的叶子有点

黄，心里很着急。妈妈说：“桃树和人
一样，只喝水不吃东西不行……”，
我按照妈妈说的，用锨把桃树根部
周围的土刨开，下了鸡粪，埋上土，
浇了水。半月左右，桃树叶子又绿绿
的了，我万分欣喜。

小朋友们常来院里看小桃树，
他们和我一样期盼着它快快长大，
结出桃子。秋天到了，小桃树的叶子
渐渐变黄，慢慢地落了下来。我想让
它来年长得更快更高，给它施了爸
爸沤好的有机肥。冬天来了，小桃树
像一位士兵站在那里，任凭北风呼
呼，雪花纷纷，毫不畏惧，不肯服输。

寒冷的冬天过去，温暖的春天
来临，它唤醒了沉睡一冬的小草，也
唤醒了小桃树。小树苗发芽了，个个
嫩芽像碧绿的珍珠，是那么可爱，那
么漂亮。春雨“沙沙”地落了下来，落
到地上，落到小桃树身上。小桃树的
叶芽长成嫩绿嫩绿的叶片，看着它
们仰着头在春风里舞动，心里真有
一种说不出的美。就在小桃树欢天
喜地生长时，夏天的暴雨打在了它
的身上，狂风吹掉了它的叶子，可小
桃树临危不惧，没有低头，它面对闪
电昂着头，没有被吓到，我佩服小桃
树，被它的坚强所折服。

我爱小桃树，给它浇水，给它施
肥，冬去春来，春来冬去，小桃树经
历了种种磨难，长成了大桃树。看着
枝叶繁茂的桃树，我问妈妈，桃树什
么时候开花、结桃子呀？妈妈告诉我
桃树三年开花结果。

阳春三月，春光明媚，我珍爱的

桃树开花啦！我放学回家，顾不上吃
饭，就叫邻居小朋友们来看桃花。我
们几个站在凳子上观赏桃花，粉里
透红的桃花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有
斜着的、有仰卧的、有倒悬的，千姿
百态，每朵都有自己的美。

桃树开了花，什么时候结桃子？
几天过去了，还是看不见桃子。妈妈
说：“桃子刚长出来是看不见的，因
为花瓣和花萼遮住了，过一阵子长
大就能看见。”终于看到小桃子了，它
青绿青绿的，全身长着细细的绒毛。
桃子渐渐地长成大枣那么大了，身上
的绒毛白白的，手摸上去很柔软。

经过一个夏天的生长，桃子成
熟了，太阳照到的地方，桃子红彤彤
的，就像小孩的脸蛋。熟透了的桃子
非常丰满，像个胖娃娃，皮上虽然还
有一层薄薄的绒毛，但是很润泽。我
站在凳子上摘了几个桃子，把桃皮
轻轻地撕下来，让弟弟先咬了一口，
桃汁从他嘴边流了出来，他边吃边
说：“真甜，真好吃！”我们两个吃着
笑着。我又把一个桃子撕了皮给妈
妈吃，妈妈夸赞：桃子个大味好。妈
妈摘下树上熟透的桃子，我和弟弟
送了桃子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
给邻居们也送了桃子。后来，每年桃
子熟的时候，我都高兴地叫邻居的
小伙伴们来家里吃桃子。

现在老院已被整平，那棵桃树
也不存在，但它那种寒风中不低头，
暴雨中不屈服，面对困难昂首挺胸
不屈不挠的精神，给老院增添过的
生机和活力，给我带去的快乐和欢
笑，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老院里那棵桃树
□黄顺才

一年的高考季又将
来临，距离我当年准备
高考，已过了整整55个
年头，难忘的日日夜夜
不时重现眼前……

20世纪50年代初，
在《东方红》歌声中,我们
伴随着祖国愉快成长。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
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
兴，各行各业满怀信心，
在艰难中奋起。农村从
单干户到互助组、初级
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
社，集体力量一步步发
展壮大。我们目睹了日
新月异的巨变，见证了
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伟
大力量。

20世纪60年代初，
由于物资匮乏，重要生
活物资都是凭票证供
应，全国人民勒紧裤腰
带艰难度日，国家却给
予我们特别的关怀。中
学生吃粮供应特殊对
待，确保学生长身体阶
段的最低需要，它饱含
着我党“执政为民、心系
百姓”深情关心下一代
的执政理念。

1966年，经过12年
的寒窗苦读，只等高考
冲刺，以实现人生更高
的目标和理想。每个同
学都对前途充满着美好

的无限遐想。但因时局
变化，我们迷茫彷徨，好
似断线风筝，不知飘向
何方？无奈之下，只好
独闯天下！有的应征入
伍，有的当民办教师，有
的进工厂或商店当临时
工，也有的进入事业单
位，还有的回乡务农。

进入 20 世纪 80 年
代，国家经济逐步恢复，
不断探索对外开放，加
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
系。紧接着是全国经济
体制改革及不断深化，
我们又经历了企业体制
变更和职工身份变换。

在多年的奋力拼搏
中，成功与失败的场面，
我们经过；喜悦与沮丧
的 味 道 ，我 们 也 曾 品
尝。艰难困苦锤炼了我
们的意志，磨炼摔打让
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在
逆境中，我们仍坚定信
念，努力工作，奋力向
上，报效祖国，力求实现
自身价值，为国家和社
会奉献出全部力量。

70多年，春来秋往，
光阴似水，日夜流淌。
回想过往，经风沐雨，历
尽沧桑，直至韶华退去，
根老叶黄。喜看今朝，
中华崛起在东方，祖国
已今非昔比，不但站起
来了，更是富起来和强
起来了！

难忘峥嵘岁月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