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保国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
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
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每当听到这首
熟悉的《战友之歌》，许多战友亲切的面
孔就会一一浮现在眼前，绿色军营结下
的战友情谊也时时温暖着我的心房。

一
刘丹旗是一位摄影家，他从事大

半生军事新闻摄影，转业后任浙江省
一家报社的副总编，他的主要作品有

《威震南疆》《摩罕水墨》等画册丛书。
我虽与他分别 30 余年，但他是我军旅
生涯中记忆深刻的好战友。

记得在部队时，我俩同在团报道
组，他搞摄影，我搞文字，每年师政
治部进行报纸上稿统计，他见报的摄
影作品总给我团报道组撑起半壁江
山。丹旗个头不高，但长得精干帅
气，在政治处很有人缘，大家都喜欢
和他相处逗乐。他乳名“二担”，大家
干脆叫他“二蛋”，其实他一点也不

“二”，相反还有几分稚气和文雅。政
治处有的老干事爱跟他开玩笑，常用
一些家乡俚语巧“骂”他，他自小在
军营长大，哪里知道这些方言土语？
因此常常会吃些亏，但他一点不气
恼，总是乐呵呵的。

丹旗性格很随和，但干起工作来
毫不示弱且有股子虎气。他每天背个
摄影包到基层连队转悠，始终把镜头
对准一线官兵，给我们这个团队留下
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图片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那年他陪同 《解
放军报》摄影记者在对越还击战前线
采访时，正巧遇到在前线包扎所救护
伤员的军医妹妹，军报记者及时给他
们兄妹拍下一幅“兄妹皆立功”的照片
发表在《解放军报》上。丹旗的父亲是
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的我军
高级将领，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将
军义无反顾地鼓励和支持子女走向战
场，报效国家，接受生与死的考验，充分
显示了老一辈革命军人的政治本色和

博大胸襟，这对我们出身于平民家庭的
青年军人，都是很好的教育和激励。

二
前年某日，我在战友群里突然发

现一位战友的头像很是眼熟：头戴护
具，手持木枪，正向士兵讲解拼刺要
领，仔细一看，这不是我经常念叨的
战友周厦海吗？周厦海之父，是参加
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著名战将周
志坚将军。

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作为排长
正带领部属驻扎在某军垦农场河堤的
帐篷里，他容貌清癯，目光炯炯有
神，举手投足都有一股军人的干练和
气质，这让我印象极为深刻。他升任
连长后，我对他及其带领的连队采访
就更多了。他所在的七连，是在战争
年代屡立战功的英雄连队，在和平环
境下依然红旗猎猎，雄风犹在。

周厦海是基层干部的标杆，在他
身上看不到任何高干子弟的影子，有
的是浑身的兵味和血性。无论平时训
练和连队全面建设，他和七连都走在
全团的前列，正因为如此，他为我提
供了许多鲜活的写作素材，使得我经
常有经验材料被上级转发。我后来的
立功、提干，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周
厦海与七连是有一定关联性的。后因
工作变动，我与周厦海失去联系。这
次在战友群里与厦海兄相会并畅叙友
谊，我心里着实高兴。

三
我与王豪强同年入伍，他是从上

级机关调到我团任副团长的。那时我
先在团机关任组织股长，后到营里任
教导员，由于我们都喜欢文字，兴趣
爱好相同，经常切磋写作方面的问
题，很快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好兄弟。

在部队相处那几年，可以说只要
得空，我俩就会聚到一块高谈阔论一
番，有时聊着聊着来了灵感，一篇文
章的雏形就出来了，于是动手整理成
文。这些闲聊出来的东西，或者就成

为部队建设的经验之谈，或者投给报
社就变成了可读性强的文字。平时遇
到节假日闲来无事，我们会随便弄几
个小菜，来瓶高度白酒开怀畅饮。后
来我转业地方，他也调到其他部队，
从此失去联系。

1999 年 10 月，我去广州吃出差，
吃过晚饭到一家河南人开的酒店听豫
剧茶座，我进门时迎面碰上一位肩扛
大校军衔的军人正从酒店出来，刚一
对视我们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彼此的名
字。我和豪强不由紧紧拥抱在一起，
诉说着分别后的相思，那一刻，我们
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战友情深。

四
1972年年底，那列闷罐子火车拉

着我们县数百号新兵走入邱少云生前
所在部队时，谁也没想到，这中间有
一位叫张清源的农家子弟后来竟光荣
地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

清源在部队的进步总是比我们快
一个节奏，令人羡慕。他在师团很多
重要岗位干过。当时按照他在部队小
步快跑的发展速度，以后肩上扛个将星
是不成问题的。哪知命运之神给他开
了不小的玩笑，师宣传队里发生一起重
要事故，他要负领导责任，从而阻断了
他军旅生涯前行的道路。

不过我以为，这只不过是他人生
道路上的一个拐点，是金子总会发光
的。果然，他转业地方在不同岗位上
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用行动向党和
人民交出一张亮丽的成绩单，先后荣
获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模范转业
干部”的称号，并当选为党的十七大
代表。应该说，清源转业后一直保持
着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他取得的这些荣誉可谓实至名归。

五年前，他来漯河反客为主请我
们这些老战友畅叙友情时，记得他说
了一句很动情的话：“无论在部队还是
回地方工作，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我们
永远不变的选择！”我亦深有感触地对
他发表一句感言：“清源，你是我们县
里那批兵的光荣和骄傲！”

忆战友忆战友

□丁 宇

飘扬的军旗
嘹亮的军号
吹醒了华夏沉睡的日子
猎猎军旗
点燃了神州五千年的梦

随着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
沿着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
我们聆听到曙光中的歌谣
看到了中国军人的飒爽英姿

在火红的八月
感受人民子弟兵的赤胆忠心
仰望迎风飘扬的军旗
向为了和平的钢铁战士致敬

钢铁长城
是和煦的春风
给了季节的鸟语花香
是绵绵的细雨
给了干渴大地乳汁般的滋润

是高耸的军旗
铸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灵魂
是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军人
一次次拯救人民于危难之中

是你们铁血男儿
用一腔热忱筑起坚固的钢铁长城
是你们的前赴后继
谱写中华民族崭新的篇章

军魂军魂（（外一首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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囗董晋生

1978 年 12 月 26 日，我和舞阳籍
30名新兵一起，来到祖国最神圣的地
方——首都北京某部当兵，在伟人安
息的地方——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厅站
岗。

我们来到部队，先在人民大会堂
西大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军事训
练。这期间，实际上是对每一位新兵
在政治素质在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军事素质、、体能素质体能素质、、
机智灵活机智灵活、、反应能力和警卫业务知识反应能力和警卫业务知识
熟练程度的考验熟练程度的考验。。

当时当时，，毛主席的遗体安放在纪念毛主席的遗体安放在纪念
堂两年左右堂两年左右，，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
考 验 和 锻 炼考 验 和 锻 炼 ，， 合 格 胜 任 警 卫 任 务合 格 胜 任 警 卫 任 务
后后，，我被调整到毛主席纪念我被调整到毛主席纪念堂南大堂南大
门站岗门站岗。。

19821982 年年 1212 月月 3030 日日，，我因警卫工我因警卫工
作任务完成出色作任务完成出色，，被破格提干被破格提干，，调到调到
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厅做警卫工作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厅做警卫工作。。

对于我们这些在对于我们这些在2020世纪世纪6060年代年代出
生，70年代成长入伍的人来说，对毛
主席始终怀有一种朴素的、忠诚的阶
级感情。我们每天面对三万多名瞻仰
群众，这项任务既光荣艰巨，又复杂
困难。有的瞻仰群众是毛主席亲自解
放的，有些曾受到过毛主席的亲切接
见，当他们第一眼看到毛主席遗容
时，失声痛哭，走不成路；有的瞻仰
群众因为过于激动，一时瘫倒在地不
省人事……就这样，我们每天都会
面对各种突发状况，警卫战士们都
会机智果断地搀扶着他们，既不影响
瞻仰队伍的行进秩序，又不失警卫战
士维护现场的高度警惕，一次次、一
遍遍，耐心地引导他们随瞻仰队伍缓
缓前行。

庄严的纪念堂，肃穆的瞻仰厅，
这就是我们的哨位，我就是在这样的
哨位上带领 60 多名警卫战士，在这
里负责了三年零四个月警卫工作，
时时刻刻体现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
敬和真诚，圆满地完成了各项警卫任
务。

“八一”前夕，我忍不住对部队生
活的无限思念，再次回首那火热的军
营，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到无比亲
切；嘹亮的歌声，整洁的内务，纯洁
无私的战友情谊，让我回味无穷，铭
记在心。

回望军营

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岁月，还是如今和平安宁的日子，正是因为军人默默的付出，才有了我们
和平美好的生活。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本版选编了几组稿子，让我们在文字中领略军人火热的
军旅岁月，追忆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同时也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