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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婶站在雨中，两手都撑着雨伞，
一把伞给自己挡雨，一把伞给德叔挡
雨。德叔拿着铁铲在下水道口处弯腰
铲着随雨水漂浮过来的垃圾，虽然有
伞遮挡，但瓢泼大雨还是把德叔、德婶
的衣服都淋湿了。经过一番努力，这
200 多米街道的几个排水口井盖上的
垃圾终于被清理干净，积水流进下水
道，没有造成雨水把街道变成水塘的
景象，德叔终于舒了一口气。

德叔的名字叫廖德祥，街坊邻居
男女老幼都尊称他为德叔。

德叔曾在法卡山战场上出生入
死，战友的牺牲令他痛彻心扉。在战
斗的危急时刻，德叔被部队任命为班
长，他化悲痛为力量，凭借勇敢和智
慧，带领全班战友坚守阵地。枪支没
有多少子弹了，德叔就集结了仅有的
24 箱手榴弹，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和
进攻，为我军增援部队争取了时间，守
住了阵地。德叔因此荣获个人二等
功，全班荣获集体二等功。

德叔时常回忆起当兵的日子，回
想在战场上战斗的经历，几次说到牺
牲的战友时，德叔双眸含泪，哽咽着说
不出话来……德叔深深地怀念着他的
战友。

转业后德叔在北流市财政系统

工作，他低调谦逊，任劳任怨。工作
之余，多年如一日无偿为社区、邻里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德叔在自家屋
后建了一个球场，晚饭后组织邻里街
坊锻炼身体，其乐融融，邻里之间互
相尊重和理解，邻居们从内心里称赞
并佩服德叔。

德叔忘不了在军营的日子，忘不
了奉献青春年华和战斗过的地方。
2006 年 12 月，德叔把大儿子廖春涛送
去当兵，在边防云南某总队服役。廖
春涛牢记父亲的教诲，延续父亲的军
营情结，在部队刻苦训练，努力学习，
于 2008 年考入广州某警校，专业为边
境管理。毕业后，廖春涛成为云南某
地武警边防支队派出所干事，主要职
责是管边、控边、缉私和缉毒，日夜奋
战在西南边陲缉毒一线，面对凶残的
贩毒分子，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一次，廖春涛和战友接到上级命
令，准备利用贩毒分子接头交易的时
机，将他们一网打尽。为此，廖春涛和
战友在隐蔽地点上蹲守了三天两夜，
忍受着夏天的炎热和蚊虫的叮咬，终
于等到犯罪嫌疑人出现，经确认后果
断出击。犯罪嫌疑人觉察到被发现
了，顿时分头四处逃跑。廖春涛和战
友们立即分头包抄，进行追捕。犯罪

嫌疑人凶相毕露，拿出短刀要行凶。
在这危急时刻，廖春涛一个假动作分
散犯罪嫌疑人的注意力，紧接着一个
飞毛腿把犯罪嫌疑人踢倒，猛扑上去
把短刀夺下，将其制服缉拿归案。其
他战友深受鼓舞，一举歼灭了这个犯
罪团伙。类似这样抓捕凶残歹徒的场
面，对廖春涛是常态，为此经常日夜颠
倒、饥渴露宿，时常转战追捕犯罪嫌疑
人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不等，他早已把
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廖春涛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边
关，他也深深地爱上了距离家乡 1700
多公里的这片热土。他对那里的一山
一水、一草一木都凝结了深情。

廖春涛离开家乡十多年了，他想
念父母，思念家乡，那缕缕乡愁在夜深
人静时尤为强烈。年少时父母亲曾多
次带他到圭江河堤上看月亮，月光下
的圭水波光粼粼；暑假时，他和小伙伴
们一起在体育场上角逐，难分胜负；母
亲做的芥菜包，更是吃了一个再想吃
第二个、第三个……然而，肩上的责
任，让他忠孝不能两全。所幸的是，他
得到父母亲的理解和支持，安心工
作。2018 年武警边防部队转改为国家
移民局时，廖春涛在征得父母亲的同
意后，毅然决然选择留守边关，并和当

地的“阿诗玛”结婚成家，扎根边疆。
在 2020 年春天疫情肆虐期间，

人民群众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廖春
涛和同事们义无反顾奔赴抗疫一线，
日夜巡逻在边境线上，防御外籍人员
偷渡过来，同时安抚本土同胞的焦虑
心情。累了，他就地躺在地上歇一
歇。饿了，就吃方便面。到了晚上，
篝火燃烧起来，他和战友们围在一起
取暖，做到了身先士卒，起到了共产
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其间，他检查
过往车辆 1000 余辆次，人员 2000 余
人次，劝返人员 500 余人次，带队排
查辖区宾馆、饭店、商铺等 100 余次，
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并通
过建立宾馆微信群，破获两起特大偷
渡案件，廖春涛荣获嘉奖。

这些年来，廖春涛因工作成绩显
著，先后获得优秀士兵、优秀基层干部
等称号，2018 年荣获三等功，2019 年
获嘉奖一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2020
年因抗疫工作突出获得“抗疫先锋”称
号，同年荣获三等功。

德叔和廖春涛父子两代人的青春
都奉献给了边关，都对边关一往情
深。我们的祖国正因有德叔、廖春涛
这样对祖国的忠诚守护和奉献，才有
了千家万户的安宁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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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眼神
一张脸
一个动作
稍纵即逝的瞬间，被镜头定格
一帧帧照片，把他们的爱国、忠诚、坚韧
一一诉说

快速追击的步伐，从天而降的果敢
迅雷般的速度，洪流般的力量
从影像中，透出
排山倒海的姿势，镜头里的他们
有着同一个名字——中国军人
他们化成利剑，守护天地的
日子，被人们铭记

取景框
●曹美兰

“老师，听得出我是谁吗？我现在不隐身了
……”周末在家休息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
话。这熟悉却又略感生疏的声音，让我一下子反
应不过来。就在我发愣的时候，电话那边传来爽
朗的笑声：“老师，我是海山啊，我现在不隐身啦！
我很想念大家。”原来是他！我顿时一下子记起来
了。是海山！

电话那边的声音把我带进了教书的那段岁
月，也想起了那个身板壮实，一脸憨笑的海山。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老家县城一所高中教书，
海山是我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候的我只比我的学
生大几岁，感觉还是同龄人，大家和睦相处，没有
代沟。在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中，海山逐渐
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个头不高，但长得很壮实，不
爱说话却喜欢笑，一笑就给人憨厚诚实的感觉。
他经常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运动装。我就开始特
别留意他。经了解，我才知道海山来自我们县的
一个偏僻的乡镇，家庭条件不好，父亲常年在外务
工，母亲体弱多病，在家操劳家务，家中还有年迈
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弟弟……这让他
养成了沉默寡言、刻苦耐劳的性格。

海山学习很勤奋，经常在课余和晚自习后
还默默看书做题。我找他谈过几次心，希望他
放下包袱轻松学习。有一次，我和他说起家庭
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可以考虑考军校和考免费
师范生，海山听了之后，眼睛发亮，对未来燃起
了希望的光芒。后来，海山学习更刻苦了，经常
看见他在学校的操场跑步锻炼。海山变得更壮
实更阳光了。

带完他们高一一届，因为种种原因，我离开了
教师队伍。但我一直留在班级 QQ 群里，默默关注
他们的成长，也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不知不觉
间，三年过去了，他们从高中顺利毕业，参加了高
考。从一个个学生的报喜声中，我得知他们大部
分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而海山则很兴奋地告诉
我，他考上了某军事通讯学院，不久还给我发了张
身着军装的入学照，照片上的他英姿飒爽，意气风
发。我一直和学生们保持着联系，他们也不时给
我讲述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来，学生们陆
陆续续大学毕业了，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继续深

造。但很奇怪的是，海山隐身了，他似乎上了大学
之后就和大家失去了联系，大家都没有他的消
息。这一直是我心头的谜，也是我的牵挂。

在电话里，我和海山约好了在一家餐厅见
面。一见面，我就禁不住连珠炮似的发问：“你这
些年去哪了？怎么和大家都没有联系？是刻意躲
着大家吗？”面对我的“质问”，身穿便装的海山先
是笑着来了个标准的军礼，才仔细地告诉我个中
缘由。接着他和我说起他的军旅生涯：从军事通
讯学院毕业后，他放弃了进部队机关的机会，申请
去新疆某边防部队。他认为到边疆更能发挥他的
作用，在军事通讯学院学到的东西能为加强国防
建设、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安全以及改变边疆落后
的通讯面貌奉献自己个人的一份力量。但从事军
事通讯必须保密，不能与外界有什么交流。“所以
这些年我一直隐身没和大家联系，为了国防事业，
只能牺牲小我了。不过在部队的这些年我没浪费
青春，对得起身上的军功章。我所在的团年年都
是先进团，我个人也多次获得嘉奖，团部的通讯建
设也得到上级的表扬肯定……”我看着面前的海
山，因受紫外线过多照射而变为古铜色的脸，坚毅
的目光、挺直的腰身，一时间所有的不解都化为了
理解和感动。

海山还在说着他的“故事”。他说他现在已
经转业了，不用隐身了。本来有机会转业回家乡
的，但他舍不得挥洒汗水留下奋斗足迹的边疆地
区，于是选择了留在边疆，在当地政府工作，继续
为边疆地区贡献青春和热血……“你这家伙，家
里人不埋怨你吗？你小孩以后不怪你没给他提
供好的生活、学习环境？”我打趣他。“老师，边疆
也是个好地方啊，那里特别能磨练人，不管是对
人的体魄，还是对人的意志。”海山娓娓道来，语
气自然，神色平静。

“老师，到时候到边疆地区去体验下生活
吧。那里和这里不一样，骑马在草原和戈壁驰
骋，和当地的群众吃手抓羊肉，贴心交谈，你会感
觉到他们的善良朴实，还有为当地建设贡献自己
力量的自豪感、信念感……”听着听着，我的心已
飞到了边疆，我和他的手也不知不觉紧紧握在一
起……

卸甲犹思戍国门
●刘 辉

近日我们战友交流群里传来一条好消息：使用退役
军人优待证，北流市铜石岭、勾漏洞景区免门票。看到这
条消息，我满心欢喜。特别是铜石岭景区，去年我们单位
工会组织去过一次，我对那些游乐项目念念不忘，一直想
带孩子去体验。

经过战友们再三确认，退役军人凭优待证每月可领
取铜石岭景区门票 1 张，当天有效。这样我就可以带孩
子去铜石岭玩了。

在心情激动的同时，我要感恩这张优待证。我感恩
党和祖国不仅没有忘记我们这些退伍老兵，还专门设置
了退役军人服务机构，为我们登记造册和提供服务帮
助。我感恩在沙场上浴血奋战誓死捍卫祖国尊严的革命
战士们，是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固若金汤的边防线，守
护着祖国的安全稳定和繁荣昌盛，而我只是沾了老前辈
的荣光。我感恩支持和倡导优待证使用的社会组织机构
和社会各界“双拥”模范人物，是他们对退役军人予以尊
重，对优待证予以尊重，我们退役军人获得的优待政策和
社会关怀才会越来越好。在这样的氛围下，参军报国就
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情，我们的祖国也会因此而变得更
加繁荣富强。

这张优待证是去年退役军人事务站的同志把资料表
格发放到我家，让家人通知我去办理的。优待证发下来
的那一天，正好是我办理女儿出生证明的同一天，是退役
军人事务站的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去领取。在同一天领到
两个非常重要的证，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荣幸。

我把优待证领回家时，刚好看到妻子从我的“兵佬
袋”里取出女儿的衣服。这“兵佬袋”是我入伍时北流市
武装部统一配发的，长方体设计造型的迷彩袋子，跟随我
走南闯北多年也没有丝毫破损褪色，还是如刚刚入伍那
般崭新鲜亮。我每次看到这个袋子，都仿佛看到那朝气
蓬勃青春年少的自己。而此刻看到女儿的衣服装得满满
的一袋，就仿佛是我的军人基因得到了传承和延续。

我拿着优待证到银行激活时，银行有很多人排队。
一位工作人员拿着我的优待证到取号机刷卡取号，我惊
喜地发现这张优待证居然可以当银行卡使用，还是 VIP
待遇，排队的流水号是单独排序的。柜台工作人员接过
我的优待证热情地为我介绍它的功能，说这张卡是终身
免管理费的。我当即表示要把之前的银行卡注销，把这
张优待证升级为我的常用卡。

女儿满月后要接种疫苗，我和妻子带着女儿到镇卫
生站去排队登记。当时凑巧遇到幼儿园新生入学登记，
队伍排成了长龙。我忽然发现登记窗口旁边挂着一块牌
子，写着：退伍军人优先。我看着妻子怀中哭闹不止的女
儿，小脸上缀满了细小的汗珠，就对妻子说：“要不我把优
待证拿出来，看看能不能先登记。”妻子点头表示同意。

我走到窗口，拿出优待证递给登记的阿姨。阿姨看
见有人插队，脸上本来有一些不耐烦，但看到我手中的优
待证，马上就多云转晴，愉快地把疫苗本接了过去，并对
人群说：“你们先让一让，退伍军人优先。”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使用退伍军人优先的权利。平时
我在各个公众场合看到“退伍军人优先”的业务窗口，都
没考虑要去优先。毕竟自己正值壮年，虽然有这个权利，
但不是必须要去使用。我们是退伍军人，却也是广大普
通老百姓的一员，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义无反顾
地挺身而出；我们脱下军装以后，也要永葆军人本色，把
特殊的窗口、优先的机会留给更有需要的人群。

但遇到情况特殊的时候，如果确实需要优先，我也不
会觉得不好意思，会依法依规拿出优待证，对窗口说一
声：“退伍军人优先，谢谢。”那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
荣耀。

我要从我做起，在感恩“优待证”的同时，也要用好这
张优待证。始终做到心怀赤诚，永远不忘入伍初心。

感恩“优待证”
●张运森

秋季征兵报名的第一天。一早，镇里、村里宣
传秋季征兵工作的高音喇叭刚刚响过，镇武装部门
口便汇聚了几十来个精神抖擞的年轻人。他们带
着满腔的热情应征报名来了！

一位留着小平头的男青年兴奋地说：“我是昨
晚才从深圳搭车回来的。我去年高中毕业后便到
深圳打工了，为了报名参军，昨天请了假匆匆赶回
来。”看得出，他参军的梦想早已萌生在心里。

一位戴着金丝边框眼镜的小伙子也同样引人
注目。他说他正就读大学，今年大二，从小的愿望
就是当解放军，上大学后这个想法更加强烈。但由
于自己有点儿近视，很害怕通不过体检关。从大学
生的言语中看得出他略带忐忑，害怕因视力偏低而
使自己失去参军的机会。

一位50多岁的老叔也开着他的长城牌教练车
送儿子来到武装部门口。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老
叔喃喃自语地说：“这代青年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了，
怎么报名的场面还比我们那时候热闹啊……”大家
和老叔闲聊知道，他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部队汽
车连当的兵，退役后就在县城附近开了一家汽车教

练场，自已当起了老板，收入还不错。而这老叔的
父亲也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云南边境服役了 6
年，期间还立过一次三等功。这次老叔带着儿子来
报名，如果能顺利入伍，那就是祖孙三代都进入过
军营了，真可谓“铁打营盘流水兵，光荣之家代代
传”。在这个小镇里，有这样祖孙三代或父子二代
都投身军营的家庭应不会少。

在等候报名的人群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
聊着，熟悉的，陌生的，此时此刻的话题都离不开参
军、离不开国防，似乎大家都已投身到了火热的军
营里……

在不远处，几个花季姑娘也正在全神贯注地观
看着镇里张贴的征兵宣传专栏，尔后还交头接耳地
讨论着什么。想象得到：这几个可爱的姑娘也一定
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誓把芳华献军营。

一个离城 10 多公里的小镇，在征兵报名第一
天，就汇聚了这么多热血沸腾，梦想参军的年轻
人。你说这样的一个民族，还会惧怕什么呢！

8 时整，镇武装部的大门准时打开，年轻人蜂
拥而入……

征兵报名第一天
●覃展南

父亲的军用水壶（中国画） 蒋彦 作

金色年华（油画） 周文昌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