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美的歌声是振奋精神的食

粮，雄壮的旋律是鼓舞人心的力

量。庆祝党的百岁诞辰，我们从一

首首委婉深沉的歌曲中体会到胜

利来之不易，从一曲曲豪迈大气的

旋律中感受党的伟大。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中国诞

生共产党，燎原星火满天红。1921

年，在上海、在南湖，党的第一次代

表大会胜利召开，从此中国有了救

星有了希望。十月革命的炮响，激

发了中国革命的热情。《工农兵联

合起来》，我们勇敢我们奋斗，我们

团结我们前进，最后胜利一定属于

我们工农兵。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在

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理”，同样

在实践中经受了检验。《秋收起义歌》

唱出了工农大众的心里话：跟着领袖

毛委员，走上雄伟的井冈山。革命要

有立脚点，地是根来枪是胆。八百里

井冈，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

密，进可攻，退可守。就在这座高山

上，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

民有了子弟兵。《人民军队忠于党》，

把昔日人民军队创建者——党和人

民领袖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做了高度

集中概括。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黄河大合唱》“吼”出了中华儿女同

仇敌忾，与侵略者英勇誓死抗争的决

心和勇气。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

队之歌》更多的反映出人民子弟兵在

“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积极勇

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场景。八

年抗战，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

下，千千万万人民大众从手无寸铁，

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再到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

一个敌人”，让侵略者闻风丧胆，直至

灭亡。

新中国诞生后，一大批歌颂党、

歌颂人民、歌颂领袖和人民军队的歌

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歌唱祖国》

《我们走在大路上》《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不但影响

着一代人茁壮成长，而且一直唱到现

在依旧响亮无比。歌声唱出了人民

的心声，唱出了人民的喜悦，更唱出

了人民的希望。

《在希望的田野上》是春天的

呼唤，是新时代祖国大地日新月异

的图画：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

穗，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西

村纺花东港撒网，北疆播种南国打

场。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

斗，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进入新时期，人民不但要富起

来更要强起来。《不忘初心》是理想

与使命，感恩与奋进，心声与誓言，

豪迈与气势，斗志与决心，力量与

信心的交响曲。“你是我的一切我

的全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

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一百年，

这条道路不平凡，我们走得艰难、

困苦，但走得稳健、坚定。让世界

震惊，让人类瞩目。今天我们的歌

声更是一首比一首响亮、动听，魅

力无穷。因为在流淌的旋律里，在

飘扬的曲调中，人们看到了镰刀锤

头在熠熠闪亮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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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朝花夕拾

闲情偶记

信手拈来

馨香一瓣

1975年5月初，我从军区话剧

团创作组来到了中苏边界的东端

起点“东方第一哨”——吉林省珲

春县的防川边防连代职，任副指导

员。这里被称为“鸡鸣闻三国，犬

吠达三疆”之地，东面与苏联的包

德哥尔纳亚市为邻，西边隔着图们

江与朝鲜的豆满江里市相望，朝南

面再直行 6.2 公里就是日本海了。

苏、朝两国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着

各自的民族歌曲和宣传口号，我们

防川这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

村庄，尽管地处边境前沿却一点儿

也不寂寞。

当年战士们管“入党志愿书”

称为“党票”，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

的毕业证书。1973 年我被下放到

中蒙边境守备师高射炮连之后，在

一次突发性抢收麦子的任务中，我

凭着四年多的知青锻炼，把师里以

高价雇来的农民“打头的”远远甩

在了后边。这位农民大叔恳求我

慢点儿，“爷们儿，你再这么快，我

就挣不着钱了！”当年周边村子里

的每日工值也就是一毛多钱，而师

里给“打头的”每天五元。

“对不起了，大叔，我得入党

啊！”当时累得我浑身被汗水溻透，

两眼直冒金花。

我的劳动表现都被站在地头

的师长看在眼里，他当即问指导员

“这个战士是党员吗？”

“还没解决组织问题。”

“呣。解决解决嘛！”

麦收结束回到师部，那天晚上

断电了，指导员让我在蜡烛下填写

了“入党志愿书”，党支部、直属党

委连夜开会就批准我入党了。中

共“九大”之后没有预备期、也没有

入党宣誓，我就成了正式党员。

随着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的散文《女子采伐队》被军区歌舞

团改编成舞剧，我被调到了话剧团

创作组。这次到防川边防连之前

一个多月，我刚从战士提为了干

部，觉得自己就剩下拿出好作品

了。四年前我下连当兵就在这里，

深知防川的艰苦环境，但还是决心

下来捞生活素材了！

当时，连队没有深水井，只能

吃地表水，全体指战员长年拉稀，

每天都要吃一大把黑色的活性炭

药丸，第二天我就加入了“拉稀”

的行列。这里濒临日本海整天湿

漉漉的，也说不清是雾还是雨，从

连部到哨所得走八里地，路途全

是一人多高的芦苇、荒草和藤蔓，

它们不断地从裤裆中穿过，就感

觉自己在骑着一匹不驯服的“草

马”。要是碰上大雨天就更加泥

泞湿滑，经常要仰面朝天来个“老

太太钻被窝”。到了前沿哨所，为

了显示军威国威不能脱掉湿透的

衣服上哨，大家穿着湿军装驻守

在哨所上。不出几日，我浑身就

起满了奇痒难忍的湿疹。这一

天，我偶然发现带队执勤的副连

长老秦满脸浮肿，两眼都挤成了

一条线。我问他咋回事，老秦很

平淡地说道：“肾炎，好几年了。

它和风湿性关节炎是咱们边防军

人的职业病。”他的话让我受到了

很大的震动。

临近“七一”建党纪念日的时

候，上级要求我们重温入党誓词，

举行宣誓仪式。指导员问我参不

参加？我本来就没宣过誓，如今又

是在中苏边界东端起点举行这样

的活动，我当然要参加！党支部把

连队党员的入党志愿书都发了下

来，每个党员认真地看了自己当初

填写的那些文字，对照自己如今的

表现谈感想，同时听取其他党员的

意见。我本来觉得自己是比较轻

松的，没想到居然有好几位班长对

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副指导员，

你尽管是来代职的，但是你不能只

跟着上哨执勤，还要关心连队的整

体建设……”这些意见使我受到了

极大的震动，立即诚恳地检查了自

己入党、提干之后，有“船到码头车

到站”的思想，一门心思想出好作

品，所以怀揣着一把大“笊篱”到基

层来“捞干货”了。

三天学习之后，连队全体党员

在中苏边界起点的“土字牌”前重

温了入党誓词，我们面对铁丝网国

境线，握紧拳头庄严宣誓：我志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我立即加入到连队设施

建设当中，发挥自己体力过人的特

长，每天搬运上万斤的石头填进碎

石机；在拆卸混凝土模板时，不慎

被扒钉扎透了脚心，引起高烧 40

度，幸亏医助（特为连队配置的助

理医师）为我打了破伤风血清才转

危为安。在我结束代职返回话剧

团时，脚上还缠着绷带……但站在

“土字牌”前举行的宣誓仪式，却永

远铭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铮铮誓言

回响耳畔

十七岁的孩子

在妈妈怀里

初心不改

鲜红的旗帜

无数的英烈

不朽的忠魂

血染的风采

我不曾忘记

我不曾忘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我不曾忘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我不曾忘记

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不能辜负

我备课批改到深夜

面对严谨求实的党建工作

不敢马虎

精益求精抓到底

不论什么任务

我执行坚决

无论哪把椅子

我努力坐热

在奔腾的江河里

我是哪一条？

在灿烂的群星里

我是哪一颗？

我愿一直奉献

我愿永远奔腾

我会坚持拼搏

我会闪闪发光

我不曾忘记

我是这一条

不声不响汇入大海

我不曾忘记

我是那一颗

不争不怨灿烂银河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学过一篇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课文，讲

述的是 1969 年 3 月珍宝岛自卫反

击战中，战斗英雄于庆阳为保卫祖

国边疆流尽最后一点血的事迹。

这篇课文像一部精彩的影片镂刻

进我的脑海，至今不忘。亲眼目睹

神圣宝岛，寻觅英雄足迹，成为我

儿时的梦想、长大后的愿望。顺道

再看看昔日的北大荒，今日的北大

仓。这个初衷锁定了我的东疆之

行。

我们祖国的东部边陲，以乌苏

里江为中俄边界。在烟波浩渺的

乌苏里江中，珍宝岛最为亮眼，仿

佛有无数颗英雄的眼睛在闪亮，警

示我们牢记历史，保卫祖国边疆。

我的东疆之行从兴凯湖开始

起笔吧！

兴凯为满语。兴凯湖意为像

海一样的湖，原为中国内湖，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变成了

中俄界湖，且俄国占大部分，我国

仅占1/3。兴凯湖是火山爆发造成

地壳陷落而形成的构造湖。兴凯

湖由大小两湖组成，多沼泽湿地，

为黑龙江流域最大湖泊。

实实在在地讲，我是怀揣着耻

辱来看兴凯湖的，可能是兴凯湖也

感受到了我的低沉，让晴朗的天空

霡霂落雨以表达自己的心境。我绕

着湖边徜徉许久，然后默然离开。

离开麻山的兴凯湖，一路向

东，轿车在坦荡如砥的高速上奔

驰，扑入我视野的是一望无际的稻

田，我的心被辽阔的大地拉扯得比

大地还辽远。心想，我们伟大的祖

国竟有如此宽广的土地，生活在这

里的人们多幸福啊！

随着车轮的飞转，很快来到了

虎林。虎林古为肃慎地，是原东北

少数民族的故乡。这里也是北大

荒第一个军垦农场的诞生地。“艰

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

奉献”的北大荒精神至今仍是激励

我们前进的动力。看着一片片绿

油油的稻田从我身边疾驶而过，当

年王震将军率领的军垦大军挥汗

如雨的情景仿佛又出现在眼前，今

天的共和国之所以繁荣昌盛与老

一辈革命家的奋斗是分不开的。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那些英勇无

畏的将领和无数无私奉献的战士！

乌苏里江汩汩的流水声打断

了我的思绪，抬头望去，已来到了

“珍宝岛森林公园”。登上高高的

瞭望塔，祖国边疆辽阔万里，一碧

无际的湿地尽收眼底，远方是滚滚

的江水，近处是草长莺飞和淡淡的

花香，谁融进这样的情景里也会为

之动容！那种心境，用再美丽的语

言也无法表达出来。

从虎林到饶河的路上，挨着乌

苏里江一旁的是一片阔叶林地带，

属完达山山脉。黄灿灿的荷青花

可爱地绽放在道路两旁，像是人工

种植一般，直拽我的目光；蜜蜂成

群结队地跟在我们车后，嗡嗡地叫

着，恍若在欢呼我们的到来。

沿着一路风景，我终于来到了

向往已久的珍宝岛。一块巨大的

石碑上醒目地刻着“中国·虎林·珍

宝岛”。左右两边还分别挺立着

“珍宝岛战迹地”和“百年首捷，一

岛独胜”两块石碑。乌苏里江岔对

面的珍宝岛正在建筑形象，忖度是

在为发展旅游业做准备。这个不

足 1 平方公里元宝形状的小岛，

1969年3月，差一点引发新的世界

大战。看着看着，我的思绪又被拉

回到旧日。中苏两国本不相邻，自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100多

年的混乱，沙俄乘机夺取了我国

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次我虽然没有踏上珍宝岛，

但近在咫尺的岛上，鲜艳的五星红

旗迎风飘扬，蓝天白云下，碧绿的

树木枝繁叶茂，温顺的乌苏里江碧

波荡漾。岛的这边，春风早已浮上

了柳梢，和平润泽着人们的心田。

我在岸边寻觅了好久，没有嗅到当

年的战争烟火，也没有找到烈士们

遗留的足迹。当年的英雄们不畏

强敌，不怕牺牲，勇敢捍卫祖国边

疆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也将永

远激励我辈奋然前行。

偶然一次的晚归，我被雁鸣湖
夏天落日的美所惊艳。

黄昏悄然临近，我驻足在雁鸣
湖岸边，没在意湖面上凉丝丝的
风，是怎样吹乱我的头发，只顾倾
听远处林中那悦耳归巢的鸟鸣。
我知道，落日正慢慢地向我走近。

湖面上映着巨大圆盘般的落
日，水波反射着金灿灿的光芒格外
耀眼。微风徐徐，凉爽又带几丝温
柔之气。我站在碎石子铺就的湖
边，望着夕阳下的雁鸣湖湿地，一
湖碧水，两岸青山，水天一色，白云
伴着鱼儿水中游，自有一番野趣天
成的水域风情。恰是“鸟遇幽林不
忍飞，人逢佳景忘思归。水如镜面
山如黛，雁鸣湖光映夕辉。”

暮色渐起，大朵大朵的云彩在
夕阳下翻动着，霞光在天边翻卷出
团团红晕，水面上折射出波光粼
粼。而那些迟归的水鸟时而擦着
水面捕食，溅起串串水花，时而在
湖面上空盘旋。绿色的浮萍飘在
水面上，芦苇随风摇曳，发出“唰
唰”地声响。落日正以轻盈的姿态

悬挂在西山的群峰上，生怕一不小
心滑入水中，惊扰了草丛深处忙碌
筑巢的野鸭。

从远古世纪走来的雁鸣湖落
日，在地平线交错的广袤田野上，
以丰姿绰约的倩影，撩动着我痴情
的迷恋。雁鸣湖湿地的落日，以一
种不动声色的姿态，默默挥洒着一
团烂漫的人间烟火，照亮我的心
房。我在雁鸣湖落日的光芒里，感
受那些被时光翻刻的人生，走过的
路或写过的文字，在模糊的记忆中
被温软的打开，如同夜间渐次亮起
的灯火，照着隔山隔水之人。

夕阳里，我在湖边静静地走，
湖面上影子与我亦步亦趋。葱绿
的山野、醉美的湖水、归巢的倦鸟、
还有擦肩而过的人，这一刻，就像
从远古时空传来的无声韵律，驱散
我心中的杂乱，来安放我焦躁灵魂
深处那些爱与痛。人生中的许多
追求，在落日的缝隙里能忽然间变
得更加紧迫起来。然而，落日是亘
古不变的与山水相伴，天生就赋予
了大自然生命的绚丽和色彩。

我总觉得雁鸣湖的落日，它的
包容性和宽容性很大，任凭狂风暴
雨时的任性侵袭和掩盖，或任意挥
霍留在湿地上一缕温热。然而，落
日依然会遵循不变的情怀，无怨无
悔地面向世间的万物。

雁鸣湖的落日，终究是一个人
在恬淡舒适日子的风景和遐想。
蓦然回首，心中隐匿许多光阴里的
故事，我一直觉得，是那轮清新寡
欲的落日，在脑海里不断翻腾的演
绎。不管是怎样的一场经历，我都
不太相信宿命，或多或少都会留下
一些斑驳的影子。

雁鸣湖的落日，成为我心中一
种无可替代的音符。日出日落是
一种美、倦鸟归巢也是一种美，自
然界的山山水水又有哪一处、哪一
时不美呢？

在云卷云舒的傍晚，我用心去
感悟，一声声归巢的鸟鸣，那不就
是一种温馨的呼唤、一种牵挂的呼
唤、一种回家的呼唤吗？在一点点
惆怅和孤寂里，也唤起了我心底的
那份无以言表的乡愁。

建党一百周年表彰大会的这

一天，下起了雨。我清晰地记得会

议结束后，我穿着纤细的高跟鞋跑

向停车场的五百米距离。雨下得

很急很密，我跑得很慢，怀里的“先

进基层党务工作者”荣誉证书捂得

很紧。原本想发个朋友圈纪念一

下，终因领奖途中庄严肃穆的氛围

没有卖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不论知识还是荣誉，都卖弄不得。

当天，七点三十分集合拍照，

从领取绶带、徽章到整理队形，直

到八点半伴着雨完成合影。中间

的一个小时是短的，在场的二百余

人，人人嘴角上扬，大家都不觉得

等待的漫长。但凡站在队伍里的

人，都不缺荣誉，就连再平常不过

的我，得过的荣誉证书也是二十开

外。今天的荣誉大家却格外在意，

与党的百年华诞同庆，即便是八十

开外的老党员，也觉得自己风华正

茂。

合影时我站在第二排，坐在正

前方的是一名身着军装的74岁老

党员。从坐下的那刻起，他就大着

嗓门儿跟“左邻右舍”话起了党史，

那些从年轻起一路沉淀下来的记

忆，全是关于党如何从胜利走向胜

利。他作为党员的无限荣耀与自

豪，让我肃然起敬。这些从年轻开

始为了党的事业、人民幸福而打拼

的老党员，有着年轻人没有的精气

神儿。

颁奖典礼结束后，奏响了国际

歌，起立的人群中，我格外留意的

还是一名老党员，年龄有七八十岁

的样子。国歌人人耳熟能详，国际

歌能记住全部歌词的，就只有在老

党员中才是常见。这位能记住全

部歌词的老党员，和着音乐高声歌

唱，有节奏的耸着肩、摆着头，让我

想起了歌曲《少年》。他对党的初

心像少年一样还停留在年少时，守

得住、守得稳，再后来的使命担当，

不必问，便也错不了。

回家的途中，雨刷有节律地拭

着细雨。我想起了唱国际歌的老党

员，想着回家也抓紧把国际歌的歌

词背熟，流利到像他一样。我想起

了第一排领导就座时，工作人员抢

着上前要给他们擦干净被雨水打湿

的座椅，人人笑着说，“不用擦、不用

擦，湿就湿呗怕啥怕啥……”是啊，

这些为了党的事业打拼多年的人，

这点儿雨水的确不算啥。在为人民

谋幸福的途中，他们没怕过啥；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

大同，让他们不谋而合。

写到这里，我不禁轻笑，哪里

是“他们”啊，明明是“我们”，毕竟

踏着英雄的足迹做今朝的努力，20

年党龄的我，也是可以的。

重温入党誓词：在东方第一哨
□谢午元

我 不 曾 忘 记
——为庆祝建党百年而作

□海燕

歌声中的镰刀锤头
□王溱

世相扫描

领 奖 途 中
□邰敏娜

雁鸣湖的落日
□刘景林

辽阔东疆分外娇
□扬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