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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央视一套《开讲啦！》栏目邀请了战斗英

雄韦昌进为青年观众上公开课。30多年前的

战斗故事让如今的青年人流下了感动的泪。过去总觉得

英雄离我们很远，但眼前的这位英雄却离我很近：因为他

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曾在一个班上共同学习过2年。

能称得上英雄的古今没有几个人，英雄韦昌进无疑

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同学。喜欢看新闻的人一定还记

得，2017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授予 10 位英雄“八一勋

章”，其中就有我的这位同学。今年11月，改革开放杰

出贡献100人名单公布，韦昌进又名列其中。英雄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不止，人民又怎能忘记？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和韦昌进同时考进了溧水县

白马中学，并分在了同一个班。韦昌进小我一岁，那时

的他瘦瘦小小，言语不多，见人腼腆害羞。印象中他在

家排行老大，下有 3 个妹妹。一家人靠种田为生，家中

较为贫寒，非常懂事的他上学之余常帮家里干一些农

活，总想着能为父母减轻点压力。韦昌进与我的大姨

住在一个村子，与我的表哥又是堂兄弟，因此每年过年

拜年时我们总能见上一面，在一起玩耍。同学中，我俩

也算是比较熟的了。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初中毕业，我们

各奔东西，从此便没再见面。一次，我从表哥的口中得

知，因为家庭负担实在太重，为了让3个妹妹上学，韦昌

进放弃了上高中，当了公路修路工。那时，他还不到18

岁。小小年纪便挑起了生活重担，想着为家人分担压力，

是许多人没想到的。足见他是一个多么有责任心、有担

当的人。再后来，听说韦昌进参军，进了部队。

1985 年，韦昌进随部队参加了边境作战，在那次

战斗中他差点牺牲。这一消息是在我来合肥参加工作

后才得知的。厂里的宣传栏里贴出了战斗英雄来合肥

作报告的消息，还配了英雄的照片，其中就有我的同学

——“王成式的战斗英雄”韦昌进。“一天凌晨，敌军以2

个营 1 个加强连的兵力，向韦昌进坚守的阵地猛烈进

攻。激战中，他被弹片击中左眼、穿透右胸，仍强忍剧

痛坚持战斗。当身边的4位战友相继倒下后，他毅然用

报话机呼喊‘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

炮啊！’用生命引导炮兵先后打退敌军 8 次连排规模反

扑，独自坚守战位11个小时，牢牢守住了阵地。”

“全身 22 处受伤，昏迷了 7 天 7 夜，做了 15 次大的

手术，身体至今仍留着 4 块弹片。”每个数字都催人泪

下，令人敬佩。听到这样的故事，我的内心则多了一层

骄傲和自豪。当时，我有种想见见他的冲动，可惜获悉

他来肥的消息太晚，他已经随英模报告团离开合肥去

了其他城市。那次的擦肩而过，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从那以后，每次回家见到表哥都不忘打听韦昌进的

消息：“身负那么多伤，他还好吗？”表哥告诉我，他家曾

遭遇了一场火灾，3间房子被烧了个精光。不过当地政

府给了英雄春天般的温暖，不仅为他家盖起了新房，还

为他的几个妹妹安排了工作……

30 多年过去了，如今，韦昌进是枣庄军分区的政

委，30 多年不曾见面，但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机会越来

越多。还能看到他那少年时的影子。年过半百，身负

那么多伤，依旧神采奕奕，身体健健康康，事业蓬勃向

上，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他是英雄，更是旗帜，时刻

激励着身边的人，包括我。

我的同学是英雄 □ 蔡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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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大厨”的日子
□ 聂士俊讨一杯水喝”，这是最常见最平常的一件小

事，可金兴安先生为这杯水，记了整整30多

年。为了感谢当年这位送水的好心人，2017 年 5

月 9 日，金兴安先生专程从合肥赶到定远县炉桥

镇，邀我等陪同去能仁乡二家李村，见到了当年送

水的陆开金老师。

陆开金老师今年 77 岁，当年是二家李小学的

教师（后来任校长，于 1999 年退休）。那时金兴安

在炉桥镇工作，一次因事去能仁乡，办完事他去年

家岗火车站赶车，途中遇到挚友，受到热情的款待，

他喝多了酒。朋友们劝他们休息一会再走，可金兴

安一来急于赶车回单位办事，二来他认为自己年轻

不会碍事。结果他刚走到二家李小学，突然头晕目

眩，还呕吐了起来。正在学校值班的陆老师见状，

急忙把金兴安搀扶到学校里，知道了原由后，便从

家里拎来了热水瓶，倒了一碗热水，让金兴安喝

下。过了一会，金兴安平静下来后，又要去赶车。

这时天已黑下来了，陆老师考虑二家李离年家岗还

有好几里路，就是到了车站也不一定能赶上去炉桥

的火车，于是再三劝说挽留，最后陆老师热心地把

金兴安安顿到学校里过了一夜。

事后，金兴安给陆老师写去了感谢信，陆老师

也于1986年3月9日给金兴安回了一封信，陆在信

中说，这是一件小事，你遇到谁，谁都会给你一碗水

喝的，不必在意。还说了一些非常热情的话。金兴

安一直把这封信保存着。

去年，金兴安特意找出了这封信，并把它带着

到二家李找到陆老师的家。当他掏出这封信送给

陆老师，陆老师看着信感慨万千，激动得老泪满面，

“30 多年了，你还没有忘记……”金兴安送上慰问

金，陆哪里肯要，三番五次，金兴安硬是把钱塞到陆

的口袋里。两位老人见面感人的一幕被一同前往

的能仁乡乡长郭庆用手机拍摄了下来。在场的所

有人无不为之感动。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金兴安先生践行了这一美德。为了感

恩乡亲，金兴安在家乡——定远县蒋集镇创办了全

国首家“农家书屋”。他不仅捐出了自己的许多藏

书，还花了不少钱购置了大量的新书捐给书屋。为

了感谢从童年到工作中帮助过他的每一个人，他拿

出自己的巨额积蓄特意订制了许多礼品，特此在定

远召开感恩座谈会，把礼品一一送给自己的恩人。

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碗水的小

事，能在心里30多年不忘，金兴安先生这种有恩必

报的美德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

有恩必报的金兴安 □ 李玉昌

划拉,月圆月缺,春夏秋冬，几十年时光,轻

轻地溜过我的身旁。但我做“大厨”的日

子,若雪后的红梅,愈发鲜亮了。

1985 年的冬季,一年一度的水利冬修,是全国

人民的大事。加固世界第一塘——安丰塘的堤坝,

是每年冬修的重要任务。当时,我还在读高中,未到

二十岁。正值寒假,经人介绍,加入到加固安丰塘堤

坝的工程队中,挣几个小钱,交下学年学费。

当时的修堤,可不像现在这样高度机械化。几

十年前使用的砌坡石块,全是石头毛料,也就是用炸

药炸开山石。石头大小不一，单块石头少则几十斤,

重的有上百斤。施工人员用大铁锤,先把石头捶打

成规则的形状,然后用双手把石块搬到合适的位置。

施工队长看到我一副学生模样, 又因为是友人

所托，有点不忍心。他看出我不是搬石块的料，便

随口问道:你会烧饭吗？当时，我也不知从哪里来

的勇气，立即答道：会呀。他说，那你不用砌石坡

了，帮我们做好饭就可以了。

我随口答应做饭的事，立马就后悔了。在此之

前，我从来没做过一顿饭。更何况这次是为20多人

的工程队做饭呢!不管怎样，答应的事，不好反悔。

在野外干活，一般离村子都远。烧火做饭,根

本不是在厨房，锅灶都是临时堆砌的，我们在安丰

塘边，相中了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用土坯围起一

口锅灶。20多人的工程队，大伙干的都是苦力活，

一顿饭要煮20多斤的大米。我先把大米装进竹篮

里，来到塘边,一只脚踩住水中的石块,把篮子放入

水中,用手淘洗篮中的大米。洗完米，我把米倒进

铁锅，添上一些水。首先,得在锅下塞一些柴草，柴

草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可我没有煮过米饭,水烧

开了又该怎么办？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摆小摊的老

者，我赶紧跑过去,买了点不值钱的小东西,然后才

好意思开口问煮饭的事。老者详细地给我讲了做

米饭的过程。

按照老者的吩咐,我小心地翻动着锅中的米

饭。不一会儿,听到锅中传出“哧啦,哧啦”的声音。

我赶紧盖上锅盖,又在锅的四周围上一圈抹布，把

大火改为文火。大约几十分钟后,揭开锅盖一看,一

股饭香扑鼻而来。

接下来,我得给大伙做菜。把一大篮子白菜洗

干净,切碎。在锅里放些油，然后,把白菜放到锅中翻

炒,撒些盐，切一些豆腐下锅。等锅中的白菜豆腐烧

差不多了,再放些生姜、葱花。最后,把白菜、豆腐盛

在几个大脸盆里。这时,工友们从工地回来了,端起

米饭,围拢在几个菜盆前,大口地吃着饭菜。他们脸上

的快乐,像是品尝人间美味，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以后的几十天里,我们不停地更换着施工地

点。我的“行军锅”也跟着换地方。大伙都亲切地

喊我“大厨”，我心里美滋滋的。

米就是炒米。

入冬后，选上等的糯米浸泡，而后大火蒸

熟，趁晴天晒干，放在通风的地方收藏。待到闲暇的

日子，搬出桐油炒过的沙子，将其与阴米每样一半的

比例倒入铁锅。在灶台旁用凳子支起团箕。

烧火前，把木柴劈成块，架在灶膛里，用松枝点

燃。别小瞧这烧火，要紧得很。火小了，阴米熟不

透，散发不出香味；火太大，又容易炒焦。

炒阴米都是外公跟外婆搭档。外公在灶下添

柴烧火，外婆站在灶前亲自掌铲，不快不慢地翻动

着锅里的沙子。等到阴米炒熟后，外公就用米筛耐

心地筛掉沙子，然后将阴米装入谷箩中。

用沙子炒过的阴米，洁白圆润，入嘴即化。老

人们喜欢吃。阴米还有一种炒法，不放沙子，只用

香油炒爆。这种阴米又叫油米，香脆黄亮。

童年时代，在贫瘠的农村，油米算得上很好的

零食了。那时，放学回到家，外婆就跑到厨房烧水，

忙着给我泡红糖阴米。我抿上一口，细嚼着，喉咙

润滑，满嘴留香，一股暖流穿肠过肚。

外婆还时常悄悄打个荷包蛋卧在碗底，凑到我

耳旁说：“快点吃，不要让外公看见。”那时，家里的

鸡蛋，都到小店换酱油和盐。

阴米性温，能益气补血、健脾暖胃，而一碗红糖

阴米更是一味温和滋补的良方，适合病后产后之人

食用。女人坐月子，吃红糖阴米，补血又补气。

阴米十分耐留，头年炒，次年夏秋仍然不变质

味。我一直以为阴米只是故乡江北的小吃。最近闲

看美食书籍才发现，阴米竟是“东坡美食三绝”之一。

北宋大文豪苏轼是闻名遐迩的美食家，尤其善

于研究养生的美食。相传，东坡美食有三绝：东坡

恋糕、东坡阴米和东坡肘子。东坡阴米的传说讲的

是苏东坡的夫人王弗分娩后，身体非常虚弱。苏东

坡尝试过很多种食补疗法，都不见起色。着急的苏

东坡去请教母亲程夫人，老妇人告诉儿子，将糯米

煮熟，阴干后用油炒爆，食用加入红糖一起泡熟。

苏东坡按照此方法给夫人食用，王弗的身体

逐渐转好。这看似简单却极富养生价值的食品激

起苏东坡的浓厚兴趣，于是苏东坡在食用时加入

荷包蛋，结果美味倍增。从此，滋阴补血的东坡阴

米便广为流传。

温补美味的阴米，如今乡下已没几户人家制

作，可年迈的外婆依旧年年炒一些。不论啥时回

家，外婆总会给我泡上一碗飘香的阴米。鼻子凑

上前，淡淡清香扑面而来，送一勺沾着猪油的阴米

入嘴，瞬间滑过喉咙。那味道，飘过我童年岁月，

芳香如故。

阴

阴米香 □ 汪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