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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大年三十，省城大街小巷

到处洋溢着浓郁的年味。我匆匆忙忙

地下班回家，草草和家人吃完团圆饭，

就乘车急忙赶往总队机关。一到机关，

参加总队机关下部队查哨的 3 个暗访

组成员已基本到位。时针刚指向 21

点，3个组分江南、江淮、淮北3个不同

方向进发了……

此时此刻的省城，灯火通明，万家

团圆……我率队的这一组是赴江南，检

查部队春节期间战备执勤情况。这样

的检查，在我军旅生涯中不知有过多少

回了。但由我带队的，我还是记忆犹新

的，这已是我第7次“领兵挂帅”了。我

无暇欣赏车窗外的绚丽烟花，和大家一

起商量着检查路线。这次检查，总队没

有统一规定的路线，也没有明确检查的

单位，更不准“跑风漏气”打招呼，只是

给每组划定一个方向和完成的时限。

至于查哪些单位，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等

等，完全由各组自行确定。

我们“突袭”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

安庆的省第二监狱。我们抵达监狱时，

已是子夜 1 点多了。为了不惊动常年

在这里担负看押执勤任务的武警安庆

市支队二中队哨兵，车快接近监狱时，

我们下车步行穿过小巷，刚接近监区，

黑洞洞铁门前的哨兵一边紧握着手中

枪，一边低声喊着口令。哨兵跟我的口

令对上后，就跑步到我跟前：“报告首

长!哨位一切正常!请您指示!报告人，安

庆市支队二中队三班哨兵陈华。”“继续

上哨!”“是!”随即，我们又登上高墙电网

的4个角上的哨位，仔细检查了各个哨

上的设施和哨兵手中的武器情况。

随后，我又率暗访组一行消失在夜

幕下，驱车向西行驶，赶往九城监狱。

这一监狱位于长江北岸的望江县境

内。不越雷池的历史典故，就诞生于

此。据史料记载，东晋时战争不断，护

军将军庾亮深受晋成帝赏识，凡是朝廷

大事，晋成帝都喜欢听取庾亮意见。对

此，镇守历阳大将军苏峻深感不满:“我

沙场屡建战功，庾亮凭什么青云直上？”

于是，他就命令部下向庾亮讨伐。消息

传到驻守雷池的温峤都督那里，他一听

庾亮被围，立刻就要发兵前去救援。庾

亮得知，立即写信传来，叫他切勿越过

雷池一步。因为雷池一旦失守，历阳也

就保不住了。车上，我就把这一典故讲

给大家听。

东方渐渐升起一轮红日，我们一行

到达九城畈的杨湾闸。这是进入监区

的唯一一条必经之路。这时，驻守在这

里的武警一支二大队还没吹响起床号，

我们就慑手慑脚地先进入到四中队，进

行查铺查哨。等检查刚结束，大队长和

中队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门口，等候

着我们。一见面，他俩就简要向我们介

绍一下春节期间战备值班情况。我们

听完介绍后，又实地进行了检查，并在

大队部食堂，和战友们一起共进早餐。

一觉醒来，草草地吃了顿饭，我们

就忙着赶路了。到了傍晚 6 点多钟，

我们一行又“杀了一次回马枪”，在直

奔武警安庆市支队值班室，检查值班

人员在位情况之后，我们一行南过长

江，沿途察看了担负看守执勤任务的

武警东至县中队、祁门县中队。大年

初二中午，我们在休宁县找了一家住

宿地，好好地睡起了觉。到了凌晨 3

点多，我们又开始了“微服私访”。我

们暗访完武警黄山市支队和六支队

后，在一座座大山之间的一条弯弯曲

曲山道上穿越着……俗话说的好：“有

人的地方有武警，没有人的地方也有

武警。”我们在一片高山林立的深山老

林中，探访和看望了在“白天兵看兵，

夜晚数星星”艰苦环境下，常年担负守

卫执勤任务的武警一支队九中队官

兵。这天，我们在山上住下了。晚上，

我和战友们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我们暗访组的一名战友还情不自禁地

唱起了“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你在

家乡耕耘着农田，我在边疆站岗值班

……”他这一唱，整个气氛一下活跃起

来了。战友们纷纷拿出“绝活”。我给

战友们讲了自己对军人职业的理解：

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以为，

军人，是一个勇于奉献的职业；是一个

不怕牺牲的职业；是一个肩负特殊使

命的职业。因为军人承载着保卫国家

安全神圣而特殊的使命。这一使命，

要求我们军人时时刻刻都要充分保持

高度警惕，时时刻刻都要处于战备状

态，时时刻刻都要作出自我牺牲……

越是在和平年代，越是在传统佳节之

际，越是要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分分

秒秒地战斗在执勤第一线。这，就是

军人!既然大家选择了来当兵，就应当

为了万家的团圆，而默默地把火热的

青春，献给我们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这一

神圣使命……我们在这静悄悄的深山

老林里，度过了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

夜晚。

清晨，我们暗访组一行就要告别

深山中的战友，继续往北上，进行“私

访”。战友们得知后，就自发地列着两

列纵队，夹道欢送我们下山。见此情

景，我的眼睛湿润了……告别默默在

原始大森林里常年守卫执勤的战友

后，我们一路进发，前往宣城、芜湖、马

鞍山等长江沿线，检查部队节日期间

战备执勤，查完马鞍山市看守所后，我

们又折回头，悄悄“袭击”了被誉为“皖

江第一水兵”的武警芜湖船艇大队。

等我们回到合肥时，已是大年初

五傍晚。过程辛苦，但现在回想起来，

却也是分外骄傲。

不一样的节日
□ 合肥 日月

傍晚，在外散步。

走在我前面有一家三口。一对

年轻夫妇走在一位约 3 岁左右的小

女孩后面，母亲在左，父亲在右。突

然，小女孩摔倒了。见状，我想：小

女孩的爸爸或妈妈会上前把小孩扶

起来。然而，事实却出乎我的意料，

就听到父亲喊：一、二、三……只见

小女孩小屁股一撅，双手一撑，自己

爬了起来。

见此情景，意外之余，我更有一

份欣慰。这对年轻夫妇“让孩子自

己爬起来”的教育理念，在我国独生

子 女 教 育 的 现 状 下 ，实 在 难 能 可

贵。然而，现实之中，我们有的家长

则不是。他们对孩子往往是“含在

嘴里怕化了，放在手里怕摔了”，孩

子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生活。殊不知，父母对孩子过分的

爱实质上是害。在这样环境里长大

的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

风吹雨打。正如我国古语所说：惯

子如杀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应当

说，家长爱孩子可以理解，但不能溺

爱，要引导孩子正确对待挫折，磨砺

孩子勇于迎难而上的意志。因为在

人生的过程中，绝无平坦大道可走。

坎坷、荆棘、困难都会与人为伴。人

要生存，要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同

困难交锋，要与挫折抗争。一个从小

娇生惯养、溺爱过度的孩子，长大之

后绝不会有什么意志力，在困难与挫

折面前，容易跌倒；跌倒之后也很难

爬起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

些从小历经摔打的人，他们能直面人

生，深谙人生的道路，虽百折而不回，

履艰辛而不惊。

在美国，家长就认为“艺高人胆

大”，孩子胆小，将来会一事无成；孩

子从小学会了生存技能，长大了就

不会怕这怕那。所以，家长非常注

重对孩子的“练胆教育”。这种教育

分家里、家外两方面。在家中，孩子

一岁即与父母分床，独居一室。孩

子能上桌吃饭时，家长便让孩子自

己拿着刀叉进食，即便把食物弄得

一塌糊涂，家长也绝不过去帮忙；家

外主要是社交和旅游。从小就让孩

子跟小朋友玩，使孩子在与陌生伙

伴的玩耍中，锻炼胆子。外出野游

时，家长有意识地让孩子当“先锋

官”，让他们在前面为家人“逢山开

道，遇水搭桥”。遇到危险地段，家

长让孩子自己判断危险程度，然后

让他们想出化险为夷的办法。

然而，君不见，在我国的一些小

学门口，每当放学铃声一响，便可看

到在门外等待着的家长们，争先恐

后地为陆续出校的孩子背书包……

据媒体报道，在日本、韩国的一些小

学门口，见到的则是，孩子们不但个

个自己背书包，有的还帮父母、爷爷

奶奶拿东西，因为他们从小就有一

种不过分依赖家长的观念，有一种

自立自强的意识。

鲁迅先生曾在《我们现在怎样

做父亲》一文中，主张大人要尊重孩

子的天性和独立人格，强烈反对凡

事由家长包揽的育人方法。如今的

家长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延长的是

孩子的心理断乳期，压制的是孩子

的精神成人，弱化的正是孩子未来

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实践证明，真

正关爱孩子，就要给孩子学会克服

困难的机会，培养他们良好的耐挫

力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要如

此，家长不妨从“让孩子自己爬起

来”做起。

让孩子自己爬起来
□ 合肥 高国春

我不仅是一名编辑，更是一名作

家，每当夜晚安静的时候，总爱坐在

书桌前构思写作，因为写作是孤独

的，也是寂寞的，只有安静下来，才不

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写出更多更

好的优秀作品。

可是，自从搬迁到了新楼却怎么

也安静不下来了。我家在四楼，五楼

住着一位大娘，她的儿子与儿媳都是

从农村过来的，在外面打拼了几年，

在市里给老母亲买了楼，因为城里不

同乡下，老大娘与整个楼里的住户，

都不怎么熟悉，儿子与儿媳又常年在

外面打工，实在无聊，大娘便在楼上

客厅里，天天扭秧歌，特别是一到夜

晚的时候，老人也许是想念家乡了，

还边扭边唱，新楼的隔音不太好，大

娘的秧歌一扭，我的写作心情受到了

严重的影响。

更令我不能容忍的是我的楼下，

住着一位老大爷，这位大爷原来也在

乡下，与他的妻子一起生活，后来他

的妻子去世了，为了方便照顾老人，

他的儿子与儿媳妇便将他接到城里

来住，大爷有些耳聋，还喜欢看电视，

在看电视的时候，经常将音量调得很

大，有的时候，我在写稿件时，刚刚有

了思路，打算一气呵成写完，可是有

时就会被楼下的电视声打断。

楼上扭秧歌、唱二人转，楼下电

视音量高，弄得我整日上下不得安

宁。后来我终于无法容忍了，便对他

们说了我的难处，楼上的大娘还好，

没有说什么，可是楼下的大爷却是火

气冲天地说道：“我在自己家里看电

视，碍到你什么事了？”我也无言以

对。楼上的大娘有所收敛，可是楼下

的大爷似乎在与我怄气，越到晚上，

电视的声音调得越高。

有一年端午节的时候，母亲从乡

下来了，还带来了不少的粽子，我对母

亲说出了自己的烦恼，母亲说，“远亲

不如近邻，都是楼上楼下住着，低头不

见抬头见的，不要跟人家弄得很僵，看

来我与你父亲不到你们城里来生活的

选择是对的，不能没有了邻里亲情。”

母亲听说楼下与楼上的老人都

是从农村过来的，就将给我拿来的粽

子，分出一大半，要送给楼上与楼下

的大娘与大爷。我说什么也不同意，

母亲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城里人将

邻里亲情都住没了，不如乡下，不管

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大家都积极

帮助。”母亲的话令我茅塞顿开，我与

母亲拿着她包的粽子送完了楼下的

大爷，又送楼上的大娘，他们看见我

们拿着粽子来了，都很高兴，说很长

时间都没有吃到乡下的粽子了。母

亲说：“如果你们喜欢吃，我每年都给

你们送。”楼上的大娘与楼下的大爷

都很感动，母亲回家的那天，他们都

送出母亲很远才回来。

自此之后，每年的端午节，母亲

都会多包一些粽子，不但送给我，更

重要的是送给楼上的大娘与楼下的

大爷。楼上与楼下也安静下来了，楼

上没有了踩踏地板的脚步声，楼下也

没有了高音量的电视声。

夜晚安静了，我的作品也完成了

不少，有的作品还获得了一些大奖。

能够取得这些成绩，要感谢母亲的家

风与为人处事的做法，母亲每次来，都

嘱咐我说：“你们城里人也要学一学乡

下人，邻里之间，不要那么冷酷无情，

一个楼里住着，大家要相互帮助才对，

邻里关系好了，大家住在一起才舒

心。母亲用言传身教让我明白了邻里

和睦的意义，这是家风，也是美德。

粽香情里传家风
□ 吉林 王淑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