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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话，张学良惊得张大了嘴
巴。于凤至要上学的事，她只与自己
一人说过，四大天王并不知道，父亲
怎么会知晓呢？

张作霖继续说，你奇怪是吧，是
你吴大爷告诉我的，于大小姐在张罗
卖房子。你吴大爷看着傻乎乎的，这
事可办得明白，两块大洋就从于家下
人嘴里掏出了实情。所以，容不得我
多想，只能快点把你们的婚事办了。

张学良听明白了，在已经快成了
精的父亲面前，自己此前所做的所有
努力都是徒劳的。想到这，张学良心
里有些恼火，一句话脱口而出，我就
不明白，你为什么非逼我去娶那个我
不喜欢的村姑！

张作霖好像正在等着张学良这
句话，你不问我，我也会告诉你。你
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家欠于家
一份永远也还不清、还不完的情！

你爸我今天还能坐在这里跟你说
话；你妈死了，能有那么多的人去发送
她；你有病住进医院，会
有那么多的人揣着钱、
拿着东西去看你；你们
吃腻了豆腐脑，拎着桶
出去一趟，就能弄来一
桶牛奶尝尝鲜。都是因
为于大小姐的父亲在关
键时刻出手，救了你爸
这条贱命！

知道什么叫命悬
一线吗？这词我听过
一次就记住了，记得牢
牢实实的。因为那天
的事情太可怕了，再有
一两分钟，你吴大爷不
来，你爸就会被陶克陶胡的骑兵踩成
肉酱，连块完整的肉块都找不到啊！

陶克陶胡你听说过吧？这人是
个蒙古人，一手好枪法，一身好骑
术。他手下的骑兵也个个了得，他们
用的马刀不开刃，一刀抡下去，马头
都能齐齐地斩下。这陶克陶胡受了
俄国人的窜弄，要搞啥外蒙独立，政
府派我带人去剿杀。开头几仗还算
顺利，一直把陶克陶胡追进了大漠
里，还杀了他手下几个大将。也怪我
看轻了这胡匪，让几场胜仗打昏了头
脑，我们追进大漠没几天，就被陶克
陶胡调集的重兵团团围住了。我派
人冲出去讨救兵，徐世昌那老王八犊
子，存心想借机灭了我，按住兵不
发。我们粮没了，弹也没了，几千兵
马杀得只剩下不到三百人。我们三
百人守在一个小山岗上，那小山岗还
没有奉天的城门楼子高。四下里全
是陶克陶胡的骑兵，黑压压的，吹着
像是海螺的东西，听得人头发、汗毛
都立了起来。我知道，等那鬼哭狼嚎
声一停，他们的马队就会冲杀上来。
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再打了，几天几夜
啊，我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我枪里

只剩下一颗子弹，那是给我自己留
的，只等山下马蹄声一响，我就把它
射进我的脑袋里。我知道，老天留给
我的时间不多了，连跟你和你妈说一
句完整话的时间都没有了。山下的
马已经不耐烦了，不停地踢着地，打
着响鼻。我举起枪，对准脑袋，对你
和你妈说了句，你们自己好好活着
吧！就在我要扣动扳机时，山下的马
队突然乱营了，数不清的官军从胡匪
的背后杀来。当头一人，挥着马刀，
嗷嗷叫着的，就是你吴大爷吴俊升。
我们得救了，后来我才知道，你吴大
爷本是不想来救我的，那时候他看不
上我，又觉得我是来跟他抢功的。是
于文斗缠着他不走，好说歹说说服了
他，你吴大爷才发了兵。

其实，我当时跟于文斗也是认识
不久，谈不上太深的交情。他能在这
样要命的时候，把我从阎王爷的鬼门
关里救回来，我真是感激得不知说啥
好。后来我就跟他说，你救了我的命，

我也没啥能报答你
的。钱，你比我多，官，
你不稀罕。我有个儿
子，你有个女儿，他们
年龄正相当。如果大
哥不嫌我出身低贱，
咱们就结成亲家吧。
我会把你的女儿当成
我自己的女儿一样看
待的，我保证她到了
我家，不会吃一点亏，
也不会受一点委屈。
于文斗找人算了你们
的生辰八字，不相克，
就答应下来。当天晚

上，我们把你吴大爷请来，算作证婚
人，在一起喝了订婚酒，这个婚事就
定了下来。

与于家定亲的事，张学良早就听
妈妈说过。妈只说，于文斗是你爸的
结拜兄弟，家境挺好，听说闺女也不
错。所以，张学良对这件事印象很模
糊。上次去郑家屯，张学良曾问过吴
俊升，父亲当初是怎样与于文斗相识
的。吴俊升的回答也很含混，唔哩唔
噜地只是说，你爸跟于文斗，那可是
铁哥们儿，换命的弟兄。现在听了张
作霖的讲述，才知道背后竟然有如此
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是听了后，脑子
里始终萦绕着一个问题，人家救了你
的命，对你有恩，对咱家有恩，咱应该
报答，可报答的方法有许多，为什么
偏偏选择了这一种？

张作霖从张学良的表情中看出了
他在想什么，这让张学良对父亲生发出
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听你说话，他永
远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有时，甚至是
慵慵懒懒、昏昏欲睡。可是偶尔睁开眼
睛，你会感到一道电光从眼中
强势地射出，直达你的心腑，
让你躲无处躲，藏无处藏。 40

尽管只有不到一周的集训时间，
但郎平还是凭借自己的超凡能力将
美国队迅速捏合。战幕拉开，美国队
连克古巴、巴西、俄罗斯等强队，取得
了七连胜，最终以 9 胜 2 负的优异成
绩获得铜牌，顺利拿到北京奥运会的
入场券。

这是美国女排参加世界杯的历
史最好战绩。现场督战的美国排协
主席比尔激动得与郎平紧紧拥抱：

“珍妮，这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美国
女排，她们的拼搏精神和团队意识令
人赞叹。如果不看肤色，我还以为这
是中国女排呢！是你改变了美国
队！”这时郎平的脑海里却闪现出女
儿浪浪甜美的面容，意味深长地回
答：“不，改变的是我自己。”

母爱缺失，糊涂“老板
娘”贺卡传情

——闫妮育女有奇招
她是《武林外传》中泼辣妩媚风

情万种的老板娘，她是《三枪拍案惊
奇》中最让人意外的“谋女郎”，她有
着陕西人那股子豪放
的性格，她已人到中
年，却在 35 岁时因一
部电视剧《武林外传》
而红透大江南北。天
性使然，生活中的闫妮
与戏里的她截然不同，
银幕上，她百变多娇，
生活中却不善言辞；银
幕上，她机智百出，生
活中却迷迷糊糊，但在
面对女儿的事情时，闫
妮说，她从不迷糊。

默默无闻小影星
崭露头角，忙于事业母
爱无奈缺失

闫妮出生在古城西安。1990年，
考入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后来加入
空军政治部话剧团。1995年 5月，闫
妮在北京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幸福
地步入婚姻殿堂。1998 年 1 月 1 日，
闫妮生下了可爱的女儿，因为刚好是
元旦，闫妮就给她起名叫“沅沅”。

闫妮渐渐成了剧团里的小红人，
每天电话和片约不断。事情总有它
的两面性，事业虽然进步了，但她却
经常是十天半月在外地拍戏回不了
家，家务和照顾孩子的事情也就都交
给了丈夫和双方的老人。

可是，沅沅当时已经 4 岁多了。
因为经常见不到妈妈，只要一看到闫
妮，就搂着妈妈的脖子不放，担心自
己一松手，妈妈就又会好长一段时间
不见了，尽显依恋之情。有一次，拍
了几天戏终于有休息时间的闫妮，拖
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闫妮住在
单位宿舍楼的 3楼，可就在闫妮刚爬
到二楼的拐弯处的时候，就听见沅沅
微弱的喊声：“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
了！”紧接着，自家的门就开了，沅沅
从里面冲了出来……

闫妮觉得很奇怪，沅沅也没看到
自己怎么就知道是妈妈呢？是不是
能听出我的脚步声啊？丈夫叹了口
气说：“你不在家的时候，咱们女儿只
要一听见楼梯有脚步声，就叫嚷着

‘妈妈回来了’！赶紧开门探头看
看。虽然很多次都失望，但下次她还
是这样……”听到这里，闫妮的泪水
刷地就流了下来。面对女儿母爱的
缺失，这时的闫妮面临着两难的抉
择，事业和亲情，孰轻孰重，何去何
从？

灵机一动，张张贺卡成信使，传
递母女真情

闫妮在演艺圈里的迷糊之名街
知巷闻，闫妮演过不少喜剧，在剧里
常把人逗得前仰后合，可在生活中，
闫妮的幽默却总比人家慢半拍，别人
由此总结她是“非同步幽默”，就是无
论感受或制造笑点，她不是滞后就是
超前。

作为演员，闫妮想不起自己拍的
第一部戏是什么，自己演的第一个角
色是什么。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可

对北京的道路还是一
点也不熟悉，经常走
错路，给人指道更是
从没对过，郭达曾说，
按着闫妮指路的相反
方向走，准没错。顶
着一头睡得左右支棱
的头发就能出来见
人，穿着睡衣就会捧
着饭盒进餐厅……导
演尚敬曾说：“闫妮永
远比别人慢一拍。”郭
达更直白：“她好像没
什么特长，不过她有

特短。人家丢三落四，她丢五落八。”
对于这些，闫妮给出的解释总是轻描
淡写：“我有时候挺迷糊的。”

但就是这么一个迷糊的母亲，在
面对女儿时却异常地敏感起来。她
深深地感受到女儿是那么渴望母亲
的爱，可自己偏偏给不了那么丰富的
母爱，长久的分离，偶尔的相聚，在女
儿成长的岁月里缺少了自己身为母
亲的陪伴，这让闫妮万分愧疚。闫妮
绝不愿自己的事业是建立在女儿成
长失败的基础上。

一次偶然的事件，却让她灵机一
动，一下子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次回家时，女儿对她说：“妈
妈，这个周末是我生日，能陪我一起
去动物园吗？”闫妮知道这个要求又
无法达到了。于是，闫妮就一把搂过
女儿说：“宝贝儿，对不起啊，这个周
末让爸爸陪你玩好吗？”沅沅一听，满
是笑容的脸当时就阴沉了下来：“妈
妈，我感觉你就像个小蜜蜂，从来也
不喜欢回家，整天在外面转！”女儿的
话把闫妮逗笑了，她顺着女儿的话说
道：“宝贝儿，小蜜蜂整天在外
可不是玩儿，它是在采蜜，给
蜜蜂宝宝吃！”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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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有坐相，站有站姿，干
啥都得有个当兵的样。”

“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
兵。”这是父亲的口头禅。父亲
十九岁那年体检合格，成了村里
少数几个去当兵的人。父亲当
了三年的义务兵，就退伍转业回
老家了。

三年的兵营生活把父亲从
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打造成一
个真正的男子汉。三年未见，面
对穿着军装突然出现在村里的
父亲，村里的人都感觉很是陌
生。瞅了好几眼，才认出是谁
来。

父亲回来后有点不适应村
里的生活，辗转之下就去跟远方
的一个亲戚学木匠了。

父亲虽然不当兵了，生活
中却处处留着当兵的痕迹。幼
时，我和弟弟一起床，随便把被

子一叠就不管了，有时懒得叠都不想叠。父亲见
了就满脸不高兴，把我们叫回来，说要是谁没折叠
成豆腐一样的形状，谁就不许吃早饭。父亲这样
一说，年幼的我们自然不敢怠慢。父亲缓慢而细
致地给我们演示了一遍之后，就站在一旁看着我
们。无奈我们叠的被子虽有点模样，却总是塌陷
下去，完全不像父亲手里的有菱角，方方正正。半
个月之后，在父亲的监督下，我们叠出的被子才像
模像样。几年后在南方的一所高校里，作为大学
新生的我，在众舍友的注视下，娴熟而迅速地叠出
一张棱角分明的被子时，他们不由惊讶不已。谁
也不知道，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我这样叠被子已
经许多年。

父亲之所以这样教育着我们，我想是因为父亲
内心深处有很深的军人情结。虽然离开部队多年
了，但父亲的心依然怀念着那里。父亲说，当不上
军营里的将军，那就当生活中的将军。

高三那年，母亲病重，一向沉稳干练的父亲怕
影响我们哥俩参加高考，没有告诉我们。当母亲顺
利做完手术，已出院回到家时，父亲才告诉我们。
高考完第二天，父亲交代了我们几句好好照顾母
亲，就跟着村里的人南下打工去了。几天后正当我
们在午休时，父亲却一脸疲惫地出现在家门口。父
亲说不小心坐上黑车，幸好衣服内里的小裤兜里缝
了点钱，不然还真回不了家了。躺在床上的母亲一
脸的担心，问父亲受伤没，父亲笑嘻嘻地说没有，毕
竟自己是当兵的，哪会这么受欺负。父亲还是受伤
了。晚上，当我推开父亲的房间，却看见父亲正往
自己身上涂跌打损伤的药。父亲见了我，叫我千万
不要告诉娘，免得她担心。父亲仅休息了两天，次
日又出去了。一个月后，父亲给家里寄来了一千块
钱，那是他大半个月的工资。

在我眼里，父亲不仅是一个兵，更是残酷的生
活打不倒的将军。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

阳……”
打记事起，《解

放军进行曲》就仿佛
一直围绕着我。好
像周围的大人小孩
无一不会唱这首歌，我还清楚地记得，是我们大
院里那个比我年长两岁的申一第一次在我耳边唱
起的，那节奏鲜明、旋律激昂、歌词带劲的歌声，
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

后来，父亲告诉我，这首歌的曲作者是著名
的郑律成，一位来自邻国朝鲜的八路军文艺战
士，一位著名的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的音乐
家……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对郑律成充
满了崇敬与钦佩，觉得他真伟大，竟然能够写出
这样鼓舞人们斗志的军歌。

于是，在和院里的孩子们飙歌时，除了原先
的保留曲目《我的祖国》之外，刚刚上小学一年级
的我就开始唱军歌了，尽管对歌曲的理解相当相
当肤浅，可挡不住我对她的无比热爱和崇敬。

后来，我又子承父业地参了军，来到了祖国
遥远的西北边陲——乌鲁木齐，在军区政治部做
文艺宣传工作。从此，军营，军歌，军旗，都成了
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心我的
情我的魂都紧紧地和军歌联系在一起，永远不分
离……

第二首刻骨铭心的军歌，是那首著名的《人
民军队忠于党》：

“雄伟的井冈山， 八一军旗红……”

在今年的党的 90
华诞的庆典活动中，
我又一次听到总政
合唱团的演唱，依然
是豪情满怀，热泪盈
眶，激动不已。

我还必须提到的
一支脍炙人口的军歌，由贺绿汀作词作曲的那首

《游击队之歌》，同样是一支家喻户晓的歌儿。在
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在百忙的工作之余，常常
吹口琴演奏她。有时候是吹奏，有时候是高唱。
总之，我印象中，也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已会唱
了。

上了小学，课外读物和语文课文里都有关于
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故事，其中有一个细节描
写，至今难忘。就是抗联在林海雪原的茂密原始
森林里，没有给养没有粮草，仍然在进行着艰苦
卓绝的斗争，杨靖宇将军就常常带领自己的队伍
高唱这歌，“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跑，敌人给我们造……”以此鼓励激励
将士们的英勇抗日的斗志。可见，革命的战斗的
歌曲之精神鼓动作用是完全可以战胜那些装备精
良的反动派的!那，就是我们的军魂——军人的战
斗意志、品质和顽强的永不言败的大无畏精神!

还有那著名的《志愿军军歌》，“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在我们中国，这是一曲伴
随着并影响了几代人的英雄赞歌，旋律刚劲有
力，朗朗上口，极富鼓舞性和战斗性，具有超凡
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也是我永生难忘的好
歌儿……

在驻洛“铁军”部队工作、战斗了22年，从步兵
排长到团政治委员，几乎每年都要带领部队参加上
级组织的军事演习或野营拉练。人生的长河里有
太多的遗忘，而 2006年初那次冬季野营拉练却永
远留存在记忆深处。

那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冷，滴水成冰，哈气
凝霜。在银装素裹的豫西某山地，参加冬季野营拉
练的高炮团指战员们
迎着刺骨的寒风，高
唱雄壮的军歌，快步
行进在崎岖的盘山公
路上。我和团长周扬
山走在队伍的最前
面，身后是蜿蜒数公
里的行军队伍。今天，已经是拉练的第六天了，在
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鼓动下，官兵们的斗志更加旺
盛、步子越走越快，不到半晌的工夫，就把大山甩到
了身后。天渐渐地黑了，当部队行至裴家 时，团
参谋长杨恩红下达了就地宿营的命令。

一千多人的部队，加上部分装备，使裴家 这
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沸腾了。热情、朴实
的村民们提着热水、鸡蛋来慰问部队。从没见过这
阵势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围着武器装备看热闹，
炊事班的野炊比赛也让村里的孩子们大开了眼
界。村支书、村主任来了，他们提出，要动员村民腾
出房子让战士们在屋里睡上一个温暖的觉。因为
是野地露营训练，村民的好意我们只能心领了。

按照计划，部队展开了野外露营训练。所谓
露营，就是在野战条件下，利用随身携带的就便器
材在房舍外宿营，目的在于锻炼和检验部队的野外
生存能力。战士们按照军事教材要求，借用地形走

势，铲走地面上厚厚的积雪，找来玉米秸和柴草铺
在地上，就成了简易的床，再用塑料布或雨衣搭成
一个个坡顶形的“房屋”、“蒙古包”……这就成了我
们的宿营地。

团长带领营、连长们逐个连队检查露营情况，
并对诸如迎风、渗漏、不牢实等不符合战时要求的
问题一一进行纠正。我和政治处、后勤处的同志到

战士中间了解思想反
映，统计伤病情况，并
督促炊事班给战士们
烧些姜汤烫烫脚。当
检查完最后一个哨位，
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但雪还在不停地下着，

我就和干事们挤在用枯树枝支起的“帐篷”内开始
了今天的露营。干部股的小尹是个南方兵，平时就
很怕冷，零下 10几摄氏度的野外露营就更不适应
了。小尹棉衣棉裤棉帽全副武装地裹在棉被里，还
直打哆嗦，我就让他睡在大家中间，用大家的体温
帮他御寒。躺在“床”上，我给他讲双 35高炮营抗
美援朝时打美国鬼子的故事和战士们爬冰卧雪吃
炒面的故事，不知不觉中，小尹这个怕冷的南方兵
竟睡着了。

天放亮了，我从睡梦中醒来，大家互相看着，都
“嘿嘿”地笑了起来，原来，每个人的眼睫毛上都凝结
了一层薄薄的冰霜，头上的棉帽和身上的被子也被
哈气形成的水珠打湿了，而从枯树枝“帐篷”的缝隙
中飞进来的雪花，却把我们脚头的被子染白了。

我们拍掉身上的积雪，精神抖擞地开始了新
一天的野营拉练。空旷的山谷回荡着“向前、向前、
向前……”嘹亮而粗犷的歌声。

每位穿过军装的人，都会对神圣的军旗怀有一种
特殊的情感。踏入兵营后，虽未能像先辈们那样跟随
军旗南征北战、冲锋陷阵，但在平常的传统教育、训练
演习、抢险救灾中，同样留下了无数次和军旗亲密接
触的故事，其中有两次尤其难忘。

第一次，是当兵不久参观师史馆。有一面早已退
役的军旗，颜色有些发暗，旗面上绣着黄色的“五星”
和“八一”图案，旗杆一侧的白布条上竖写着“中国工
农红军某团”字样。我们知道，这是师里前身之一的
番号，这支从雪山草地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曾参加了
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多次战
役，素以善打硬仗恶仗著称。

“左下角的那个弹洞，是我部在‘刀劈三关’攻打
襄阳时被一颗流弹亲吻的；那右侧的裂口，是在保护
野战军司令部强渡汝河时留下的特殊记号……”

听着解说员生动、形象的描述，我仿佛看到无数
先烈在这面军旗指引下，一次次无畏地在弹雨纷飞中
冲锋……面对这面几乎与人民军队同龄的军旗，我们
这群才入伍一两年的士兵，没有任何命令，纷纷自发
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向它致以庄重的军礼。同时，
也在心底深深扎下了捍卫军旗尊严、接好传力棒的思
想根子。

另外一次，是当兵第三年底宣布老兵退伍命令的
那天下午。按照计划，部队提前半小时就带到了中心
操场。正式仪式开始之前，分成走和留两个方队进行
拉歌，感觉老兵们似乎把喉咙都唱破了，却没有一个
人显示出离别的伤感，一个个都乐呵呵的，仿佛还是
像往常一样，在震天的威风大鼓的催促下，重新披挂
上阵，冲向激动人心的演习场。

终于，退伍命令宣布了。在场的一千多名坚强的
老兵们，都在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仍没有一个人哭出
声来。

紧接着，是庄严隆重的告别军旗仪式。在激越的
军歌乐曲中，一名掌旗手和两名护旗手迈着标准的正
步，将一面鲜艳夺目的八一军旗护送到观礼台正中。

“我是一名中国人军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在领誓人的带领下，全体老兵面向军旗举起右

手，作最后一次宣誓，那高亢的声浪恰如春雷炸开，直
冲云霄而去。虽然人群中会偶尔传来一两处低声的
啜泣，但很快便淹没在如海潮般的宣誓声中了。军营

生活的磨砺，使这些掉皮掉肉不掉泪的战士，早已学
会了如何把自己的意志融入到集体的意志中。迎风
飘扬的军旗下，一群双眸含泪却流淌着坚毅神情的老
兵，被冬日的夕阳定格成一幅美丽的剪影。

十年之前，我的领导兼亲密战友、参加过老山战
斗的二等战斗功臣严海龙，也曾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军
旗的故事——一个他在战场上听来，后来又给了他极
大影响的真实故事。

“故事就发生在初夏的某一天，收复老山主峰的
战斗正式打响了……”

“我们的友邻部队某团5连是营里的主攻连。在
我军的凌厉攻势下，越军开始收缩防御阵地，凭借坑
道负隅顽抗。由副连长带着1排、2排组成的突击队，
遭到敌明暗火力的疯狂阻击，人员伤亡很大。冲击

中，副连长的右手腕也被子弹射穿，左大腿被炮弹炸
伤，小腹部被弹片削破了一个洞，肠子和着鲜血从伤
口处喷射而出……撤下来后，他简单用手将掉出来的
肠子塞回肚子，强忍着剧痛，瞪着血红的眼睛对剩下
的23名突击队员说：我们5连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
过草包！我们这一代人也决不当草包！活着，我们就
站在主峰上！死了，我们也要躺在主峰上！

“然后，他扛起军旗带着23名敢死队员发起了新
一轮的冲击，最终他履行了自己的誓言，牢牢地将代
表胜利的八一军旗插到了主峰阵地上，虽然战友们不
断从他身边冲过，但他已完全听不见，他生命的最后
一刻已和这面弹痕累累的军旗紧紧连在一起，共同屹
立在老山之巅……”

十年之后，在资讯十分发达的网络时代，经过多
次耐心搜寻，我终于查找到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和他
插着军旗壮烈就义的那张感人图片。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啊！——
在滚滚硝烟的映衬下，英雄的身体就像是粗壮有

力的一“捺”，稳稳地支撑起了整个旗杆。就这样，他
与飘扬的军旗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形雕
像。

请让我们铭记住这位感动了世人、震慑了敌人的
普通军人：

张大权，贵州省金沙县人，1957年5月出生，1976
年 3月入伍，1984年 4月 28日牺牲，时为昆明军区某
团（老山主攻团）2营 5连副连长。战后，被中央军委
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军旗为什么这样红？是无数英雄的鲜血染红了
它。

军旗为什么这样艳？是无数军人的热血映照着
它。

敬礼——我永远的八一军旗！

抢渡普河 邵亚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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