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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散散

当火辣辣的阳光从山顶上照下来，老
屋后面的树荫绿成了夏天独特的风景。

在夏天里，山野上各种鲜艳的花朵像
小孩子捉迷藏般地躲在了绿叶丛中，嫩嫩
的枝头不知何时又挂上了青涩的果。仿
佛人们对夏天也特别钟爱，丝毫没有被闷
热吓着，该干的活儿照样干，相反的全身
上下还像充满火一样的激情。大人们总
在忙不完的农活里穿行，忙完了水田忙旱
地，似乎越忙越有劲。

夏天是大人们的夏天，春天播下的种
子在夏天火辣辣的阳光的烘烤下，都纷纷
长高、开花、挂果。那田里栽下的秧子，眨
眼间就长得青青的，正要扬花似的；那土
里的玉米苗，没几天就长得高高的；土里
的南瓜藤，转眼间就开出了黄花，并结上
了小小的瓜……

夏天是一个忙碌的季节，即使再热再
累，勤劳的人们也不肯歇歇。天刚蒙蒙
亮，人们早早地被小鸟那清脆的叫声唤
醒，即使还在朦胧的睡意中，也总是翻身
起床来忙各人的事儿，男的一般都扛着锄
头下地，妇女背上背篼上山砍柴，有的小
孩也同大人一起上山割草或放牛，留下小
姑娘或老人在家煮饭。一大清早，山上山
下的说笑声、吆喝声，伴随着农家院里袅
袅升起的蓝色的炊烟，在山间萦绕着、回

荡着，毫无遮掩的太阳又一跃而出照射在
大地上，人们知道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

夏天仿佛是小孩的夏天，每当天刚大
亮后，不管母亲怎么呼唤仍睡不醒似的，
唯有蝉那清脆而动听的歌声，一下子就
能把孩子从睡梦中惊醒，那躲在屋后的
竹林里的蝉的叫声，清脆而洪亮，动听也
缠绵……点缀着我童年的梦境。随后便
上坡去不是放牛就是割草，等父母安排
的活儿干完了后，太阳也渐渐地大起来
了，大人们也坐在树丛中或屋檐下乘凉，
而我们小孩子便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了。

夏天最好玩的是屋后的那一大片竹
林，好多邻近的小孩都来到这里玩。胆大
的男孩爬上高高的竹梢，顺势将竹子弯下
来，女孩们将竹子的枝条紧紧缠在一起，
编成一个环。我第一个坐上这“秋千”，大
家手一松，在我开心的惊叫声中，竹子就
弹上去了，而后还得有个男孩子爬上去，
再将竹子压下来，再换另一个小伙伴。大
家在“秋千”上来回荡着，欢笑声飘出竹
林，惊飞了一群野山鸡……

玩热玩累后，不知谁说了声：“走，我
们去小河洗澡去！”大家就不约而同地跟
着向河边跑去了，男孩子们纷纷脱下衣服
跳去小河里，女孩子则蹲在河岸边用手打
着水、用水洗着脸……虽然河水不深，大

家还是十分高兴地在小河里游来游去，浪
花飞溅水波荡漾。虽然大人们想尽一切
办法不让我们下河洗澡，但也许我们都在
这小河边长大，沾了河水的灵气吧，大家
似乎都会游泳，也如鱼般在河里游来游
去，欢笑声、戏水声，沿着小河飘荡开去。

当太阳缓缓地从山顶上落下去，大人
们也开始扛着锄头、挑着粪桶在地里干农
活了，有些倒斜的太阳光似乎温和了许
多，地里的庄稼用干渴的嘴吮吸着大人们
泼下的一瓢瓢水，像刚刚解了渴一般，似
乎一下子就来了精神。最懂得庄稼的山
里人这时更是心情舒畅，在轻轻吹拂的晚
风中，尽情地也感受着劳动带来的快意，
也感受着庄稼带给他们的欢愉与梦想。

夏天的夜更是迷人，老人摇着扇子，
给小孩讲些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童话”，
听得小孩时而大笑，时而挖根问底；女人
们总是围坐在村口，一边乘凉一边拉家
常，嘻嘻哈哈的笑声，在整个山村里回荡；
男人们多半独坐在自家的院头，一边抽
烟一边听着村口传来的自家女人说自己
的笑话声，或者被别人的笑声逗乐时发
出的十分开心的笑声，他总是打心眼里
乐了……有时也去到老家屋后被月光映
照的菜园前，看着满园的菜在月光下变
得更绿了，在晚风中变得更加顽皮，于
是，忍不住蹲下身去用手摸摸，再用鼻子
闻闻，那淡淡的清香飘散开来，让人久久
沉醉在夏天的梦境里。

这时，依稀听见那月辉里传出悠扬的
笛声和二胡声，还有歌声、笑声，把这夏天
的夜缀点得格外的温馨，格外的迷人！

品味夏天
张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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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说世人皆有
梦，不同人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梦。我年轻时因
为穷困，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
当时最大的梦是填饱肚子，能吃上“一块面”的白
馍馍。改革开放后，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不愁衣
食，能够温饱，但仍是整天忙忙碌碌，为工作和生
活中的一些琐事所困扰，这时的梦是能够静下心
来读点书，尤其读点先人为我们留下的常读常新
的经典著作，以滋润我那干渴枯萎的心灵。

梦者，心之所思也。最近习近平主席在讲话
中为我们提出了一个美好的“中国梦”，使我心有
灵犀，浮想联翩。仔细想来，当今世界物欲横流，
纷争不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处在一个动荡
多变的时代。中国在变，世界在变。但我确信，
不管世界怎么变，也不管要经过多少时日和坎坷
曲折，人类总是越变越好，世界大同之盛景终有
一天会到来，这是世界人民的梦。

世界有世界的梦，中国有中国的梦，早在
1840年，中国人就有一个美好的梦，那就是民族
独立，人人有工作干有饭吃有衣穿。为这一梦
想，中国人民经过了长达 100 多年的浴血奋斗，
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
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梦，这许许多多的梦汇集起来，便形
成了我们现代人的“中国梦”，那就是振兴中华，
强国富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但是，这好梦是等不来的，必须经过我们甚
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将梦想变为现实。有
如一场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
跑。又如当年的万里长征，是由千千万万人一步
步走过来的。从每个人每一步来看，只不过是微
不足道的一点点距离，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点点距
离的集合，这万里长征就完不成。于是我想到了

“两弹一星”和“神九”升天，它就是我们中华民族
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赛”的结晶。如果没有仓颉
造字，没有纸和火药等一系列的发明创造做基
础，我想这“两弹一星”和“神九”升天，恐怕将永
远是一个扑朔迷离的神话。

所以我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每一
代人直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绝
不是可有可无的。譬如我们老年人，虽然年老体
弱，但却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智慧，不仅可以
将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而且还可以利用我们
各自的优势，“余热发光”，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
己应有的奉献，为实现美好的“中国梦”尽责尽
力。如果说人生有意义和价值的话，其意义和价
值就在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责任感。

这一道理看似简单，可对那些肚子里只装有
牛排、鲍鱼和茅台酒，终日浑浑噩噩的人来说，有
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又如夏虫不
足以言冰，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对人类社
会发展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记得有一首小诗这样写道：春天下瘦雨／
像一根根绣花针／夏天下胖雨／像一个个秤
砣儿／不管针还是砣／都有一颗想和土结为
伴侣的心。一个能猜到雨心思的人，其心一定
被雨滋润过，其身一定被雨敲打过，并溅起情
感上的朵朵浪花。

雨的抵达与雨的离去，常让人猜不透。雨
是天空占领大地的一种手段，有时雨是平平仄
仄的惬意诗行，有时雨是起起伏伏的疯狂呐
喊。而被雨水拥抱过多次的石头，却对人抱
怨，雨来的时候，劈头盖脸，但真正要找的不是
我，是土地呀，它只是在我身上打个滚儿。从
春夏一路走来，我一直留意作家笔下的雨。文
坛上，奇妙的雨在很多作家笔下跳动，不仅仅
是物象，更活在心灵里。

青年作家叶宁在《雨夜听雨》中，对雨夜里
激动而沉郁的心情，有着传神的描述。他写
道：雨一直下，一直下。我仿佛觉得雨水越涨
越高，漫到我六楼的房子，漫过我的床脚，我的
床从窗口漂了出去。不断的雨声，就像惆怅的
魔影，把梦境一点点扭曲。但心灵淡定的人，
雨夜不是听雨，而是听禅。散文家许松华，提
醒雨夜“听山的回响，听水的吟唱”，因雨本是
妙语梵音。

散文家郑云云也推崇“听雨”，她说：夜里，
我最爱听的，就是雨点落在屋檐瓦片上的响
声。不同的瓦片，敲出高低不同的音调，我以
为城里所有的音乐都比不上在乡间听见的雨
声。那些在屋瓦上滚动的雨珠，以一种神圣的
方式演奏的音乐，一定来自天堂深处，没一点
儿人间的杂质。

美文作家罗西在《夜雨》中，更有深情的话
语：小时候，住在乡下，半夜“落雨”，雨点打在
头顶的瓦片上，“声效”美妙至极。和土地打交
道的农民父亲，会感叹一声：“明天的庄稼会更
绿啦！”……现在父亲离世十年了，我也承袭父
亲的性格，喜欢夜雨。想我在三明师范实习，
正值初恋，下起夜雨，爱的人在远方，半夜雨停
了，我突然感激起夜雨来，它带给我无尽的思
念。夜雨，最养心……

正是雨独特的氛围与降临世间的声音，孕
育了它无边的想象域。作家羽清雪《闲雨时节
听雨眠》道出了人对于雨的奇异“通感”：雨是
冷煮的热茶，雨是将醉未醉的美酒。於先华在
他的《雨来雨去》中，则写道：雨不再是渗入脖
颈的微凉，而变成奔赴婚床的新郎，它连续亲
吻着河岸上的垂柳——这不胜娇羞的梦中情
人。大雨前仆后继，使婚礼进行得有声有色；
而柳只剩下了幸福，看哦，河水也感动得溅起
了泪花。

雨不但是心灵的，更是地域化的。老舍在
《骆驼祥子》写北平白天的急雨，令人叹为观
止：“风带着雨星，象在地上寻找什么……又一
阵风，风，土，雨，混在一处，联成一片，横着竖
着都灰茫茫冷飕飕，辨不清哪是树，哪是地，哪
是云。雨道，扯天扯地垂落，看不清一条条的，
只是那么一片，一阵，地上射起了无数的箭头，
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几分钟，天地已分不
开，空中的河往下落，地上的河横流，成了一个
灰暗昏黄，有时又白亮亮的，一个水世界。”北
平急雨让人懂得，北方“倾盆大雨”的个性。

雨的来去，与气候、地势有关，与文化、人
心有连。这时候的雨，便做成天地间的美妙辞
赋与宏大史诗。

小说虽然残酷地批判了现实，但给读者一种
正向的希望和温暖的正能量。这种短促紧密、快
速有力的文风，不点缀不渲染，直接把人逼仄到
角落，心里发堵地喘不上气。但即使这样，依然
能感觉到温暖，比如杨飞与养父之间的故事。主
人公感人至深的父子亲，和妻子相濡以沫的爱情
以及努力作为平凡人生活的美好愿望，这种与世
无争正是许多中国人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勾勒
出我们时代最有代表的面孔，在冰冷的世界中构
建出一座座温暖的巢穴，于残酷现实里流露真实
的人性温暖。作为最具苦难意识的中国当代作
家，余华以“死无葬身之地”为现实中的卑微小人
物建立了一个乌托邦。

在《第七天》里，作者余华用平静到接近冷淡
的语调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死后的七日见闻：这里
有分等级殡仪馆、有温馨又揪心的爱情、有养父
子之间感人至深的父子情、有冤假错案、也有刘
梅等鼠族类的生活……杨飞的经历如同我们周
遭生活中的世界，随处可见中国当下生活各种怪
现象：毒大米、墓地、高管腐败、冤假错案、偷肾卖
肾、鼠族生活等等。如同拉洋片式地折射出残酷
又荒诞的现实。小说从死走向生，在生与死两个
极致的世界之间来回穿梭，用一个魔幻现实的世
界来表述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也给了读者最残
酷和最温暖冰火两重天的极致阅读体验。

《第七天》
张卫平

说梦
程勉学

后来有人做营销分析的时候，
说俞老师你这是典型的欺骗行为，
我认为不是。欺骗行为等于说是我
拿了学生的钱但不提供承诺给他的
服务，既然我是提供了答应他的服
务，并且我还可以使招生相对方便，
这个就是一个营销技巧而不是一个
欺骗行为。当然每个人都会为自己
找开脱的理由了，事实上后来新东
方的出国考试项目慢慢就做大了。

这个办法很好用，我一下子就
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剩下
的事情都迎刃而解了，让学生痛快
报名的难题一下子变得简单起来。
我看过一个著名的饭店老板的创业
故事，我读了他的故事，发现我们的
起步还是有共同点的。他是怎么样
开始经营的呢？

刚开饭店的时候，这个老板知
道自己做的菜很好吃，但就是顾客
太少了，没有知名度，于是他就请了
邻居和他的朋友来帮忙。帮忙的人
不是在饭店里白吃白喝，真正白吃
的没几个，即使在饭店里吃喝的人
也都是假吃，就是说给他做一道菜
能坐在饭店假装吃一天那种样子
的。他的那些邻居和朋友们，从饭

店门口排着队等着进饭店用餐，进
去绕一圈就从后门出去，然后又绕
到饭店前面来排队。结果路过的人
就发现这个饭店怎么那么多人排队
呀？是不是味道太好了才吸引这么
多的顾客登门啊？于是就真的有人
去排队吃饭去了。饭店很快就吸引
了大家的注意，慢慢地名气就有了，
饭店的生意红火起来了，这就是一
个扩大宣传的策略而已。

这就是我理解的消费心理学，
我当时就是用的这个方法，超级管
用。完全不用费口舌了，询问的人和
免费讲座吸引来的人看一眼登记表
立刻就报名了。以前每来一个人我
至少都得跟他讲半个或者一个小时，
跟他讲到他对我这个老师很服气了，
他才会报名。然而现在，这种情况很
少出现了，我几乎就是坐在那里等着
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交费了。

等到后来，基本上就是半年以
后，假登记表就不再需要了，变成了
学生想报名听课却报不上名的那种
感觉了。老师有限，场地有限，一个
班的名额就成了抢手货了，而且最
初的时候我也只能设一到两个班。
比如说是选择一个200人的教室，我

不可能无限地招学生，其实最多的
时候我 200 人的教室招到了 300 人，
那么后面 100 人就是没座位的。当
时就买了好多小椅子，教室的每一
个过道里都摆得满满的，现在看这
样的教室完全不符合消防标准，好
在当时也没有人查消防。

当时租的教室大多是属于北大
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房子，不用我们
自己管理。学生对托福考试的需求
很大，我的生源问题又解决了，培训
班很快就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数量，
基本上新东方就是这么做起来的。

这期间的教学条件是非常艰苦
的。有一次我扁桃体化脓，导致高
烧不退，夏天接近 40 摄氏度的天气
居然冷得浑身哆嗦，但是我的课没
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于是我穿着军
大衣，披上棉被，哆哆嗦嗦上完了 5
个小时的课。还有我女儿出生那
天，医生说预计出生时间是晚上 9
点，可是我晚上 6 点半到 9 点半有
课，我一咬牙把老婆扔在医院就走
进了课堂。等我上完课后冲回医
院，我女儿已经睁开眼睛开始打量
这个陌生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的
北京，没有任何预告就停电几乎成

了家常便饭，有时上课刚几分钟教
室就一片漆黑。学生辛辛苦苦挤公
共汽车来到教室，再让他们回去，于
心不忍。我给每个学生发一根蜡烛，
停电后一起点燃，几百根蜡烛在阶梯
教室里闪烁着光芒，我就在烛光下声

嘶力竭地讲课。这个场景很多新东方的
学生都提到过，确实很震撼人心的。

最初招生的时候，培训费都是
自己定的，可高可低。物价局对于民
营的学校基本不限定，只要觉得收费
不过分就放过去了。但收费标准还
是要报物价局的，这是国家管控的，
必须有报物价局核准的程序。每年
我都要去物价局盖个章，新东方的收
费标准都是我亲自定的。

但是最初招生的时候，也就是
在 1991 年我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
部”名义办学的时候，招生的学费比
社会其他民办培训班要低一半。别
的学校一个学生收 200 元，我就收
100 元，别的学校收 320 元，我收 160
元，所以我的培训班人数往往涨得
最快。

大家认可我的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的教学水平确实还可以，在学生
中的口碑不错。第二个原因就是价
钱便宜，钱花得少，学到的知识并不
比其他学校少，所以人数就暴涨。
等到报名人数不断增长的那时候，
我收学生的费用其实也可以水涨船
高了，也可以按照普遍的行情重新
定价了。但我心里明白新东方要想

长远发展就必须保持低价策略，因
为我刚开始办学，价格太高肯定吸
引不到人，但是我也知道，只靠低价
格也是吸引不了人的，必须有招生
的一些策略和实际教学成果。

就这样，我用“免费讲座”和
“假登记表”这两个办法就把招生
和报名的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到
处贴广告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有
人说“新东方靠一把刷子起家”也
可以，因为新东方在创业的过程
中，贴出去的广告基本可以用“海
量”来形容了。
警察给我撑腰是我用半条命换来的

到 1993年年底的时候，我已经
招聘了一些员工，学校的规模也壮
大了。我就不用亲自去贴广告了，
更不用亲自到北大贴广告了。这个
时候我就专门雇了几个安徽的员工
在这儿贴广告，实际上这几个员工
最早在1992年就开始贴广告了。

看到刷子在广告柱上刷上糨
糊，把广告贴上后，心里就觉得可以
看到希望了。寒冬腊月确实很冷，但
一想到广告后面学生的出现，就可以
想象到学校慢慢做起来，所以那个时
候是抱着极大的希望四处贴广告的。

1992 年这几个员工贴广告的
时候，“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已经
比较红火了，知名度也有了，每一期
开课人数都是满满的。这样一来，
我周围的几家培训机构就感到了超
大的压力，他们就不好招生了。这
几家培训机构还不是有文化的人办
的，都是社会上的一些人办的。比
如说下岗职工，一些有赚钱眼光的
个体户什么的，他们几个人聚在一
起，租个条件好一些的教室，招聘几
个教师就开设了培训机构。他们一
看自己的学生人数在不断减少，而
我这儿的学生人数在增加，就有些
沉不住气了。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
抢生源，最直接的冲突就是大家相
互间打起了广告战。

广告战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
我把广告贴在广告柱上，当时北京有
那种圆筒形的广告柱。我雇的人在
广告柱上贴一圈广告，贴完后离开不
到15分钟就被别人的广告完全盖住
了。没办法就只有再去贴上一圈广
告，把他们的广告再盖住，再过15分
钟他们又过来把我的广告盖
住。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纠缠
了起来，谁也没能压过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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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上枝头（国画） 金鸿钧

难忘军旅生涯
张连全

脱下军装，走出军营，已经 30 多年
了，但4年的军旅生涯给我的人生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经历，尤其是那场对越自卫
还击战，更让我终生难忘。

每年的“八一”建军节，对我来说都
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和情谊。每到这时，
我都会约上几位曾经在一起浴血奋战的
战友小聚，畅谈兄弟手足之情，战友生死
之别，更加怀念血洒战场的战友。

1979 年年初，中越边境战事紧张。
我所在的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充分准备
和战前动员，已经做好出征前各项准备。

2 月 12 日下午 2 点，部队紧急集合，
战友们群情激昂。在全连出征前的誓师
大会上，指导员徐世明进行了短暂的战
前动员，战士们海啸般的口号声刚刚落
下，连长文守伟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当晚11点，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我
们在夜幕下从安阳向南国边境挺进。经
过 80 多个小时的颠簸，列车到达广西凭
祥车站，战士们来到一个华侨农场附近
集结待命。夜晚，我和战友们躺在地上，
望着天上的星星，默默地等待，这一夜显
得格外沉静……

2月17日早上6点，远处突然传来震耳
欲聋的爆炸声，我们迅速钻进各自的猫耳
洞。几分钟过后，战士们发现，并没有炮弹
落在身边和附近。大家跳出来观望远方，
只见山的另一面，火光映红了天际。有的
人喊：“打响了，打响了！”原来，这是我军先
头部队总攻前夕的炮击声。此时，大家心
里都明白，自卫还击已经开始了。

随着战事的变化和进展，我所在的
工兵营也在边境线上不停地转移，最后，
来到离中越边境“河口”只有两公里的路
边集结待命。

2 月 19日，我连接到上级命令，赶到
河口方向越南境内两公里处，配合486团
攻打一个无名高地。

因为都是第一次参战，大家心里都
有些紧张。为了尽快拿下火力点，步兵
团专门挑选了 11 人组成爆破小组，准备
实施人工爆破（就是每人抱着炸药包直
接去炸火力点）。20日凌晨，这股敌人可
能是因为抵抗时间过长，粮尽弹绝，加上
我军的猛烈炮击，当步兵团的战士摸到
火力点时，只发现了越军的几具尸体，其
他人早已仓皇逃窜。

我们继续随着部队向越南高平进
发。工兵连主要负责爆破敌方障碍、清障
扫雷、修筑道路，保证部队顺利前进，有两
部运输车随连队同行。由于车上装有炸
药、地雷和干粮等物品，我们60多人挤在
一辆车上，道路坑洼不平，颠簸得实在难
受。行进途中，由于前面道路被炸坏，本
来就行进缓慢的车辆，包括大炮牵引车、
伤员急救车、运送弹药等车辆，全部停在
了路上。路两边不宽的空地上也都挤满
了人。太阳的暴晒、地面的潮湿交织在一
起，热得像蒸笼。战士们口干舌燥，浑身
冒汗。虽然都备有水壶，但是，不到万不
得已，谁都舍不得喝上几口。

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包围高平，战机
不能失，为了按时到达目的地，上级命令
我们轻装前进。

当时我身上带的有 56 式步枪、子弹
80 发、一把长铁锹、一把小铁锹（每人必
带）、4 颗手榴弹、10 公斤 TNT 炸药以及
防毒面具、雨衣、挎包等，近 30 公斤重。
加上翻山越岭，走起路来非常艰难。

山里的夜晚，加上阴雨，真是伸手不
见五指，我紧紧跟随班长摸索着前进，不

知磕绊了多少回。一路上，我们翻过无
数座高山，走过不知多少杂草丛生的丛
林。有一位湖北南漳籍1977年入伍的战
士，途中体力不支，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五班长主动拿出自己仅剩的一点水，全
让这位战士喝了。整整两天没见到水源
了，大家都知道这仅有的几口水意味着
什么。

经过 80 多公里的行军，晚上 10 点
多，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炊事班用仅
有的 5 斤大米，熬了一大锅稀米汤，供全
连60多人“饱餐”一顿。我一连喝了三茶
缸，肚子都快撑破了。这也是行军两天
多来我们吃到的第一顿饭。

经过两天激战，高平被我军攻克。我
们继续向越南重庆方向进发。上级要求我
们将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和部队番号都写
在衣领内侧，一旦牺牲，便于查找核对。

参战以来，我连共排除路障 10 多
处、防步兵地雷 30 余颗，炸毁电线杆 50
多根，修复道路数百米，成功爆破水泥钢
筋桥梁一座，为部队迅速前进提供了良
好的道路安全保障，受到师长李九龙的
表扬，全连荣获集体三等功。

这次自卫还击战中，我们从长葛一
起当兵的几个战友永远地留在了异地他
乡；一名郑州籍女战士遭越军袭击，头部
中弹牺牲……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与领
土完整，他们血洒疆场，献出了自己的生
命和热血，使我们有了今天的幸福生
活。我们活着的人永远不会忘记。

今天，尽管我已经脱下了军装，但
是，作为一名普通的铁路职工，我会永远
牢记那段历史。我将始终保持军人作
风，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在平凡的岗位
上，尽职尽责，贡献自己的力量。

笔随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