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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自己吧
王大明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单位开通微信微博
后，给报人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前所没有的变
化。以前闷骚的、内敛的、木讷的、寡语的，仿
佛在一夜之间变脸了！就像遇到了多年不见
的相好，有说不完的话，叙不了的情，一天到
晚在群里东奔西跑！

微时代像一个关联世界的巨大平台，让
人们在上面信息沟通、情感交流、开拓视野、愉
悦身心、打发时光。既可以潜水当一个隐秘者
观看共享信息而不亮相，也可以当一个话唠喋
喋不休地天南地北做任何人的传话筒。

然，纵观单位微群，总感觉缺憾些什么。

复制转载多，人云亦云多，外面世界多。自写
自拍的少，原汁原味的少，身边的人、事少。

这，似乎和报人身份不搭，没有报人范！

微时代的精气神在于微天下的同时更在乎微
自己。当一回自己的总编记者，做自己言行身
心的记录者，用麦克风说自己与众不同的话，

用镜头聚焦自己的脸面，讲身边的凡人琐事。

炫我之奇闻怪论，秀我之嘻笑怒骂，展我之风
鲜活，叙我之思忧恐怨。在群里留下自己的

足迹，让群人看到自己的符号。分享幸福、欢
乐、惊奇、发现，分担忧伤、苦恼、哀怨、郁闷。

少让鹦鹉学舌的话从嘴里说出， 少复制粘贴
励志心灵鸡汤的标签， 少报告八竿子打不着
的精彩。

假以时日， 会惊讶地发现不同以往的
自己……

微时代的战友
王长江

“战友、 战友亲如兄弟， 革命
把我们在召唤在一起， 你来自边
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
子弟……”

回唱这首经典的《战友之歌》，

似乎让我们这些曾经的士兵， 又回
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转眼间，我
们这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入伍的战
友已分别三四十年了。多年来，除本
地战友时常有联系或聚会外，其它省
市大部分几十年来都没有音信。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通信条件极差，大多
家庭未有电话， 加之改革开放后，一
些地名和联系地址又常变， 说实话，

一些战友分别至死都很难相见。好在
这些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通信
条件也随之有了意想不到的改变，从
电话时代到手机、

QQ

时代， 再到如
今的智能手机、微信时代。

高科技也给寻找当年从军的战
友提供了很好的便利， 互联网上可

以查战友，

QQ

上可以寻战友， 微信
群里可以找战友。对此，我们这帮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驻重庆部队的战友
也很快活跃起来了， 一时间网上找
战友，微信聊战友的活动拉开序幕。

自
2013

年初到今天， 我们一个高机
连通过

QQ

和微信，先后联系上本省
及其他省市的战友。

起初， 我在原来
111

团的一个
QQ

群里发起了一个简短的寻战友
信息， 接着广西一位老班长又建了
一个微信战友群，建群后，很快由几
位迅速发展到现今的

52

位。

要知道， 我们那个年代的兵大
多文化都不高，很多人对智能手机
望而生畏。一个叫闫洪亮的炊事班
长， 他原本使用的是老式手机，战
友劝他换个智能手机，他始终都说
玩不好， 后在战友的多次劝说下，

他终于下决心到街上买了个智能
手机。 为了能够尽快联系上战友，

看到战友信息，听到战友声音，他白
天黑夜让孩子教他，就这样，他边学
边聊，很快就学会了。“喂，老战友你
好啊……”像这样的问候

,

起初几乎
每天从早上聊到深夜， 群里十分热
闹，有的觉得不即兴，干脆就打起了
长途电话。一天、两天、一个月、三个
月到如今，微信群里是友情不断，一
些战友还通过聊天实现了聚会，战
友们一个个兴奋无比， 庆幸赶上了
这个微时代， 了却了几十年的思念
之情。

其间，战友们聊当年的训练、生
活，聊对越作战经过

,

聊回乡后的人
生得失、聊战友情，几乎无话不谈。

普通话、 方言， 南腔北调交织在一
起，摆龙门阵、传新老照片，让战友
们即刻回想起那已去的青春岁月，

想起了战斗友谊。 大家顿觉今生这
兵没白当， 更自豪的是生命里有了
当兵史一辈子也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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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心依旧
李永海

阳光下的绿色军营，承载着我的青春和
梦想，心中思念，日久经年，依然熠熠生辉。

“—、二、三、四”的口号声不绝于耳，装甲
铁流的轰鸣声振聋发聩……征程如歌，远山
如梦。那些年，置身于中原一座军营绿色的风
景中，我像幼苗一样渐渐茁壮成长。生命中的
惊喜总是来得猝不及防。那天，我有篇短文章
在军报上“露脸”，恰巧被下部队检查工作的
一位将军发现，他的文章和我的文章正好出
现在同一期报纸上。“小伙子，你有写作天赋，

坚持下去，部队会给你广阔的舞台。”我默默
地把将军的话刻在心底，努力写作。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这个来自豫南
小镇的“大头兵”打起背包乘坐团部派来的
212

吉普车，一路狂奔，愉快地来到驻扎在县
城的团部大院。就这样，我调入团政治处担任
新闻报道员，幸运地成为部队的“小秀才”“兵
记者”。从基层连队到团部机关，我非常珍惜
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悄悄把惊喜藏在心底。

在这里，我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番光景。胸有
丘壑，笔下烟云。下连队，上战车，去哨所，奔
训练场，虽然会很苦很累，但我乐此不疲，这
些地方都留下我匆忙的身影。强军文化润兵
心，风风火火饱蘸激情写兵颂兵。写作给了我
人生出彩的机会。广播里有声，报刊里有名，

电视里有影，一时风光无限，赢得战友们的喝
彩声一片。

军营是我们放飞理想的起点！ 军营是我
们历练青春的驿站！ 当兵不习武， 不算尽义
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我在“爬格子”

之余，自我加压，苦练军事技能，努力提高自
己的军事本领。每当月亮升起之时，我一个人
悄悄地走上训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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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越野、

400

米障碍、

手榴弹投掷、 单双杠练习……凭着一股不服
输的劲头，一次次与自己较劲，一次次突破自
己的极限，这些军事课目，我始终坚持不抛弃
不放弃……没有汗水的浇灌， 就没有鲜花的
盛开。 从军三年， 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并且还荣立了三等功。 人生梦想终于实
现。曾经的栉风沐雨、披星戴月终于换来了累
累硕果。

看战车轰鸣，听军号声声，看花谢花开。

岁月似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让时间来不及
停留；岁月又似隽永深远的韵律，谱写着人
生的华章。 激情燃烧的军旅岁月给予我自
信、坚强和勇敢，让我读懂了忠诚、使命、责任
和担当。越过山坡， 过河流，跨过沟壑，穿
越硝烟；穿过春天，熬过炎夏，跨过深秋，越
过隆冬……我们是一群奔跑在打赢路上的热
血男儿。激情在旖旎中徜徉，难道说成长不是

人生路上开出的花儿吗？

阵阵晚风吹来夜的清凉， 空气中散发出
山花的清香。走出营房来到山坡上，多少疲惫
已随风飘向远方。坐在青青的草地上，仰望天
空把未来遐想。

当层林尽染、 随风飘舞的枫叶染红了整
个季节，唱着一曲《说句心里话》，渐渐地在军
营里一天天成熟、沉稳。家国情怀，男儿本色。

我们军人的情感有时既充满豪迈又显得有些
深沉，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军营男子
汉《想家的时候》。

天高云淡，远山如黛。村路尽头，有位白
发苍苍的老人站成一处风景。 那是娘亲盼儿
归呀……满目落花，不比她容颜。

大雁南飞，天气凉了，一片片黄叶从树上
落下来。树叶枯了又黄，又到了老兵复退季节。

那一年的冬天，雪花还未飘下，我脱下了心爱
的军装。车辆疾驶，一路向南。军车载着我朝着
那个永远充满着温馨的地方驶去。 故乡啊，故
乡。大别山下，淮河岸边，望断是归程。

走过八一，又想起曾经的军旅生涯。那时
我们年华正茂，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穿
过人生的风雨，不忘初心，奋力前行，兵心依
旧。翻阅当兵的履历，感受现实生活的壮丽。

向祖国敬礼！脱下军装，我依然是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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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厚
强

带着我的淮源， 闯入你的江南，许
我半生烟火换你一世笑脸。乘着我的小
船，靠近你的河岸，随我半生漂泊换你
一世牵盼。借着我的流年，载向你的锦
天，允你半生承诺，免我一世辗转。仗着
你的眷恋，割破我的黯然，以你半生红
颜，除我一世艳羡。

大别山后破墨几许，小心翼翼偷偷
写下你细碎的步子，透澈的眸子，如雪
的裙子，还有那天目山下，龙潭水涧你
留下的影子。婉转几次，有菊花暗香的
院子，有梧桐映月的窗子，两株白杨之
间有秋千静止。

待于深闺中的乡土国色，等侯着花
轿，等候着嫁衣，等候着我风光迎娶。你
说，君莫愁，今生与君共连理，百转千回
在一起。你说，君莫忧，来世还约同枝
憩，万水千山随君去。

错过了长安古意， 失约了洛阳花
期。我在郝堂的马蹄莲里，瞥见你兰舟

涉水而去。新集的雪花开不出江南的心
思，锦绣上穿针引线几番细腻。淮源书
画院的一支瘦笔，怎够描述漫长如夜的
相思。

我撑伞，在宝石桥上等你，等一场
多年后的相遇。茗阳阁的半扇雕窗剪半
苑景致，半行草书锁半墙苔绿，却避不了
烟雨。河之畔，柳上惊雀柳下飞絮，花
间戏蝶花下泪迹。唐诗宋词中的你，小小
的优雅小矜持，小小的清秀小含蓄。

我颔首追忆王岗的童颜，梦醒后离
开往事，提笔学习写诗。写尽这缤纷落
英一堤，写尽这阡陌花开遍地。写尽这
流水哼着叮咚曲，写尽这青砖黛瓦花田
竹篱。写尽这乡愁如酒醉如泥，写尽这
爱恨茫茫不成器。 写尽书中的明言暗
语，写尽画上的河虾易逝。写尽风风雨
雨两不弃，写尽是是非非两不离。也一
并写尽藏在春花秋月的你，好一个淮源
之地，郎有情，伊人呢？

微言融情
赵勤

前段时间，小表弟响应国家二胎政策，又
喜添贵子，年逾花甲的舅舅、舅妈高兴得不亦
乐乎，虽然大家尽量抽出时间前往祝贺，但毕
竟各自也不悠闲，陪二老的时间自然有限，短
暂的陪伴就更显得弥足珍贵。那天，我们拍了
不少美景，为留住这一瞬间的美好，就做了个
《相亲相爱一家人》音乐相册，突然心血来潮，

唰唰唰， 一下子把全家十八九号人全拉在一
起，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写什么群名呢，想了一
下，写了个“相亲相爱一家人”。随即把刚刚做
好的音乐相册便分享在刚建好的微信群里。

叮咚叮咚，一会儿，微信头像开始疯狂闪
烁，姐姐们出来了，“喜欢，太喜欢了……”接
着就是玫瑰、笑脸、大拇指在刷屏。“叮咚叮

咚”，一看是郑州的小表妹说好热闹呀！姐这
个群建得真好呀！ 随后弟妹又把其他的姐妹
们拉进群里，大家都开始晒相册，晒美好……

看着这些记忆的碎片，群里满是儿时故事，满
是岁月悠然，言语中，无尽美好。

自打微信群建立后， 大家都会时不时地
往群里发个信息，一句问候，一个表情，一段视

频，都会聚成一股暖流，流向儿时的嬉戏，流向
未来的美满。 生活动态与精彩瞬间的回放，产
生了使亲情凝聚的强大感召力。微信等新平台
逐渐普及，让我们与亲友打破了时间、地域和
距离的限制，即使远在天边，仿佛就在眼前，大
家时时互动，增进了情感，使我们的心越来越
近，使我们的情越来越暖。

最是难忘同学情
雷丽萍

悠悠四十载，绵绵同学情。

一转眼，高中毕业已经四十年了。四十
个春秋，不仅跨越了两个世纪，也让我们经
历了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转折。当品味了人
生的酸甜苦辣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让我
们最难以忘怀和割舍不掉的，依旧是那段纯
真的同学情。

人生有多少个四十年啊， 我早就向往
着，在紧张的节奏中找点空闲，在碌碌奔忙
中找点时间，回到家乡、回到同学们身边，去
听听久违的声音，去看看久违的容颜……一
杯清茶、一次畅谈，彼此间没有高低贵贱、没
有虚伪做作，有的只是心与心的共鸣和对学
生时代的美好回忆。

高中， 是我们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时
光。 每当看到老同学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
孔，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那青涩、纯洁、

快乐的高中生活，一桩桩、一件件，好像就发
生在昨天：忘不了，我们一起学农在“红楼”

农场，插秧种田、割草施肥，热火朝天、忘我
劳动，而又情趣无限；忘不了，毕业那年，我
们长途跋涉， 来到隆古堡子口支援农忙，第
一次真正意义上踏入社会，在生产队与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

十几天的麦收全靠手割肩挑背扛，一份麦收
总结便成了我们高中毕业的试卷； 更忘不
了，夜校扫盲到桃园，男女生组合着实难为

坏了互不说话的同学们，漆黑的夜晚，我们
女生一个个胆怯而又羞涩地跟在后面，男生
们也故意放慢步子，坚实的背影让我们不再
惧怕夜路漫漫……虽然当时频繁的学工学
农没能让我们投入知识的海洋，但这样的经
历培养了那一代人团结互助、吃苦耐劳的性
格，让大家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自立、自信、

自强。那时，由于大环境影响，我们显得非常
保守封建，男女生之间好像隔着一条无形的
三八线，大部分男女生直到毕业也没曾说过
一句话，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彼此之间那纯
朴、无私而真挚的同学深情！

那是“火红”的年代，更是激情燃烧的岁
月，虽然物质匮乏，但我们精神上富有。老师
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传道、授业、解惑，同学们
不分城乡、不分贫富，大家彼此真诚，相互惦
念，结下了一生中最为纯真的友谊。现在回
忆起当时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任性的嬉
闹，还是赌气的斗嘴，无论是幼稚地逃学，还
是调皮地难为老师，无论是对，还是错，现在
想起来都是那么美好、那么亲切！那是一种
记忆，更是一种财富，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
惜，用一辈子去怀念！

高中毕业后， 我和同学们各奔东西，有
的返乡务农，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继续报
考入学……风风雨雨四十年已过，今天的我
们在不同的岗位为家庭、社会、事业而奋斗，

一路走来，经历过坎坷磨难，也收获过成就
和辉煌。四十年，听起来很长，走过来却很
短， 一万多个日日夜夜弹指而过，

1976

年分
别时，我们正值花季、豆蔻年华，四十年后再
相见， 昔日风华正茂的我们已两鬓斑白，步
入中老年。 虽然大家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

可无论社会角色发生多大的变化，一声“老
同学”，就让天南地北变成最近的距离，让我
们一瞬间就找回了当年亲如兄弟姐妹的纯
朴情感。 四十年的风霜岁月让我们体会到：

同学时期的情最真、意最浓、爱最无私。四十
年的同学情谊，就像一杯陈年佳酿：越品越
浓，越品越香，越品越醇！

同学是难分难舍的情，同学是前世今生
的缘！ 同学的情谊决不会因时光而褪色，因
路遥而疏远。当我们为工作、生活而忙碌奔
波时，千万别忘了和老同学通个电话、发个
信息，或是深情回忆过去的岁月，或是相互
倾诉各有千秋的人生诗篇，共同分享成功后
的喜悦、分担失意时的压力，给人生带来一
种特别的喜悦，一份难得的轻松！

人这一生中， 有许多的情难以忘怀，而
这种无关利益、无关世俗的同学情最是质朴
清醇、历久弥香，令人怀念、留恋。无论时间
如何流逝，岁月如何变换，那些留在心底的
青春足迹与美好回忆，都将伴我左右，永远，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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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公山坐落在息县城南五里的
淮河之畔。 它因传说中的濮公道人
悬壶济世、惠及乡里而得名，以司马
光、王安石的登临和苏轼题“东南第
一峰”而闻名遐迩。它矗立于辽阔的
淮北大平原边缘，独一无二，得天独
厚，令人向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我在县
城读初中。站在校门口，顺着龙门巷
南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濮公山。它
虽然不高， 海拔只有

150

米左右，但
古朴典雅，气势磅礴，风景秀丽。我
和好友曾多次登山游玩， 留下了深
刻印象。春天，这里桃红柳绿、春意
盎然、芳草如茵、野花齐放、姹紫嫣
红、鸟语花香；秋天，乌桕树叶如霞
似火，红得热烈；扁柏苍翠欲滴，绿
得可爱。 漫山遍野的青松， 树干挺
拔、 树枝苍劲、 松果满枝、 郁郁葱
葱，煞是好看。记得濮公山的山后有
洞口直径约两米的“狼洞”，洞里黑
暗幽深， 传说有豺狼出没， 没人敢
进；半山腰有“滴水洞”，不论春夏秋
冬，天阴天晴，总有滴滴答答的水滴
掉下来。 我们小心翼翼侧身从狭窄
的洞里穿过， 为体验了一次历险而
高兴。西面山腰有“八仙洞”，只有半
间房大，类似北方的窑洞。不见仙人
雕像，空留墙壁上一个小洞，据说从
这里能听到里面锣鼓钗的敲击声。

我们几个凑近洞口，侧耳倾听，只能
听见轻轻的嗡嗡声，深感遗憾。山顶
上有一座庙。 每逢农历三月三濮公
山庙会，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们，或三
三两两，或成群结队，汇聚于此，熙
熙攘攘，人声鼎沸，很是热闹。人们
有的在山坡上悠闲漫步， 有的在林
中轻声交谈， 有的在庙院里祈求安

康。耍猴卖艺的，兜售玩具的，支锅
卖饭的，应有尽有。大人们的脸上挂
着微笑， 孩子们拎着一串串下缀彩
色纸缨的糯米花团， 嬉笑着、 打闹
着，到处都是欢乐祥和的动人景象。

回忆往事是美好的， 客观现实
是残酷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 这里祖祖辈辈都有人采矿。

濮山白石，晶莹雪亮，据《息县志》

载， 烧成的石灰洁白细腻， 粘结力
强，被誉为“息石灰”，几百年来，远
近闻名。濮山青石，结构密实，质地
坚硬，加工成各种规格的石子，是建
桥铺路造楼盖房打混凝土的上好材
料。于是一个个采石场、一座座碎石
场应运而生。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
代， 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厂在濮公山
下建成。 一块块濮山石被加工成一
袋袋水泥，畅销豫皖的周边县。一时
间，濮公山下，水泥厂里，机声隆隆，

夜以继日， 加班生产； 厂前车水马
龙， 运货车排着长队， 水泥供不应
求。可是好景不长，一转眼四十多年
过去，濮公山山体被开采殆尽，昔日
风采荡然无存。 人们惋惜濮公山秀
丽风景的不复存在， 抱怨对濮公山
的过度开采，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现实终究是现实，是客观
存在的。惋惜与抱怨于事无补，也毫
无意义。 让濮公山的未来更加美好
才是正确的选择。

值得称赞的是，近些年来，息县
各届党政领导人，经过深入考察，缜
密思考，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论证，

作出了建设濮公山国家地质公园的
远景规划，并且已报请国家批准，正
逐步实施。 濮公山已于

2012

年实施
全面保护政策，严禁采矿。现有的山

坡正有计划、有步骤地高标准绿化。

在中渡店居民新村里， 一幢幢造型
别致、经济适用的楼房拔地而起；一
条条水泥路有的正修建， 有的已通
车。濮山湖已开始蓄水，在湖心岛上
修路建亭， 各种公共设施也在建设
之中。与此同时，息县正抓紧进行南
城建设。不久的将来，淮河之上将凌
空飞架几座大桥， 把南城与濮公山
风景区连接起来。到那时，濮公山的
名字也必将与息州大地同在， 千秋
传诵，万古流芳。

爬
山
有
感

金
庆
新

爬了一个个山头
登上最高的山顶
和我们一起的同伴
舒一口气
也就成了一个个山头

放眼望去
一株株映山红
开满枝头
我想让这春天的山风
把我们吹出感冒
这山风却钟情于
深藏山里的映山红

从山脚下
沿着沙坡沿着石阶
一步步丈量
这山的高度
像是丈量
人生岁月的轮回
悬崖上瀑布旁
有些叫不出名字的绿芽芽
上山时才崭露头角
下山时就突然生长成
戴着绿帽子的“小朋友”

向你招手

时空变换

瞬间万变
连远处传来的虫鸣鸟叫
惹得同伴们还问
是不是“知了”

刚一弯腰
就闻到泥土的芳香
和着兰花映山红
打开了大自然赏赐我们的
独特的花的世界

这些藏于山里的
花儿鸟儿
怎不诱人呢

心香一瓣

灯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