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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和几位朋友从成都
驱车90公里，来到德阳市中江县，参
观闻名全国的黄继光烈士纪念馆。

我们一行怀着无比崇敬的心
情，向黄继光烈士敬献了鲜花、花圈
和条幅。馆长向我们介绍了纪念馆
以及黄继光烈士的有关情况。

纪念馆位于中江县城东，魁山脚
下的御马河畔，是一座仿古园林式建
筑，占地1.6万多平方米，由纪念性景
区、陈列展览区和办公服务区三部分
组成。纪念性景区位于全馆中间，有
门厅、中朝友谊亭和浮雕、题词等纪
念性建筑。门厅是中国古牌楼式建
筑，横匾上镌刻着董必武题写的“黄
继光纪念馆”几个金色大字。

在烈士遗物展柜里，陈列着一
件破旧的棉衣，那是黄继光生前穿
过的一件衣物。

1930年 11月 20日，黄继光出
生在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叫发财垭的
小山村。他受父母影响，从小热爱
劳动，割草、打柴、捡粪样样行，村里
人夸他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1951年 3月的中江县，一个赤
脚瘦小的青年顶着寒风去赶场。
走进集市，他直奔写着“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醒目标语的志愿军征兵
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就是黄继
光。

回到家里，黄继光把第二天要
上前线的消息告诉了母亲邓芳芝。
母亲沉默了很久，一句话也没有说。

当晚，母亲匆匆出门，带回了一
件棉衣，那是她向邻居借的。那时
候家里太穷了，全家只有一件破得
不能再破的棉衣，根本不御寒，奶奶
担心朝鲜太冷，让他母亲向邻居借
来一件棉衣。

第二天，黄继光穿着这件棉衣
出征，邓芳芝眼含热泪，依依不舍地
送走了儿子。母子俩万万没有想
到，这一面竟然是永别！

黄继光扑向敌人碉堡口的刹那
间的造型雕像，矗立在纪念馆十多米
高的平台上，它把伟大战士的献身瞬
间塑成了永恒的丰碑！雕像映衬于
苍崖翠嶂之中，象征着烈士大无畏
的英雄气概如苍松翠柏般万古长
青。雕像两侧分别镶嵌着朝鲜一
级国旗勋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的
模型。雕像后宽大的岩石照壁上

镌刻着郭沫若同志的题词——“凯
歌百代”。像座下宽35米、高9米的
岩石墙上刻着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特
级英雄黄继光”7个雄浑苍健的大字，
与英雄雕像交相辉映。

看到这尊雕像，小时候语文课
本《黄继光》中的一段话立刻闪现在
我的脑海中：“还有20米，10米，近
了，更近了……只见黄继光又站起
来了！他张开双臂，向喷射着火舌
的火力点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
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这段生动的情节描写，成为我
们这一代人永恒的记忆。

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一个军
队不能没有军魂！上甘岭战役折射
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我们人
民军队代代相传、千古不朽的军魂！

走在中江的大街小巷，处处能
感受到黄继光烈士的精神痕迹——
当地以黄继光名字命名的地方有十
余处，包括继光镇、继光村、继光大
道、继光水库、继光桥等，其中最著
名的就是黄继光纪念馆。

参观了心仪已久的黄继光烈士
纪念馆，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同时
也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和革
命英雄主义教育。

老家的春天是从油菜开花开始
的。温暖的阳光敞开了胸怀，大田
里的油菜花受到鼓舞，很快就热烈
开放起来。

记忆中，我对钱的认识是从学费
开始的。那时候，我和姐姐的学费是
我们家最大的开支，当然还有买辅导
书的费用、补习的费用、印刷试卷的费
用等。对于在农村务农的父母来说，
这是他们最沉重的负担。

为了支持我的学业，父亲从春
天的油菜花上受到了启发，开始在
家地里的油菜上打主意。父母在冬
休的稻田里重新施上肥料，播下油

菜种子，在大部分农民都歇息的冬
天起早贪黑地忙碌。等到春天暖阳
高挂，开满田野的油菜花转眼就会
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记得那一年我放月假，学校让
交500元学费。因为数额较大，回家
给父母说了以后，妈妈想了一下，
说：“明天就把油菜收了，能卖些钱，
再少借点就可以了。”

第二天天有些阴郁，我随爸、妈
来到地里，爸爸先教我如何收割，我
一边挥舞着镰刀，一边暗暗祈祷：

“老天爷，赶紧出太阳吧。”因为多云
天气不利于油菜花的收割，天阴不
好晾晒，油菜籽出得就少，会严重减
少产量的。也许是我的祈祷起了作
用，不大一会儿，太阳真的出来了，
我高兴得手舞足蹈，爸爸、妈妈的脸
上也露出了笑容。

10时左右，地里的油菜全部收
割完毕，下一步就是打籽晾晒了。
我们一起动手，用一根棒子把油菜
籽从油菜荚里打出来，但是打油菜
籽时的力度很不好掌握：重了，连荚
也被打了下来，人家不收；轻了，很
多油菜籽还躲在荚里。所以之前这
种技术活都是爸爸来干，我和妈妈

一边帮忙把晒干的油菜搬到一块大
油布上，一边把打好的油菜秆抱走。

但是这一次，看着父母脸上的
汗水，我从心底里疼惜他们。我觉
得父母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我无
以为报，只能多干点活。

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的，我的
脸上、身上全是汗水，家里仅有的两
顶草帽，我都让给了父母。

今年的收成还不错，油菜籽的
质量也很好，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妈妈起身看了看已经打好的油菜
籽，对我说：“活儿都干完了，你赶紧
到树荫下休息吧。”我走到树荫下，
立即觉得全身都凉爽舒服了许多。

爸爸干完活后，顾不上休息就匆
匆去找收购油菜的商贩。过了一会
儿，爸爸叫来一个收购油菜的商贩，
看了看我们家的油菜，好像知道爸爸
等着卖油菜的钱给我交学费，二话没
说，直接给了个当时的最高价。

称完了重量一算账，500元钱，
刚好够我的费用。爸、妈的脸上露
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父母的爱总是那么无私、伟大。
2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
景，都会忍不住热泪盈眶。我写下这
篇文章，不仅为纪念我和父母那段艰
辛的岁月，更为提醒我时时不忘父母
恩德，用心去感恩父母，回报社会。

黄河从我家乡过
□孙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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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黄河岸
村庄的名字由大河漂来
早晨听着鸟鸣醒来
夜晚枕着波涛入眠
奶奶，常坐在蒲团上讲龙王庙的故事
父亲总是弯下老寒腰，把麦粒耩进滩田
我也曾赤着脚，在红荆聚堆儿的沙滩中走过童年

2

曾无数次对着南岸的邙山遥望
炎黄二帝的雕像扑面而来
我仿佛看到荒蛮大地正被耒耜劈开
爬满了象形文字的泥陶、瓦罐呼啦啦风卷一片
河床上翻滚着献图的白龙、驮书的神龟
大禹挥动着斧锄凿山开田
天上彩凤飞，地上八卦排

3

顺着大河西望
我对这“悬河”的谜团有无尽感慨
格桑花的香味融进万年冰水
顺着沟壑纵横的山脉激流而下
白羊肚手巾经不住泥沙淘洗
裹挟着眼泪的巨浪
走啊，奔腾、翻涌成九曲十八弯的热肠
一段比一段悲壮

4

我曾弯下腰来，把满地草木和神农百草经比对
山药、地黄、牛膝、菊花
耕种了一辈又一辈
服用了一代又一代
武王登高的坝台还在
楚河汉界的鸿沟还在
关关雎鸠的家园还在
大地，正应着坎坎伐檀兮的节拍
将这一方乡亲们的品格搬演

5

掬一捧黄河水，把自己再辨认一回
黄皮肤，是黄河的基因
村落是先人依河而居的智慧
姓氏是王室封地的续衍
脚踩寒霜
把先贤的柴门一次次开
仰望明月
把大漠孤烟的句子唱给孩子们听
吟唱着母亲的歌谣
耕种着父亲的良田
我——
把一条大河砌进自己的骨肉和血脉

6

哦，黄河
你流过我的家乡、流过我的身体
你是我的魂魄、我的信仰
我要和你一起
将奔流不息的豪气聚成山脉
将永不回头的波浪冲上云尖
将开拓创新的胆量谱成诗篇
大海召唤
一个新的时代铿锵走来
云帆奔海
船头人气势汹涌澎湃
合一股豪情上云阙
听——
这个时代最美的歌

父亲的油菜花
□张青春

□赵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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