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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守着你，你望着我，
你问我有没有后悔过。心里
的话悄悄对你说，咱的胸膛
火一样炽热……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边
境线上有你也有我。看见蓝
天上的和平鸽，骄傲总会湿
润眼窝。

看见大地上安宁祥和，
梦里总会笑出酒窝。

守望着你就想对你说，
咱为了妈妈咱为了祖国……”

每当我深情地唱起这首
拥军歌曲《战士与界碑》，不
禁泪花点点、思绪万千……

2021年 7月，在完成《战
士与界碑》的词曲创作后，怀
着对“双拥”工作的无限情
愫，我带领摄制组日夜兼程
赶往位于祖国帕米尔高原昆
仑山脉最西端的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被称为

“高原国门”的红其拉甫哨
所，慰问戍边官兵，探访神圣
界碑。于千山万壑之间、悬
崖绝壁之处实地实景，拍摄
《战士与界碑》MV。

红其拉甫在塔吉克语中
的意思是“血染的通道”，有

“雪域孤岛”之称。当穿行在
万山堆积雪、积雪压万山，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的

“生命禁区”，当登临山口海拔5100米，平均气温零
下 20摄氏度，水沸点不足 70摄氏度，几乎全年都
处于有霜期的高原“永冻层”，我深深体会到自然
环境的恶劣与险峻；当看到边关冷月下，英姿勃发
的官兵坚挺傲立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前；当
看到戍边战士用“中国红”为界碑添彩后深情亲
吻，我深切感受到人民子弟兵一腔热血、报效祖
国，书写着坚贞奉献的豪情壮志。

“边关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一声声铿
锵的话语、一个个英武的身影、一串串奋进的足
迹，无不彰显着戍边官兵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诚
和对人民的拳拳之心。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
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风雪硬作风更硬！戍边守
疆，心里装着国家和人民；保家卫国，肩头扛着担
当与使命；一身戎装，用脚步丈量国门与界碑。边
防军人那种无敌勇气、如虎生气、冲天豪气，带给
我一次又一次情感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心中万
千不尽是对他们精忠报国、誓守疆土的敬仰。那沉
甸甸的家国情怀，生动诠释着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摄制组在战士们的带领下，爬陡坡、攀雪山、
蹚冰河……经历了身体与精神上的极度考验，圆
满完成了拍摄任务。

这首由咸阳市总工会、市工人文化宫组织创作
的《战士与界碑》，先后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
网信办举办“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
主题活动网络正能量微视频大赛一等奖和最佳传
播奖，并多时段亮相央视《军歌嘹亮》节目，成为中
国军网、咸阳市人民政府国防征兵宣传片。

回想起来，虽然拍摄《战士与界碑》的过程充
满了艰辛与挑战，然而能让更多人知道戍边战士
的精神，我内心的喜悦与满足溢于言表……

军人伟大，双拥有我！（单位：咸阳市总工会）

在明清老街漫步在明清老街漫步
□鲁秦儿

比起海边的风景

它没有秩序的美

老街上的清晨

带着古朴的吆喝声

仿佛能看到明清的诗人

在街角的长亭里对吟

商贩们带着

那迟迟不肯衰老的

经年木框，兜售着

从田间运来的各种绿色

讨价还价声，嘈杂声

以及那些猝不及防的

离别和遇

在老街里一次又一次

重现

（单位：陕西欣华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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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西 口 遐 想
□王海

南 泥 湾 的 雨
□阎冬

战士与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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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的一个冬天，二伯家
的狗下了一窝幼崽。恰逢期末考
完试，我兴冲冲地约了发小去看小
狗。二伯见我很是喜欢，就挑拣了
一只放在竹篮里，让我提回家。

家里之前没有养过小动物，看
着它憨憨的样子，我爱不释手。邻
居家的小姑娘学了英语，给我的小
狗取了一个洋气的英文名 Mary。
母亲怕小狗受凉，特意把我小时候
的澡盆拿出来，铺上麦秸，还缝了
一个小褥子给铺上。就这样，Mary
正式成为我们家的新成员。

晚上，我悄悄把 Mary 转移到
我房间，谁料早上起来鞋子没了踪
影。我翻下床四处寻找，最后还是
母亲在厨房的柴火堆里找到了。
我思来想去，猜想一定是Mary捣
鬼。第二天晚上，我假装睡觉，大
约十一点钟，Mary抖抖身子看了我
一眼。见我不动，熟练地叼起我的鞋子就跑。大冬
天我光着脚追到厨房，气愤地训斥它，它像犯了错的
小孩一样怯怯地看着我，不时伸出舌头舔我的手，呜
呜声仿佛在跟我说它错了。

冬去春来，为了让Mary茁壮成长，白天我把它放
到门外晒太阳。我抬脚走，它就在后边追，小耳朵呼
扇而动，好可爱。每次我放学回家，它像个小肉球一
样老远就迎上来，两只前爪举起来，我顺手抓住，它的
身子就立起来了。发小看见了，都争抢着逗它玩。

Mary长大后，每次出去，我都几乎拽不住它。它
变得争强好胜，和别的大狗经常打架。家里人怕它
闯祸，最终拴住了它，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它在
家里很听话，但凡听见屋外一点动静就会吠叫，只要
喊一句“别叫唤了”，它立刻就不叫了。

隔年，二伯又给了我们一只羊。Mary刚开始不
适应，认为自己的领地被占领了，狂吠不已。几天之
后，彼此熟悉了，每次出去放羊，它也要跟着去，一边
玩耍，一边充当“保镖”。一天，母亲要去上班，为了
方便把羊拴在空场吃草。由于下班回来比较晚，独
自在家看门的Mary好像失去了挚友一样，一个劲儿
地狂叫不止，直到羊被牵回来，它跑过去亲昵地嗅了
又嗅，安静地趴在羊的一边。

有一年，家里盖房子，Mary被牵去看场子。时值
冬天，北风吹得树梢起哨子，但它却两眼有神，直视
场地。那时，Mary已日渐苍老，背上的毛都稀稀疏
疏。我每晚都会主动要求给它送饭，和它说说
话。有天放学回家，母亲突然给我说Mary跑了，我
不信，过去找发现它真的不见了，那两天我寝食难
安，四处找寻。

过了几天，Mary被别人捡到送了回来，让我欣喜
若狂。自此以后，我小心谨慎地看着它，生怕它哪天
又没了。就这样，Mary 陪我走过了丰富多彩的童
年。几天前，我去老屋，在墙角看到一条锈蚀的铁
链，刹那间，心里充满了怀念。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榆中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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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集海大峡谷 张成林 摄

入伏第一天，天气并未热起来，反而是零
零星星地飘起了小雨，燥热的心情因雨的不期
而遇变得凉爽而温顺。

在时断时续的细雨中，我们踏上了去南泥
湾劳模工匠学院进行党风廉政教育培训的征
途。车过铜川，雨大了起来，雨点在车窗上不
安分地跳跃着，像急速游动的蝌蚪，从上到下
密布着，把车窗拉成朦朦胧胧的雨帘。

夏日出行，喜遇小雨，是旅途的一大乐
事。雨滋润着山川、河流和田野里的庄稼，凉
爽着在雨中摇晃的大巴车里的人，心安理得地
享受着雨带来的凉爽和车摇晃出的睡意，上下
眼皮黏在一起又打开的时候，车已到了南泥湾
稻香门。“群山无处不飞翠，千亩稻田尽染绿。”
雨中的南泥湾，层层叠叠的绿山上是扯不断、
吹不乱的浓雾，如乳般的雾与天上飘浮的朵朵
白云交织在一起，装饰着洁净的天。天不是阴
沉沉的，反而呈现着一片亮色的淡蓝。雨好像
不是从云朵上飘下来的，而是山上的雾气被风
吹散了化成的泪滴，滋润着这块红色土地。

陕北的雨是温顺的、清亮的，不像关中、陕
南的雨那么急促、浑浊。南泥湾的雨是索性丢
掉雨伞、光着脚，走在一眼望不到头绿油油的

稻田里可以触摸的雨；或者是哼着歌、散着步，
跑进公路旁边无论哪家农户，被主人热情地

“怂恿”着从院中菜地里摘下鲜嫩的黄瓜、沾满
雨水的西红柿可以品尝的雨；或者是撑着小
船、听雨打荷叶声，畅游在南泥湾湿地公园里，
一步一景把“陕北好江南”一起装进相框可以
珍藏的雨。

南泥湾的雨是有灵性的、绿色的。在南泥
湾学习的几天里，雨时断时续，多半是在夜里
悄悄地下，来得容易下得爽快。待到第二天，
雨过天晴，天空更蓝，山川更绿，庄稼更显生
机，一望无垠的绿色成了南泥湾厚厚的底色。

记得建党 80周年前夕，报社策划了一个
“老区行·看变化”的大型采访活动，我毫不犹
豫地报名要求到延安、到南泥湾去采访。那
时，从西安到延安坐长途汽车几乎要花大半天
时间，从南向北，过了铜川的金锁关，两边就是
连绵起伏的黄土山包，公路上铺满了土，汽车
驶过扬起漫天沙尘。记忆里，在广袤的陕北大
地，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黄色都是挥之不去的
主色调。处在黄土高原腹地的南泥湾也是干
旱少雨，山上的植被稀疏，裸露的田野有为数
不多的玉米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发蔫的叶子，就

连藏在山旮旯里农户的低屋土窑上也蒙着一
层厚厚的黄土。“要是有一场透心雨，该多好
呀！”采访中时时能感受到，当地人眼里满是对
雨的期盼、对绿色的期盼！

时过境迁，如今的南泥湾雨多了起来，陕
北的绿色也多了起来，陕西的绿色版图以肉眼
可见的速度向北延伸了 800里……雨中的南
泥湾山清水秀，植被丰茂，稻田泛绿，鸭鹅成
群，一派“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景象。

雨淋湿了大地万物，却没有淋走来南泥湾
旅游的客人，他们纷纷在党徽广场打卡留念，
或者在旁边的摊点前采购南泥湾大米、安塞腰
鼓、洛川苹果、陕北大枣，最受欢迎的还是印着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8个毛体大字的手工艺
布包、休闲T恤，再买一双草鞋，才算收获满
满。游客乐此不疲，兜售陕北特产和纪念品的
商贩，对雨却有了丝丝抱怨，生怕大雨冲淡了
生意。抱怨归抱怨，满足的笑容始终挂在脸
上，不言而喻，他们才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实践者、受益者。

站在南泥湾的土地上，经过雨水洗礼的南
泥湾劳模工匠学院更显庄重巍峨。我们能在
这座具有延安窑洞特色的建筑里学习培训，难

道不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南泥湾不仅是大生
产运动的主战场，南泥湾精神的诞生地也是劳
模精神的发祥地。因工作关系，从南泥湾劳模
工匠学院选址设计到奠基建设再到投入使用，
我曾不下十次来到这里，每一次都对南泥湾精
神、劳模精神有更深入的理解：如果没有老一
辈革命先烈的艰苦奋斗、牺牲奉献，没有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哪里有今日
南泥湾的“江南风光”，黄土高原“绿色屏障”的
盛世景象？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雨
落南泥湾，沃野千里、风光旖旎，这雨滴不就是
当年开荒的八路军战士流下的汗水；风吹草
低、天高云淡，这朵朵白云不就是陕北群众劳
作中擦汗用的白羊肚手巾；党徽高耸、歌声悦
耳，这弯弯的镰刀、淬火的铁锤不就是一代代
共产党人披荆斩棘的强大“武器”！

淋着南泥湾的雨，听着陕北民歌，看着满
目翠绿，站在党徽广场前重温入党誓词，我不
禁感慨：南泥湾的雨是温顺的、清亮的、绿色
的，但归根到底是红色的、温暖的，它洋洋洒
洒、自由自在地洒向大地，滋润着万物，浇灌着
中国人的根，温暖着我们的中国心。

儿子是研二下学期做出考公的决定。那时，毕
业设计已经开题，好多数据要通过试验取得，儿子忙
得一塌糊涂，每天在教研室、实验室、宿舍“三点一
线”高速运转，凌晨一两点休息，成了家常便饭。

一个周末，儿子打电话说要考公，我和妻子都表
示赞同。其实，在打电话之前，儿子已经报考了一家
培训机构的网课，每天挤时间听网课、刷题，已经进
入了备考状态。

前年 12月初，儿子学校放寒假回宝鸡，一回家，
儿子便闭门不出，全身心投入到备考中。其间我和
儿子相继发烧，烧退后又继续投入紧张复习，一边
咳嗽一边刷题。由于是首次报考，我担心儿子没经
验，多次建议他报一个线下培训班强化训练。儿子
说报不报班不重要，关键是要下功夫。他执意在家
一个人坚持复习，反复听网课、刷题、参加模拟考
试，听试卷讲评。

成绩揭晓时，儿子以 197分的笔试成绩进入面
试。资格复审通过后，儿子又进入紧张的面试备
考。为确保顺利过关，儿子报考了一个面试培训班，
经过两个星期的强化培训和模拟面考，最终儿子取
得了综合成绩第一名，随后的体检、政审一路过关，
顺利进入录取公示名单。

遗憾的是，我们全家经过慎重考虑，放弃了县上
的公务员录取资格，最终儿子通过招考被陕西中烟
公司宝鸡卷烟厂录取。

一晃儿子上班已一年多时间了，每每提及此事，
他常说：“经历过了就不会后悔，感恩那次考公，让我
学到了不少东西，也使我变得更加坚强。”

人人都说考公难，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心
里也清楚，儿子后来能考上卷烟厂，那是多亏他前面
有考公的经历，如果没有考公的扎实备考，哪能有两
条就业道路供他选择呢？ （单位：宝鸡市总工会)

我常去陕北，却没去过府谷县。
府谷是陕北独特的一道风景，它位于

陕西省最北端，是入陕的第一站，秦晋蒙
三省区交会的黄河“金三角”地带，万里长
城横亘东西，长城和黄河在这里融合，黄
土文化和草原文化在这里相互辉映，素有

“鸡鸣闻三省”之称。
前年，我去伊金霍洛旗，有人曾谈到

陕北的神木和府谷，说神木和府谷是陕
北最富有的县，而府谷的富有不仅是它
的经济，还有它的历史遗存和独特的文
化现象。

走西口就是一个特别的文化现象。
府谷的麻镇有几个走西口的口子。

真正的走西口，是山西朔州市右玉县西北
部的地方。走西口的人，大都要经过“杀
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杀虎口”是通
往蒙古和俄罗斯等地的重要商道。

麻镇的走西口有着不同的历史印记。
府谷的六月天，一会热一会凉，像一

个怀春的少妇，藏着春天的思欲，惹得满
山的花草竞相开放。就是在这个时节里，
我被邀请参加“清爽榆林季·府谷等你来”
采风活动。在会务组的安排下，我们参观
了府州古城、黄河第一弯、鸡鸣闻三省、麻
镇古镇等历史遗址。

麻镇是走西口的必经之地，当我站在
麻镇这座神奇的土地上，立即感觉到这是
一个不平凡的小镇，历史的沧桑在这里留
下深沉的印迹。

这里曾多次爆发战乱，商铺几遭劫
掠，古楼寺庙数次被损。尽管如此，仍不
影响人们对麻镇的赞誉和美称，尤其在
清末民初，被冠以“南有重庆，北有麻镇”
的殊荣。

站在这里，眼前并没有太多旧时的楼
阁古宅，但依然能感觉到昔日的繁华景
象。不论是牧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富商，
他们都汇聚在这里。据当地老人说，他们
都来这里做生意，除了麻镇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还有重要的一点，这里民风古朴，
讲究诚信，自明朝开放边贸以来，买卖人

一直奉“经商信为本，买卖礼为先”的准
则，后来虽有外商大量涌入，但商风不改，
民风未变。经营同一商品的店铺，价格统
一，货真价实，不搞投机生意，不坑害消费
者。只要认识，不带钱，也可以给货，可以
赊欠。不过几日，欠账者会把钱如约送
来。所以，麻镇一带的人有“君子”之称的
美誉。后来，人们把麻镇最繁华的这条街
叫“君子街”。

清末民初，麻镇是府谷最大的集镇。
抗战时期是麻镇最繁华的时期，各条街上
手工作坊林立，商号鳞次栉比，艺人众多，
光是制作爆竹烟花的炮铺，就有十几家。
当时，外地的富商纷纷逃难到麻镇，三教
九流各色人等也聚集于此，加上驻军，人
口猛增，消费加大，市场空前繁荣。周围
乡下老人回忆，当年麻镇是个最杀货（能
卖动东西）的地方，肉类瓜果蔬菜等产品，
不管什么时候，拿去多少卖多少。

麻镇最有影响的古建筑是大庙，麻镇
大庙始建于明朝初年，以后多次扩建，到
清朝乾隆三十六年重修时，已经成为规模
宏大的庙宇建筑群，但后来都被毁坏，不
复存在了。最可惜的是南阁楼，也叫魁星
楼，意指高可摘星，曾是麻镇人引以为傲
的标志性建筑。不幸的是，在二十世纪 50
年代，南阁楼毁于龙卷风。今天看到的南
阁楼是后来修建的，虽有威严高耸之气，
但未尽古风典雅之神韵。

走出南阁楼，便是蒙古地界，走西口
的人，都是从这里走进蒙古的。闯关东、
走西口、下南洋，这都是百姓的无奈之举，
他们背井离乡，带着妻子儿女，走进一个
完全陌生、被人传说的富裕之地去谋生。
那里是否富有，只是一种传说，这种传说
就成了他们的理想之地。

站在南阁楼外，回望古镇。南阁楼上
的巨匾“服里之地”让我沉思。古时帝王
将京师外围分为五等地带，称为“五服”，
五服之内，谓之“服里”，意指走出这个北
口子，即圣人未至、教化不达、法律不及
——荒蛮之地了。

听说2003年，“西部歌王”王向荣到北
口子采风，即兴演唱了《走西口的哥哥我
回来了》。那天，不知是“服里之地”引起
遐想，还是人们想起了“西部歌王”，有人
唱起了《走西口的哥哥我回来了》，随之大
家都唱了起来，在这走西口的南阁楼外，
面对一片人烟稀少的川道和一条孤独的
黄土丘陵，这歌声显得苍凉而悲壮。

回望古镇，想起“君子”的殊荣，“君
子”一条街的美誉。府谷人的淳朴善良和
诚信的品德让人赞叹。来到府谷当天晚
上，我们一行聚餐，就在河滨公园一个大
排档里。精美的菜肴、足量的食物，让人
惊奇，我们只好把刚做好、还未上桌的烤
鱼送给邻桌，邻桌不理解，怎么给我们送
烤鱼？我看到邻桌坐着一个小孩，说这是
送给“未来”的，大家都笑了。邻桌人甚是
感谢，不时过来给我们敬茶、敬酒、敬香
烟。采风结束的当天晚上，聚餐过后，府
谷作协的文友要提前送行，邀请我们出去
喝几盅，盛情之下我们应邀而去，说好简
餐小菜，可到了饭店，盘盘都是精美的府
谷美食。府谷人的好客令人感动，与君子
之交，是一件幸运的事，与文人君子之交，
就是大幸了。府谷有这么好的传承，这么
好的誉名，府谷城何不设一条“君子街
道”，命名一批“君子商铺”和“君子村
寨”。让府谷的“君子”走向省内外，走向
国内外。

这一路走来，府谷的山山水水历历在
目。是呀，府谷的富有不仅是它的经济，
府谷城市和乡村这几年的变化，是令人刮
目相看的，它的变化不仅是洁净繁华的街
面、赋有文化内涵的精美雕塑、绿意盎然
的植被，而是劳动者内心世界的变化。他
们为这个城市竖起了一个独有的文化和
精神品牌。

我们为这个城市的管理者点赞，更
为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已经转变观念和
生活方式的劳动者点赞。因为你们，这
个城市更加具有风采；因为你们，府谷让
人难以忘怀。 （单位：西咸新区作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