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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岁月
流金流金抗洪之忆

◎明思践悟

我与共和国同庚
◎成惊涛

主题征文

邮箱：wyhappy781@163.com
电话：13862740669

一九四九年，沐浴着共和国即
将成立的曙光，我出生在一个工农
家庭。

在我的记忆里，九百六十多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硝烟弥
漫，没有因战逃难，各民族亿万人
民，一直生活在和平与吉祥的环境
中，在耄耋之年，为能有幸成为华
夏的一员，而深感自豪和骄傲。

上小学的第一天，母亲清早就
为我准备了一根油条、两个鸡蛋，
对我寄予了学业有成的殷切希
望。因为父母、奶奶都是文盲，把
梦想寄托在子女身上，是唯一选
择。踏进小学校门，恩师管启录、
成茂余等和校长汪树芬，给我留下
的印象特别深刻。把他们称为自
己的启蒙老师不为过。三四年级
时，我从少年先锋队中队长，一跃
成为大队长。“六一”儿童节庆祝大
会上，我举着大队旗在主席台前晃
动，这个情景至今犹在眼前。恰遇
全国性扫盲，我们这批小老师配合
大老师，于桌前台后川流不息，为
自己的父母亲能多识几个字，或手
把手地教，或绘声绘色地领读，让
他们从会写自己的名字，到顺利读
出几行字，多少也算立下了些许功
劳。最让人快乐的是，长辈们会读
会写后的害羞和憨笑。三四年级
开始，我跟姨兄借了《水浒传》《三
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书阅
读，尽管当时识字不多，有点囫囵吞
枣，但能大致看懂文中意思。所谓

“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就是那
时的民间传闻。姨兄还让我看《封
神榜》前要洗脸洗手，年龄大了，才
知那是又一个版本的坊间戏言。

读初中时，是我成长最快的阶
段。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全国人
民学雷锋，“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
词，影响了我一生。每年三月五
日，班主任陆宝珊老师带领大家用
各种形式的手工作业和舞蹈、歌唱

来加以庆祝，让我们对“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精神有了铭心刻骨的
新认识。这三年也是最难熬的日
子，国民经济十分困难，连毛主席
他老人家都拒绝吃肉了，可见我们
的肚子里，除了一点点粮食外，剩
下的就只能是野菜野草了。还好
启东南部的同学经常带点炒蚕豆，
我们饿时也得到一点能量补充，这
些同学的善举，让我一生难忘。吕
四中学高中语文老师高治国给我
们讲述的《红岩》，十分精彩，会场上
掌声不绝于耳。其标准的普通话
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对我产
生了很大鼓舞，于是暗下决心，学习
先烈精神，要争取入党，当一名像高
老师一样博学多才的人民教师。

一九六五年夏季，我考入吕四
中学，成了“老三届”的一员，班主
任、语文老师陈仲新，上课几乎口
不离“之乎者也”，我深受熏陶，对
古文言有了浓厚兴趣。可惜一九
六六年“文革”爆发，耽误了学习，
即使后来“复课闹革命”，但也损失
不小。尽管如此，对文学的热爱，
让我通过图书室李培其先生（兼校
医）通读了《红楼梦》和《鲁迅全集》
等，于其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学校
广场晚上放电影，陈毅外长答记者
问的章节，让我由衷感叹佩服。电
影院庄则栋八大板扣杀外籍选手，
夺得世界冠军的片段，让大家壮士
气、振精神。我也一度与同学一起
去“串连”，看到了一片壮丽河山。

高中毕业后，那时的“读书无
用论”甚烈，我在家里待了一年多，
这期间干过农活，也跑过小海（即
在黄海滩涂上抓螃蜞、捡泥螺、挖
文蛤等），做过生产队会计，感谢乡
亲们对我这个白面书生的关怀，他
们尽量在桶里少装点粪，减少我肩
上担子重量的动作，至今记忆犹
新，由此感慨万千。

后来，有人介绍我去大洋港当

代课教师。我干了三年，不仅入了
党，还当了副校长，代课教师成为
教育局任命的校级领导，在启东可
能也是绝无仅有。

到了大学，读的是中文系，面
对名师如林的扬州大学师范学院，
我诚惶诚恐，唯专心致志学习，才
是目标。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
学及语法、修辞、逻辑、写作等是我
偏爱的学科，所以对有关老师多有
讨教。图书馆是我常待的地方，对
中外名著，几乎多有浏览。

毕业后，我先后从教于大洋港、
吕四，践行了入党誓词，为改变吕四
地区、吕四港贫瘠的文化面貌，做了
些许贡献。我的学生们，有的已从部
队转业，有的当公务员，有的当教师，
更多的是在改革开放的盛世，自我创
业，成了老总和专业人才。

我庆幸自己与共和国同庚，见
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到坚持全民
艰苦卓绝、不屈不挠地奋斗，取得
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伟业；见证了改
革开放，将新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级
工业强国。

我庆幸自己与共和国同庚，见
证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大提高、
见证了从城市到乡村面貌的巨变、
见证了祖国环境治理的卓越成就、
见证了共和国交通设施惊世震俗
的飞跃。

我为与共和国同庚而激动，我
血脉中鲜血律动，动力来自于与我
同庚的新中国；我为与共和国同庚
而祝福，祝愿飞黄腾达的共和国之
复兴梦，必将成真！

近来，全国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媒体
上关于军民齐心协力、挥汗如雨抗洪抢
险的报道，引起我对39年前带领官兵赴
辽河抗洪的回忆。

1985年那个夏天，辽沈大地雨水格外
多。盘锦，这座位于辽河下游的城市，正面
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洪水的威胁。

凌晨三点半，营部通讯员急速敲我
宿舍门，喊我接团部重要电话。正在睡
梦中的我，随声一跃而起，跑步到营值班
室，拿起电话，受领了赴盘锦抗洪抢险的
任务。当时，营长已确定转业，回湖南休
假，我作为教导员、营党委书记，迅速召
集营领导和各连主官下任务、提要求。
全营灯火通明，大家有条不紊地按抗洪
抢险方案落实人员、车辆、物资，提前十
分钟到达指定地点等待出发命令。

那个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未穿透云层，
全营官兵已经在汽车的轰鸣声中，开始了
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急行军。我们的目的地
是盘锦，那里的人民需要我们帮助。

赶到现场的那一刻，眼前景象让人
心惊肉跳——辽河浑黄的洪水犹如脱缰
的野马，奔腾着、咆哮着，卷起一个个漩
涡，似乎随时可能越过堤坝，吞噬一切！

险情就是命令，我们没时间犹豫。
简短动员后，官兵们立即投入紧张战
斗。运土上坝要淌过护坝河齐腰深的
水，营连干部带头跳入水中。大家装土
的装土、扛袋的扛袋、打桩的打桩，密切
配合，紧张有序。现场号子声、口号声此
起彼伏，士气高昂。我营负责的岸段地
势低、险情多。经过大家三个多小时的
齐心奋战，大坝高出水面十多厘米。雨
水、泥水、汗水交织在一起，官兵们身上
全部湿透，成了“落汤鸡”，但看到战斗取
得喜人效果，个个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然而还没等大家松口气，天空又下
起瓢泼大雨，水位在上涨，新的洪峰又要
到达，更可怕的是二连负责的地段坝底
出现管涌，存在着决口溃坝重大险情！
我赶去查看险情，立即组成党员抢险突
击队，现场动员，提出“考验的时刻到了，
人在坝在”的口号。一边组织骨干潜水
查漏点，一边要求官兵们往此处赶运土
包袋，加高堤坝，打桩夯实。

堵塞漏洞是关键。漏点在水下三米
多，没有潜水设施，人一次水下排查只能三
四分钟；潜水人腰系绳索，超时就得把他拉
上来，防止意外。我与骨干们轮流当“潜水
员”，经过几轮不停地操作，终于摸清了漏
点，迅速用装泥的编织袋堵塞，并在外围又
加固了一层，确保牢固。经过一个多小时
紧张战斗终于制服管涌，消除了隐患。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官兵们在雨水
中奋战了大半天，十分疲惫。上级灾情
通报说，第二天还有更大的洪峰通过。
天已黑，雨还在下，洪水仍在涨，为有充
沛精力迎接更艰巨的战斗，我安排官兵
们轮流休息，我则通宵达旦坚守一线，组
织官兵查隐患、固堤坝。第二天上午，雨
停云散，又一波洪峰顺利通过。

每当我回忆起那次抗洪抢险的一幕
幕场景，心中充满了感慨。那不仅仅是
一场人与自然的较量，更是一次心灵的
洗礼，让我们懂得了人民军队宗旨的深
刻内涵，懂得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的精
神。抗洪现场那一幅幅生动画面，永远
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安门城楼，基石在晨曦中熠
熠生辉

如长河里不朽的灯塔
把千年风雨
在这一刻凝固成永恒的雕塑

红旗下，万众一心
犹如繁星汇聚成银河
每一颗都那么明亮，闪烁着希望

我们共同仰望血染的天空吧
那里有梦想在飞翔

长城蜿蜒，腾跃于山峦之间
见证华夏儿女的坚韧
守护这片土地上不息的文明
当秋风拂过古老的城墙
隐约听见历史深处传来铿锵

有力的脚步声

我的乡村稻谷金黄，瓜果飘香
这质朴的画卷
或许是送给劳动者最真挚的

祝福

今夜，举杯同庆
为这伟大的国度
为这来之不易的繁华与安宁

紫琅紫琅
诗会诗会国庆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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