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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战友我的连
□罗毅

周末浏览手
机，偶遇一历史
自媒体，连载有

《我的战友我的连》，猜想可能是哪一位
老革命的作品。好奇地点开阅读，原来
是传说中李森连长亲撰的“回忆录”。

于是正襟危坐。从第一篇文字开
始，一章一节拜读，不觉时光飞逝、日暮
西沉。整整一天时间，我被作者朴实无
华的文字牵引，更为那年那月工兵营机
械连遂行边境作战工程保障任务的故
事沉醉，竟茶饭不思，不知今夕何夕。

何来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因为作
者的“回忆录”，通篇说的是咱们连队的
故事。冥冥之中，我遇见了作者倾情奉
献的珍贵的“连史”。随着老连长的深
情叙述，也唤醒了我的“往事记忆”。

1984年深秋，我参军到当时的成
都军区某部师直工兵营。三个月后，
接手了工兵营营部书记（文书）的工
作。从营首长和老兵们的只言片语
中，听说机械连曾经有个连长名叫李
森，军校毕业，很是“行式”，参加自卫
反击战归来不久即调去军区工作。当
时我想，李连长能够从基层连队主官
直接调往军区机关任职，一定是人中
龙凤、军中翘楚。多年以后阅读未曾
谋面的李森同志作品，语言流畅，思路
清晰，逻辑严谨，用词准确，果然是基
层军事干部中难得的佼佼者，实在让
人敬佩。

命运使然。后来我走进了李连长
文中的机械连（1985年精简整编后，
机械连改制为筑城连），并先后担任副
连长、连长职务，亲眼见到过那一面参
加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荣立集体三等功
的大红锦旗。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
兵，星移斗转光阴迫，参战的老同志们
相继离开了连队。待到后来者，对连
队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一段值得大书
特书的光荣战史，能够说出子丑寅卯
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一直对
咱们连队的光荣“连史”雾里看花。没
想到，那一场战争已经过去了四十多
年，偶然间读到老连长的“回忆录”，自
然是欣喜万分如获至宝。

李森作品讲述的战时故事，于我
是闻所未闻；文本中提及的众多战

友，我是多半知道姓名，有的甚至认
识、熟悉，个别同志还是我的“顶头上
司”。比如二排五班的驾驶员袁道
明，他是我的革命引路人，并以“接兵
排长”身份把我接来部队当兵；比如
代理一排长冯康，我见证他从机械连
政治指导员晋升为工兵营副营长、营
长，后来还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之
一。文中涉及的舟桥连烈士夺巴，是
我的新兵连指导员黄通海在政治教
育授课时讲到的英雄模范人物。黄
指导员说，大战开始后，我们舟桥连
冒着炮火在红河上架设浮桥。仅仅
一天过后，夺巴排长就壮烈牺牲了。
他抱着战友的遗体痛哭，大家高喊着
要为烈士报仇……

读完李森同志大作，有三点感
想。一是原来我们连队，是英雄的连
队。在那场战事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
功勋。从一级战备到火车输送、陆路
开进，从边境临战训练、修筑师指挥所
道路到战斗打响后的道路维护、运动
保障、收缴（炸毁）敌装备，连队官兵皆
是章法不乱、沉着有序地完成任务，用
扎实过硬的专业技能，保障了战场道
路的顺畅和师前指、基指首长的指
挥。特别值得玩味的铁路输送，工兵
营官兵现学现用工程机械上平板，在
火车上固定装载。在当时通信条件不
完备的情况下，过去的机械连通信员
兼司号员、战时的营部修理所长魏顺
骈按营首长吩咐，用一把军号指挥、调
整军列上人员的行动，军味浓烈，读来
亲切有加。

二是故事特别吸睛，人物塑造有
血有肉。特别是魏顺骈所长、机械连
一班曹利珠班长等同志性格刚强、个
性鲜明，他俩奉命带领一个班战友，数
次离开连队独立作战，执行命令毫不
含糊，想方设法完成任务，不怕牺牲，
英勇战斗，故事情节惊心动魄，读来让
人拍案叫绝。尤其是魏所长、曹班长

“用推土机在菠萝地排雷”章节，大放
异彩。从军事学方面说，教科书上没
有推土机排雷的教程，战友们平时训
练也没有类似的科目。是战争、是流
血，让机械连战友们急中生智，用开辟
急造军路的方法，操作笨重的“红旗”

履带100推土机，实施了一次破障排
雷，成功越过雷场，为我坦克部队打开
了攻击前进的胜利通道。

三是李森连长、李佐才指导员、冯
康代理排长的沉稳大气、足智多谋、机
智灵活、指挥有方。在炮火连天的战
场环境中，带领连队圆满完成各项作
战任务且不失一兵一卒，实在值得后
来者学习、点赞。

沿着《我的战友我的连》脉络，让
我“解密”亲爱的连队和文中部分战友
的人生去向——1985年部队精简整
编后，机械连改制为筑城连。是时，连
队随工兵营在重庆市援建“八一”隧道
施工。工兵营长徐祖业离岗参加师直
干部文化补习。李佐才从工兵营副营
长任上转业回湖南耒阳。曹利珠从营
部修理所长任上转业回山东。魏顺骈
作为机械连的末任连长，
正在办理转业重庆的手
续。司务长赵仕清担任了
筑城连首任政治指导员。
郑安民从徐州工程兵指挥
学院深造归来，担任了筑
城连副指导员。汽车驾驶
员史良贵、袁道明、装载机
操作手王明卿担任连队班
长，均改转为筑城连志愿
兵……1988年，英雄的连
队又一次走上战场，赴云南老山地区
参加对越作战，进行工程保障任务，一
直战斗到1989年10月凯旋重庆。

感谢李森老连长的精彩文本呈
现，我将把回忆录作为珍贵的“连
史”永远珍藏。同时，我也为自己有
幸在英雄连队工作过而倍感骄傲与
自豪。我有理由相信，英雄连队的战
绩，不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英
雄连队英雄事，已经载入人民军队的
光荣册页，融入一切爱好和平者的血
脉，珍藏在善良的人们的记忆与永恒
的怀念之中。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欲说明月江，明月山便是一个绕不
开的话题。

明月山为川东平行褶皱岭谷区的
第三条山脉，北起开江县，呈东北西南
走向，跨达州、梁平、大竹、邻水、垫江、
长寿、渝北等地，止于巴南区永兴场，全
长232公里，因长江横切渝北区与巴南
区之间的山岭，形成峡谷。峡岸峭壁上

“有圆孔如满月状”，故称明月峡，山以
峡为名，山以峡闻名。唐朝诗人王维的
《晓行巴峡》写道：“水国舟中市，山桥树
杪行。登高万井出，眺迥二流明。”一时
让明月山随明月峡而声名远播。

明月江发源于明月山，又两度横切
明月山，故与山脉同名。烟雨朦胧中的
明月江魅力难掩：润泽了“三朝元老，一
代醇儒”卫承芳的清廉人生，孕育了真
佛山“三教合一”的人文景观，涵养了独
秀的山水和淳朴的民风……拨开历史
的烟云，江畔春申君村的历史长廊回荡
着穿越时空的声音。

春申君村位于达州市达川区，据说
这里是楚国春申君黄歇的故里。黄歇
的扁舟伴随橹篙敲击江水的声音渐行
渐远，驶入历史的风云中。风流倜傥的
黄歇开启了他的游学之旅，一路风餐露
宿，求师从学；一路博闻强识，游说诸
侯。黄歇凭借谋略与辞辩之能崭露头
角，被任命为楚相，并被封为春申君，获
淮河以北十二县的封地。黄歇是战国
四君子中唯一一位非王室出身之人。

时光拖着一江倒影，月光拖着一地
乡愁，黄歇无处安放的，便是故乡明月
江的相思。

江水与山风的琴弦，弹奏一阕沧海
桑田，春申君村迎来了大变化——西部
地区重要的优质高强度抗震钢材生产
基地达钢集团入驻，古老的村落书写一
段搬迁的传奇。

春申君村的老人们说，明月江鱼儿
归明月江，老家是我们的根，那些远走
他乡的人，生不回死总要回，没有房屋
怎么回？阿大常年在外打拼，刚在老家
建好别墅，还没入住干部就来谈拆迁，
忧虑如藤蔓般爬上阿大的额头。阿良
坚决不拆房屋，他是“吃了秤砣铁了
心”，干部来谈拆迁，他说：“牛不喝水，
你按下它的脑壳也没用！”

明月江畔村办公室灯光暗淡，村党
委肖书记和几名干部的烟头红光在幽
暗中异常明亮。他们就这样消磨了几
个夜晚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无论如
何要对得起‘春申君’这个村名！”

微醺的阿大愁肠百结，窗外无尽的
夜色像他内心一样空洞荒凉。眼见吃
过晚饭的干部又来到家中，阿大随口说
道：“酒能解乏呀，不伤肝，就得伤感！
陪我喝两杯如何？”阿大半斤不醉，八两
不倒，喝酒的名气可大着呢。为了拉近
与村民的距离，干部边喝边聊，醉倒在
餐桌上。一来二去，两人竟成了无话不
谈的好兄弟。

秋收时节，稻田有水，收割机去不

了，大家忙着人力收割。阿良一家正在
稻田间忙着，干部急匆匆地赶来帮忙。
阿良固执地认为这是为拆迁套近乎，仅
与干部不咸不淡地打了声招呼。干部
劳作下来流了一身汗，结束后悄然离
去；阿良的岳父离世，干部又出现在葬
礼现场……小小的举动有着浓浓的情
谊，这些改变了阿良的认知。

阿伟在外地生活，日益消瘦的肖书记
为谈迁坟专程来了两趟。望着肖书记远
去的背影，阿伟的心里生出莫名的惆怅。

春申君村的人应该学习先贤，春申
君为了人民的安宁，有老家不回，这种
精神让世人仰慕。村干部维护“春申
君”村名的消息，引发村民深思：春申君
为了人民安居没回老家，我们为了国家
建设奉献老家，这难道不是对春申君最
好的怀念吗？

不到100天，涉及到5000亩土地、
两千多户房屋拆迁顺利完成。离开春
申君村的人们，带着对明月江的无限眷
恋，行走于回望间。此时的春申君村真
好，明月江谱曲，钢铁厂填词。生活或
悲或喜，从没有片刻等待，就像明月江
奔流向前，从未停歇。

沸腾钢水怒放出的花朵璀璨，取代
节日漫天的绚丽烟火。年年岁岁，岁岁
年年。

阳光、钢花和明月江的气味发酵，
一股股醉人的香气四溢。江水拍打着
江岸，与千年前别无二致。

仍怜故乡水，梦回明月江。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春申君故里今古传奇
□何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