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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 周章惠

深秋时节，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阿吾斯奇牧场已是草叶枯黄，一派萧瑟。身
穿迷彩服、已经在这里护边40年的加克正骑
马巡逻在边境线上。“我是一个普通百姓，也
是一名党员，守好边境线，守好这片牧场是我
的职责所在。现在疫情防控，我更要守在一
线。”这位干练的蒙古族汉子皮肤黝黑，眼里
闪烁着坚毅与自信。

方圆百里的“巡边百事通”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阿吾斯奇牧场边
境线长89.5公里，边境巡逻戍边任务十分严
峻，加克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137团
阿吾斯奇牧业营的一位牧工，也是护边员队
伍中的一员。1994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自此，他更是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倾注全部热情服务周边牧民群众。

加克告诉记者，他巡逻一个来回要走30多
公里的山路，马匹上驮着干粮，渴了喝口凉水，
饿了啃口干馕。40年来，他的马匹换了一匹又

一匹，光马掌就换了上百副，鞋子也磨破了不知
道多少双，但加克却从未遗漏过一次巡边。

多年来，加克一边放牧一边巡边，驱赶边
境线周边的牲畜，向牧民宣传边境管理政策，
配合阿吾斯奇边境派出所进行巡逻，一旦发
现问题及时向上级汇报，有效防止了人畜越
界事件。方圆200里的人都知道加克是个

“巡边百事通”，谁家丢了牛羊，会第一时间和
加克联系，他会根据对方提供的信息，分析情
况，热情地帮助牧民们寻找走失的牲畜。

“父亲常年守护在边境，他对这里的人、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女儿加
克·布力根提起自己的父亲一脸自豪。

做像父亲一样精神富足的人

戍边路上，传承从不缺位。加克·布力根
是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公安局一名民警。
大学毕业后，她遵照父亲的教导，回到家乡，
考入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公安局，成为一
名人民警察。

加克·布力根说，父亲对她们的影响和教
育都是潜移默化的。“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
有人来为父亲颁发奖状。当时不懂，只是每

次都看到父亲把奖状仔细收好，摆放在家里
醒目的地方，就很好奇。父亲说，‘孩子，这是
荣誉，它很宝贵，是一个人真正的财富。’”

长大后，加克·布力根渐渐明白，原来这
些大大小小的奖状和证书都是父亲默默付
出、工作出色而赢得的荣誉。“父亲给我们姊
妹三个讲得最多的就是要有善心，懂善行，多
奉献。”

她说：“父亲是一个精神世界很富足的
人。小时候，我总会看到父亲在夜里打着手
电伏案写东西，手稿足足存了一大箱。几年
下来，见诸报端的文稿积累下来竟然出版成
书了。作为一个护边巡边的牧民，这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在父亲的字里行间，我了
解了父亲的家国情怀和对人生的思考感悟。”

加克身体力行，用行动告诉孩子如何
做人做事，如何保持对党的忠诚，如何面对
困难。

工作之初，女儿每次调休回家都会跟父
亲抱怨工作加班加点，非常辛苦。看到女
儿的情绪，加克就给她讲述祖父那一代人
的故事。

“在137团刚刚驻地阿吾斯奇牧场时，大
漠常年风沙、天寒地冻，条件非常艰苦，但你

祖父那一代人没有惧怕过。没有房子就挖
地窝子，没有食物就开垦土地，在那些艰难
的岁月里，老一代兵团人依旧开拓进取，毫
无怨言，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这片
土地。现在，一个接一个的惠民政策让我们
的日子越来越好，所以，咱们要把为人民服
务的心转化到工作中，从每一件小事开始踏
实地做好。”在父亲的劝导下,加克·布力根
渐渐开朗。

加克·布力根在出入境管理工作中，扎
实学习出入境业务知识，不放松每一个工作
细节，认真核对更新数据、撰写工作简报，保
证了信息有质有量。深入落实“放管服”便
民利民举措，积极为外地居民办理出入境证
件。工作紧急时，常需要加班加点，但她再
不抱怨。

“现在，我越发明白父亲的心愿，听党话，
跟党走，一心为民。我会像祖父和父亲一样，
坚守在这片养育我长大的土地上，做新时代
兵团精神的践行者，把兵团精神传承下去，积
极投身维稳戍边事业，让祖国的边疆变得更
加繁荣富强。”如今已是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
县出入境管理大队副队长的加克·布力根坚
定地说。

父母的革命风范激励我不断前行

一对父女的戍边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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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期光，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

军事教育和军事理论研究领导者，

1909年1月2日出生，湖南省平江县

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军师

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主

任、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

军、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政治部副

主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钟德浙，系钟期光次子，曾为解放

军原总装备部某中心研究员，中国人

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我说家风家风

家庭小传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为什么会常去江苏溧阳？
开国上将钟期光的次子钟德浙说，因为

他最爱的父母亲长眠于此。“我只要有机会就
会去溧阳市西山烈士陵园，江苏溧阳是父亲
随粟裕挺进纵队深入敌后开辟的第一块根据
地，那是父亲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我已
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了，父母虽然离开我们
多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他们
的革命风范激励我不断前行。”钟德浙告诉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汨罗江畔走出的人民军队杰出领导人

在湖南省平江县三市乡肥田村，汨罗江
从村口流过，钟期光就在这里出生成长。自
幼聪慧的他12岁考上平江县立中学，在学校
接受现代教育，受革命思想熏陶，在校园里积
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父亲算是汨罗江畔的读书人，从县立中
学毕业后，就在白马庙小学教书，在学校加入
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钟德浙
回忆起父亲的倥偬岁月，令他感慨的是第五

次反围剿失败后，父亲与傅秋涛等率领省委
和红军第十六师，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湘
鄂赣边游击战争。

“父亲就像野人一样在深山老林里生活
了三年，到处躲藏，不能生火做饭，每逢农民
收割黄豆时，一些裂开的黄豆会落在庄稼地
里，他们就会一粒一粒捡回来吃。主要以野
草、红薯叶为食，那时父亲瘦得皮包骨头。深
山中到处是蚊虫毒蛇，很多战士因此而牺
牲。如果父亲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就无法
在缺衣缺食的大山深处生活三年。”经过艰苦
的游击战，保存了千余人的队伍，后来壮大了
抗战队伍力量。

从游击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
钟期光一直领导政治工作，提出了许多创新性
的政治理念。时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他
提倡的“功劳运动”在全野战军推广，成为政治
工作的范例之一，在苏北涟水战役之后，为了
激励部队士气，他及时总结推广“评定伤亡”的
经验，鼓舞大家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钟期光的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在战争年
代，他随时根据当时的形势总结工作经验，
撰写并发表《对改进目前连队政治工作的意
见》《在整训中力求改善政治工作的领导方

式问题》等文章，对全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回首父亲钟期光的革命生涯，钟德浙感
慨万千，“父亲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新
中国建设时期，他一心向党，坚定理想信仰，
长期致力于部队军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为
发展军事教育事业、军事理论研究体系以及
军事科研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风雨同舟携手44年

“母亲出生在安徽芜湖的一个名望家族，
从小就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1937年，母亲
心怀救国救民的激情壮志，成为一名新四军
女兵。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在战场上与敌人

殊死搏斗，身负重伤，背部留下一道长长的伤
口……”忆起自己的母亲凌奔，钟德浙难掩心
痛。

新中国成立后，凌奔被评为“三等甲级革
命伤残军人”，但她从来不提自己受伤的事，
一直把这个证书压在箱底，也从未领过一分
抚恤金。历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凌奔，更懂得
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1953年，军事学院决定创建军事学院子
弟学校。1954年，上级考虑到凌奔曾经在华
东军区有过托儿所工作经验，于是推选她为
军事学院子弟学校校长。

“母亲在子弟学校工作七年间，把子弟学
校办成了南京最好的一所学校。学生们亲切
地称她为‘校长妈妈’。”钟德浙说。

1961年初夏，凌奔要离开南京，全家迁往
北京时，全校1350个孩子给凌奔写了一封情真
意切的信。“您教育我们热爱劳动、努力学习，教
育我们勤俭节约、爱惜粮食。您严格要求自己，
以身作则。您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工作上兢兢业业的凌奔，在操持家务上
也是一把好手。“从南京到北京，家里有客人
来，都是母亲亲自下厨，母亲把家里家外打理
得井井有条，她希望我们不仅在事业上有所

成就，同时也能做好家务，照顾好自己和家
人。”钟德浙谈起母亲时，很多温暖的往事浮
现在眼前。

父母风雨同舟走过44年。在父亲住院
期间，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挤公交车去医院
探视。母亲晚年身患肺气肿，遵照医嘱在家
练习书法调养身体，每天完成的书法作品父
亲都会用红笔批改，他们之间的默契让孩子
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力量。

自己的路靠自己走

忆起父母的为人处世，父母之间那些艰
苦朴素、清廉正直的作风，让钟德浙难以忘
怀。

“母亲生活非常俭朴，我们的衣服都是大
的穿完、小的穿，旧了破了打了补丁继续穿，
母亲一件毛衣穿几十年都舍不得扔。”钟德浙
说，那时他们上学都住校，也从来没有零花
钱。父母在家也都是粗茶淡饭，萝卜干、雪里
蕻就是他们的家常菜。

在钟德浙的印象中，父亲从不计较个人
得失。在父亲调任军事科学院工作时，得知
学院没有幼儿园，就把住房退给国务院管理
局，后来，管理局给军事科学院一笔钱盖了幼
儿园。

“父亲经常告诫我们，自己的路要自己
走，不要有依赖思想，无论是上学还是就业，
都要靠自己努力。”钟德浙说。

“那年，在父亲八十大寿上，弟弟向父亲
提出请他和当年的部下打声招呼，在职务问
题上加以照顾。但没等弟弟说完，父亲就在
饭桌上大声呵斥道：‘自己的前途只能靠自己
去争取，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坚决不能搞这些
旁门左道，我警告你，以后绝不能打着我的旗
号搞这些名堂。’”

在钟期光家里，子女们一直谨记父亲的
教导，从来没有什么特权思想，几个孩子都是
按照规定，或下乡插队，或参军入伍，有的子
女还落户北大荒。之后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或从部队复员，或参加高考，才回到北京。

1964年，钟德浙入伍，他牢记父亲的嘱
托，自己的路自己走。勤学苦练，刻苦钻研，
成长为一名颇有建树的研究员。晚年的钟
德浙爱上了写诗词，他的每一首作品里，都
饱含对父母亲的无限思念与敬仰之情。

在钟德浙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书法作
品，那是他为自己父亲写的《期老传》，“名讳
期光钟姓字昱明，乡尊期老，世代农耕……”

“在我心中，父亲是平凡而伟大的，他从
一个农民家庭走出来，成长为一名人民军队
政治工作、军事教育和军事理论研究的领导
者，他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作风无形中感
染了我。”钟德浙说，父亲的爱好就是工作，
即使在晚年身体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心中
依然牵挂着工作。

“我想回皖南/轻轻地捧起巷前清渠一
掬水/记忆中童年梳妆的倒影/只剩下池边
摇曳的黄花/眼浊昏沉隔泪水/耳背费解对
土话/河边的老水车沥沥涟涟/浇在心头/把
陈年的思念释怀到地垄秧田 、小巷人家
……”1986年，钟德浙写了一首诗《我想回皖
南》，这是母亲凌奔病逝前的一个愿望。他
把母亲的愿望写成一首诗，诗中有母亲革命
的一生，有儿女们的无限怀念。钟德浙对记
者轻轻地朗读起这首诗，儿子对父母深深的
思念仿佛飞回千里之外的故土。

像祖父和父亲一样像祖父和父亲一样，，坚守在这片养育我长大的土地上坚守在这片养育我长大的土地上，，做新时代兵团精神的践行者做新时代兵团精神的践行者，，把兵团精神传承下去把兵团精神传承下去

■ 李秀芹

50年前，我和老洲的婚
期敲定后，老洲和我商量婚
礼举办的细节，请多少客，摆
多少桌酒席。我不在乎这些
排场，让老洲自己看着办。
老洲想了想说，他想办场与
众不同的婚礼，结婚是一辈
子的大事，得办得有意义才
行。

他的观点我赞同，老洲
见我没意见，便对我说，他想
好了，他想办场“书香”婚礼，
结婚那天，谁也不请，节约下
的钱，我们可以买书，放家里
慢慢看。

我是没意见，可父母那
边能否同意呢？老洲点子
多，他说，咱俩就告诉父母，
单位要举办集体婚礼，就不
在家办婚礼了。20世纪70
年代，集体婚礼还是个时髦
词，父母一听说单位给张罗
婚礼，便同意了。

结婚当天，我和老洲去
市里书店待了一天，中午找
家饭馆吃了饭，下午从书店
买了一兜书，回家后摆在桌
上，逼仄的宿舍立马蓬荜生
辉，老洲开玩笑说，这是教授家才有的模
样。

那时我和老洲工资都低，婆家条件也
不行，我们结婚家里虽然没有一件像样的
家具，但我俩的小日子过得很充实，因为我
家的书很多，下了班吃完饭，我和老洲一人
捧起一本书，各看各的，看完了，还互相交
流读后感。

和我们同龄的小夫妻结婚后老吵架，
但我们家听不到吵架声，有人问我，夫妻怎
样才能做到不吵架，我笑着说，有点闲工夫
都用来看书了，哪有时间吵架？

夫妻和睦，一是因为我俩有共同爱好，
二是读书让人长知识懂道理、能提高人的
情商、打开人的格局，所以生活中鸡毛蒜皮
的小事谁也不计较，便有了和谐。

家里孩子们在书香环境下长大，从小
便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受父母言传身教
的影响，孩子们的婚礼也是走“另类”路线，
大儿子结婚时，大儿媳因为生病住院，病情
迟迟未诊断出结果，老洲拍板儿，婚礼照常
举行。结婚当天，我们在病房里为大儿子
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大儿媳那天感动到
落泪，患难见真情，她还以为我们家会借她
住院为由无限期地延迟婚礼，拖到她自己
说分手为止。

二儿子和二儿媳是旅行结婚。小女儿
结婚晚，前年才走进婚姻，本来打算两家父
母坐一起吃顿饭就行，可赶上疫情，无法和
外地的亲家见面。女儿结婚那天，视频对
我们“直播”了她的婚礼，两人一起下厨做
饭，一起看书，一起看云、看星空。我隔着
手机屏都感觉到了女儿满满的幸福。

都说结婚需要仪式感，我觉得仪式感
不是做给外人看的，仪式感是为了让自己
余生都记住这一天的幸福感觉，在两个人
有矛盾、有摩擦时，回想起这一天，想起对
方的好，便能给平淡的生活增加一丝甜，将
日子过下去。

隔着五十年的光阴回想当年自己的婚
礼，我依然觉得幸福满满。原来老洲是为
了省钱而“设计”了一场“书香”婚礼，但朴
素的婚礼却成为一种家风，被儿女传承，我
和老洲也深感欣慰。

用好家书
这本生动教材

■ 朱广联

家书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
成部分，有其独特功能与价值。家书反映
时代，家书见证历史，家书折射家风。

我曾在部队工作多年，经历过苦和累、
平与战、生与死的考验。与家人长期两地
分居，对家书有着特殊的情感和认知。至
今清楚地记得，当我刚入伍被选进侦察连
的功臣班、尖子班，接受“魔鬼式”训练，准
备参加军区比武时，那时收到一封家书，别
提有多高兴。

1984年 7月，我随部队奉命赴滇参
战，随时做好为国牺牲的准备。每当收到
家人的来信，尤其是妻每次寄来儿子可爱
的照片，会有一种别样的满足，不由地会生
发一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慨
与惆怅。好家书是精神营养，是医治躁、
急、乱的良方。

近几年，我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军
营等地，宣讲传播家风、家书文化，随着一
个个真实故事的生动呈现，让更多人明白
了家书文化的意义。在我的《家书有约》
这本书中，遴选出古今50位代表人物和
160余封家书，每封家书都有着特定的时
空背景、语言风格和感人之处。在文化多
元的当下和未来，聚焦家国情，传递正能
量，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让优良家风
代代相传。

开国上将钟期光之子钟德浙：

1981年，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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