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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是谁？怎么会说地地道道的

川西汉话？”

老刘朝瘸子走的地方追去，却不见了

他的身影，就埋怨我们说：“有话等会儿说

好不好？看看，又把他放跑了。”

老刘说，他叫根秋巴登，汉名叫张三

喜，是个老红军，腿受了伤留在了这里。前

几年，有好些省里、中央的领导来看望他，

叫他老团长呢！他就是这么傲气，不要过去

战友的支援和政府的补贴，老老实实做他

的牛倌。他在浪责队当贫协主席，喂几头耕

牛，几十年后他完完全全成了藏民，不光是

生活习惯，连汉话都说不清楚了。

小胖子听说是红军，激动了，说：“我爸

爸就是老红军，说不定他们还是战友呢！我

想去访问访问他。”

老刘说：“别去找他了，他不会见你们

的。他在中央的战友来了，他都不想见。就

是见了，他也什么都不想说了。”

老刘说：“你们想访问老红军，我给你

们介绍一位。在侏倭的昔舍队。他的身世也

很奇特，经历也曲折复杂。就是耳朵有些

聋，是战争年代让炮弹震聋了的。”

我与小胖子才兴奋了，说：“什么时

候去？”

老刘看看又变阴了的天空，看着那些

越积越厚的乌云，说：“看样子又要下雪了。

等这场雪下过再说吧。”

半夜里，雪又无声地飘下了。

老红军

雪住天晴时，我们才感受到了什么叫

寒冷。

白晃晃的太阳似乎在雪地燃烧，雾气

蒸腾，快融化的积雪哧哧哧地叫着。冷风比

针尖还细，从门窗的缝隙处钻进屋内。我们

裹着厚厚的棉被，身子还冻得瑟瑟地颤抖。

钢炉里的牛粪熊熊燃烧着，地上的湿气灰

雾似的上升，又冻成白花花的霜粉，凝结在

屋梁上。

掀开窗户，似乎整个世界都融成了一

团白光，刺得人眼睛疼痛。甲嘎说，没有太

阳镜最好不要出门，雪地反射的光会刺瞎

眼睛的。我们便关了窗户，围在火炉前玩六

子棋。

那几天，甲嘎和小胖子都住在阿嘎家

陪我。甲嘎和小胖子是一对冤家，做什么事

都吵吵嚷嚷，一句话不中听便拳头相向。可

他们又是谁也不愿离开谁的朋友。甲嘎说，

有小胖子在，他的话也多了，想出气也找得

到对象了。他很喜欢小胖子的性格，就是揍

得人口鼻出血，他也不记你的仇，喝两口

茶，就什么都忘了，又扳着指头和你做什么

游戏了。

甲嘎悄悄对我说：“这小子是娘奶还没

喝够就长大了的娃娃，他脑袋里想的东西

最多只有十岁。”

小胖子一脸憨憨的笑，他在阿嘎屋子

的墙角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蛇洞，洞口还悬

着一张细长的蛇皮。他大惊小怪地叫着，要

我们去看，甲嘎却给了他一拳，说：“家中有

蛇皮，那什么稀奇！我们这里的人，家中有

蛇洞挂蛇皮，说明主人心肠好，有菩萨保

佑。你敢去惊动睡在洞中的蛇，我把你的皮

剥下来，挂在洞前。”

小胖子委屈得眼睛一眨一眨，脸便

红了。

正午，太阳最烈的时候，阿嘎踩着满脚

的烂泥回来了。他掀开门站在阳光下，一团

紫蓝的光水似的涌进屋内，满地摇晃。阿嘎

痛快而又舒服地打了两声喷嚏，就跨进了

屋内。我看见一块白纱巾蒙在他的眼睛上，

他就靠这条纱巾挡住了强光，一步一步走

回家来的。他折下纱巾，那只独眼不习惯地

看着暗黑的屋子，眼睛一闭，淌出了浑浊的

泪水。

他对我们哈哈一笑，说：“嘎阿特（辛

苦了）！”

其实，这话应该是我们对他说的，他

风尘仆仆的模样，那双裂着血口沾满泥浆

的脚丫子，和那身破衣烂衫，才真正的“嘎

阿特！”

阿嘎坐在火边，给自己倒了碗热茶，喝

了两口，舒舒服服地吐了口气，说：“走路千

万里，不如家中火炉旁坐一坐。”

我怕他指责带外人到他家中来住，就

默默呆在一旁，有些愧疚地望着他。

阿嘎很大方地朝甲嘎与小胖子招招

手，说：“过来，坐到火边上来。我没有好吃

的招待，热茶却可以管个够。”

（未完待续）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长河，红二、四方

面军长征会师北上的壮举如同一座不朽的

时代丰碑，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在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红四方面军

面临着无数的艰难险阻。无论是敌人的围

追堵截、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物资的极度

匮乏，每一个困难都足以让人望而却步。然

而，有无数的革命英烈，他们用自己的生命

和热血，怀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

深厚情谊，书写了这一篇篇壮丽的诗章。

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在冰天雪地中艰

难跋涉，在茫茫沼泽中奋勇前行。寒冷、饥

饿、疲惫，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他们的意

志，但他们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为了心

中的理想，为了民族的解放，不屈不挠地战

斗着。

在炉霍休整的日子里，将士们同百姓

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纵使战争的硝烟尚未

散尽，身上的伤痕还在隐隐作痛，但炉霍的

百姓们用他们最朴实的行动，给予了红四

方面军最温暖的欢迎。他们敞开家门，为战

士们提供住所；拿出粮食，为战士们准备饭

菜。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饭菜，不仅温暖了

战士们的胃，更温暖了他们的心。而这种军

民鱼水情，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铸就的！

这些英烈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他

们的伟大和崇高。他们为了国家的独立、民

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精

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新时代，我

们缅怀革命英烈，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们

的功绩，更是为了传承他们的精神。英烈们

的坚定信仰、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顽强意

志，更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强大动力。

我们要坚定信仰，像英烈们一样，始终

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的忠诚。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不动摇我们

的信仰，都不改变我们的初心。

我们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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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温暖，源于经年累月的无悔

付出；有一种情感，源于超越血缘的平

凡举动；有一种感动，源于汉彝民族的

互助共融。

说起彝族村寨，你会想到什么？是七

月晚上燃起的火把？是回响在空旷原野上

的阵阵彝腔？还是别具特色的察尔瓦和百

褶裙？我此刻想到的并非这些，而是一个

关于彝家村寨的温情，一个关于彝族村民

与汉族支教老师的故事。

几年前，在偏远的彝族山村，来了一

位汉族支教老师罗老师。身边的人都不理

解这位老师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她已经

有了优渥的工作生活环境，实在没有去的

必要，可她依旧义无反顾，郑重地交了支

教申请书。支教地点正是泸定县最偏远的

村小——发旺小学，这是一个全校只有1

个汉族学生，其他全是彝族孩子的学校。

刚到这个彝家村寨的日子并不好过，

潮湿的气候使罗老师全身湿疹，腰椎、颈

椎等旧病复发。在她引以为傲的教学领

域，由于语言沟通问题，加上当地学生相

对薄弱的基础，使得教学异常艰难，如此

种种，让罗老师寝食难安。

起初，村民们对这位老师并不理解，

认为她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经过凛凛寒

冬，彝寨的春天已悄然到来。为了让孩子

们能更好地学习，罗老师常常备课到深

夜，一有时间就和孩子们谈心、家访……

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深情不负遇见，付出

自有回报，每次探亲归来，孩子们欣喜的

眼神、热烈的欢呼，是最好的礼物，孩子们

节节攀升的成绩，是最美的果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坚持与无私奉

献打动了村民们的心。她不仅教孩子们文

化知识，还主动学习彝族语言和习俗，深

入了解当地的文化，渐渐与村民们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

然而，被罗老师用爱滋养的，何止是

发旺小学的一群孩子？放眼中华大地，像

罗老师一样远赴他乡支教的老师何止一

位？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又何止体现在

教育方面呢？

这个故事只是甘孜州民族团结进

步画卷中的一小部分。在甘孜大地上，

你能看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共同战胜困难，共同分享欢乐。

作为青少年，我们更应该用真诚去温暖

他人，建设一个更加团结、更加繁荣、更

加美好的祖国！

彝家村寨的温情
◎王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