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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国庆节前，受邀参加国宴——

付志发：祝福祖国明天会更好
本报记者 王星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

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

下一首赞歌……”这首歌是我

市电力系统退休干部付志发最

喜欢的曲目。今年 80 岁的付志

发身板硬朗，他平日喜欢看《新

闻联播》，也喜欢给孩子们讲自

己当兵时的故事。

作为一名“40 后”，付志发

说，每逢国庆他都特别激动，随

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

庆祝国庆节的活动形式越来越

丰富，而始终不变的是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国的祝

福之情。对于国庆，付志发有一

份特殊的回忆，53 年前因在部

队工作表现优秀，他受邀前往

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

1940 年，付志发出生于岐

山县青化镇焦六村，1959 年

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

总参某通信团的一名通信兵。

1960 年 3 月，经过一段时间的

艰苦训练，他所在部队接到前

往新疆完成架电话线的任务。

虽然已是春季，但北疆还是零

下的温度。

一天，付志发所在班的

一名战士，在经过一座独木桥

时，不小心将 24 块钢板掉进

河里。虽然河水不深，但河面

上有大块浮冰，十分危险。有

的战士拿着长棍去捞，但钢板

太重怎么也捞不起来。关键时

刻，20 岁的付志发脱掉身上

的棉衣，双手抱住独木桥的支

柱，用双脚将一块块钢板捞

起。半个小时，付志发捞起了

20 块钢板，但整个人已被冻

僵，腿上也被冰碴子划了不少

大大小小的血道。付志发不顾

个人安危，挽救部队财产，因

为表现突出被授予三等功一

次。后来，付志发被评选为“五

好战士”，并先后荣立三等功

三次，1965 年他被光荣提干。

1967 年国庆节前夕，担任

总参某通信团一营四连连长的

付志发，突然接到上级通知，他

们团表现突出的 20 名官兵将

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受

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能参加

这样高规格的宴会，付志发既

兴奋又紧张，国宴当天，他穿着

整洁笔挺的军装和受邀的各界

代表等 9 人坐在一桌，他记得

国宴菜肴有凉菜、热菜、点心和

水果，口味清淡。幸运的是，因

表现优秀，同年 12 月 3 日，付

志发与战友在人民大会堂，受

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

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72 年，付志发从部队转

业到宝鸡电力系统工作，直至

退休。现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享

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也

不时翻看老照片，回想往日时

光，常常感慨道：“有这样的好

生活，都得感谢党!”

2009 年国庆阅兵，他是受阅官兵中的一员——

张伟亮：一次受阅，一生荣光
本报记者 王星

曾经，他是国庆阅兵方阵

中的一员，走过了天安门广场，

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如今，

他转业地方，在自己的工作岗

位上，继续奉献青春和力量。

“有责在肩，不愧丈夫 ；有

命在身，不悔军人！”2009 年

10 月 1 日，张伟亮在圆满完成

国庆 60 周年阅兵任务后，在自

己的阅兵日记中写下了笃定的

誓言。张伟亮是陕西渭南人，

曾在驻宝某部队服役十年，作

为曾经第二炮兵学员方阵的一

员，蓦然回首，那些关于阅兵

的宝贵经历，在他的记忆中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光回到 11 年前，22 岁

的张伟亮因表现突出，被选入

国庆 60 周年阅兵方阵集训。

2009 年初，他和战友一起先到

临潼窑村机场进行封闭式训

练，经筛选后，他们来到北京

沙河阅兵村，开始了长达近半

年的严格训练。

从寒风凛冽到夏日炎炎，

每天过得很有意义。军姿、齐

步、正步……从上午 8 点开始，

张伟亮所在排面按照教练的

要求训练，站军姿要双脚自然

张开 60 度，膝盖夹紧，两臂自

然下垂，两手食指贴于裤缝中

央……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为了正步踢得更稳、更有气

势，张伟亮严格训练，特别是

训练初期的军姿定型，一站就

是几个小时，纹丝不动，一天

下来，双腿就如灌了铅一般，

睡觉休息时都不敢翻身，但上

了训练场，就会奇迹般地忘记

疼痛。

96 米的距离、66 秒的时

间、128 步正步；每周训练 6.5

天、日均训练 8 小时、从齐步到

正步每天要走出 25000 步……

“坚持到下一秒！”一直是张

伟亮时刻鞭策自己的话语，因

为他知道，能参加国庆阅兵，

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更是

一生的荣誉。10 月 1 日上午

10 时许，在激昂的旋律中，张

伟亮和他的战友们迈着整齐的

步伐，气势昂扬地走过天安门

广场。“一二一”受阅部队雄姿

英发、方阵如山、气贯长虹。圆

满完成阅兵任务后，张伟亮在

阅兵日记上写道 ：“一道阅兵

令，吹响了我们前进的号角，

能成为阅兵方阵的一员，能够

在八一军旗上用汗水和热血书

写信念和忠诚，这是我一生的

荣耀。”

短短几分钟的行进式，凝

结着无数的汗水和艰辛，虽然

如今已脱下军装，但转业不转

志，张伟亮说，他永远是祖国

的一个兵。

2004 年国庆，两人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周雪梅：这天我结婚了
本报记者 于虹

每年的国庆节，都能触

动周雪梅和崔小兵夫妇。因为

这个节日，对于他们来说太难

忘，太有纪念意义了。周雪梅

说，2004 年的国庆，她和老公

喜结连理，建立了自己的小家

庭。周雪梅出生于 1982 年，是

四川人。今年 38 岁的她已经营

饭店十年了。丈夫崔小兵也是

四川人，两个人从一起工作到

现在经营生意，日子过得有滋

有味。

2001 年，周雪梅毕业后，

在益门堡辣妹饭庄做服务员，

那时，崔小兵是这家店的厨

师。随着他们朝夕相处，两个

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加上老板

撮合他们，同是老乡的两人，

都认定了对方就是彼此人生

中的另一半。2003 年，两人确

立了恋爱关系，随后，就开始

筹备结婚事宜。2004 年两人

拍完婚纱照，开始商量婚期，

想着平时大家空闲时间都很

少，加上两个人都是外地人，

就把婚期定在了国庆假期。

2004 年 10 月 1 日，周雪梅和

崔小兵如期举办了婚礼，婚礼

当天，来了很多亲戚朋友。“如

果不是因为国庆长假，还真来

不了这么齐。”周雪梅说，那

时候没有度蜜月的说法，老板

给他们放了三天假，婚礼结束

后，他们就带着亲朋好友在宝

鸡逛了逛。三天假期结束后，

他们很快就投入到工作中。

原本国庆节是两个人的

纪念日，可是在饭店工作的两

人，国庆节是最忙碌的时候。

周雪梅说，特别是 2010 年他

们接手饭店做了老板之后，每

年国庆从早忙到晚，有时候都

忘了那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

日。说起这些年的变化，让她

最有感触的是，人们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刚干服务行业的时

候，下馆子吃饭是一件奢侈的

事，只有家里有大事发生才会

去外面吃饭，随着经济发展，

外出就餐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特别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他们

生意特别好，除此之外，不少

年轻人还会选择点外卖的方

式，可以说，这些变化是她根

本想不到的。

如今，周雪梅夫妇的孩子

已经 13 岁了，她打算等到他们

结婚 20 周年的时候，给自己放

个长假，带着孩子出去旅游，给

孩子讲讲自己的爱情故事。

2016 年国庆节，一家人植物园里看菊花展

吴利强：珍藏这份繁花似锦
本报记者 麻雪

“这是 2016 年 10 月 1 日

当天，我们一家人到宝鸡植物

园看‘金秋菊展’。当时在‘国

庆 1949-2016’的 大 型 花 卉

造型前，留下这张女儿给我拍

的照片，我打印并塑封起来珍

藏。记得那天我们特别高兴，看

着繁花似锦的金秋，也在心中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这是日

前吴利强拿出一张照片，笑着

回忆告诉记者的话。

吴利强是我市金台区南

坡小学的一名教师，平时工

作忙，难得国庆当天一家人

外出游玩，他说 ：“国庆节期

间，很多人都会选择到外地

旅游。但是，最近几年咱宝鸡

的发展和变化很快，家门口

就有很多风景，所以，2016

年国庆期间我们选择领略市

区的风景。”

那一天，他们一家人起了

个大早，从虢镇坐车一路来到

宝鸡植物园，这一路需要 1 小

时左右的时间，沿路看着车窗

外花卉、旗帜装点的城市，可谓

是一路风景、一路愉悦。吴利强

笑着说道 ：“记得 2016 年前，

我们也到植物园看过菊展，那

时要来回倒几次车，而且车上

的人特别多。后来，乘车方便了

很多，我们去植物园有多条线

路可以选择，车上的人虽然还

是多，但并不拥挤。”

“那一年国庆，我们在植

物园看菊展、游玩、拍照，整整

用了一上午时间，吃午饭时已

经过了下午 2 点。只记得当时

一家人都很愉快，心情高兴而

轻松。”吴利强继续回忆道 ：

“其实，其他年份也都去过，但

是 2016 年这次我记得特别清

楚，因为这一年我 40 岁了。”

古语说“四十不惑”，是

说人到四十岁就不会因为无

知而困惑，对人生有一定的把

握和理解。在 40 岁那一年的

国庆节，感觉家中一切都好，

与家人一起赏花、观景，看秋

高气爽、天高云淡，所以，对

于当时的吴利强来说确实是

愉快的一天。他说 ：“我拍的

很多照片，大都存在手机或电

脑里，但是那一年那一天的照

片，却全部打印并塑封，就是

很想珍藏起来。”

每一年去看菊花展，同样

是菊花，它们虽然相似，但是

在人们的管护下也每年有所

不同。“记得就是最近这两三

年，看到一朵菊花竟然五颜六

色、绚丽多彩，不得不让人感

叹农技的魅力。尤其是孩子对

这种菊花特别感兴趣，惊叹、

喜悦，不停拍照。”他还说：“我

感觉，每年菊花展不仅品种、

数量在增多，尤其在花卉造型

设计上，增添了很多内涵。比

如，会有‘中国梦’‘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一带一路’等内

容融入花卉造型中，还有咱们

宝鸡的马勺脸谱、泥塑等民俗

工艺有时也会出现，与花卉相

得益彰。”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这是一句优美的

唐诗。但是，在吴利强看来，因

为如今花卉种植、管护技术的

不断提升，花虽相似，却也有

了很大不同 ；看花人的心境，

因为每年的生活不断提升，便

有了更多喜悦，不负韶华不负

花。所以，年年岁岁花更美，岁

岁年年人更不同！

我的国庆故事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 71 周年之际，文化周刊推出《我的国庆故事》，

邀请不同年代、不同职业的人物讲述他们曾经的国庆节，分享与祖国共同

成长的记忆。

人文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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