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025 年 5 月 8 日 星期四

梦想在倔强中萌芽

携笔从戎，参军戍边，从来不是一
时兴起，在李洪看来，这更像一个圆梦
的过程，“当兵是一直都想，不是某一时
刻，也不是某件事所产生的。”2017年刚
入学时，新生军训，那是当时李洪离部
队最近的一次，带着对军人的向往，李
洪就经常同退役的师兄一起参加部队
主题活动，他认真地对待这难得的军训

活动，“我还获得了军训标兵呢。”李洪
坚定地认为自己就应该趁着年轻去军
营，不能让斗志慢慢退却，他想去部队
锤炼锤炼。“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时已经
是我当兵最后的机会，这是我最后的倔
强！”李洪告诉记者。

圆梦的时刻是在 2018 年。学校发
布征兵动员公告后，李洪第一个报名，
秋季时顺利应征入伍，正式成为一名光
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李洪清楚
地记得，当得知自己入伍时，心中竟然
是难得的平静，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的

自信，另外一方面似乎为这一刻准备了
很久很久。入伍的那天是9月13日，李
洪记得，当天下午2点，家人和同学送他
到火车站，大家纷纷拉着他合影留念，
每个人都在祝福他，片刻热闹后就要踏
上征程，李洪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知道
他们会很难过，我也不想在这个时刻流
下离家的泪水。”骨子里的倔强让李洪
的离开多了几分决绝。他说自己特别
喜欢毛主席的那句诗句：“孩儿立志出
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于是他把这句
话也留给了自己的父母。

抱着去锻炼的这份倔强，李洪自愿
去了南疆，“当兵就是去锻炼，要去就去
最艰苦的地方”，起初去南疆李洪的父
母并不知情，直至年关临近父母与他通
话时，才得知李洪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南
疆某部队昆仑山驻地，父母因担心他心
疼地哭了，李洪憋着眼泪安慰父母：“部
队一切都好，有人照应，有种在家的感
觉。”当时的他已在南疆结束3个月的新
兵营训练，并因表现优异被任命为新兵
副班长，开始带领同年兵进行军事训
练。而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另一个更
加艰苦、危险重重的环境，这些他都没
有向家人透露。

理想在风雪中开花

2018年12月新训结束，第二年的1
月，由于个人成绩突出，李洪作为一名
刚下连的列兵有了代表单位参加某项
比武集训的机会，那时的他刚出新兵营
不久。比武集训的训练是艰苦的，每周
一个40公里负重奔袭、一个体能考核，
一个全天体能强化，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和军事科目让许多老兵不断被淘汰，这
让他感到空前的心理压力。

“快过年的前几天我的脚后跟受伤
了，连鞋都穿不了，一穿鞋就是钻心的
痛。”李洪说起自己的一次受伤经历，

“过年放假的3天时间，正好让我有了休
息的时间。”受伤后，李洪说自己唯一担
心的是受伤就会面临着淘汰，于是他坚
持咬紧牙关，靠着不甘心、不服输的劲

头逼着自己向每一个训练科目冲锋，跌
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就是靠
着这股子坚毅的勇气和决心，李洪最终
拿下了比武集训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授
予“优秀士兵”称号并获“嘉奖”1次。

此后，李洪连续 4 次被选拔参加师
级岗位练兵比武，3次参加侦察兵比武，
先后夺得5个科目第一、3个第二、打破1
个纪录，累计被授予“优秀士兵”称号 2
次、获“嘉奖”2次。“一切都是值得的。”
李洪提起自己的经历，这样对记者说：

“要干就干好，当兵就要当尖兵。”而类
似训练受伤的经历，李洪已经记不清有
多少次了。

2020 年 9 月，李洪原计划结束军旅
生涯返校学习，然而中印边境的紧急军
情打乱了计划。在保家卫国与个人发
展之间，李洪毅然决然选择继续服役，
驻守海拔近6000米的阿里高原。

阿里高原，自然环境恶劣，严酷的
气候与复杂的地形让每一次巡逻都成
了考验，李洪就是要在这种环境中每天
徒步上下山开展巡逻、背送给养。他克
服严重缺氧，每天徒步上下山背送物资
给养，冬天温度-30℃，雪道凶险，每走
一步路都异常艰难，仅仅3公里来回就
需要一天时间，困难可想而知。

2023年，李洪再次选择随军驻守阿
里高原，执行高原边境巡逻任务、排除
急难险重危险，两次驻守累计坚守 400
余天，“为了祖国的安全”，李洪说，他觉
着就是心里攒着的这团火让他一直在
坚持，而与此同时，由于驻地没有手机
信号，李洪的父母有将近1年时间没有
儿子的任何音信。

李洪和战友们一起“苦中作乐”相
互勉励，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高原环
境锻炼了体格，磨砺了意志，也让李洪
的心里绽放了理想之花，他在部队里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成长在延续中结果

时间很快，也是在 2023 年，李洪依
依不舍地告别了部队，9 月复学回到校

园。李洪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不论
年龄还是心智都不再是当时的自己，
心态更加平稳，看待问题更加深入，对
于人生的规划更加清晰。”李洪觉得这
是部队赋予他的改变，是很宝贵的人
生经历。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骨子里带着的
使命感，“作为退役大学生，我的使命就
是更好地将部队里的好作风、好习惯带
回校园，树立好榜样作用，带头做好身
边事，潜移默化影响身边人。”他决定将
部队的优良传统带回校园，积极投身
2023 级新生军训工作，同时，他还积极
投身国防教育、征兵宣传等工作，先后
给在校学生进行专场宣讲，给地方入伍
新兵作专场报告，用亲身经历影响更多
身边人。

李洪说：“戍边的苦乐只有经历的
人才懂，长时间待在西北边陲，精神在
变，意志在变，人会变得更加坚定、坚
强。”他坚信戍边的磨砺为自己的未来
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也因为这些经历变
得不再害怕困难，有更多直面挑战的勇
气，有更多创造未来的自信。

回校后，李洪默默收起了部队的各
种勋章，他说“做学生就要做好学生该
做的事”，他的一言一行依然保持着争
做尖兵的态度。课堂上，他勤学苦练，
并提前一年完成学业。生活中，他为人
热情开朗、阳光向上，以高度的自律、顽
强的意志和拼搏的精神，潜移默化影响
着身边每一位同学。他先后获评中国
大学生自强之星、“中国大学生年度人
物”入围奖，安徽省最美大学生、安徽省
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安徽省“百优大
学生”等荣誉称号。

他说：“越努力越幸运，越努力越自
信，越努力越自由”，他希望自己的经
历，能向更多的年轻人传递一个信号：
在这个新的时代，唯有脚踏实地，方能
走向远方。“做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能
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李洪
说，他也正带着在军营里练就的一身本
色，走在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上。

今年7月，快30岁的李洪就要从滁州学院毕业了，正式踏入社会，这个年龄让
李洪在同班同学中显得有点格格不入。1996年出生的李洪，其实早在2017年就考
入了滁州学院，之所以2025年才毕业，是因为一个早已埋藏在心里的想法：必须打
破固有的人生轨迹，选择为自己的理想拼一回。2018年他选择报名参军，用了5年
时间干了一件事：戍边。

从校园到边关，李洪经历了许多大学生没有过的挑战，4月30日，李洪入选
2025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成了青年人的榜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李洪展
现出了超越年龄的从容与成熟：与荣誉保持疏离，只坚定做好自己认定的事。他特
意忽略了很多经历的磨难，更多的是在谈自己的收获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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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正好，枝头新绿，年轻的面孔们跃动在滁州的街头，因为他们川流不息的身影，
让滁州这座城充满了青春的气质，蓬勃的活力。记者与一些年轻的身影不期而遇，了解
了他们在城市中感受到的“末梢温度”，听到了他们与城市共同成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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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开幕，有的热烈盛大，有的静谧深沉。不同的选择，铺展着不同的故事，故
事的主角执拗地攥紧理想，如同那些候时而生的花，等待定格自己最美的模样。就像
我们遇见的他们，有的走出滁州、建功边关，有的留在滁州、亲近故乡，可能有惊心动魄
的过往，可能是不露声色的简单，但都有着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那份坚持。青春的舞
台如此辽阔，总有无数的方式经历、成长、熠熠生辉。青春如是，向阳而生，肆意生长。

听听，“火火”的慢慢走

杨火火是滁州一名本土音乐人，因
一首民谣风格的城市歌曲《滁州慢慢
走》被人熟知，“火火”本不叫“火火”，因
为有一腔追求的热情，给自己取了个

“火火”的名字，他笑着说：“当学生的时
候希望自己火出圈。”这份活力让他一
直保持着对创作的热爱。

杨火火本名杨子涵，算是新滁州
人，2013 年来到滁州上大学，四年的大
学生活，让他彻底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的恬静气质也让他的性格由

“火热”变得温和。他觉得滁州这座城
是适合慢慢品味和慢慢发现的，曾经的
他总习惯在学习之余，约上三五好友，
骑上自行车，钻进城市的各个角落，有
时只是漫无目的地边骑边看，有时来上
一碗热乎乎的油茶，看山川流水、看草
木烟霞，摸摸老街巷的脉络，听听散落
街角的喧嚣之声。

喜欢体验的杨火火是敏感有心的，
一开始他只是一个“旁观者”，滁州的一
切都是新鲜吸引人的，后来他安家在滁
州渐渐成了参与者，也有了更多感触，
他把眼里看见的、耳里听到的都存进了
心里，写进了旋律里。

杨火火的《滁州慢慢走》讲述的就是
一段慢时光，整首歌更像是一首从心里
流淌出来的表白诗词，娓娓道来，怡情随
意，清流河边的漫步、遵阳门外的驻足、
醉翁亭前的回首、鲜鱼巷口的烟火……
美食、美景伴着悠扬的旋律，和着轻轻的

诉说，走走停停间，杨火火感知到滁州犄
角旮旯里的时光不语和岁月安然。

说起创作的缘由，杨火火觉得是城
市的变化让他有了灵感，这已经不是他
第一次把滁州写进歌里了，而这一次的
创作像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引起了不少
情感共鸣，“可能是自然而然的感受，创
作起来特别顺畅”他说仿佛感受到了脚
下这片土地的律动，感受到了平凡生活
里的热气腾腾，“我喜欢去西涧湖、明湖
看日落，在城市里就能看到这么美的自
然风光。我也喜欢老城区，有那么多值
得看的人文景观。”

他告诉记者《滁州慢慢走》是送给
滁州归乡的人和远行的人一首故土情
诗，简简单单，但是听来总是充满着故
事与回忆。

自从大学毕业定居滁州后，杨火火
就把滁州当成了第二故乡，创业、安居、
享受这里的生活，享受这里的人间烟
火。他说滁州对自己的意义很特别，

“包容性很强，这座城市给我带来的幸
福感和归属感，就像曾经家人给予我的
支持一样，很让人安心。”

“现在滁州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到滁州。”杨火火
想借着自己的词曲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
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也希望用年轻人的
方式去分享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感受，
传递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爱。

看看，航拍的滁州城

朱文是个资深的摄影爱好者，因为

喜欢在自媒体上发布滁州的航拍而被
人知晓。朱文是个土生土长的滁州人，
93 年出生的他笑称自己是“城长”见证
者，上学、成家、创业都在滁州，记事起
就开始看着城市一天天长大。

打小生活在天长路的朱文，还记得
很多老滁州的印象，现在想来满是回忆
和乐趣，他记得当时的生活半径很小，
但充满了生活气息。天长路上，阳光从
梧桐叶中漏下来总闪着细碎的光；高杆
灯旁，高高的灯杆像是孩子们仰望的

“高塔”；南湖边，来往的人群满是嬉笑
打闹的身影，还有那块总是被孩子们亲
切称为“母忘石”的勿忘石……零零碎
碎的回忆片段成了朱文最珍视的心灵
慰藉，也让他对滁州的热爱比别人多了
许多沉淀。

作为资深的摄影爱好者，朱文还存
有很多滁州老照片，那是相机看到的滁
州，相机之外是故事，承载着人与人之
间的温情和牵挂，朱文偶尔翻开，依旧
能触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让人心绪起
伏。朱文觉着虽然人长大了，城市长大
了，“但是一些记忆中的美好依旧在这
座城市里存在着。”

朱文说自己的生活、成长轨迹记录
着城市发展的脚步。他一共搬过两次
家，小时候住天长路，大一点从天长路
搬到紫薇小区，成家后又从紫薇小区搬
到城南，跟随着城市向南的步伐，他的
生活也发生着改变。

朱文眼看着滁州城的变大变美，他
爱摄影，也想通过镜头记录下自己的所
见所闻。他喜欢玩航拍，2015 年开始，
就一边工作一边去尝试，起初航拍的技

术有限，他就到处找高楼，站在楼顶上
找角度，看风景。“站在高处看滁州的感
觉太不一样了”朱文说。

“刚开始航拍的时候，几乎爬遍了滁
州所有的高楼，不过那时候，可拍的范围
有限。”朱文告诉记者，“不过现在，可走可
拍的地方就多了。”如今的他，喜欢带上小
飞机，往南，有奥体中心，有明湖，有高楼
林立的城市画面；往东，有中新苏滁产业

园，可以拍下忙碌的生产场景；往西，琅琊
山的四季景色独具魅力，山与水的集结让
人沉醉其中；往北，老滁城的城墙老街就
像有说不完的故事，跟着镜头如同穿越岁
月长河。“现在的滁州航拍很出片。”朱文
感慨道，未来，他还准备拿起手中的镜头，
多多记录，去发现滁州每一个角落的故事
和美丽，去捕捉城市发展的脉动瞬间，去
定格一城灯火的蓬勃生机。

朱文杨火火

李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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