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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小区门口有家驴肉火烧店。门店
不大，招牌也不显眼，可是给人的感觉却
总是那么热气腾腾、烟火气浓。正因如
此，每次经过，都会忍不住往里多看几
眼。

小店的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妻，男主快
言快语、热情开朗，每天堂前灶后地忙碌
着、高门大嗓地招呼着：“您来啦，请
进”“好吃再来，您慢走”……永远一副
快乐无忧、元气满满的样子。人们不知道
他的名字，都亲切地喊他“驴肉小哥”。
女主则少言寡语、温婉沉静。

男主负责后厨，和面、烤饼、做汤、
炒菜，女主负责前台，切肉、切菜、夹
肉、收钱。两人各自忙碌，又配合默契，
眼神交集间，会心一笑；举手投足处，爱
意流淌。

小店 30多平方米，十几张小桌，客
人总是络绎不绝。让人感觉，无论你何时
来，这里都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正因如
此，这里也成了周边居民经常光顾的地
方。

今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和先生外出
归来，错过了饭时。找了两家店，都说打
烊了。于是想到了他家。

已近下午三点，店里早没了客人，小
两口也已收拾停当，正在休息。见我们
来，小哥马上从躺椅上跃起，说着稍等，
然后跑进后厨忙活去了。

不一会儿，火烧、鸡蛋汤就端了上
来。当我们略带歉意地表示打扰了他们休
息时，小哥爽朗地回应：“只要到这来
了，哪怕是煮包方便面呢，我也不会让客
人饿着肚子走的。”

吃饭的工夫，就聊起了天。顺便问了
一个早就想问的问题：“你们一个爱说、
一个沉默，性格反差那么大，怎么做到这
么和谐的？”

女主没有说话，笑着把目光投向爱
人。男主哈哈笑着，连珠炮一样回答：

“这样才吵不起架来啊。不光夫妻之间吵
不起来，婆媳之间也吵不起来，不是挺好
吗？性格反差大，那是老天安排让我们来
互补的。”

说着拿起桌边的一块西瓜：“你看这
西瓜，瓜皮和瓜瓤差别大不？可是它们结
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完美的西瓜。”

没想到“驴肉小哥”活得如此通透，
对幸福的感知能力也如此之强，几句话说
得人竟有醍醐灌顶之感。

这时，一直安静的女主也说话了：
“他人特好，对老人、我和孩子都很有责
任心。他常说让家人生活幸福，是他的责
任。”闻此，佩服之余又添感动。就说，
回头我采访采访你们啊。结果这一回头，
就从盛夏到了寒冬。

采访，是在“大雪”那天的晚上。
冬夜的狮城，北风呼啸，整个城市都

被寒冷寂静包裹着。
还不到 21 时，附近的小店都已打

烊，只有他家的灯还亮着。在漆黑的夜
里，这灯光显得特别明亮，也特别温暖。

店里已没了客人，二人正在打扫卫
生。听我说明来意，高兴得像两个孩子，
搬了凳子坐在我的对面，开始讲起他们从
相识、相恋，到结婚、创业的经历。

这时，我也才知道原来“驴肉小哥”叫
李波，媳妇叫王素娟。都是河间开发区人。

两人相识是在 2004年的“五一”假
期。当时，小哥正在天津打工，是特意回
来相的亲。

“一开始，俺不中意她。没看上，不
是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是因为太洋气
了。”回忆往事，小哥哈哈笑着，二人脸
上泛起幸福的红润。

“她当时穿了双细高跟鞋，前头特别
尖，头发也染黄了。我思想保守，当时就
想，这么洋气，以后能好好过日子吗？”
心里有这顾虑，3天后，小哥婉拒了对方。

谁知女孩对小哥的印象很好，冥冥中
感觉这就是那个对的人。于是，过了大半
年，她放下矜持，主动联系了小哥。随着
交往的深入，女孩身上朴实、善良、孝
顺、节俭等优良品质也显露出来。一年
后，两人步入婚姻殿堂。

接这个店之前，二人一直在河间的饭
店打工。沧州这个店过去是小哥的姐姐经

营着，为了帮助他们，姐姐把店转给了他
们，自己去了外地创业。

夫妻二人把几年的积蓄都拿了出来，
交完房租等各种费用，手里只剩下 2000
元钱。酒、肉等东西都是赊来的。二人诚
信经营，食材严把关，用料也讲究，再加
上这些年，姐姐也维护下了不少铁粉，生
意倒没有因为换了店主受到影响。

小店越做越火，二人虽然每天蜗居在
一间小黑屋子里，可感觉生活越来越有了
光亮。

心疼妻子的小哥尽可能地把店里的活
更多地包揽下来。每天早晨5点，妻子还
在睡梦中，他就起床收拾好炉灶，准备好
食材，5点 40准时开门了。早晨客人少，
他一个人就能忙得过来。他尽量轻手轻
脚，不去惊扰妻子。

8点左右，妻子也起来了。两人吃过
饭后，一天最忙碌的时刻也正式开始。

午饭得忙到下午两点以后，晚饭则是
在晚 9点以后。吃完饭，大概收拾一下，
妻子就去睡了。小哥却不行，他还要边和
面、边等待几位晚归的出租车司机。

那几名司机是店里的常客，每天都是
在晚上 11点半左右才来，每周都要来个
三四天。这顿饭不过是十几元的利润，但
小哥还是愿意牺牲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等
待。

他们各有各的悲欢，各有各的故事，
大家萍水相逢，却总能相谈甚欢。生活有
太多的不易，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出口，去
纾解那些郁结于胸的糟糕情绪。位于街角
的这家小店，便不仅成为夜归人温暖肠胃
的地方，更是扫除一天疲惫和郁闷的所
在。而小哥的好性情也总能感染到他们，
让他们在寒夜里既暖胃又暖心。

送走这最后一拨客人，再简单收拾收
拾，往往就到了凌晨一点。这样算来，小
哥每天也就睡 4个来小时。累是肯定的，
有时看着饭，一口都不想吃。但一想到老
家的父母和孩子，他就又瞬间充满了力
量。“把生我的平平安安养老，把我生的
健健康康养大，让相爱的人快快乐乐变
老，这就是我的责任。”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春夏秋冬，日
暮晨昏。不知不觉间，两人在沧州这座城
市已经打拼了近 10年。两人在平凡的生
活中，不仅感受着不一样的夫妻情深、幸
福默契，也感受着这座城市的侠肝义胆、
友好良善——“沧州这座城市是真好，我
们遇到的也都是好心人。”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有桌客人吃完饭
忘了结账就走了。当时店里客人多，小两
口也没注意到。客人快到家了才忽然想起
忘了结账，于是又赶紧把钱送了回来。

还有一次，3位客人结完账走了。收
拾桌子时，小哥忽然发现桌下的啤酒还剩
下半箱，结账却是按整箱算的，显然客人
也忽略了这点。小哥赶紧跑出去追他们，
把多算的钱如数退回。客人很感动，没过
几天，带了一屋子的朋友来吃饭。还微笑
着问他：“知道我们为什么又回来吗？”

小哥怎会不知道呢？善良友好，是会
相互传递的。正因如此，他也常告诉自
己，不要把利看得太重。

近些年，许多餐饮店都在网上开了外
卖。他也开过，营业额是上去了，可一个
多月后，却坚决停了。原因竟是，火烧、
馄饨、炒菜，过二三十分钟再送到顾客手
里，口感味道就不是他想要的效果了。而
且顾客还要额外负担派送费等，得多花不
少钱。“不好吃，还要多花钱，我心里过
意不去。”

“做生意不光是为了赚取利益，而是
为了赚取人心。”妻子知道这是他的原
则，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也无条件支
持。在他们看来，一家人和和气气、快快
乐乐，远比赚钱重要得多。

在这样一个寒夜，听他们的故事，心
中涌动着阵阵暖流。

人人都渴望幸福，可什么是幸福？往
小里说，一个家庭三观正，满是责任和温
情，这就是幸福；往大里说，坦坦荡荡，
不坑人不骗人，挣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
净、心安理得，这也是幸福。

而这，不正是这对小夫妻的幸福生活
吗？

70多年前，孙援朝还未出生，父亲就踏
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从此一别便是永远。
收到父亲牺牲的消息后，一家人三缄其口，
再也没提过这段往事。而逐渐长大的孙援
朝，对于父亲的思念却越来越强烈，他从东
北多次回到老家——肃宁县河北留善寺镇韩
一分村，探寻父亲的足迹，查找父亲的档
案，但始终没有消息。

父亲牺牲在哪里？生前是个怎样的人？
多年来，孙援朝一直渴望能找到答案，并将
父亲的遗骸带回老家。

直到最近，一张 《革命军人牺牲登记
表》的出现，让孙援朝终于找到了父亲的档
案。帮助他圆梦的，是石家庄的热心市民崔
会影。

外地市民 为沧州烈士寻亲

今年 10月中旬，肃宁县河北留善寺镇政
府和肃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继接到一位石
家庄市民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叫崔会影。他
在整理姥爷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张《革命
军人牺牲登记表》。虽然纸张泛黄，但字迹清
晰可见，上面写着：姓名 孙喜山，性别
男，出身贫农。系 66军 196师 587团八连副
排长，籍贯为河北省肃宁县韩村；1947年 4
月入党，1948年 7月入伍，1951年 2月在第
四次战役中牺牲，掩埋地为江原道横城郡店
村。在功绩一栏里写着：太原立功一次，追
赠功一次。牺牲时年仅33岁。

崔会影说，他的姥爷早年参加革命，在
抗美援朝中任某连队班长，参加过 8次大规
模的战斗，经常跟晚辈们讲述入朝作战的情
景。

“他的部队隶属于66军196师某团，是第
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他曾亲眼看见，一颗
炮弹落在阵地上，一个班的战士全牺牲了。
这张牺牲登记表，很有可能就是姥爷曾经的
战友。”

崔会影也曾是一名军人，深知这份表格
的重要性。他去“中华英烈网”细心地查
找，没有查到“孙喜山”的信息，又尝试着
寻找孙喜山烈士的亲属。

工作之余，崔会影查询地图、翻阅史
料、拨打咨询电话，可由于年代久远，行政
区域变更，几番查找后，仍毫无头绪。终
于，在肃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获得线索——表中提及的韩村烈士孙
喜山，疑似肃宁县河北留善寺镇韩一分村孙
氏家族的成员。

多方查找 最终确定信息

信息得不到确定，崔会影和工作人员的
脚步就不停歇。河北留善寺镇退役军人服务
站站长孙亮收到信息后，挨个给村干部打电
话，询问岁数大的老人。

或许是巧合，正当孙亮一边照顾患病的
父亲、一边跟村干部联系时，病床上的父亲
听到孙喜山的名字，一下子激动起来。孙亮
凑到老人身边，把照片信息放大。看到熟悉
的名字，老人眼圈红了，颤抖地指着名字，
说：“对，对……”原来，孙喜山就是孙亮父
亲的大伯。

消息在家族群里一发，大家欣喜落泪，
纷纷感慨，多年寻找的亲人，终于有消息了。

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对表格进行
了仔细勘验，又先后到河北留善寺镇、县档
案馆查找史料，终于从尘封的档案里查到了
孙喜山的相关资料——烈士牺牲证明书、证
书存根、烈士家族通知书的存根，与牺牲登
记表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孙喜山、孙喜三、
孙福堂为同一人，就是孙援朝家寻找多年的
亲人。

岁月流逝 难掩英烈功绩

孙喜山烈士信息确认，一段英雄往事也
随之浮出水面。

新中国成立前，留善寺镇的韩村是一个
大村，后来被分成了 5个村。孙喜山家务农
为生，1918 年，家中诞下一子，起名为喜
山，号福堂。

孙喜山从小乖巧懂事，上了几年学，就
跟着家人务农。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日寇的铁蹄踏入中原腹地，炮楼就修在了韩
村旁边。眼看着无辜百姓被日寇欺凌，孙喜
山秘密加入了八路军的队伍，趁着夜色贴标
语、传递情报、破坏公路。

1944年 9月底，肃宁县全境解放，孙喜
山的秘密身份也被家人知晓。不久，他便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与邻村一位姑娘结婚。
1948年 7月，孙喜山说服了家人，加入

了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成为一名真正的军
人，投身解放全国的洪流中。他作战勇敢，
表现突出，1949年 4月，在攻打太原的战役
中，被记功一次，并被提拔为副排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孙喜山所在的
66军与38军、39军等部队成为第一批入朝作
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11月，他的妻子
生下一子，为纪念孙喜山入朝作战，家人为
孩子取名孙援朝。

1951年2月，孙喜山所在的196师587团
奉命进至朝鲜鸭谷里地区阻击敌军北犯。

鸭谷里位于横城西北，地势险要，是
587 团防御阵地的主要支撑点。2 月 24 日，
孙喜山所在的阵地遭到敌军猛烈进攻，已
经多处负伤的他，依然坚守在阵地指挥作

战。一发榴弹袭来，击中了孙喜山的胸部，
他一下子倒在了阵地上，壮烈牺牲，年仅 33
岁。

1951年夏天，孙家人接到了孙喜山在朝
鲜牺牲的通知，但名字写的是孙喜三，家人
只顾着难受，并没太在意。

听到消息后，孙喜山的妻子没几年就病
逝了。后来，孙援朝就来到了东北四叔家生
活。

孙援朝说：“叔叔对我百般呵护，视如己
出，家里人也从未提起过我的父亲。只说我
有个‘大爹’牺牲在了朝鲜。”

多年来，孙家人始终想找到孙喜山的遗
骸。长大后的孙援朝这才知道，“大爹”就是
自己的亲生父亲孙喜山。每次回老家探亲，
他都要打听父亲的消息。他也经常到沈阳烈
士陵园，寻找孙喜山的名字。

崔会影发现这张 《革命军人牺牲登记
表》，让孙喜山烈士的信息得以确认。如今，
孙援朝最大的心愿就是迁回父亲的遗骸，让
父亲早日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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