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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年过去了，赵燕依旧记得那碗鸡蛋汤带来的温暖。那时，赵燕刚怀孕不久，孕吐非常严重，为了帮她补充营养，

婆婆每天都会为她单独做一碗鸡蛋汤。

那时家里条件不好，鸡蛋是婆婆眼中最好的营养品，她交代家里人，把所有鸡蛋都留给赵燕。如今，赵燕的婆婆已

91岁高龄，赵燕也早已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好儿媳。

本报记者 张智超

“““如果婆婆如果婆婆如果婆婆‘‘‘走走走’’’了了了，，，我会受不了我会受不了我会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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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多 年 里多 年 里 ，，
赵燕赵燕（（左左））用心照料用心照料
着婆婆着婆婆。。

◀◀在赵燕在赵燕（（右右））
眼里眼里，，儿子儿子（（中中））是是
她最大的骄傲她最大的骄傲。。

4年前，19岁的宋慧雪来到西藏，成为一名高原战士。在

海拔4300多米的雪域高原，她翻越一座座山峰，迎战一场场

风沙，为多彩的青春增添了一抹迷彩绿。

如今她重返校园，军人的风采依旧，她说：“主动迎接每

一次挑战，收获不只是抵达时的那次撞线，也是身后的每一

个脚印。”

别让仪式感走了样别让仪式感走了样
瞳 言

刚过去的开学季，一些学校形
式多样的迎新仪式与大学生大包小包
的行李，在网上刷屏。

为了迎新，有的学校仪式感
满满，准备了大鼓让学生敲击，
寓意一鸣惊人；而对于大学新生
而言，他们的入学仪式感，则来
自于大包小包的行李，有人在社
交平台晒出行李，引来不少人围
观。

现在，不少人讲究生活要有仪
式感。对学生来说，一场别开生面的
开学仪式，有的活泼生动，有的振奋
提气，鼓励他们以更积极的状态进入

新学期，是好的开端。然而，一些夸
张的开学仪式，看似花样迭出、氛围
拉满，实则华而不实，不只家长忍不
住吐槽，孩子收获也不大，可谓费力
不讨好。

前段时间，一位大学生在网上
用充满喜感的照片和文字分享了自己
的入学仪式。照片中，他肩上扛着木
棍，两头挑着行李，对着镜头摆起

“pose”。配的文字是：“看咱的开学
仪式感，行李是自己收拾的，入学手
续是自己办的，开学第一天，从体验
独立开始。”

这样的仪式看似有些简单，装

行李的袋子也算不得精致，但点赞数
量却特别高。一位网友这样评价：

“没有华而不实的‘精致’，但即便隔
着屏幕也能感受到你步入大学的雀
跃，氛围满满，为这样的仪式感点
赞！”

怎样才是好的仪式感。
有网友认为，对于开学仪式来

说，应着重于学生的感知、感受，
而不是花费心思搞繁琐的仪式。有
学校开展了国防教育活动，把红色
种子植入学生内心；有学校组织学
生体验“君子六艺”，在“礼、乐、
射、御、书、数”中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开学仪式也可以有居家
版，可以是一次深入的沟通，可以
是一项合理的学习计划，也可以是
一起置办学习用品，引导孩子理性
消费……

总而言之，仪式感不应只注重
拉氛围，更要有仪式下的认同感与收
获。简约而不简单，朴素而不普通，
不管是开学仪式，还是在生活中，这
样的仪式才更有感觉。

从高原战士从高原战士
到女大学生到女大学生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李 静 刘宇轩

清晨，和煦的阳光从窗外照进
来，洒在洁净的地面上，也温暖着家
里的每一个人。和过去的每一天一
样，按摩、擦洗、喂饭、喂药……58
岁的赵燕精心伺候着已 91岁高龄的
婆婆，笑容久久停留在婆媳俩的脸
上。

赵燕是青县马厂镇陈缺屯村人，
曾荣登“中国好人榜”，被评为“青
县道德模范”。为了照顾患病的婆
婆，20多年里，她一直和婆婆住在一
起，一家人和乐融融，家风淳良忠
厚，日子虽然平淡却很幸福。

一碗鸡蛋汤

29年过去了，赵燕依旧记得那碗
鸡蛋汤带来的温暖。

那时，赵燕过门还不到一年，强
烈的妊娠反应让她什么也吃不下。有
一天，赵燕突然晕倒，全家人都急坏
了，赶紧请来了大夫。

大夫说，赵燕需要加强营养。婆
婆转身进了厨房，不一会儿就端出一
碗鸡蛋汤送到赵燕床前。“从那天
起，直到孩子出生，婆婆每天早上都
会为我单独做一碗鸡蛋汤。她怕我喝
着腻，还会特意放上一些配菜，三天
两头换花样。”更让赵燕感动的是，
那时家里条件不好，鸡蛋是婆婆眼中
最好的营养品，为了照顾赵燕，婆婆
交代家里人，把所有鸡蛋都留给赵
燕。

婆婆的照顾让赵燕备感温暖，她
暗自下定决心：婆婆如此待我，以后
我一定要好好孝敬她。

一转眼，赵燕的儿子 6岁了。这
一年，婆婆突发心衰，虽然经过抢
救，捡回一条命，但医生说，即使照
顾得好，也撑不过一两年，病情随时
都有可能复发。

从那天起，为保证老人一旦犯病
能及时得到救治，赵燕每天陪着婆婆
睡，一日三餐都以老人口味为主，每
天为她按摩，帮她做康复治疗……

婆婆的救命药一共有四五种，赵
燕从来都是出门带一份、家里备一
份。每次和婆婆出门，救急用的药，
赵燕一样都忘不了；放在家里的药，
她就摆在床头的一个小药盒里，晚上
不用开灯，只靠手摸，也能分得清哪
个瓶子里装的什么药。

奇迹就这样在平淡中出现了。一
年，两年，三年……婆婆的病情不仅
没有继续恶化，身体反而更好了。

“看着婆婆一天天好起来，虽然很
累，心里却特别甜。”赵燕说。

婆媳三十年

今年 8月 8日，是赵燕结婚 30周
年的日子。这一天，她特意买了一束
鲜花，既不是送自己，也不是送丈
夫，而是送给婆婆。

近些年，婆婆年龄越来越大，赵
燕要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赵燕婆婆患有严重的痛风，发病
时，腿脚肿得像面包一样，连路都走
不了。听说车前子能治疗水肿，赵燕
就每天下地去挖，给婆婆煮水泡脚。

赵燕照顾婆婆几十年，对她来
说，今年最累。

今年年初，赵燕全家发高烧，婆
婆也没能幸免。“发现婆婆高烧后，
我心里咯噔一下，老人毕竟年纪大
了，又有心衰、肺衰、肾衰、痛风等
陈年旧病……”那一个多星期里，赵
燕顶着39℃的高烧，没日没夜照顾婆
婆，好在家人替她分担了不少，才没
被累垮。

4 月 20 日，赵燕的婆婆心衰复
发，在医院住了 10 多天才稳定下
来。可老人前脚从医院回来，没两天
再度肾衰，又住进了医院。

打那以后，赵燕一天 24小时一
刻也不敢离开婆婆，擦拭身体、喂水
喂饭、端屎端尿……事无巨细，短短
几个月，她看上去老了好几岁。

其间，赵燕 92 岁的父亲去世，
这对她打击很大——此前，她母亲卧
床瘫痪了 31年，去世时，她没能见
上最后一面；父亲离世前，她总说等
婆婆康复了要好好陪父亲，也以遗憾
告终。

以前，每每听到有人夸自己是好
儿媳，赵燕心里都美滋滋的，可如
今，再听到同样的话，她总是想哭：

“我是个好儿媳，却不是好闺女。对
父母，说完全不后悔那是假的，可我
又能怎么样呢？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
孝顺婆婆，不让对父母的遗憾，在婆
婆身上重现。”

有舍更有得

在很多人眼里，这些年，赵燕为
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可赵燕却觉得收
获比付出大得多。

赵燕的婆婆有两个女儿、两个儿
子，对于赵燕的付出，他们看在眼
里，也感动在心里，常提出要把老人
接到自家照顾，可往往最先不适应的
是赵燕自己，“我一看到婆婆那张床
上没人，心里就空落落的，受不了。”

因为感激赵燕，大姑姐把新房子
腾出来，让他们一家人住。姑嫂妯娌
之间，相处得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
从来没有红过脸、生过气。

赵燕曾经在村委会工作了 19
年。在村里，不管是拆除私搭乱建，
还是号召人们参加公益活动，只要赵
燕出面，几乎每个人都会主动配合。

人们佩服赵燕，不光支持她的工
作，在生活中也对她百般照顾。

有一次赵燕到县城办事，出发
前，她特意告诉婆婆，午饭等她回
来再做。可等她到家时，不光婆婆
已经吃完了饭，桌上还留着饺子、
包子……一问才知道，原来是邻居
们看她出了门，都不约而同地送来
了饭。后来，她逐一前去致谢，大
伙儿都说：“有事你尽管去忙，不用
担心老人，有我们呢！”

更让赵燕高兴的是儿子张喆。他
从小就懂得孝顺、感恩，为了让妈妈
能好好休息，每次放假回来，晚上都
要替妈妈陪奶奶一起睡。奶奶什么情
况下需要吃什么药，他一清二楚。

不仅如此，张喆的学习成绩也特
别优秀，去年成功考上了中国石油大
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领域专业的博士
研究生。

一点一滴，说起来不难，可二十
几年坚持下来，实在不易。对于这份
付出，赵燕总觉得还不够好，可每每
说起儿子，她的眼里总是充满了骄
傲：“我很感激婆婆，是她让我收获
这么多的感动。我希望她能长命百
岁，如果婆婆‘走’了，我会受不
了。”

23岁的宋慧雪是沧州职业技术
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来自黑龙江省
双鸭山市。

过去4年时间里，她从白山黑水
去到雪域高原，又来到渤海之滨；从
娇娇女成长为高原战士，又成为一名
女大学生。她总说：“青春不惧挑
战，多彩的底色要自己涂抹。”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宋慧雪的姥爷年轻时是一名军
人，受他影响，宋慧雪从小就对军旅
生活十分向往。

是巧合，也是一种必然。
2019年7月，刚刚填报完高考志

愿的宋慧雪，无意间看到一条征兵信
息。那一刻，她欣喜若狂，儿时的梦
想终于有机会实现了。

宋慧雪是家里的独生女，一直被
父母视作掌上明珠，在填报入伍志愿
表前，她甚至从未独自出过远门。可
即便如此，在得知宋慧雪想参军入伍
的消息后，她的父母依然十分支持，
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直是女儿最大的
心愿。

然而，就在填写入伍志愿表时，
两代人却发生了分歧。

入伍志愿表里有个选项，是“偏
远艰苦地区优先”，宋慧雪想勾选，
可父母却有一万个舍不得：“参军入
伍，锻炼自己，我们理解也支持，可
为什么一定要去偏远地区呢？”

为了说服父母，宋慧雪拿出了辩
论的架势。父母说她年纪小，她说：

“我已经长大了，能照顾自己了。”父
母担心她吃苦，她说：“怕吃苦就别
当兵，保家卫国当然要去最艰苦的地
方。”

终于，宋慧雪的决心打消了父母
的顾虑。一个月后，大学录取通知书
和入伍通知书相继送达，在和学校老
师表达了先当兵后上学的愿望后，宋
慧雪登上了飞往西藏的飞机。

2019年 12月，结束了为期 3个
月的新兵训练，宋慧雪来到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的西藏。

这里被称作“世界屋脊”，一下
飞机，宋慧雪只是步伐稍微快了一
些，就引发了高原反应。“当时头晕
得厉害，双手一下子就白了，吸过氧
才缓解。”宋慧雪回忆说。

然而磨炼才刚刚开始。
刚到西藏的那段时间，由于身体

还未适应当地环境，宋慧雪的体能一
落千丈，从新兵训练时的佼佼者，一
下子就变成了倒数。

为了让自己尽快适应，宋慧雪经
常利用休息时间独自加练。在训练
中，她因缺氧晕倒过，也冻伤过脸和
手脚。每次想要退缩时，她总会咬紧
牙关，“自己的选择，咬着牙也要扛
过去。”

在磨炼中挑战自我

宋慧雪所在连队是作战单位，一
年中有半数时间在外驻训。

有一次，宋慧雪和战友们背负物
资向某点位进发。高耸的雪峰犹如天
堑一般横亘在女兵们眼前，她们只能
徒步向前。“翻越大山时，每个人都
背负着物资，大家嘴唇发紫、面色苍

白、大口大口喘气，有些人痰里都带
着血丝……”随着海拔升高，呼吸越
来越难；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面部
灼烧感也越加强烈，宋慧雪一边给战
友打气，一边告诉大家调整节奏，终
于在天黑前抵达点位。

此时，宋慧雪累到几乎虚脱，夜
晚凛冽的寒风较山下更加刺骨，强风
中夹杂的沙砾，能钻到衣服里，要用
硬鞋刷才能刷净。面对这样恶劣的环
境，宋慧雪的想法却非常简单：“克
服一切艰难险阻，完成任务。”

在一次次拉练和执行任务时，宋
慧雪和战友们翻越一座座山峰，迎战
一场场风沙，在坚硬而又光滑的冰川
上艰难前行，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
起。

每当部队路过藏民家门口时，宋
慧雪总能看到人们从屋里跑出来，不
停地微笑、敬礼。每每看到这一幕，
她觉得，“所有坚持都是值得的！”

总有人问她当兵苦不苦，她会
说：“我是军人，我为当初的选择自
豪，我成了自己最崇拜的人。”

赋予青春更多底色

2021年 9月，宋慧雪脱下军装，
重返校园继续学业。

两年军旅生涯，宋慧雪见到了环
绕的雪山、满山的牛群，还有从未见
过的灿烂星空……但在她心里，更大
的收获是军人的担当、自律和不惧挑
战的勇气。

由于离开校园已经两年时间，一
些曾经掌握的知识，宋慧雪已有些陌
生，但她并没有沮丧，“只要肯下功
夫，一定能补回来。”

除了自己刻苦学习之外，她还经
常帮助身边同学。

刚入学那段时间，很多大一新生
不会整理内务，宋慧雪就主动帮助他
们，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把一个内务
成绩最差的宿舍变成了最优。

宋慧雪还经常参加各种征兵宣传
工作，为同学们讲解征兵知识，分享
她在部队里的经历和收获。

常有同学这样问：“你觉得高原
上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宋慧雪回答说：“刚到西藏时，
我觉得最美的是蓝天、白云，还有夕
阳下闪着金光的布达拉宫和夜空中浩
瀚璀璨的星河。而现在，我觉得最美
的风景是多彩的青春。”

“抓住每一次改变提升的机会，
成长的收获不仅仅体现在结果上，也
包括路途中的种种经历。”眼下，宋
慧雪正在为明年的“专升本”考试努
力，她期待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等
学业完成后，我想考取军队的文职工
作，继续投身国防事业。一天是军
人，终生是军人。”

在校期间在校期间，，宋慧雪宋慧雪（（左一左一））经常参加各种征兵宣传工作经常参加各种征兵宣传工作。。

成为军人是宋慧雪最大的梦想成为军人是宋慧雪最大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