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2019年7月31日 星期三

责编/李菁
美编/雷林燕 照排/陈科

三江月

两张请假条
□赵淑萍

7年前，傅红兵的父亲傅侠去世了，享年98岁。这位1944年就加入中国共
产党，经历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战事的老人，生前襟怀坦荡、
两袖清风，留下的是一大堆的奖章、证件、笔记本，还有他的书法作品。

父亲生前叮嘱傅红兵，让他整理和保存遗物。傅红兵谨记父嘱。他翻阅着
父亲的日记，抚摸着那一块块奖章，在脑海中拼接着父亲的人生轨迹，一次次和
冥冥中的父亲进行心灵的对话。

在遗物中有一本笔记本，里面夹着两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颜色发黄，字
迹有点模糊，那是两份请假条。这两份假条，我们还得从傅侠的行伍生涯说起。

傅侠出生于金华傅村镇。傅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那一年，傅侠的爷爷九
十大寿，坐在太师椅上接受子孙拜贺。突然，门外闯进两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
趾高气扬，旁若无人，眼睛瞄到亲戚们送来的寿礼，二话不说，用刺刀挑起一只大白
鹅就扬长而去。爷爷气得靠在椅背上吹胡子瞪眼睛。更可恨的是，日本鬼子杀害了
傅侠的大堂兄和小舅子，还放火烧了他大妹辛辛苦苦盖的新房。傅侠怀着对鬼子的
刻骨仇恨，同时在堂叔、地下党员傅洵浒的引导下，在1944年10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第二年的5月19日，傅侠所在的党支部要把他和其他3个人输送到正规部队
去。离家时，他让妻子拿一双鞋，说是要外出一段时间。但是，妻子舍不得他走，找了
半天，才找出一双鞋来，因为不愿意，最终没有交到他的手上。那个时候，他们的女儿
才4岁，儿子3个月大，尚在在襁褓之中。因为革命需要，傅侠咬咬牙还是走了。

这一别渺无音讯。傅侠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历任第
三野战军20军60师排长、指导员、教育副官、宿营副官、卫生营副教导员。烽火连天，
辗转作战，他无法和家里取得联系。直到1954年，抗美援朝胜利归国后，20军在浙江
诸暨枫桥一带休整时，他才开始和老家有了联系。通信后，得知这十年间家里的变
故：1948年，妻子在思念和忧患中病亡，两个孩子都由大哥带着。想着故乡，想着亲
人，他深怀负疚，归心似箭，向组织递上了探亲报告。正在这时，他接到命令到军里参加
培训。组织上了解他的情况，也深怀同情。于是，便出了一张说明：

军干部部：
傅侠同志要求请假问题，本决定准假的，后因来军集中时间紧迫，不及请假。我们意

见，该同志离家十余年，从未请过假，如时间许可，是否可予准假。
此致，敬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六十师后方勤务处（五四）二、十五
那次军里参加的是转业干部培训，上级已经决定让他和其他两位干部带一支去宁波

的转业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铁的纪律才能带出铁的队伍。最终，傅侠没有去成。
“一个副营级干部探亲，居然要惊动师后勤处，甚至军干部部，可见当时部队的纪律严

明，也可以看出当时干部执行纪律的严格和自觉。”傅红兵看了，感慨万千。
1954年，傅侠转业到宁波，在宁波市公安局镇明公安分局任副局长，1956年又调任水

上分局任副局长。解放初期，治安情况复杂，工作十分繁忙，他也就没提探亲的要求。后来，
在熟悉了环境、业务，安定下来后，思乡之念油然而生。于是，他打了第二份请假条：

报告（水上分局，2月1日）
职因十三年未能有机（会）回家一次，趁此春节补假期间回到金华家乡去，以便见见孩子

等亲人之面，（自二月六日至十三日）计一星期。望照准为幸。
谨呈政治处主任 乞盼：局长核准。
报告人：傅侠
因为了解他的情况，报告递上的第三天，在请假条上，时任宁波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朱延

祯直接批上：同意请假一个星期，希按时返回为荷。
这时距离傅侠离家从军已经整整13年。他走时瞒着一家老小，在战争中又无法和家里联

系。家里人时时刻刻为他的安危牵肠挂肚。妻子在贫病忧患中去世，一双孩子过早地尝尽人世
间的苦难。对家庭和子女的深深歉疚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傅侠的心上，夜阑人静时难以成
眠。他终于回到家乡，兄弟相见，喜极而泣。一对儿女面对陌生的父亲，是怯怯的眼神。四亲八
眷纷纷上门看望，感慨万千，不住唏嘘。

傅侠亲自登门拜访了各位族里的长辈，还抽出时间去妻子的坟前祭拜。一炷清香，青烟袅袅，
结发情深，无奈天人相隔。一切都是为了解放和和平，舍小家而从大家。一周时间匆匆过去，傅侠
又按时返回宁波工作岗位。

后来，傅侠把一双儿女接到了宁波。他又重新组建了家庭，又养育了一儿一女，其中一个，就是
傅红兵。岳母也住在他家，一家七口，和和睦睦，相亲相爱。

父亲珍藏着这两张请假条，深藏的是对家庭的负疚和对故乡、亲人的眷恋。这个严守纪律的铁
汉子，其实有着丰富细腻的情感。傅红兵凝视着这两张请假条，久久难以平静。作为
儿子，同样作为党的干部，父亲的言传身教就是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这两张请假条，他作为传家宝珍藏着，教育
后代：今天的和平、安宁和幸
福，多么来之不易。

阳台上的红薯藤
□刘希

女儿极其挑食，蔬菜一般不沾，但不知怎的，对
红薯叶倒是情有独钟。每每炒上满满一盘，必定被
她吃得一干二净，嘴里还一个劲地念叨：“好吃，真好
吃。”看她这般欢喜，我就想，如果有机会，我就在阳
台上给她种点红薯藤吧。

那天去朋友家，看她在楼下的空地上种了一大
片红薯藤，红薯叶绿油油的，很是惹人喜爱。我欣
喜极了，马上跟朋友表述了我想在阳台上种红薯藤
的想法。哪知道朋友却笑着摇头说，还没见过哪
家在阳台上种红薯藤的，估计种不活。可我还是
决定试试，遂剪了一些枝条。小时候我家在农村，
每年都会种红薯，我记得种植方法超级简单，只要
剪一截插在土里，只要不晒死，准能成活。

我细心地将红薯藤插进空花盆里，浇上水，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三天后，红薯藤依旧长得
生机勃勃，叶子绿得发亮。七天后，我拔出一株小
藤来看，藤根上生出了细小的芽，红薯藤成活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红薯藤爬出了花盆，长得
青翠欲滴，着实惹人喜爱。快一个月的时候，藤
蔓已经有半米来长，一根根向下垂着，极像一盆
爆盆的吊兰。看着这么养眼的红薯藤，我有些
不忍心吃掉，可朋友说，物尽其用才能彰显它的
价值，这红薯藤呀，像韭菜，越割越嫩，越割越
长。

我喜滋滋地剪了一小盆红薯叶，洗净后清
炒，一盘爽口的红薯叶上了桌，很快被女儿吃
得见了盘底，她直夸自己种的红薯叶好吃。这
之后，照管红薯藤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她的肩
上。她每天上学前给红薯藤浇点水，晚上睡
觉前又浇点水。每天都会观察红薯藤的生长
情况，老师要求写的观察日记，她一点也不发
愁了。

这之后隔个三五天，我们家的餐桌上，
就有一盘炒红薯叶。红薯叶当然是自家阳
台上种的，我们在享受种植快乐的同时，还
享受着绿色带给我们的清新生活，只要看一
看生机勃发的红薯藤，再灰暗的心情也会
变得美好起来。

听说只要种养得好，红薯藤
可以吃到秋天打霜。我在感
叹它极易成活、极易生长的同
时，默默地鼓励自己，以后就
像红薯藤那样生长吧，即使
在逼仄的阳台上，也要活
出自己的风采。

征文启事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前

行，70 年风雨沧桑，为热情讴

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发展

历程和沧桑巨变，本报即日起

推出“新中国70华诞之老物件

的故事”专栏。一些老物件，如

器物、书信、老照片、票券等饱

含着温度，寄寓着家国之思，方

寸之间，折射的是时代风云和

社会变革。你家或者你身边的

人家是否有这样的宝物？它们

和你的人生是否有着深厚的联

系？欢迎大家积极投稿，讲讲

你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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