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
编辑：尚美玉 电话：0532-66988698 邮箱：872531500@qq.com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邮编：266101 法律顾问：琴岛律师事务所 侯和贞、王云诚、于华忠律师 印务中心电话：（0532）68688618
采编中心：（0532）66610000 广告部：（0532）82933171 合作部：（0532）82933718 发行电话：（0532）82880022 邮局发行投诉电话：11185

家风

青春岁月 军旅锻造

李长根，1945年3月出生于河北
保定涞源县，“我的家乡是一个文化
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历史上曾是燕
赵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李长根说，受
到家乡历史氛围的熏陶，他自幼便对
英雄人物和古老传说充满了浓厚的
兴趣。1965年，年仅20岁的他怀揣
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参军入伍，在
威海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随后，他
跟随部队来到青岛，成为海军某部队
一员。

在部队，李长根不仅积极参与
各项军事训练，还主动报名参加卫
生员训练班，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
素质。在部队20多年的时间里，李
长根一边训练一边学习，积累了丰
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

转业地方 重拾文学梦想

1991 年，李长根转业到青岛市
台东防疫站，从事工业卫生管理工
作。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依然保持
着军人的严谨和勤奋，深受同事们
的尊重和信赖。2005 年，在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退休后，李长根有了更
多的空闲时间。他并没有选择安享
晚年，而是重拾自己内心深处的文
学梦想，读书看报、写诗创作。

“从上初中开始，我就坚持写
诗词日记，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
在。”李长根说，多年来，他已经积
累了上千首诗词作品，记录了自己
的生活感悟和对历史事件的独到
见解。

书写传奇 再现英雄本色

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长
根在贴吧上看到了一则关于“涞源
人霸占李存孝一千多年”的帖子。
这则帖子让他深感不解和愤慨。

“首先，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个涞
源人要霸占李存孝；其次，对于‘涞

源没有李存孝的传说’之言更不是
事实。”作为涞源人，李长根深知自
己的家乡文化底蕴深厚，而李存孝
作为唐末著名的武将，在涞源地区
也有着广泛的传说和影响。

“李存孝原名安敬思，代州飞狐
人也，乃唐末著名的武将。其武艺天
下无双，勇力绝人。虽古籍中多有记
载，正史中着墨不多，却在野史和演义
中声名显赫。尤其是在民间传说中，
更是将李存孝视为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的英雄人物。”李长根说，他希望在
李存孝遇害1120周年时，创作并发表
一部小说，用自己的笔触还原这位英
雄的传奇人生。

根据《资治通鉴》等古籍记载和
自己多年来的阅读积累，李长根结合
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述的关于李存
孝的传说，开始撰写小说《生死英烈李
存孝》。他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更
多人了解李存孝的历史和传奇故事。

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努力，李长
根创作完成了33万字的小说初稿，
并在网络上进行发表。小说一经发
表便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网友纷
纷留言表示喜爱和支持。

补充完善 佳作传承历史

然而，李长根并没有因此沾沾
自喜。他认真阅读了网友们的留言
和评论，发现其中有一些关于小说
内容的意见和建议。他虚心接受这
些意见并进行了补充修改再次发
表。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生死英
烈李存孝》逐渐成了一部内容丰富
的佳作。

“我不是搞文学的，自己写的
内容也不算精炼，希望你们能帮忙
修改指正、润色打磨。”李长根表
示，他希望通过这部小说让更多的
人了解李存孝的历史和事迹，传承
他的英勇精神，为历史和文化发展
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记者 尚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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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我就不爱吃苞谷糁，感觉
吃它的时候滚烫而湿滑的玉米钻
满了整个口腔，吃起来远没有白米
饭香甜，于是我就很不爱待见它。
每当放学回家目睹母亲烧火做饭
时忙碌地一手抓面，一手在滚烫的
开水锅里用筷子搅拌玉米就咋呼
起来：“咋又做这个难吃的东西呀？”

母亲说：“苞谷糁是粗粮，你个
小娃子知道啥？吃粗粮对身体
好。”听完，我用“哼”的一声来发泄
自己的不满，而且还把嘴嘟得老
高。“小样儿，你长大了能有苞谷糁
吃就不错了，吃个饭还挑三拣四
的，我们小时候吃过树叶，穿过草
鞋，像驴一样没日没夜地干活，有
得你吃就不错了！”瞧瞧母亲大人
熏陶起她的子女来那也是一套套
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老不忘拿
出来教育人，大意是要我们珍惜眼
前来之不易的幸福，懂得“一粥一
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的道理。

长大后我看到有人在餐厅吃
饭时把馒头的表皮剥了，只吃里面
的“内核”，但见那女子涂着相当夸
张的指甲油，原本是双“吸睛”的纤
纤玉手顿时在我眼里竟黯然失色
了，反而感觉“纤纤擢素手，札札弄
机杼”的手才是人间至美。她的剥
皮行为让自己也无端地想起了小
时候外公吃馍的场景，他总是右手

握馍，左手无意识地放在馍下面，
接住吃馍时嘴巴不慎遗漏下来的
残渣碎粒，每当吃完手中的馍，他
接踵而至的动作就是把左手里的
碎末一并放入嘴里咀嚼，不愿糟蹋
一丝一毫的粮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扩张，
现在好些农民子弟已不用抡镐荷
锄、开荒种地了，也不用在秋收季
节捡稻穗，完成颗粒归仓的行动。
他们与城市居民别无二致，更没有
经历老一辈粮食短缺闹饥荒的艰
苦岁月，他们是“泡在蜜罐里长大”
的新时代青年，不大可能拥有我外
公“左手接渣，右手吃馍”的经典动
作了，但勤俭节约的习惯在我家却
以另一种形式保留了下来。有一次
我家孩子在吃油炸花生米时一不小
心把它夹掉了，我一边捡躺在地板
上的花生米一边埋怨道：“真是不
当家不知柴米贵呀！”然后毫不客
气地把它吃掉了，后来我家孩子再
次把花生米夹掉于餐桌时竟也学
我的样儿，一边捡起来直接放到嘴
里吃掉，一边冲我呵呵地笑，我宠
溺地唤他“小傻瓜！”他捧着我的脸

“叭”地亲了一口，笑得更欢实了。
勤俭看似小事，其实关系个人

和国家的命运。人无俭不立，家无
俭不旺。比如说政府为反对铺张浪
费，倡导厉行节约的“光盘行动”就得
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支持。杨志艳

勤俭的家风七旬老兵写小说
纪念英雄李存孝

本报编辑部联合爱心企业，
为每位计划“出书”的老人送出
1万元补贴，并在文稿整理、编
辑校对、印刷出品等方面为老
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如果您喜爱文学、热爱生
活，如果您想为自己或家人、社
会留一份文字史料，请抓紧时
间拨打本报编辑部热线电话
（0532）66988698报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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