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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 28 日在红西路军纪念室和甘肃省社科院董汉河祭奠先烈

2010 年 7 月 28 日在红西路军纪念室给秦天讲述红西路军征战河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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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3 月新兵授衔后和战友王利民合影

1994 年在平凉教导队中秋晚会上诗歌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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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6 月在张掖湿地旁

1995 年 7 月授少尉军衔后的工作照

3



和
德
州
战
友
付
强、

李
树
生、

朱
文
刚
合
影

2003 年 7 月在井冈山毛泽东旧居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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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在甘州区上秦镇李家湾小学参加捐资助学活动

2008 年 6 月 1 日在甘州区下安小学参加助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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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7 月在平原堡与老首长魏宝锁等人合影

87岁的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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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五一”前夕，保录同志出差到兰州，带来作品集《永远的湿地》，邀我

为之作序，深感忐忑，然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

保录同志与我结识将近二十年，曾在一个老部队工作。他 18 岁参军入

伍，在河西走廊的“金张掖”军营度过了 22 个春秋，由一名优秀士兵提干，

在基层摸爬滚打带过兵，在旅、团机关当过参谋、干事、科长，逐步成长为

部队一名团职领导干部，既有过春风得意的顺境，也有过坎坷不平的艰辛，

一路走来实属不易。过去对保录的印象是作风干练善协调，勤奋正派品德好，

是一个有作为有发展的好军官。读罢文集，更为他二十余年的执著、刻苦、

坚持精神所折服。有道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业精于勤，天道酬勤，保录能有

今天的成就，正是他持之以恒、不懈努力的结果。

一本书，就是一段生活。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保录同志笔耕不辍，

坚持以笔墨为友，与文章为伴，舍得下苦工夫、慢工夫、细工夫，二十余年

的坚持，形成了这本集子。散文诗歌、格言警句、新闻言论，或抒发情怀讴

歌生活，或针砭时弊耐人寻味，或反映时事启迪思想，特别是研讨建言，关

注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有的虽然稚嫩，但流露着恬淡活泼；有的虽然浅显，

但道出了人世真情，总能给人以启迪。这些文章反映出他对军旅生活的无比

热爱，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折射出他对人生、对社会的正确态度和深入

思考，更是他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和心灵独白，充分体现了忠诚使命、忠于

职守的信念。

选择了，就不要停下。保录同志长期在基层部队工作，挤出时间搞写作，

有今天的成绩，非常难得。收录集子中的文章，并非十全十美，有待于进一

步提高，相信在今后的实践中自会校正和改进。其实人生最重要的不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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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过程，而这本文集就是保录同志心路历程的朴素呈现，透过文集可以看

出他一路走过的真实印迹，这足以使他和祝福他的人感到欣慰。作为战友和

兄长，我衷心期待着保录同志在今后的人生中，始终保持对生活、事业的火

热追求和炽热情感，矢志选择，矢志创作，在金张掖这块肥沃的湿地，不断

采摘和汲取异果花香，铸就自己永远的精神高地。

寥寥数语，不知可否为序。

丁学仁

二○一二年六月一日于兰州

（丁学仁，曾任驻张掖某部副政治委员，现为兰州军区政治部纪检部部

长，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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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塞上江南”，“河西第一州”，“金张掖”———多么令人向往和留恋的地方！

张掖，“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万国博览会”诞生的

地方，勾起了多少人无尽的情思与遐想！

张掖，地处中国西部祁连山北河西走廊的中段，居于西出长安通往东南

欧、西北非的古丝绸之路的要冲，是汉武帝刘彻开设的“河西四郡”之一。

汉代以前它曾是西戎地、月氏地、匈奴右地等，而隋唐至清代屡被称作“甘

州”。与古代酒泉一段时间的别称“肃州”合起来，即成为今天的“甘肃”省

名的由来，而且“甘”也成了甘肃省的简称。

张掖古为泽国，四千万年前，也曾水深气润、竹影波光。历史上，“半城

芦苇半城塔”、“一城山光半城塔影”是张掖的真实写照。清代张掖籍诗人一首

“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扁舟摇闪星和月，疑是他乡在故乡”，

又让无数人对戈壁水乡的张掖流连忘返。近年来，随着《神探狄仁杰》、《三

枪拍案惊奇》等影视作品的问世，“丝路春杯”全国汽车拉力赛的成功举办,

“一山一水一古城，宜居宜游金张掖”的美誉名声渐起。

张掖有三百余万亩湿地，以“湿地之都”著称。对于一个在张掖从军二

十余年的甘肃天水人来讲，张掖军营自然是我人生永远的湿地。正如我在

《离开张掖的日子》中所写：“张掖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是张掖这块热土以博大

的胸怀接纳了我，是祁连山的挺拔和黑河的宽容培育了我，使我学会了自强

不息，一步步走向成熟，走向成功。”在张掖军营，除参加过几次每次三五个

月的学习培训外，其余时间我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种子有了泥土，才能生

根发发芽，军人有了战场，才能大展宏图。火热的军营磨炼了我，首长的关

心激励了我，战友的帮助感动了我，使我锻炼了很多，学习了很多，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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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提高了很多，感悟了很多，实现了我的理想和人生追求。我从一名新

兵成长为一名团职干部的经历，足以说明绿色军营的确是热血青年施展才能

的好去处，培养人才的好地方，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把这本集子从当初的《我

是黑河一滴水》改名为《永远的湿地》的理由所在。

和所有的军人一样，我的从军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但我坚信：谁流的汗

水多，谁流的泪水就少。无论任务多重、工作多忙，我都没有放弃过手中的

笔。我认为，自己入伍前没有考上大学应该算是被生活和事业抛弃过的人，

入伍后仍然能够拿起笔，本身就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一种对希望的实践。

随着文章发表数量的增多，好多战友和同学鼓励我把发表过的文章整理一下，

编成一本书。但我认为，自己的文章是个大杂烩，形成不了体系，很多东西

毕竟不是“精品”，生怕“丢人现眼”，所以也没有底气，在很长时间内，我

只好藏了又藏，压了又压。好在有些文章大家评价较好，有些格言和顺口溜

我在教育官兵时经常运用，深受官兵的喜爱。后来身边的战友又鼓励我，说

整理好后作为一种礼物，送给战友和同学作个纪念，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毕竟是自己多年劳动成果的结晶，如果不整合自然就成了片言支语散落各处，

时间长了再找就困难了。他们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这些文章的字里

行间可以看到我成长的轨迹，可以看到一个新兵的思想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

过程，可以品味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些感悟和心得，可以感受一些火热的军旅

生活，对战友和同学们的工作和学习说不定也会有一定的启迪和帮助。所以，

我就利用业余时间把它整理出来了，送给所有关心过我的战友和同学作个纪

念。

这本集子收录的百余篇文章，绝大部分曾在报纸杂志和各级政工网上发

表过，也有几篇文章获过奖，部分文章虽没有正式发表，但作为作者的心血

也收录在其中。由于自己水平有限，文章难免比较粗糙，有些文章从读者的

角度来看，或许还有一些谬误和不足，承望各位战友、同学及读者批评指正、

理解、宽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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