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着“承诺书”参军

1990 年的盛夏，19 岁的张
建华参加高考，却没达到全家的
希望。

哥哥张建忠已经考取了大
学，母亲考虑让张建华学个就业
技能，父亲则指望复读一年再
考，于是帮张建华在复读学校报
了名。

“我不想复读，我要当兵。”
张建华斩钉截铁地说。他独自
去学校要回了学费，背着书包又
回来了。母亲又急又气，大儿子
在外读书，现在小儿子非要去当
兵，她心里不舍得。那些天，她
一个人偷偷掉泪。

“你给我写个承诺书，不念
书没事，到时候保证：不抱怨你
爸一碗水端不平，让老大念书却
不让老二念。”张建华二话没说，
拿起笔纸，立即写下了承诺书。
写完后，他义正言辞地对二老
说，部队也是大熔炉，我定能百
炼成钢，成为能打仗的兵。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苦也
好，累也好，别抱怨。”父亲心里
明白，儿子这回是非去部队不可
了。

1990年 12月 4日，张建华被
部队选中的喜讯传开了。让母
亲难舍的是，收到喜报的第二
天，张建华就要入伍了。那一

年，和他一起入伍的同乡新兵有
14位。

汗水为初心代言

“妈，每天都是高强度训练，
冬天冷的受不了，大雪没过了膝
盖还要站岗。”收到张建华从部
队寄回来的信，母亲的泪水在眼
里直打转。父亲却觉得，这是锻
炼儿子的好机会，不吃苦，怎么
成才？

母亲很快给儿子回信，在部
队，就不怕吃苦，你选择了这条
路，就要坚持下去，我和你爸支
持你，为你加油。

我要考军校，我想继续深
造——张建华这个想法让老两
口非常高兴，双手赞同，说我们
全力赞助。当时在部队的张建
华，每个月只有 12 块的津贴。
得知弟弟备考军校，哥哥和大嫂
也非常支持。

每天的训练，考验的不仅仅
是体能，还有张建华的意志。真
正能够拿起书备考的时间极为
有限，所有的休息时间，张建华
必须牢牢地攥在手里，用在书
里，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入伍
的第二年，张建华就以优异成绩
顺利考入了军校。

荣誉背后写忠诚

今年上半年，当得知张建华

要参加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阅
兵，父母非常激动，在电话里时
刻提醒儿子，要全力克服训练的
艰苦，一定要坚持到底，顺利完
成任务。

要知道，张建华所在的单位
是中部战区陆军某师，带领的坦
克方队是由该师战功赫赫的“平
江起义团”抽组，他们驾驶着我
国自主研发的主战坦克 99A 组
成“铁甲箭阵”接受检阅，是装备
方队的第一方阵。

更难得的是，张建华所在的
师两个方队，都是由他一人负
责，这在阅兵村里唯一的，一个
单位来两个方队受阅，这在阅兵
仪式中也是唯一的。

8月 12日，是张建华的岳父
八十大寿，因为训练，他没有请
假回家。几位老人聚在一起，感
慨建华是军人，责任在肩，一切
服从任务，我们支持他。

9 月 30 日，清晨五点，张建
华给父母打了电话，说，爸妈，儿
子明天参加阅兵式，到时别忘了
打开电视。

10月 1日上午，在天安门广
场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大会的阅兵式上，张建华在坦
克方阵亮相。看着坦克方阵从
天安门前驶过，接受习主席检
阅。这让两位老人心里满是自
豪和震撼，下午终于和儿子通上

了电话。
“喂，爸，妈，我接受主席检

阅了……”电话那端，张建华听
上去非常激动，又颇有些累。

“儿子，我们花山村的乡亲
们都在电视上看到了你们，都很
为你骄傲，妈也为你感到光荣。
爸妈知道你累了，休息会儿，我
晚些时候再打给你。”说着，母亲
的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父亲
的眼眶也红了。

在阅兵村，张建华带领的坦
克方队，处处争第一打头阵，在
各种任务中都是标杆示范方队。
站军姿，他们 3 小时不晃；练驾
驶，将误差控制在 0.01 秒；搞保
障，苦累从不说……在基础训练
阶段，方队取得军姿站立、驾驶、

保障 3个科目第一，取得的荣誉
旗挂满了整个办公室。

听到父母的关心，想到一路
走来的不易，张建华欣慰地笑
了，付出是值得的。因为军人身
上永远流淌着红军传人的血脉，
续写着不懈奋斗的荣光，也肩负
着制胜未来战场的使命。

“儿子，当兵前，你写完承诺
书后说‘当兵就当能打仗的兵’，
受阅其实也是一场战斗，你现在
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父亲问
道，电话那端的张建华笑了，呵
呵，爸，那是承诺书生效了。

徐欢 田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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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会的阅兵式上，金坛籍现役副师职干部张建
华在坦克方阵的坦克上亮相，与战友们一起，接受习近平主席检阅。

张建华的从军路，有一段故事，从一张“承诺书”开始。

张建华：我和我的“铁甲箭阵”

70 年岁月如流、沧海桑田，
金坛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江东福
地蝶变绽放。今天我们邀请原
规划局副局长、总规划师张小
平，常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原金坛区摄影家协会主席金寿
彭两位嘉宾，来聊一聊金坛城市
的变化和发展。

主持人：首先我们回忆一
下，80 年代之前金坛城市的面
貌。

张小平：新中国成立之后，

金坛百废待兴，当时金坛城区面
积大概是一平方公里，许多街道
和房子都很陈旧。1958 年时对
丹金溧漕河进行了拓宽，同时对
沿河北路、沿河南路等道路体系
进行了一些规范性改造。从解
放后到改革开放，金坛城区面积
增加到 1.8平方公里。

主持人：金老师有没有一些
关于八九十年代那个时期金坛
城市的影像记忆？

金寿彭：金坛的城市规划变

化我们一直在用镜头记录，八九
十年代的时候，我拍摄过花街文
化馆一个老的房子，南门米厂
等，现在随着城市规划建设，很
多老房子都已经消失了。

张小平：在 80 年代中期到
1988年左右，我们对金坛城区进
行了第一轮规划建设，城区面积
增加到七个多平方公里。90 年
代是我们城市大发展的时期，很
多散在外面的工厂都集中到产
业园区，当时还成立了华罗庚科
技园，整个城区面积扩展到接近
25平方公里。

当时，城市改造里面东门大
街也开始启动改造。1993 年撤
县设市，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统
一规划，统一建设，民生这块，新
小区建设、绿化环境等方面做了
很多，城市的整体配套慢慢有所
提升。

主持人：金老师您在 90 年
代的时候，拍摄的城市的区域主
要是哪些？

金寿彭：90年代主要是拍中
行楼一带，都是拍一些高楼建
筑。当时感觉城市发展得快不
快看楼房砌得高不高，楼房高了
城市发展越快，我们当时都是找

现在一百的位置华苑、华农那边
的建筑。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说说
2000年之后，金坛城市的规划和
发展。

张小平：2003 年，金坛提出
“东扩南移”的发展战略，东扩是
产业，南移是居住。逐渐向钱资
湖这边发展，金坛从之前以丹金
溧漕河为主导，围绕河建设，发
展到要围绕湖进行规划建设。
到 2010 年，城区面积从原来的
25 平方公里，翻了一倍，扩展到
五六十平方公里，金坛的产业发
展势头非常好。

主持人：2000年开始是对我
们城市东扩南移的一个整体规
划，那么接下来 2010 年之后，我
们东扩南移设计在这个阶段的
建设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张小平：我们对金坛对外的
交通体系进行梳理，在 2006 年
我们有了第一条高速，2010年之
后，对金坛的包括铁路交通、轨
道交通、城市快速道路、高速公
路，还有村道衔接等，都做了系
统的研究，进行了整体的规划。

我们还注重老城品质的提
升，优化市民居住环境，完善城

市功能。滨湖新城加快建设，包
括市民中心、碧桂园等居民小
区，还有学校等公共配套，都相
继落户。现在，金坛城市的品质
跟宜居都远胜于以前，我们老百
姓正感受着我们城市的一个个
巨变，也能够预见未来城市的蓬
勃发展。

主持人：金老师，接下来你
怎样来见证我们城市的发展？

金寿彭：我希望城市建设得
更好，我们照片拍得也好，我们
摄影人常讲，现在有这么好的条
件，这么好的相机，这么好的技
术，要把拍的照片留下来，也是
我们对金坛社会发展进步的见
证。

张小平：金坛在 2015 年撤
市设区，融入大常州的发展，我
们现在打造常金一体，东扩南
移。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我
们金坛虽然是属于常州的一个
区，但是也划入了南京都市圈，
金坛会作为桥头堡，可以跟苏锡
常连在一起，也同时可以跟南京
都市圈连在一起，金坛有非常好
的发展机遇。

陈玉婷 整理

“七十年·金坛符号”：城市发展 沧桑巨变

张建华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讲述”栏目推出专访节目——“七十年·符号”，以专访的形式，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
不同年代的金坛人，他们为初心、理想，勇于探索，积极实践，奋斗追梦的故事。

访谈对象接受主持人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