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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杨··

文 唐修明（金杨园居民）

我的人生和军装有缘。
2013 年 4 日 8 日，原预备役

部队要我帮忙参与训练，并担任教
学工作，时间两个月。就这样，退出
预备役部队 6 年的我又一次穿上
了军装。那一刻，我百感交集，眼前
晃动着一片绿色再一次掀起记忆的
徽澜。

1973年腊月，把未来和梦想一
起打进背包里，带着亲人的嘱托，我
来到了西北某军营。从此，绿色成为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颜色，而我的人
生也因这绿色平添了色彩与阅历。

这军装伴随我 4 个春秋，它印下了
我勤奋努力的汗水，记录着我每一
步的成长与进步。当初那个懵懂的
我，已经成为军营铁汉子；曾经那个
稚嫩的我，已磨练得成熟理智；以前
那个瘦弱的我，已锻炼得身强力壮。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4年后，
我依依不舍脱下了落满征尘的军
装。那天，当摘下帽徽和领章时，我
在竭力控制眼中的泪水涌出，纵有
千言万语也难倾此刻的心情，脑海
里一直在回放着军旅生涯中的一幕
幕：难忘第一次登上光荣榜，难忘第
一次上岗的激动，难忘第一次军营
生日的幸福，难忘在艳阳高照的酷

暑里、寒冬腊月的北风中摸爬滚打
的战友情谊……那美好的经历，是
我心中一抹永不褪色的军绿！临走
时，我只带了一套早已泛白的旧军
装。这套旧军装，寄托着我对军旅
岁月的无尽眷恋，灵魂深处那份军
旅情怀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退，
反而日久弥坚。在我心里永远脱不
掉这身军装。

生命进程中总有一些意外会在
某一角落里等着你。1993年 10月
28 日，我加入了上海预备役部队，
阔别军营 16 载的我成了一名预备
役军宫，又穿上了军装。当时的心
情难以言表，眼眶里满是激动的泪

水。没想到，在预备役部队一干就是
13年。对预备役部队，我有着特殊
的情感。在部队集中训练期间，我和
战士一起顶烈日、冒酷暑，一同训
练，一同流汗。即当指挥员又当教练
员和炮手，全身心投入到训练。在部
队外出演习期间，演习场上生活条
件比较艰苦。住的房子门是坏的，天
冷又刮风下雨，晚上我就睡在门口，
为战士挡风挡雨。由于受了冷，感冒
发高烧一连好几天。但我始终没有
离开过自己的工作岗位。平时，我也
把部队的事放在心里，只要部队有
活动，我就参加；只要部队有事，我
就召之即来；只要部队需要，我就会

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重着一身军装，在训练场上，我

不禁思绪飞扬，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想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穿军装
的憧憬，想起了两次脱下军装的恋
恋不舍，但想得更多的是部队领导
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对我的信任和
期盼。我只有勤奋工作，把部队领导
交给的任务完成好，只有这样，才能
无愧于这身军装。

穿上这军装，就意味着光荣，就
意味着奉献，就意味着有不可卸下
的责任。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我还会像当年那样，赴汤蹈火，在所
不惜……

我和军装有缘——谨此献给建军节

【新村记忆】

在德国倒垃圾
文 张佳（杏梅园居民）

初到德国，连倒垃圾感觉都成
了一个问题。以前在国内时候，不管
什么垃圾往往都习惯是一股脑儿装
在一起，用塑料袋一兜就扔到小区
垃圾桶里。等到了国外，借用鲁迅的
一句话来说，是“现在却觉得有些
踌躇了“。早就听说在德国，类似坐
公交不买票，垃圾不分类，会有随机
检查的情况，一旦发现违规便会施
以重罚。面对严厉的惩罚，谁还敢
“铤而走险”呢？一名久居德国的华
人朋友告诉我，在某个小区还曾经

出现过清洁公司不清理垃圾的情
况，原因是住户居民乱扔垃圾，没有
做好分类。直到居民们把垃圾分拣
好后，清洁公司才恢复工作。

在德国，垃圾细分较为复杂，分
为纸、玻璃 （分为棕色、绿色、白
色）、有机垃圾（残余果蔬、花园垃
圾等）、废旧电池、废旧油、建筑垃
圾、大件垃圾（大件家具等）、废旧
电池、危险废物等。对初来乍到的
人，记住这些分类有些麻烦。好在我
所住的公寓楼旁，有个垃圾储放点。
那里有好几个不同颜色的大桶，每
个大桶上都标有德文，还有简单的

图例标志，告诉你该如何分类。这样
照葫芦画瓢，时间一长自己也就心
中有数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德国很多瓶子
是可以在超市退还的，比如啤酒瓶，
易拉罐等。这些瓶子上都标有
“Pfand”（抵押）字样，依据瓶子的
厚度和大小，每个瓶子大概可以换
0.15-0.25 欧元。在我所住柏林某
小区附近的连锁超市 ALdi 和 Lidl
入口旁，就有几部瓶子回收机。我还
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回收家里攒下的
几个瓶子，看回收机旁正好有一位
德国老太太在操作。她拿起一个矿

泉水瓶放进机器的圆洞里，设备马
上运转起来，似乎是在检验是否合
格，一两秒钟后瓶子便进入了机器
的肚子。照此方法，我也将几个瓶子
陆续放了进去，最后再摁一下按钮，
机器自动打出来一张小条，上面写
着 2欧元。老人告诉我可到前台收
银处去换钱。我将小票交给收银员，
顺利地拿到 2欧元硬币。由此不过
几分钟，我完成了在德国的第一次
回收垃圾换钱。以前在国内看到的
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拾荒者到处拣
瓶子换钱，没想到自己到了国外也
有幸做起了回收瓶子这个行当。

不要小看这 2 欧元，德国超市
物价相当便宜，2 欧元在超市里可
以买到两盒容量为 1 升标价为
0.99 欧元的牛奶。这样的垃圾回
收，人们怎么会没有动力呢?难怪在
这个回收站可以看到，不时有当地
居民拿着矿泉水瓶到这里换钱。在
柏林其他的各大超市，都有这种瓶
子回收点换钱。

既有一套严格的处罚规定，严
格执法，又有“丰厚”的物质激励，
刚柔并济，如今德国垃圾回收利用
率高达62%，在欧盟处于领先地位。
德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天南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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