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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

影 ，月 色 映 照 着 河 边 的 流

萤 。 春 风 吹 遍 了 坦 平 的 原

野 ，群 山 结 成 了 坚 固 的 围

屏。哦，延安……”

70 多年前，《延安颂》这

首气势磅礴的抗日歌曲，从

延安传到各个解放区，旋即

传遍全中国，无数热血青年

正是受到这首歌曲的感染，

奔赴延安，抛头颅洒热血，投

入抗日救国行列。

《延安颂》词作者莫耶，

来自茶乡福建安溪。莫耶的

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

一生。虽然一路坎坷，但她

不屈不挠，追求真理，追随革

命，也将坚忍不拔、顽强刚毅

的家风，写在了后代们心中。

创作剧本歌曲
饱含爱国热情

福 建 泉 州 金 谷 镇 溪 榜

村，坐落着一座朴素的闽南

洋楼。主人名叫陈淑媛，生

于 1918 年；她还有一个名字

叫“莫耶”。据莫耶的弟弟陈

文炳回忆，孩童时期，姐姐便

展现出才华，出口成章。

当时的莫耶思想解放，

极 富 同 情 心 和 正 义 感 。 初

中时期，她阅读了大量进步

书刊，把自己的感情诉诸笔

端，写出一篇篇宣传妇女解

放、向往光明的文章。1937
年，怀着抗日救亡的民族大

义，她将自己改名为“莫耶”，奔赴延安。她担任《女

子月刊》编辑，以妇女解放为己任；跟随部队长途行

军作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搜集素材，坚

持天天写日记，创作出大批剧本、歌曲，尤其是《延安

颂》。歌声响彻延安，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

国统区的革命群众和海外华侨中，成为一曲激发爱

国 热 情 的 颂 歌 ，引 发 无 数 革 命 青 年 投 入 抗 日 救 国

行列。

“莫耶不仅是剧作家、小说家、词作家，而且还是一

个编舞家……剧社舞蹈队演出的反映抗战题材的集体

舞，基本上出自莫耶之手。”著名导演严寄洲介绍。

一生严以律己
时刻发光发热

“1954 年，姐姐第一次回老家探亲，看到了年仅 15
岁的我，就把我带到兰州读书，从此我的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年过八旬的陈文炳，回忆起姐姐

莫耶，忍不住哽咽……

从湿热的东南到干冷的西北，陈文炳在姐姐家里

度过了中学时光。“因为担心我冬天怕冷，姐姐经常把

节省下来的布料缝补在我棉衣的里层，结果棉衣脱下

来看，像个世界地图。”陈文炳笑着回忆说。

1955 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1956 年，莫耶

发表了批判官僚主义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受到读者赞扬。1964 年，陈文炳大学毕业，莫耶嘱咐

他：“当下基层最缺人才，你去基层锻炼吧！”

在姐姐的指引下，陈文炳来到甘肃省灵台县，成为

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

“共产党员，要发光发热！”陈文炳始终记得，临出

发前姐姐嘱咐他的这句话。有了这句话的鼓励，他坚

定地在灵台县扎下根来。这一扎就是 16 年，直到 1980
年因工作需要才调回兰州。

莫耶曾经写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进入暮年时

期，时间愈少，愈感到珍贵。总希望一息尚存，就要有

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这句话，如今被陈文炳当作家

中格言，教育自己的两个孩子，要时刻不忘姑妈莫耶

“严以律己”的作风。

革命意志坚定
始终乐观积极

回忆当初那段最为艰难的岁月，母亲艰苦朴素、

直 面 困 难 的 品 质 在 儿 子 方 前 进 心 中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们全家因营养不良都得了

肝炎，妈妈身体浮肿，工作又太忙，再加上她本身有

高血压，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单位同事将她送

回家，但只要身体稍有好转，她就又回到岗位上去。”

方前进回忆道。

尽管当时生活艰苦，莫耶却从不抱怨，始终保持着

乐观积极的心态。与此同时，她也将这种艰苦朴素、热

爱劳动的精神品格传递给子女。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莫耶给子女们留下一句寓意

深刻的话：“我这一生，什么样的经历没见过？”尽管多

次遭遇困难挫折，但她的革命意志依然坚定。正如老

战友在纪念她的文章里写的：“她的一生不因前路铺满

鲜花而有懈怠，不因一时霏霏雨雪而消沉。她是一个

永不退缩的强者和让人敬重的革命者。”

和母亲莫耶一样，儿子方前进和女儿方丽页在各

自的工作中，同样秉持了母亲教诲的艰苦朴素、爱岗敬

业精神。如今，他们已退休，但每当听到《延安颂》优美

的旋律，总会回忆起母亲曾讲过的故事，浮现出她热情

爽朗、一生坎坷却无怨无悔的形象……

2017 年，方前进沿着父母的足迹，独自一人骑单

车，从母亲当年投身抗日前线的始发地——上海码头

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湖北、陕西，一路奔赴延

安。当年夏天，他站在 80 年前母亲挥就《延安颂》的

地方，深深感慨：“来到您来过的地方，怀着您怀过的

理想。”

如今，莫耶故居与对面的“安南永德苏维埃政府旧

址”并列为泉州市“安永德红色之旅”旅游景点，成为闽

南地区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细雨蒙蒙中，

泉州实验中学的学生齐声诵读《延安颂》；歌词历久弥

新，精神传承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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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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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 2009 年当选“100 位新中国成立

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获“最美奋斗者”

称号。

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烈士陵园内，一块一米高的花岗岩石矗

立在墓前，正面刻着“毛岸英烈士之墓”；背

面刻着：“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

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

1950 年 11 月 25 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

牺牲。”

毛岸英，1922 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幼年

随父母辗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1930 年

10 月，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

进牢房。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被营救出

狱，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上海。1931
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毛

岸英流浪街头，在烧饼铺当过学徒，捡过破

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历尽艰辛。

1936 年，中共地下组织安排毛岸英去苏

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

军事学院学习，后来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1946 年，毛岸英来到延安，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

课”的要求，毛岸英和农民睡一样的土炕，吃

一样的粗粮，干一样的农活。不论是解放战

争时期，跟着中央土改工作团参加土地改革

工作，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工厂任党委

副书记，毛岸英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和普通

群众打成一片。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新婚不

久的毛岸英请求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

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他工作积极，认

真负责，迅速熟悉了机关业务。

195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美国空军 4 架

野马式战斗轰炸机突然飞临位于朝鲜平安

北道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

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

英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28 岁。

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强忍丧子之痛，

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

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

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

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

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

毛岸英：不惧艰险 勇往直前
本报记者 申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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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继光 2009 年当选“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

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初夏时节，在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

汉白玉的英雄雕像巍然屹立，“特级英雄黄继

光”几个大字格外显眼。

1931 年，黄继光生于中江县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父亲很早去世，他 10 岁就给地主打工。

在苦难中挣扎的母亲告诉黄继光，长大后要为

穷苦人闹翻身出力。

1951 年 3 月，黄继光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

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党组织培养下，他努

力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他在某部第 6 连当

通信员，忠于职守，完成任务出色，多次受到部

队领导的表扬，立三等功一次。

1952 年 10 月，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所

在营 10 月 19 日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 597.9 高

地。部队接连攻占 3 个阵地后受阻，连续组织 3
次爆破均未奏效。时近拂晓，再不拿下高地将

贻误整个战机。关键时刻，时任通信员的黄继

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

黄继光等人在距敌火力点不到 50 米的地

方被敌人发现，照明弹、探照灯使整个山坡变成

了白天，无数条机枪喷射出来的火舌，扫向他们

隐蔽的地方，三人相继倒了下去，两名战士一死

一重伤，黄继光左臂也受了伤。

距敌火力点不到 10 米时，黄继光用右臂

撑 住 身 体 ，扔 出 手 雷 ，但 是 敌 机 枪 只 略 一 停

顿 。 黄 继 光 顽 强 地 爬 到 了 碉 堡 下 ，那 里 是 敌

人 射 不 到 的 死 角 。 他 蹲 了 下 去 ，回 头 朝 战 友

们看了一眼，接着一挥手，大声喊了一句话。

话 音 全 被 枪 声 淹 没 了 ，没 有 人 听 清 他 喊 了 什

么。只见黄继光猛地站起来，身子向上突地一

挺，奋力向碉堡扑了上去，用胸膛堵住了冒着

火舌的枪口！敌人的机枪哑了。战友们喊着

“为黄继光报仇”，冲了上去，一举将高地夺了

回 来 。 战 斗 结 束 后 ，只 见 黄 继 光 的 胸 膛 被 火

药 烧 黑 了 ，布 满 了 像 蜂 窝 一 样 的 弹 洞 。 在 他

爬向敌人碉堡的来路，拖着一条 10 多米长的

血迹。

战后，黄继光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

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时被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

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

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烈士遗体安息于

沈阳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陵园。

黄继光：舍身忘我 英勇无畏
本报记者 王永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本报北京 5月 25日电 （姜洁、田建萍）5 月 25 日，

中国关工委“同心向党、礼赞百年——老少共话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办。

座谈会上，老战士代表田宗豪，老专家代表中国地

质大学原校长赵鹏大，老教师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黄宗良，老模范代表原铁道部运输局调度部

客调主任张愉，小学生代表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李

佳仪，研究生代表清华大学何前超，青年工人代表燕山

石化二聚装置安全总监、熔喷布生产装置团队技术主

管彭晓卉等分别发言。大家齐聚一堂，回顾党的非凡

历程，赞颂党的丰功伟绩，氛围热烈、场面感人。老少

通过“共话”这个平台，抒发心声，沟通情感，相互学习、

相互启发，老同志“传承、关爱、引导、保护”年轻人，年

轻人“尊敬、爱戴、学习、继承”老同志，老少互动、老少

互助，营造了颂党、知党、爱党、跟党走的浓厚氛围。

关工委举办老少共话建党百年座谈会

本报北京 5月 25日电 （崔競文、秦迪）由教育部

社会科学司与人民网联合打造的同上一堂“四史”思政

大课活动近日圆满收官。本次活动通过“人民网+”客

户端、咪咕视频等平台在线直播，总观看量近 1800 万

人次。

为了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推进以党史

为重点的“四史”教育全面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活动

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

学等 11 所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高校的 12 名

主讲教师，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同上一堂“四史”思政大课

活动为探索以党史学习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融入

思政课的教学模式、推动思政课程质量提升探索了新

路径。通过对“四史”思政大课的学习，广大师生更加

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

之不易，纷纷表示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同上一堂“四史”思政大课活动收官

本报昆明 5 月 25 日电 （记者张帆、叶传增）25
日，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

值观百场讲坛”第 110 场活动，走进云南昆明。中国人

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

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郝立新，作了题为《中

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发展》演讲，

并就相关问题与听众及网友展开交流。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重要论述，

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郝立新详细阐述了马克思

主义随着中国的具体实践不断创新发展的历程。郝立

新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更加自觉、更加

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继续谱写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本场活动由昆明市委宣传部、昆明市委政法委员

会、昆明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光明网承

办，光明网等新媒体对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230 余

名干部群众在现场聆听了讲座，全国各地的 122.1 万网

友收看了节目，9.4 万网友通过微博、论坛等参与了

交流。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走进昆明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省连云港市创新组建青少年专题宣讲分团，策划红色文化巡演进校

园等活动，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连云港“百年辉煌 童心向党”未成年人 10 岁成长仪式示范观摩活

动日前在苍梧小学云山校区举行，以“红星照耀我成长”“寸草童心报春晖”“高举队旗跟党走”3 个篇章

展现了同学们传承红色基因的决心和志向。图为学生们在签名墙上签名。 王 春摄（影像中国）
童心向党

（上接第一版）“三减”示范区测土配方施

肥、标准化植保机械作业将实现全覆盖，化

肥、农药使用零增长。

实施秸秆全量还田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二九一农场第二十

六作业站，覆盖着秸秆的黑土地在阳光直

射下泛出油光，一踩一个脚印……

“出门不再一身灰了。”田埂上，种植户

李艳海说，“以往耕地深翻，表土裸露，开春

大风一刮便尘土飞扬。”

保护性耕作替代传统翻耕，让黑土地

换个种法。“现在秋收后通过采取深松、耙

地碎混等保护性耕作措施，实现玉米秸秆

全量还田，不仅增加了土壤有机质，还能

减少土壤风雨侵蚀问题。”二九一农场农

业生产部副部长陈国建介绍，今年农场 60
万 亩 耕 地 将 继 续 实 施 秸 秆 全 量 还 田 保 护

性耕作，深松整地面积计划推广到 5 万亩

以上。

李艳海经营的 100 多垧旱田，已连续 6

年实施秸秆全量还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

高了 0.3%，一垧地多打粮半吨以上。”

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培肥黑土耕地

地力，二九一农场只是一个缩影。北大荒

农垦集团农业发展部副部长吴伟宗介绍，

2020 年，垦区秸秆还田面积达 4200 多万亩，

当年的耕地质量评价结果显示，土壤平均

有机质含量达 44.6 克/千克，比 2015 年增长

0.8 克/千克，耕地地力下降趋势正在得到扭

转……

格田改造助力节本增效

登高望远，北大荒农垦集团青龙山农

场智慧水利示范区千余亩水田被划分为 32
个方格，规整对称，颇为壮观。

“原来这片地被分成 100 多个地块，地

势不平、旱涝不均，耕作起来费时费劲。”种

植户孙自宝告诉记者，“前年底完成格田改

造，方格内平均高低差不到 3 厘米，还配备

了智能灌溉设备，亩产增加了 50 多斤。”

垦区按照田、水、路、林整体配置和农

机作业要求，调整田块规格，开展规模化格

田改造，同时配以江水灌溉。3 月底，青龙

山灌区一期工程首次供水，包括青龙山农

场在内的 284 万亩水田将用上江水灌溉，每

年可减采地下水 9.7 亿立方米。“江水水温

比地下水高，水稻生产期能延长一周，亩产

有望再多 50 斤。”孙自宝说。

垦 区 持 续 加 大 黑 土 保 护 工 程 建 设 力

度，目前已累计实施格田化改造面积 1137.6
万亩；三江平原灌区实现地表水灌溉面积

657 万亩，减采地下水 18.15 亿立方米；建成

农田防护林体系 307.9 万亩，覆盖垦区所有

耕地。

“我们正抓紧编制黑龙江垦区黑土耕

地保护‘十四五’发展规划，加快推进有机

肥替代化肥、绿色农药替代传统农药、地

表水替代地下水、保护性耕作替代传统翻

耕、智能化替代机械化、规模化格田替代

一般格田，争取到 2025 年实现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高 0.5 克/千克，耕层平均厚度达 30
厘米以上。”北大荒农垦集团总经理杨宝

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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