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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日记R

■青春之声R

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②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

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

行 来 教 育 你 。 在 你 长 大 成 人 之

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

国而牺牲的！”这封催人泪下的家

书，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前写

给年幼孩子的绝笔信。信中，一

名母亲对孩子的深情，让读者无

不动容。

不久前，我在国家大剧院参

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举办的“不忘来时路 永远跟党

走 —— 讲 述 革 命 文 物 背 后 的 故

事”展览时，为我们做讲解的志愿

者，也是一位母亲。诵读这封家

书时，她眼里泛着泪光，饱含深情

地说：“同为一名母亲，我特别能

体 会 赵 一 曼 对 孩 子 的 眷 恋 与 不

舍。但是，在国破家亡、民族危难

之际，这位至死不忘育儿之责的

母亲，还是选择用生命兑现一名

共产党员对国家、民族的铮铮誓

言——她的遗书是写给年幼孩子

的，更是写给中华民族的！”

能让赵一曼放下心心念念的

孩子，忍痛舍弃母亲身份的，除了

国家和民族，还能有谁呢？面对

敌人的屠刀，赵一曼依然高呼“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

岁”的口号。牺牲时，她年仅 31
岁，正值青春年华。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历经百

年芳华，新中国也已走过 70 多年

的光辉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人民过上了美好的小康生活，

正阔步前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辉道路上。今天重读这封书信，我们为足以告慰英雄

的成就感到欣慰，同时也应永远牢记英雄母亲赵一曼深情炽热

的话语：“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不要忘记那

些为国牺牲的爱国者，不要忘记爱国主义传统，这是中华民族之

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的精神动力！

身处不同的年代，中国人的爱国心却总是相通的。对每一

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

旋律，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从“僵卧孤

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到“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和我的祖国，一

刻也不能分割”，爱国主义精神被写入诗里，唱到歌里，烙进心

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

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

爱国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行动。从深藏功名、无私奉献的

老英雄张富清，到默默守岛 32 年、认定“家就是岛，岛就是国”的

王继才；从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牵挂着科研项目的黄大年，到守

护边境 50 余载、在边境线 10 多万块石头上刻下“中国”两个字的

布茹玛汗·毛勒朵；再到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 90 后、

00 后，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主战场上奔波忙碌的年轻驻村第一

书记，在探月工程、探火工程中日夜攻关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正是因为有无数爱国人士的奋斗付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才离我们越来越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

立身之本、成才之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未来的

领导者和建设者。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当

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的重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征程中，期待每一位中国青年都能紧随祖国前进的脚步，经风

雨、壮筋骨、长本领，以无数个为国为民的青春之“我”，成就永远

的青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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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到胡后保家，他递给我一封信，是孙女胡月桂写的。信上

用稚嫩的笔迹写着：“邢叔叔对不起，上次你来我躲着你，是把你当成

要债的了。听爷爷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家的。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

报答你。”

胡后保家住重庆奉节县康乐镇朝阳村 5 社，因为妻子重病，家里

债台高筑。2016 年 11 月，在县委老干局做办公室主任的我被组织选

派到朝阳村任第一书记。第一次急匆匆上门，是听村主任说起了胡

家的情况，赶紧去看看有没有能帮一把的地方。胡月桂说的“帮助”，

是我了解情况后，提出资助她在校期间的生活费。

2009 年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回乡工作。在朝阳村

驻村扶贫这几年间，我和其他扶贫干部一起为村里修上了硬化路、整

修了蓄水池，在村里 2000 多亩撂荒地上种起了花椒、油橄榄、蜂糖

李，为一家家贫困户因户施策，寻找适合他们的增收致富路。还有就

是像胡月桂这样的困难孩子，帮着帮着，就帮成了自家的娃娃。

去学校看望胡月桂的时候，老师说，这个娃娃学习很努力、成绩

很不错。于是我联系了好几个学校，终于把月桂送进了县城中学，为

她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周末，月桂常来我家，我就像对待亲女儿一

样，给她辅导功课，陪她逛街。碰到熟人问起，月桂满脸自豪：“这是

我平爸爸”。还有一对由亲戚照看的孤儿兄妹，我也经常看望、教导

他们，兄妹俩亲热地叫我“平舅”。

这些孩子，虽然政策有帮扶，但他们的人生依然比同龄人艰难了

太多。作为党员干部，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我

很庆幸能在青春的岁月里，回到家乡的大地上，尽我所能，去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

（作者为重庆奉节县鹤峰乡党委副书记，本报记者蒋云龙整理）

回乡尽力帮助更多人
邢 平

面向基层，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送文化下乡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王 珏

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基层群众，推动文

艺创新……多年来，内蒙古乌兰牧骑为广

大农牧民带去了丰富的文化演出，被誉为

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以乌兰牧骑

为代表，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不断深入

基层、扎根人民，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在送文化到基

层 的 路 上 ，将 足 迹 印 在 了 广 袤 的 祖 国 大

地上。

阿娜木龄：

走村串寨送歌舞

1998 年出生的阿娜木龄，是一名傈僳

族青年舞蹈演员。 2011 年从云南省文化

艺术职业学院舞蹈表演专业毕业，2016 年

进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族文化工作团

工作。

2017 年，怒江州正值脱贫攻坚的关键

时刻，“美丽公路”尚在建设中（“美丽公路”

是交通运输部“十三五”国省干线公路改造

重点工程，也是滇西旅游重要干线通道）。

阿娜木龄和队员们在下基层的路上，交通

条件十分不便。山路崎岖坑洼，雨季更是

泥泞不堪。但阿娜木龄和同事不惧艰险，

把歌声和舞蹈送到了怒江州 4 个县的村村

寨寨。

让阿娜木龄印象深刻的是 2019 年的

一次演出。在距离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还有 100 多公里的地方，一辆修路的挖掘

机和他们乘坐的中巴车发生了剐蹭。一个

多小时后，车辆才勉强安全通过。就在大

家刚松一口气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阿

娜木龄哭笑不得的事：刚下过雨的山路坑

坑洼洼，她正打开车窗透气，一辆小车飞驰

而过，溅起水坑的水，等阿娜木龄反应过

来，发现自己满身都是泥水，衣服、鞋子无

一幸免。就这样，她带着满身的“礼物”，来

到了贡山县。

2020 年，我国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胜利，“美丽公路”也正式通车了。阿娜

木龄说：“现在送文化到基层的条件有了明

显改善，艰险的道路变通途，乡村的景象也

焕然一新。”

一连串的改变正在发生。阿娜木龄所

在的怒江州民族文化工作团，从成立之初

的“乌兰牧骑”式宣传队到民族歌舞团，到

现在工作范围更广的民族文化工作团，规

模大大扩展。“我们依然每年都走村串寨，

给群众送去一个个饱含热情的文艺节目。”

阿娜木龄说。

阿 娜 木 龄 平 均 每 年 进 行 70 多 场 演

出，与亲人聚少离多。为了家庭团聚，今

年，阿娜木龄的丈夫张智也从昆明来到了

怒江。为了一起演出，这对年轻的小夫妻

特意排练了双人舞《琴声心语》，一起送文

化下乡。

今年 3 月 30 日，阿娜木龄在福贡县鹿

马登乡阿路底易地搬迁扶贫安置点演出。

演出还没开始，天空突然变得灰蒙蒙一片，

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台下，是早早

在此等候的观众。不管是七八十岁的老

人，还是四五岁的小朋友，都满眼期待地等

待演出开始。在暴雨中，阿娜木龄和队员

们开始了一场特别的演出。舞蹈《轻舞飞

扬》、歌曲《爱的部落》……雨越下越大，但

看见台下热情的观众，阿娜木龄感到自己

的心是滚烫的。

这些年，阿娜木龄亲眼见证着家乡翻

天覆地的变化，感受着乡村越来越好的生

活条件。“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文艺

工作者，但我想为父老乡亲和这片养育我

的土地，贡献我力所能及的力量。”阿娜木

龄说。

翁瑜：

文艺节日不放假

出生于 1996 年的翁瑜，算是送文化到

基层的“老兵”了。翁瑜出生在文艺世家，

她的父亲是浙江省的一名曲艺演员。“父亲

有一句口头禅：‘曲艺节日不放假’。那年，

我跟着他演出，见识到了现场人山人海的

场景，让我深刻感受到了父亲这句话的意

义。放假时，人们更渴望有健康向上的文

化生活。”翁瑜说。从那以后，翁瑜也在心

里记下了一句话——“文艺节日不放假”。

长大后，翁瑜从跟着父辈到基层，慢慢转为

主动走基层。2015 年，翁瑜考入浙江音乐

学院，就读期间，她每逢过年过节就到基层

演出：2016 年大年初一在浦阳镇骆家庄，

2017 年大年初一在浦阳镇桃北新村，2018
年大年初一在海涂益农镇众力村，2019 年

大年初一在西湖区上城埭村……2019 年 8
月，翁瑜进入杭州滑稽艺术剧院，正式成为

一名青年演员。

“文艺节日不放假”，其他人放假了，翁

瑜就该“上班”了。工作至今，翁瑜参加了

几百场基层演出。2020 年全年，翁瑜共演

出了 107 场。翁瑜说，在旺季，每天演出是

常态，有时会遇到一天两场甚至三场的情

况，“文艺工作者为百姓服务，必须不怕苦、

不怕累！”

这些年的基层演出经历，让翁瑜感受

颇深的是基层群众对艺术的期待和热爱。

在基层演出，往往是刚搭建起舞台，就有观

众过来询问开始时间。经常是演出前半个

小时，台下就坐满了观众。夏天天气炎热，

观众拿着扇子边摇边看；冬天寒风阵阵，观

众裹着大衣焐着手看；有时遇上阵雨，还有

观众依然坚守在台下，为每一个节目送上

掌声。“群众有需求，文艺工作者更应该多

下 基 层 ，多 送 上 正 能 量 的 演 出 内 容 。”翁

瑜说。

翁瑜也坦言，多年的基层演出经历对

她的帮助很大。“我现在在表演上还有许

多不成熟的地方。每一次基层演出，都在

我前进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个足迹，带给我

成长和收获。”翁瑜说。有一次，在基层演

出时，翁瑜注意到观众中有许多老人，由于

座位有限，年轻人就主动起身把座位让给

他们。有些腿脚不便的老人，儿女们就推

着轮椅带他们来看演出。在他们身上，翁

瑜看到了爱护老人、孝敬父母的好品质。

以此为灵感，她创作了莲花落歌曲《不能

忘》。这首歌诉说了父母对儿女无私的爱，

当父母老去时，儿女更应该好好报答、照顾

他们。这首歌曲后来荣获首届“庄子杯”全

国优秀曲艺作品奖。

转眼间，翁瑜送文化到基层已经 6 年

了。“未来还很长，只要群众喜欢，有需求，

我就会一直走下去。”翁瑜说。

梦然：

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

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

未减……”一首歌曲《少年》，让很多人认识

了创作者梦然。

1989 年 出 生 的 梦 然 ，在 2019 年 末 写

下《少年》，写给那个追梦的自己，勉励自

己保持满满的初心。作为一名音乐人，梦

然是新文艺群体的一员。不同于传统的

文艺群体，新文艺群体是随着文化产业、

网络新媒体技术等发展而兴盛起来的文

艺群体，往往以个体形式散落在文化产业

各 领 域 ，是 繁 荣 社 会 主 义 文 艺 的 新 兴 力

量。独立演员、音乐人、舞蹈者……越来

越多像梦然一样的年轻人，以自身的艺术

创作和文化服务，加入到送文化到基层的

队 伍 中 ，丰 富 着 人 民 群 众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参与中国文联送文化到基层、心连心

艺术团等，走进四川大凉山，内蒙古科尔

沁右翼中旗、乌兰浩特，甘肃临夏……这

几年，梦然去了不少地方。

在大凉山，当梦然跋山涉水来到大山

里的小学时，眼前的景象让她有点不敢相

信：建设一新的学校、窗明几净的教室……

边远地区的孩子们也有了良好的上学环

境。学校里有个小男孩，大概上一二年级

的样子，见到梦然就激动得哭了起来。他

跟梦然诉说对歌曲《少年》的喜爱，感觉自

己就是那个小小少年。阳光洒在梦然和男

孩身上，梦然感觉阳光仿佛能照进自己心

里 。“那 一 刻 ，我 的 心 灵 受 到 了 洗 礼 。”梦

然说。

自己的词曲能在遥远的地方带给孩子

鼓励和希望，这是梦然不曾想到的收获。

因为《少年》这首歌曲，她觉得与这些地方，

与这些孩子有了一种特殊的连接。

基层的经历和体验给梦然带来了能

量，也给她的创作带来更丰富的素材。梦

然在歌曲《光》中写下：“越过平凡，成全我

的勇敢，不管走多远，身上的微光都不减，

哪怕我是尘埃，遗落在某个站台，也可以在

天亮之前从头再来，时光在飞勇气从不落

坠，不管天多黑，我的脚步绝不后退。”

有一次基层演出候场，梦然来到当地

一户人家。虽然家中陈设简陋，只有一方

小小的书桌等简单家具，但孩子的小脸却

充满朝气，他还兴致勃勃地给梦然朗读文

章。那一刻，梦然忽然明白，不管条件有多

艰苦，都要保持内心的乐观。这成为她新

歌创作的灵感来源。

在送文化到基层过程中，梦然看到了

祖国的大江大河，也观察着人生百态。她

尝试用中国意蕴的词曲，传承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梦然希

望，发挥新文艺群体的特长，用歌曲感化心

灵，创作更多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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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翁瑜主持文艺类节目。 资料图片

图②：梦然和孩子们一起表演节目。 资料图片

图③：阿娜木龄和丈夫张智在基层演出。 何 娟摄

图④：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八斗镇绿意盎然。 王尚云摄（人民视觉）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