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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习主席在看望参加全国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

委员时特别提出，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

尚。他强调，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

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

大家理应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

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要有信仰、有情

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

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

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要

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

功，做到勤业精业。要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自尊自重、自珍自爱，讲

品位、讲格调、讲责任。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对文艺、社科

领域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

要求。所谓明德，就是要求我们的作品

要具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的道

德观和价值观，就是要利用我们的创作

帮助人民大众树立高尚健康的思想情

操。在当下文艺观念呈现多元走向的

背景下，坚持用这样一种观念指导创

作、引领社会，文艺工作才能承担起培

根铸魂的神圣职责。

坚持明德这个方向，文化文艺工作

者首先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打铁必须

自身硬，育人先需自身强。做到明德育

人，就要坚定不移地在创作实践中与那

些唯票房论、唯收视率论的错误认识划

清界限，摆脱甘当市场奴隶的铜臭气；

始终不渝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

作为检验创作的基本标准。试想，一个

满身铜臭气、时时刻刻计算着自己片酬

和出场费的人，一个把自己的某些一

技之长当作摇钱树的人，怎么可能用

高尚的道德化人育人、用“明德”为社

会领路？一个台上演戏、台下违法乱

纪的人，更不可能创造有品位的优秀作

品。所谓明德，首先要加强自身的道

德修养。

坚持明德这个方向，就要坚决避免

庸俗、低俗、媚俗，不能为追求那些毫无

意义的廉价笑声而使作品陷入低级趣

味。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大众对那些精

神贫乏、品位低下、文化稀缺的创作已

深恶痛绝。靠这样一些格调低下的作

品，永远不可能培养出有理想、有信仰、

有情怀的文化新人，更不可能推出大作

力作，反而会造成社会道德水准的滑

坡、大众审美能力的严重弱化、人们文

化自觉的丧失。这与我们倡导的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是格格不入

的。坚持明德，就是坚持用优秀的作品

鼓舞人心、激人斗志、催人奋进。

坚持明德这个方向，就必须牢固树

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

能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迷失方向，不能跟

随一些错误思潮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随

波逐流，甚至采取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

虚无主义的错误态度。我们的文艺在

任何时候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原则，不

能打着“接轨”之类的旗号以洋为尊、以

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

作为最高追求。文艺工作者应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否则何以

用文艺作品教化社会。

用明德引领风尚，需要高质量、高

品位的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来提高整

个社会的精神素质。值得一提的是，我

们一批军旅作家在实践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发挥了先锋

模范和主力军的作用。他们勤恳笔耕，

积极创作，推出大批优秀作品。比如，

年近八旬的老作家王朝柱多年来相继

推出一系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

《长征》《延安颂》《换了人间》《寻路》等，

年近七旬的军旅作家唐栋用戏剧扛起

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创作出《共产党

宣言》《支部建在连上》《红帆》《天籁》

《麻醉师》《柳青》等多部话剧，这些都是

讴歌革命、讴歌人民、讴歌时代的力

作。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

博见。实践证明，文艺要给人以精神引

领和审美启迪，作家本身的道德修养、

思想水平、审美能力是根本、是基础。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

心。正是因为我们这些作家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和信仰，坚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才能立足现实，植根生活的

沃土，把当下时代的发展进步和中国人

民的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表现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70年砥砺奋

进，反映我们国家70年来天翻地覆的

巨大变化，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

荣使命和责任。我们所有作家艺术家

都应该以满腔热情，投入纪念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的创作实践，毫不动摇地

坚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自信，坚定

不移地运用手中之笔讴歌时代、讴歌

人民，用优秀力作向这个隆重的节日

献礼。

用明德引领风尚
■陈先义

“一方水土竟养活不了一方人……”
胡德聪一边咕叽一边停下车。每次翻过
层层山头抵达悬崖上的色德村，看着海
拔 2000 米高的山头上散落的星星点点
住户时，胡德聪都禁不住要感叹几句。
这是一条刚刚修好试通的山路，从山顶
蜿蜒通向乡政府，清一色的硬化水泥道
路两侧是崭新的太阳能路灯。

下了车，胡德聪疾步走进村委会。
色德村隶属怒江州泸水市洛本卓乡，是
深度贫困地区。村委会的主体结构是由
武警上海、云南两个总队援建的一座 4
层楼。天色已晚，胡德聪准备去一趟茶
园。自从引进乌龙茶树种之后，茶园的
事就像一坨生铁似的压在他心头。

茶园距村委会并不远，但路不好走，
一路都是悬崖。每次到茶园去，胡德聪
都要爬几段陡崖才能走到梯田里的茶苗
地，这一片山地属于王底生产小组，茶苗
栽下去才半年多，也是做了大量工作才
说通了村民。而在相邻的几个生产小
组，依靠养殖中华蜂项目，村民们已经得
到收益。

太阳能路灯亮了起来，这比两年前
好多了。自从胡德聪所在的武警怒江支
队和色德村结为脱贫致富共建单位，这
个矗立在悬崖上的山村就有了动静，蜿
蜒的山路上从此不再是人背马驮的原始
运载场面，标准化水泥道路已经通到每
个生产小组。而 2017年 8月胡德聪第一
次进驻色德村时，村支书大扒付是牵着
一头驴提前一天下到山底去接他的。如
今，色德村的年轻人都学会了开车和骑
摩托，这不，路上还时常堵车。

路灯把白色的光芒洒满整个山坡，
胡德聪绕过一个山包，看到路灯下站着
一个清瘦的身影。“胡主任，茶苗死了不
少。”路灯下的波大付声音低沉。他刚
才从山顶背水时，看到了胡德聪的吉普
车。波大付的家离村委会不远，但到背
水点很远，山上的蓄水池刚刚修建完
毕，正在完成逐户通水工程，最迟再等 3
个月，波大付坐在家里就能把水接到碗
盆里了。祖祖辈辈在山顶靠背水生活，
面对即将到来的改变，波大付想想就很
激动。
“走，看看去。”胡德聪对波大付说。
“没人好好管理是不行。”波大付有

些丧气。
“你不要着急嘛！”胡德聪边走边说，

“当初是你第一个响应号召拔了玉米栽
种茶苗，这个事我给你记一功。你放心，
我绝不让第一个拥护政策的人吃亏。对
了，山顶那几户怎么样了？”

波大付又叹了一口气：“人家根本就
不同意嘛，玉米虽然产量低，但每年都
有收成，人家说了，茶园要好久才能拿到
钱呢？”

胡德聪说：“这不是人家说的，是你
说的。你动摇了？”

波大付赶忙反驳：“我可没有。但我
说的是实情，这茶苗没人管理不行。”

胡德聪不再和他理论。上个月部队
有军事考核，作为政治工作处副主任，胡
德聪是重点考核人员，所以整整一个月
都是由别人过来驻村，胡德聪对茶苗死
亡的事还不清楚。他这次回来的最大任
务，就是说通最后几户山民拿出耕地种
植茶园。

在路灯的照射下，几户千脚楼矗立
在茶园跟前。千脚楼是这里的特色民
居，不到 40平方米的木房分上下两层，
底层饲养牲畜，楼上供山民日常生活起
居。看到千脚楼里还亮着微弱的灯火，
胡德聪走入屋内。房屋四周的木板墙透
着呼呼的凉风，燃烧的火盆不时冒起阵
阵柴烟。户主朱功宝是即将要搬迁的村
民，根据扶贫工程统一安排，将被安置到
州府驻地六库镇，但色德村的土地仍归
其个人所有。为解决一家人生活问题，
政府拿出护林员的公益岗位给朱功宝，

这样他每个月就有两千元的收入，一步
便迈入脱贫行列。

朱功宝最初强烈反对种植茶叶。最
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色德村以种植玉
米为主，收成比较可靠，而茶树种植收益
缓慢，村民对此了解不多，害怕没有收
入，所以不愿意把土地拿出来种植茶
叶。朱功宝和波大付都是胡德聪选定的
第一批外出参观考察的村民代表。在临
近的福贡县老姆登茶叶种植基地，当村
民看到满山遍野种植的茶叶，并听取技
术工人介绍茶叶加工后，打消了顾虑，回
到色德村后当即表态愿意把土地拿出来
种植茶叶，当上了护林员的朱功宝更是
全力支持。

围着火盆寒暄了一会儿，3个人一
起到了茶园。看到确实旱死了不少茶
苗，胡德聪有些生气地责问朱功宝：“你
就不知道看一眼？”朱功宝委屈地说：“我
每天都看着，苗儿需要浇灌，天不下雨，
我去哪儿弄水？”

是啊，朱功宝说得没错，水渠虽然修
好，但毕竟还差“最后一公里”。胡德聪
能够理解这些老乡们的感受，使劲拍了
拍朱功宝的肩膀：“慢慢来，很快都会改
变的。我上来的时候，遇到了施工队的
人员，他们一来，很快苗儿就有救了。到
时候查看一下，凡是旱死的，做好标记，
及时补种。”

回到村委会，胡德聪彻夜难眠。他
从小生活在乌蒙山区，从当兵到提干，一
直在迪庆藏区和怒江服役，见证了这两
个地区的发展变迁，然而让他始终牵肠
挂肚的还是当地大多数老百姓在温饱线
艰难挣扎的苦涩。如今，“色德无路”的
历史已终结，部队派来的施工队即将把
逐户输水管道铺设好，一旦用水有了保
障，色德村的明天充满无限可能……

翌日，胡德聪起了个早，他要去几个
生产小组转转。晨曦中，胡德聪兴致盎
然，一边快步登山，一边抬眼望去，目之
所及都是一片连着一片的乌龙茶树，横
竖咋看都那么顺眼。

悬
崖
上
的
色
德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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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年前，在如火如荼的退役军人信
息采集工作中，不少老复员退伍军人
来到人武部查询自己的档案。翻开那
些发黄的纸页，一个人的历史和人生
重新打开。回望过往，档案的主人们
不禁感慨万千。

档案，是历史的见证。我从事档
案管理工作已有多年，面对那些册页
发黄的档案和一份份新整理存档的材
料，我总是心怀敬畏。

2017 年，我们县准备重建民兵训
练基地。但原来民兵训练基地有关土
地面积方面的资料找不到了。基地建
在城郊，四周都是耕地，如果查找不到
相关资料，将会影响军民关系。可要
找到 30多年前的征地文件谈何容易。
县人武部在隶属关系上先后多次变
动，1986年 6月由军队划归地方，1996
年又收归军队，档案几经交接，查找的
工作量很大。我和同事加班加点对档
案进行查找，却没有找到征地文件。
同事有些泄气。我望着档案，忽然想
起，征地时部党委肯定要进行会议研
究，有会议就会有记录，于是开始翻找
当年的部党委会议记录。果然，我们
找到了白纸黑字的原始资料，还在档
案局找到了那份已经发黄的文件原

件。土地面积的问题迎刃而解。大家
都说：“要不是你们找到了原始档案，
光是厘清和群众的耕地界限问题就不
知需要多长时间呢！”

在我管理的档案中，有一部分是人
事档案。这些档案是在 1986年之前接
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老军人的
档案逐渐无人翻查。一个冬天，一位
60多岁的老人来到档案室，要查找父
亲的档案。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解放大
西南的战役，现在 90岁了，就想着给儿
孙们说一说自己的故事，但已回忆不起
当年的许多事情，就想找到自己的档
案。一年多来，这位 60多岁的老人先
后到多个部门查找而不得，最后来到县
人武部。听完老人的介绍，我当即开始
查找，但没有找到老军人的档案。我
请老人再想想，是不是名字弄错了？
他想了半天，又说出父亲在部队曾用
的另外一个名字。再次查找，果然发
现了他父亲的档案。翻开档案，一张佩
戴少尉军衔的英俊军人的照片映入眼
帘，这位老人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下来
了。经查看，老人的父亲还是二等功
臣。临走前，老人满足而高兴地说：“这
下，老父亲的历史终于清楚了！”

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我印象最深

的一件事，就是通过档案找到了一名
红军烈士的牺牲地。2017 年春天，从
江西来了两位寻亲人。他们是抗日战
争时期一名烈士的后人，这名烈士生
前经历过长征，曾是八路军 115师一名
团长，后来在战斗中牺牲。几十年的
光阴，其家人找到了烈士牺牲在我们
县的线索，但具体位置难以查找。我
通过查找史志档案，最后确定了烈士
的牺牲地，还结合一名文史爱好者多
年前的采访记载，向寻亲者还原了烈
士牺牲的经过。虽然没找到烈士的埋
葬地，但两位寻亲者已经非常满足。
看到他们欣慰的神情，我也心生自
豪。这都是因为有了档案的记载和帮
助。回望历史时，档案就是我们的望
远镜、显微镜、放大镜。

有人说，档案工作是一项清苦的
工作，必须要耐得住寂寞。我不这样
认为。在这片历史的天空下，我不仅
没有感到寂寞，反而感觉时刻处在春
天当中。因为，历史深处别有春！

历史深处别有春
■张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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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怪石嶙峋的羊肠小道

七弯八拐通向云雾缠绕的哨位

来队探亲的娇妻

非要陪我站一班岗哨

妻说

十年前你扎根这里

几次谢绝难得的外调

风里雨里的大山

常把俺牵挂的梦境惊扰

今天 难得探亲

俺定要看一眼真实的云哨

清晨 挂满露珠的小草

为我们铺成爱的小道

我在前 步履铿锵攀石岩

妻在后 酷似女兵不畏难

汗水 浸湿她的刘海

山涧 流淌我俩欢笑

一步步 似与蓝天更贴近

一步步 轻云薄雾脚下绕

哨所 终于到了

天梯没它险 天堑没它高

妻的惊叹直荡云霄

哇 壮哉 云哨

哇 壮哉 兵哥

你们军人真不愧钢铁铸造

上哨

我整装 立正 抬臂

与哨兵互致庄严军礼

接过战友手中的钢枪

神圣烈焰撞胸腔

我仿佛接过

大山的重托

四海的波涛

天空的湛蓝

大地的妖娆

娇妻忙为我拍照

以青松为背景 以云海作主调

夸我目光炯炯守祖国

扎根深山爱云哨

眼观万里路 耳听八方涛

站成一尊钢铁塑雕

雷劈不动 风击不摇

英武的军姿更令她

耳热心跳

她下意识抚摸自己

微微隆起的腹部

满满的幸福尽绽自豪

她动情地揪揪我的衣角

是羞涩矜持

而又不无伤感的语调

明天我就要走了

待回家生下宝宝

就依你

名字就叫云哨

让将来的他也穿上军装

像你一样——

扎根在这崇山峻岭的云雾里

为祖国站岗放哨

云 哨
■张澎湃

晨曦，耳边流进一缕“芬芳”，就连
梦也能被“香”醒。于是，小豆子从舒
适的床上翻起身，把被子叠成不标准
的“豆腐块”，然后趴在窗口，等待他们
的出现。

他们是部队大院里的执勤士兵，
就住在小豆子家附近。自从听到嘹亮
高亢的军号声后，小豆子就迷恋上这
种声音，每天听着军号声起床，然后迅
速把被子叠好。小豆子盖的被子是军
绿色的，是父亲从部队抱回来的，上面
还沾着父亲从军多年的气息。很小的
时候，父亲每次休假回家，小豆子就像
一只树袋熊挂在他的身上。父亲把小
豆子高高举起，用略带胡茬儿的下巴
蹭小豆子的脸。

相聚总是短暂的。父亲回到部队
后，每次打电话时，小豆子总吵着要父
亲多陪自己。后来，父亲再休假时就
把军被抱了回来。那一天，父亲郑重
地对小豆子说：“虽然爸爸不能一直陪
在你身边，但无论距离多远，爸爸始终

牵挂着你。”小豆子似懂非懂，从此以
后，每天睡觉都盖着军被。他总能感
觉到父亲的温暖裹挟着自己，其中还
蕴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能量，慢慢融
入一天天的成长。

小豆子养成一个习惯：听着军号
起床后，他会从窗口看兵们集合，然后
匆匆跑出家门，悄悄跟在队伍后面来
到操场上。看兵们像一阵风似的从身
边飞奔过去，小豆子兴奋得手舞足蹈，
干脆就坐在旁边，看兵们挥汗如雨，那
阳光折射下似乎闪着七色光的汗珠消
散在清晨的微风中。

整齐的呼号声，脚踏地面的撞击
声，还有隐约听见的汗珠在空气中的
碎裂声，夹杂着小豆子的思绪，像长了
翅膀似的随着微风飘向远方，飘向父
亲所在的军营。

父亲应该也在这样奔跑吧，黝黑
的肌肤上滚落一颗颗晶莹的汗珠子。
兵们的汗珠子砸进大地，凝成不屈的
钢铁脊梁，守护着小豆子的幸福生活，
守护着祖国万里疆域。小豆子似乎明
白了父亲为什么很少陪自己，为什么
自己的家和别人的家有那么大的不
同。他懂得了“军娃”两个字的含义，
一个“军”字是光荣也是责任。父亲的

职责是守卫祖国的“大家”，而小豆子
要守卫父亲的“小家”，不能让父亲为
自己操心。

早操结束后，小豆子跟着兵们坚定
的脚步回到家。次数多了，可爱的兵哥
哥们也逐渐熟悉了小豆子。他们会笑
着打招呼，鼓励小豆子要好好学习。那
时小豆子昂着头回答道：“谢哥哥，等小
豆子期末考试得了奖状，就去连队拿
给你们看。”这是一个军娃的承诺。

小豆子终于有底气走进部队大院
的这个连队。他仿佛走进了一个明亮
的世界：地面干净得纤尘不染，窗明几
净，一床床军绿色的“豆腐块”棱角分
明、整齐列队，洁白的床单没有一丝褶
皱。兵哥哥还为小豆子展示如何叠好
军被，带小豆子去连队荣誉室参观。
看着金灿灿的奖杯和传承英雄血脉的
老照片，小豆子被深深震撼，终于明白
那难以言说的力量是什么。

晚上小豆子给父亲打电话，兴奋
地讲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父亲笑问：
“那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喜欢听着
军号声起床，要做和爸爸一样的军
人。”小豆子坚定地回答。

听，军号声声，伴着小豆子的童年
和梦想，久久回荡……

且听军号响
■夏董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