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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毕京贞

6月22日至27日，山东省作家协会组织开
展了山东作家“寻访抗战故地”大型采风活
动。全省40余位作家先后奔赴菏泽、枣庄、
临沂、烟台四市，深入到冀鲁豫抗日根据
地、台儿庄大战根据地、“一一五师”纪念
地、“红嫂”纪念馆、地雷战纪念馆等著名
的抗日战争根据地和抗日战役发生地进行采
访采风。

开展这次采风活动的目的，旨在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进一步引导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创作出一批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展现
革命老区崭新面貌的优秀文学作品，6月22
日下午，山东作家“寻访抗战故地”采风团
抵达菏泽市，举行了简短的启动仪式。当
晚，采风团全体成员集体观看了反映冀鲁豫
抗日根据地和南下干部生动事迹的大型专题
纪录片《永远的冀鲁豫》，抗日英雄先烈和
南下干部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
个人。

6月23日至27日，采风团一行辗转四市，
先后到菏泽市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单县
平原省湖西革命历史纪念馆、湖西革命烈士
陵园，枣庄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李宗仁史
料馆、台儿庄古城大战遗址，临沂市莒南县
115师纪念馆、沂南县红嫂纪念馆，烟台市
海阳地雷战纪念馆、许世友将军在胶东纪念
馆等地，进行了参观学习和采访采风。每到
一处，采风团成员都怀着对革命先烈无比敬
仰的心情，认真听取讲解，仔细查看资料。
一件件珍贵实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
深情讲解、一个个影像资料，让采风团的每
一位成员都心潮澎湃，感动不已，为抗战斗
争的艰苦卓绝所震撼，为抗战英雄的英勇无
畏所折服，为人民群众舍家支前的奉献精神

所感动。
为期一周紧张而又充实的“寻访抗战故

地”之旅，让参加采风的作家每一天都处在
感动之中，作家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那段抗
战历史，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党和人民的鱼水
深情，更加深刻地领会到一个作家应有的担
当和责任。他们的思想受到了教育，心灵受
到了震撼，境界得到了升华，更加激发了他
们巨大的创作热情。

省作协党组书记杨学锋：这次“寻访抗
战故地”大型采风活动，既是省作协纪念抗
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
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进一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措
施。希望采风团的各位作家要充分认识活动
的重要意义，认真采访采风，努力创作抗战
题材精品佳作，同时要严于律己，展示山东
作家的良好形象。

赵德发：信仰的力量，人性的光辉，是
我参观沂蒙红嫂纪念馆时感受最为深切的两
点。

刘玉栋：这次红色之旅，让我感受颇
多。七十多年前，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我们
的土地上肆意蹂躏。为了拯救危难之中的民
族，中华儿女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抛头颅洒
热血，演绎出了一段抗击侵略者的壮美的民
族史诗。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那段浴血的岁
月里，我们看到了革命环境之恶劣，抗战条
件之艰苦；从台儿庄战役跟日本侵略者正面
的交锋中，我们目睹了抗日战士之英勇，抗
日战争之残酷；沂蒙红嫂的光辉形象，让我
们感受到了中国普通百姓，在民族存亡之
际，所展示出来的那种可歌可泣、朴素真诚
的牺牲精神，我们看到了群众的力量是多么
巨大，民心是多么重要；在海阳地雷战现
场，我们看到了胶东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历
史绝不会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过

贡献的英雄先烈。
常芳：走近抗战故地，重温抗战烽火岁

月，亲身体会战争中个体的人，他们在国家
民族生死存亡面前做出的那些无私奉献，他
们的精神和壮举，这一切，对于作家们无疑
都是一次真正的灵魂洗礼。寻访活动中，在
革命老区的所见所闻，更让我们深刻地认识
到，人民才是胜利的根本，是全中国人民团
结一致的“全民抗战”，才取得了战争的最
终胜利。而在新时期的和平岁月里，我们作
家的使命是什么？如何真正地扎根人民，深
入到生活的底部，创作出真正属于人民群众
的文学作品，这些都需要我们重新去认识，
并作出认真的思考和反思。

朵拉图：沂蒙红嫂女性群体的感人事迹
一次又一次震撼了我的心灵。她们的无私、
坚韧与忘我书写了人性的伟大。没有她们的
奉献和牺牲，就没有沂蒙根据地的巩固和发
展。在民族受辱、国家蒙难的关头，这样的
人民就是国家的脊梁。

铁流：短短几天的采访，让我认识到，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着充足供我们写作
的素材和养分。我们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才能写出有生活温度、有社会筋骨、有
时代脉搏的优秀作品来。

李新军：我的父亲是位抗战老兵。这些
天的采风活动，犹如走进父亲经历的那场卫
国战争。作为一名作家，我们有责任用笔墨
重新展现历史，以灵活多样的形式，让更多
读者知道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凝重而又
鲜活的历史重塑爱国精神。

也果：横贯齐鲁的抗战故地寻访，让自
己珍视拥有这样的经历。作为写作者，能够
做到的便是捧出炙热的心和饱满有力的文
字，表达对无数革命先烈至高无上的敬仰和
追忆。

纪广洋：通过这次抗战故地采风活动，
我对那些保家卫国、抗击侵略的革命英雄和

革命群众，有了更多的了解，有了更深的认
识。我作为一名二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心里沉甸甸的，我早该用自己的笔，让更多
的人知道：英雄何处去，幸福哪里来。

东涯：每一个抗战纪念馆里所留存的史
料，都是党和人民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作
为一名写作者，作为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我
应该做人民身上最好的筋肉，为群众发声，
让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和时代有所担承。

东紫：面对无私奉献的高尚灵魂，方知
自己的低矮和庸俗。他们和她们，无论是抗
日战场上的英雄还是后方的母亲们，都该是
我们全体国民的灵魂之镜。

简默：对我是一次寻根之旅、跪拜之
旅、洗礼之旅。我的祖籍在八百里沂蒙腹地
的费县。这次来到与费县血脉相连的沂南，
我仔细地了解了沂蒙红嫂这个伟大而平凡的
群体，情不自禁的泪水一次次夺眶而出。我
同时深深地感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是
一句空话，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需要
立足大地挖一口深井，需要向人民学习、向
历史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鲜活的
历史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的积累和艺
术的升华，做一个真善美的深情书写者，为
这个非凡时代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文学作品。

于兰：这次跟随省作家协会采风团“寻
访抗战故地”，有很多感受，五味杂陈，也
为自己以前对抗战支前的百姓那种简单的理
解而惭愧，特别是在沂南听讲解员讲“红嫂”
的故事，更加感到震憾，沂蒙人民不仅用小推
车推出了抗战的胜利，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真正演绎了“沂蒙精神”之所在。他们凭什么
又为什么这样义无反顾地去支持我们的党和
军队，一是他们满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是
一颗有信仰的灵魂在支撑着他们。

闵凡利：精神和心灵得到了一次全面净
化和升华。让我深深思考，中国作家的时代
使命和社会责任是什么？有抱负有作为的作
家应当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我要坚守住自己
的文学阵地，坚信自己的文学理想，坚定自
己纯文学的创作方向和理念，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途中，用自己
的拳拳心血，写出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齐鲁作家的文学作品。

阿华：“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
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
在沂蒙红嫂纪念馆，看到墙上这行字，听到
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说，我的心里生出无限
感慨。沂蒙红嫂，是抗日战争时期涌现出的
一个伟大的女性群体，她们为国家的解放，
舍小家为大家，经历了艰苦年代的生死考验
和血泪洗礼。她们这种无私奉献精神，为抗
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的复兴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新中国的建立，有无数的热血儿女
铺路。如今硝烟散去，只留下静静的墓园，
葱郁的山林，我们来到这里，不仅仅要学习
革命战争的历史，接受灵魂的洗礼，更重要
的是，要让沂蒙红嫂的精神代代传下去。

姚凤霄：我写了一首《七律·寻访抗战
故地采风感怀》：巍巍泰岱界天奇，浩浩征
人万里师。铁马横连烽火落，金戈斜压墨云
驰。武兵剑削摩肩立，瀚海船巡入望移。七
秩峥嵘风未远，强军固国正当时。

马行：历史是有记忆的，就在不停的伸
延之中。正如台儿庄古城中依然站立的“弹
孔墙”一样，历史并不是单一的“史”，而是实
实在在的“当下”。为期一周的抗战故地采访，
让齐鲁大地上的抗战烽火，让菏泽、枣庄、临
沂、烟台等地民众众志成城、共御外侮的感天
动地抗战场面，在我的生命与情感中一一呈
现。正是这次采风，让我获得了大量课本上所
没有的、十分珍贵的创作材料。

信仰的力量，人性的光辉
——— 山东作家赴“抗战故地”采访采风，心灵受到震撼，境界得到升华

□记 者 魏 东 李 明
通讯员 牟元元 刘秀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很多认识李平的人都说他
是个傻子，但他不在乎。现如今，这个80后
农民却要在北京开办独唱音乐会了。

初次见到李平，是在他工作的企业里。
修身的衬衫配上笔挺的黑色马甲，中分发型
“一丝不苟”，说话时始终带着微笑，给人
一种大方、舒适、乐观的感觉。双方坐定，
李平向记者讲述起这次进京演唱会的事情。

李平1980年出生于广饶县大王镇中李
村，从小就有一副好嗓子。上小学期间，在
一次合唱比赛中，他的天赋被音乐老师发
现，并被着重培养，也因为此，李平一直是
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上学期间喜欢唱歌
无可厚非，可从职业中专毕业后，李平踏入
了社会，在镇上的企业打工。工作之余他对
歌唱艺术也越发痴迷，这在都是农民的父母
眼里很难理解：“唱啥唱，你又不是专业
的，唱歌还能当饭吃？”

面对父母的不理解和周围人的冷嘲热
讽，李平心里一度非常难受，可他没有放
弃，边打工、边唱歌，一有时间他还自费跑
出去学习。后来，在民间艺人李安邦的指导
下，他又爱上了吕剧艺术，并一发不可收
拾。

凭着良好的天赋和一副好嗓子，李平很
快在当地小有了名气。2003年，在大王镇举
办的首届吕剧大奖赛上，在100多名参赛选
手中李平一枝独秀，荣获特等奖；接下来在
全县首届吕剧大赛中，李平又荣膺一等奖；

2005年，李平当选东营市第三届戏剧家、曲
艺家协会理事，成为唯一来自基层的理事；
2010年李平荣获第五届“中国戏曲红梅花”
奖，成为当届全国比赛中唯一一位获此奖项
的业余选手。

获奖无数，成为当地“明星”的李平并
没有因此走上“以唱代业”的道路。“我出
生在革命家庭，我爷爷在抗日战争期间多次
负伤，生前是三等荣军，受他的影响，我一
直想用我的这点特长为群众带去些快乐就行
了，物质生活并不是我追求的东西，我觉得
我是一个在精神上很富有的人。”李平告诉
记者，他这些年来比赛获得的奖金以及政府
嘉奖的资金全部捐给了当地敬老院和学校。
每次演出的服装他都精心准备，力争以最好
的形象展示在舞台上，有时一次演出的服装
费用就要花掉他一个月的工资，而自己如今
还住在村里破旧的平房里。从2002年起，李
平还坚持每年为当地敬老院义务演出1至2
场，一晃已有13个年头了。

“为群众演唱也不能糊弄，一定要把歌
唱到最好，我觉得追求演唱艺术再把它回馈
观众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动力。”李平说，工
作之余，他到处寻师学艺。2010年，李平有
幸受到我国著名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
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扮演
者王昆老师的接见。王昆对李平的艺术素养
给予很高的评价，并鼓励他说：“‘全心全
意为人民歌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宗旨，
只要真诚地为观众演唱，是不分专业和业余
的。”

受到王昆老师的鼓励，2013年6月，李平
萌生了开办公益独唱音乐会的想法。当时几
乎所有得知这个消息的人都报以怀疑态度，
议论纷纷，“一个没有专业学过唱歌的人还
要开音乐会，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面对
质疑，李平也打起了退堂鼓，他拿起电话拨
给了远在北京的王昆老师。“你的想法很
好，让群众无论是在养老院、村头、打麦场
都能听到你的歌声我很支持，你只要坚持真
正用歌声为群众做公益，以后你的演唱会我
可以去给你做嘉宾！”王昆老师的一席话让
李平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自费购买音响设备，搭建舞台，准备服
装。终于，在周围人的质疑声中，李平的第
一场独唱音乐会在中李村开办。“当时人也
不少，大概四五百人，当然肯定有些是要来
看热闹的。”李平笑着说，但是等他把精心
准备的“红歌”唱完后，所有人都鼓起了
掌。“第二场七八百人，第三场就已有上千
人。”李平回忆道，第三场演出的时候正好
赶上村里放电影，结果所有人都到我这边听
音乐会了，电影放映场一个人都没有。

第一次演出的成功，给了李平很大的信
心。同年，李平又被邀请在东营市黄河影剧
院举办了“喜迎十艺节、欢度重阳节———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李平公益独唱音乐
会”。两次演出的成功让李平兴奋无比，他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北京的王昆老师，当时
因身体原因住院的王昆老师听后很高兴，在
病床上向李平发出邀请：“你来北京唱，我
帮你联系地点，等病好了我去给你当嘉

宾。”双方当时约定了2014年重阳节之前，
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开办李平的北京独
唱音乐会。

“2014年，王昆老师因为身体原因无法
参与活动，所以就一直推迟了下去。”李平
说，2014年11月21日，不幸的消息传来：王
昆老师因突发脑溢血去世。这一推就成了永
远的遗憾。

虽然王昆老师没能真正在李平的音乐会
上当一次嘉宾，但李平还是想完成他与王昆
老师的约定：在北京开一场独唱音乐会。为
此，他主动联系了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并得到了院方的支持，积极为李平提供场
地、音响、灯光设备等，并为其组织观众。
当地企业也为其资助来回路费及食宿等费
用。

“这次进京独唱音乐会上我个人准备演
唱的10首歌曲全部是红色歌曲，都是王昆老
师生前与我商定的。”李平说，这次音乐会
也得到了很多老师们的鼓励。我国著名词作
家乔羽前不久专门为他题词：“弘扬红色文
化、讴歌和谐盛事”。省吕剧院演出一团团
长，山东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高静及其姐姐高
宁以及好几位艺术家将作为嘉宾参加音乐
会。

“别人都说我是傻子，不想着怎么过好
自己的日子，天天还出去给别人唱歌。”李
平说，如果因为我的傻能为大家带去快乐，
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事业来，能让年轻
人感受到红色文化的力量，那么我愿意将这
个傻子一直做下去！

为群众歌唱，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农民小伙将进京开办音乐会

山东作家“寻访抗战故地”采风团在枣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观看台儿庄地形全景。

□冯志强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走进滨城区滨北街道南邱居委会，映入

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道路，美观的居民住宅，宽敞的文化
广场。近年来，滨北街道通过精心组织、加大投入、扎实
推进，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绩。

据介绍，当地积极引导群众从文化活动的“观众”向
“演员”转变。为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传统文
化，滨北街道积极挖掘村居空间，设置了“弟子规”、
“新二十四孝图”等文化墙、文化长廊，以漫画、图文解
说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此外，部分村居还开办了传统文化教育学校，传授孝道等
传统文化。

近年来，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滨北街道
积极发展广场文化、社区文化和村居文化等各类活动。扶
持建设了摄影协会、京剧票社等一批基层特色文化队伍，
努力打造“家门口”的文化乐园。

扎实有效的文化建设使广大群众的思想意识有了大转
变，百姓变得越来越有文化气儿。没事的时候，去文化大
院看看书，健健身，成为新的生活时尚。

目前，街道所有村居都建成了文化大院和健身广场，
每个文化大院配备各类图书3000余册，街道文艺宣传队队
员已达600余人。依托农家文化大院，以文艺活动为龙
头，街道鼓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引导群众从“观
众”向“演员”转变，调动了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主动
性。

辖区内各类群众性文艺队伍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涌现出姚家庄户剧团，南街京剧协会，北街居委会、北邱
村、都富李居委会、北关居委会、赵集村、张木匠村秧歌
队、瓦屋邢村农民合唱团、都富李居委会锣鼓队等文艺团
体。

特别值得高兴的是，156个村居已全部挂上“四德榜”。
近日，在东坊村委会“善行义举四德榜”前，前来围观的群众
越来越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你看，人家老李
家的儿媳妇又上榜了!”“我觉着老李家的媳妇当之无愧，人
家孝顺老人那可真是比亲闺女都亲啊……”

滨北街道为深入推进“四德工程”，先后组织各村居
通过召开村(居)民代表大会、党员干部会议、发放调查问
卷、座谈调研等方式征求群众意见，并对评选出的“四
德”典型广泛征求意见，在确保具有示范带头作用的前提
下上榜公示，予以表彰。同时，积极引导村民议事会、党
员议事会通过集体评议表决的方式，进一步开展“好媳
妇”、“好婆婆”、“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及时张榜公
布，让群众成为真正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成为社会正能量
的引领者。

目前,滨北街道156个村居已全部挂上“四德榜”，通
过设立好人好事征集箱、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定期挖掘善
行义举，为村民认为最孝顺、最有美德的人点赞，形成尊老
爱幼、邻里友善、助人为乐、诚实守信的乡村文明新风尚。

“以前村里主干道坑坑洼洼，路面污水横流，出行很
不方便。”在瓦刀赵村，一位村民说起居住环境颇为感
慨，“现在村里硬化了水泥路，铺设了下水道，每天有保
洁人员负责清扫，一天到晚都干干净净的，出行方便了，
心情自然也好了。”

为打造有序整洁的乡村环境，街道投资1 . 5亿元用于
环境综合整治，建立了城乡环卫一体化新机制。在今年的
“环境整治月”活动中，街道采取全员发动、强化督查等
措施，出动大型施工机械160台次，投入35000个工日，拆
除无人居住的破旧房屋262间，清理户外厕所445个，清运
垃圾5000余方，清理坑塘360处，清理三大堆、垃圾死角
3200处，投入资金约730余万元。

滨北：打造“家门口”

的文化乐园

□张生 潘南 报道
本报枣庄讯 7月4日晚，枣庄市薛城区铁道游击队纪

念广场。灯光闪耀，音响轰鸣，人群摩肩接踵而来，在热
烈的掌声中，薛城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暨第18届百日消
夏群众文化艺术节正式拉开帷幕。

据该区文广新局局长孙启迪介绍，作为每年如约而至
的“老朋友”——— 百日消夏群众文化艺术节，该区已成功
举办了17届，群众早已耳熟能详、乐在其中。今年，这场
消夏“文化盛宴”又有所不同，正值抗战胜利70周年，作
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曾经的红色热土，该区在文化惠民
的基础上发挥红色文化优势，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为主题，在歌声舞姿中注入红色因素，激发群众对红色历
史的追思，对家国圆梦的希冀。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
国……”合唱团的歌声激昂澎湃，更有伴舞演员们身穿军
装，肩扛步枪，投入地表演踊跃参军、前赴后继的战争场
景，更增添了歌曲的感染力。激扬的一曲结束，观众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人群中不时传来“唱得好！”“再来！”
的喝彩声。歌声唱罢，紧随而来的是舞蹈《和平鸽的梦
想》、相声《学哑语》，小朋友们身穿白纱裙，扮成一只
只和平鸽，用优美的舞姿宣告对和平的向往。同样，相声
则生动夸张，引人爆笑，使开场时激昂紧张的现场气氛为
之一变，在酷热的夏季给群众们带来一股清凉。不管是老
人还是儿童，都发出会心的笑声。许多小朋友甚至跑到前
排，随着音乐一起跳起舞来。

据了解，今年的百日消夏群众文化艺术节，将从7月
初开始，至9月底结束，以后每周末两场，仅在铁道游击
队纪念广场安排了20余场大型主题演出活动。

红色热情激荡

铁道游击队纪念广场

□新华社发
7月8日，由中国国家芭蕾舞团推出的芭蕾舞剧《牡丹

亭》在纽约林肯中心首演。这是中国芭蕾舞团应纽约林肯
中心邀请，首次在美国上演芭蕾舞剧《牡丹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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