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是书香能致远，阅读是孩子最珍
贵的宝藏。寒假刚刚开启，宜兴·延长友
谊书房的书桌前，就坐满了埋头看书、写
作业的孩子们，还有不少孩子捧着自己
喜爱的图书，独坐一隅，细细品读，尽情
遨游书海，享受书香假期。

今年 12岁的郑博婷是延长县实验
小学6年级学生，她家距离书房特别近，
一放假，她就会来到书房看书、写作业。

“这书房的环境特别好，很安静，非常适
合看书学习。”郑博婷说道。

“书房藏书很丰富，可以学习专业知
识，也可以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在校
大学生高悦提起书房赞不绝口。

宜兴·延长友谊书房设置了朗读亭、
文化交流区、中央书廊、儿童阅读区、红
色书区、综合服务区等 10个服务区域，
现有藏书 4.9万册，设阅览座席 225个，
可以很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春节
期间还将举办阅读分享会、猜灯谜闹元
宵、春联义写、给未来写一封信、寻找失
踪的年味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线上
线下读者活动。

近年来，为深化全民阅读，延长县
图书馆创新推出“1+7+N”阅读学习模
式，在 7个社区成立 7个书屋，以辖区
所驻单位为单位成立书吧，建立系统
性阅读链条，为辖区群众提供丰富的

阅读资源和便利的阅读环境，营造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截至目
前，已提升 4个书屋建成 30个书吧。宜
兴·延长友谊书房就是其中之一。2023
年，延长县图书馆依托宜兴·延长友谊书
房和 17个分馆，全年举办各类线上线下
阅读推广活动 294场次，服务读者 16998
人次，实现借阅量 37478册次，入馆读者
85624人次。

延长县图书馆馆长肖福表示，下一步
将持续推动阅读深入机关、深入学校、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以点串线，由线成面，不断
深化全民阅读。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李浩楠 李彦宽）

成长助力
家门口书房 假期好去处

● 学生在图书馆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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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歌嘹亮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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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新区第一小学五年级五
班小小讲解员张淑彤，我在延安为你讲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诞生的故事。

还记得 2017 年 7 月 30 日那一天
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雄壮的旋
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阅
兵在朱日和沙场举行。我三军将士的威

武雄姿和现代化装备向全世界宣告，中
国正在向世界一流强军迈进！你们知道
吗？这首伴随中国军人成长的军歌就诞
生在延安。

1938年 8月，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
诗人公木从晋绥军区来到延安，碰巧与
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朝鲜籍青年郑律成
住在一孔窑洞里，正是这次相遇，一首经
久不衰的歌曲由此碰撞而出。

1939 年，延安诞生了许多抗战歌
曲。在满目青春、遍地歌声的感染下，
受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启发，郑律
成和公木萌发了创作八路军大合唱的
想法。

什么叫大合唱？当时的他俩并不懂，
简单地认为写出八首歌唱八路军的歌曲，
合在一起，不就是八路军大合唱嘛。

诗人公木凭借对时事的洞察和对八
路军的认识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他不是

音乐科班生，作词往往要听取郑律成的
意见。郑律成要求他把《骑兵歌》写出马
蹄哒哒声；《炮兵歌》写出隆隆震天响；
《八路军进行曲》则要长短相间，节奏响
亮。公木一一照办。只要郑律成满意，
就算定稿。很快，公木完成了歌词创
作。但对于作曲，就没那么容易了。当
乐思枯竭的时候，郑律成就爬到山上，又
拍脑袋又击掌，苦苦冥思。

两个月后，在中央大礼堂晚会上，郑
律成亲自指挥演出了《八路军大合唱》。
歌曲中，对侵略者的仇恨、对乡土的忧
虑、对胜利的信心和对自由的热爱，汇集
到一起，犹如冰河铁马，震彻在延安的上
空。一时间，《八路军大合唱》迅速传到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一首好的战歌胜过一个兵团的力
量。每当战士们行军疲劳时，只要有一
人带头唱起，它昂扬的节拍就会赋予战

士们澎湃的力量。抗日勇士们高唱着军
歌，奔赴战场，英勇杀敌。其中一首套曲
《八路军进行曲》，在国民党战场上也唱得
响亮。滇缅战役中，国民党将军孙立人下
令传唱这首歌。有人提醒说：“这可是共产
党的歌曲啊。”孙立人轻蔑一笑：“我可不管
它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号召中国
人打鬼子的，唱！尽管大胆地唱！”

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被
中央军委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90多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党的
旗帜，脚踏祖国大地，背负着民族希望，浴
血奋战，勇往直前，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
起来、强起来建立了不朽功勋。

军歌，铿锵有力的旋律，将继续激励我
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鼓舞我三军将士谱
写强军事业新篇章。

（指导老师 杨霞）

作为延安杨家岭红军小学带队教
师，上周，我带学生们来到全国红军小学
上海培训基地开启一次“攀登营”研学活
动。

这是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
会和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革命
老区教育事业的援助和帮扶，让孩子
们有机会在这次研学中学习精彩的数
学高阶思维、3D 打印航空模型设计、
创意彩泥课程、品珍鉴赏等，现场聆听

清华大学薛平教授专题讲座，在活动
中不断发掘自己的潜能。

活动中，孩子们参观了上海军委纪
念馆和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还去了东
方明珠、世博会中国馆，感受到上海这座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不仅拥有繁华的城
市风貌，还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科
技创新。同时，上海人的热情好客，也在
孩子们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宝贵的
精神财富，激励他们在未来的人生之路

上心向光明，勇往直前！
活动还安排了周末手拉手结对活

动，孩子们受邀走进上海同学的家庭，
和同龄小伙伴一起畅聊各自的学习生
活，亲身参与领略上海的风土人情。之
后的营员联谊活动，更促进了革命老区
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交流，让他们互相
了解、相互帮助，全面培养了孩子的表
达能力，并拓宽了他们的视野。

这真是美好而充实的一周！活动

结束后，孩子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研学基
地。留恋和收获的不仅是孩子们！这次
研学之旅对我们学校来说也意义非凡，作
为延安革命圣地的一所红军小学，我们会
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托起
明天的太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
不移地传承红色基因，发挥阵地教育的积
极作用，培养同学们争做时代新人、争当
双好少年！
（延安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教师 李萌萌）

小时候，物资匮乏，我们天天数日子
盼过年。长大后出去求学，心中期盼寒假
快点到来，回家过年与父母姐弟团聚。现
如今，人到中年，不再喜欢过年。

80后的我们，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
庭贫困，上初中之前没去永坪镇赶过集。
所以每到过年前，父亲牵着毛驴，拉着架
子车到永坪镇赶集，变卖家里的粮食，换
成了钱，才能置办年货。所谓年货，就是
地摊上摆的散称水果糖、果丹皮和苹果、
皮冻等。当然，父亲还会给我们姐弟几个
买回几个“干饼子”。我们为了等上这些
为数不多的好吃的，蹲在大门口，一直等
到天黑，父亲才能回来。

其他年货基本都不怎么花钱。瓜子、
花生都是父母自己种的，父亲亲自用柴火
炒的，吃起来比现在香多了。年前还要做
油馍馍、油糕、黄馍馍，这些都是自家种的
软米、黄米。做的前一天，要洗净浸泡一
晚，控净水分，然后毛驴推碾子，碾米、筛
面、蒸熟、揉搓成长条状，冷却、切片、油
炸，便做成了油糕，咬一口，满口留香！油
馍馍面碾好后回来发酵、油炸，软糯香
甜。黄馍馍发酵后，包着红枣和豇豆的馅
儿，蒸熟后色泽金黄。这些都要做很多，
存放在外面的天然冰箱——用石板做成
的“肉仓”里，一直从腊月吃到正月十五结
束。

至于肉，一年基本上见不到。只有过
年的前一天，父亲才把自家喂的猪杀了，
然后将好的部位卖了钱，剩下不好卖的部
位给我们做成菜多肉少的酥肉、丸子，还
有那永远吃不够的红烧肉，那都是一年少
见的肉腥味儿，可我们姐弟几个吃得满
足，吃得可口，吃得难忘！

上初中，我考到永坪中学，过上了住
校生活，要缴学费，所以家里的经济更拮
据。每到年前，杀猪、卖粮的钱，父亲都要
攒下来为我准备学费。年货并不比以前
多很多，只记得多了一项，就是父亲赶集
回来会扯上几尺布，母亲用缝纫机给我们
姐弟做上几件新衣服，这就是父亲给我们
讲的“辞旧迎新”吧。其实也趁不上，因为
到了第二年，姐姐的衣服变小了，就给我
穿了，大弟的给小弟了。

寒窗苦读三年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光荣地考上了陕西省洛川师范学校。
我们班七十多位同学，考上公立师范的只
有四位，其中就有我，而且国家包分配工
作，那是何等的幸运啊！上了师范后，我
经常练习毛笔字，书法老师要求很严，所
以我寒假回到村里，总要忙上几天，忙着
给村里人写对联。每每我写好一副副红
红的对联，父亲脸上总是洋溢着自豪而灿
烂的笑容！

记得我上师范的三年，我家的年夜饭
有了变化。不再是以前母亲炒的白菜、粉
条、土豆、猪肉几样混在一起的大锅烩，而
是变成了几个独立的碟子。这都是姐姐
的功劳，姐姐为了让我读师范，自己去北
京打工，出去见多识广了，所以回家过年
给我们做了不一样的年夜饭。

我参加工作后，我家的生活逐渐变好。
过年前，我用自己攒下来的工资为父母买了
新衣服，各种水果、饮料，父亲的烟酒，做年
夜饭的蔬菜。除夕夜，父亲穿着新衣服，吃
着丰盛的饭菜，喝着酒，和我们姐弟几个围
坐在饭桌前说说笑笑，满脸的知足，满脸的
幸福……让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时我家满
屋飘香，满屋的年味！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
过几年，父亲因病去世，我心中的年味再也
没有了以前的滋味……

如今我成家立业，孩子都上大学了。
每到过年，母亲和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享
用年夜饭时，唯独缺少父亲……

（延川县永坪镇第一小学教师 刘文霞）

去上海参加“攀登营”

● 孩子们参观上海军委纪念馆

● 孩子们学习制作创意彩泥

● 孩子们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前

清晨，走进校园，听着孩子们清脆的
问候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其中的幸
福感只有当老师的才能体会到。

我是班主任，每天到校第一件事就
是检查教室和校园清洁区的卫生，必须
要打扫彻底。最让我头疼的是，进入冬
季，一刮风满地厚厚的树叶，孩子们根
本扫不动，只有我上手帮忙才能打扫干
净。下雪天也是一样的，当然孩子们很
开心，有我在他们的快乐多起来了，和
我聊天，帮我打下手，总之喜欢围绕在
我的左右，像一群小鸟叽叽喳喳。这也

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偶尔打雪仗，玩树
叶，一起去倒垃圾……有我在，他们也
不会被值周生批评卫生不干净。他们
常说：老师，学校里你是我们的靠山。
捧得我老开心了。不过，也的确如此，
同学之间有矛盾了，和其他班孩子打架
了，课间玩得受伤了，都会第一时间告
诉我，虽然处理他们的事情也很麻烦，
可我乐此不疲。

记得一次体操比赛，我们班得了第
一名，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待在操场上
不走，要和我一起合影留念，我当然同

意。没想到，拍完照他们异口同声地
喊：老师谢谢你，有你真好，我们要一路
向阳。听到他们的喊声我激动得热泪
盈眶，一群小可爱也懂得感恩了。每次
考试成绩得了年级第一，我就会买一些
学习用品、小零食作为奖励，他们如获
至宝。所以学习也很努力，总是期待考
试，期待第一，期待我的奖励……我也
从不食言。

那年母亲去世，我请了两周假，心
情很低落，提不起精神。进教室上课，
我推开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黑板上

写着：希望老师开心，欢迎回家。讲桌上
放着各种贺卡、纸条、小礼物，一些孩子手
举小黑板写着想我、爱我的话语，瞬间我
的眼泪崩塌，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我还
想，小小的他们不懂这些，可是他们总给
我惊喜，我没有理由拒绝这份沉甸甸的
爱，我也只能拼尽全力付出才能对得起这
些可爱的孩子。

在小学的六年时光里，我会和你们一
起努力，一起成长，一起见证你们的美好，
一起迈开大步，一路向阳。

（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教师 薛玉梅）

一路向阳成长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