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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印记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
更著花”。对于这两句久传不衰的
古语，也许有人还不甚理解，可只
要听听甘泉县年逾古稀老干部白
耀双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你就
会很快读懂其中的深刻含义。

在享有“美水之乡”美誉的延
安市甘泉县，白耀双老人“情系下
一代、大爱育花红”的高尚情怀广
为传颂。这位老人生于 1948年，
1969年参加工作，1976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小学教师、
乡文教专干、八年制学校校长、乡
长、交通征稽所所长等职。2006年
退休后，他没有休闲在家坐享清
福，而是积极投身关心下一代的崇
高事业，发挥他多年从事教育工作
的专长，担任了住地附近的杨家砭
小学的校外辅导员，主动配合学校
为加强和改进学生的思想道德建
设、推进素质教育默默奉献。

他为了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做
得更实、更细、更好，给更多的孩子
以更直接、更直观、更有效的爱党、
爱国、爱家乡的爱国主义教育。他
想到自己多年收集的老照片，萌生
了创办一个老照片展览馆的想法，
并得到了全家人的赞同和支持。
他不顾年事已高，风尘仆仆上延
安、下西安、走机关、去农村、托熟
人、找朋友，甚至自己掏钱重金购
买，想方设法，搜集珍贵资料，丰富
珍藏内容，他把自家小院 2层 260
多平方米的房间改作展室，自筹资
金，自己修缮、自己设计、自制展
板、自写讲稿、自己布展。历经 4
年夜以继日的辛勤付出，终于在

2020年 6月建成了形式新颖、内容
丰富、品位高雅的家庭老照片馆，
并正式对全县广大青少年和干部
群众开放。他热情地为到访中小
学生和来访者亲自讲解介绍，亲自
叙述每张老照片的动人故事，让人
感动，给人以启示，给青少年以教
育。

该展览馆以“甘泉记忆”为总
名称，以新中国不同时期 2000多
张照片为内容，分为“建国伟人风
范”“甘泉革命功臣”“党政军民风
采”“北京知青在甘泉”“科教文卫
记忆”“农业农村农民”“老城老家
故事”“县办厂矿企业”“公检司法
掠影”等 9个类别，用他收集珍藏
的老照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立

体形象地展示了党的光辉历程，甘泉
县的红色历史和甘泉县历史变化及
社会发展，记录了甘泉县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
想、锐意进取，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丰富
的内容、真实地记录、直观地展示，展
现了甘泉县 70多年来的最美画卷。
在美水之乡创建了一处融爱党、爱
国、爱家乡于一身，集新中国成立初
期、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为一体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为全县的党政干部，社会
各界人士，特别是县内的中小学生提
供了最直观、最有效的教育场所。

老照片馆自建成以来，赢得了各
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的肯定和高

度赞扬。甘泉县关工委把该馆确立
为青少年“三爱”教育基地，参观研学
的人络绎不绝，仅全县中、小学生就
达 1.5万多人。他们在参观研学之
后，通过召开班、团、队会、举办征文
比赛、创办手抄报等形式，纷纷畅谈
自己的收获体会、抒发自己爱党、爱
国、爱家乡的真情实感，表明自己争
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勇于担当民
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信心和决
心。一些学生还把白爷爷的老照片
展览馆视为节假日学习提高的好去
处、看作是校外辅导站，经常到那里
去看照片、听白老讲老照片背后的故
事，深刻感悟这位老爷爷的高尚情怀
和人格风范，为自己的学习和成长找
到了榜样、增强了“底气”和动力、平
添了“生气”，激励自己“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

有付出就有收获，有奉献就有回
报。白耀双老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默默无私地奉献和付出，受到党政领
导的重视和支持，受到社会各界的高
度赞扬和敬佩，社会反响强烈。甘泉
县委、县政府授予他“最美甘泉人”荣
誉称号，甘泉县委授予他“十佳优秀
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省委宣传部、省
文明办、省妇联、省委网信办、省广播
融媒体集团授予他“陕西省五好家
庭”称号。老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而
是把这些荣誉作为一种激励，以“七
十不言老，事业常求新”的精神，继续
不遗余力地为甘泉青少年服务，把老
照片展览进一步办好，把自己热爱的
关心下一代工作做得更加富有生机、
更加卓有成效，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白耀双：老照片映红夕阳美 办展览爱洒青少年

一、陈嘉庚为什么坚持
去延安：诚实守信，疾恶好善
的重德精神

1940年春，陈嘉庚发起组织
“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
国，希望用海外千百万华侨的热
心支持来激励国民政府提振抗日
决心。3月 26日，陈嘉庚一行 50
余人飞赴重庆，开始了慰劳视察
之行。但是，陈嘉庚并不满足于
在重庆一地的慰劳视察，他表示

“若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
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
庶不负侨胞之委托”。

陈嘉庚为什么会执意要去共
产党领导的地区呢？原来 1939
年国民党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大造共产党的谣言，说得
十分可怕，但他并不盲目听信，他
说：“凡未到延安之人，谁能辨其
真伪，余亦是疑信参半，所以必要
亲往。”他说：“我自信所能者仅为

‘诚信公忠’四字”。他一生讲究
诚信，对那些危言耸听又涉及国
共两党紧张关系的说法，要自己
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才能信实。
这就是他亲自回国，以至冲破一
切阻碍访问延安的动因。因此，
任何人劝说、阻拦甚至威吓，他都
不为所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嘉
庚精神中有一种与延安精神相
通、相契合的内涵，这就是求实精
神。陈嘉庚精神中的“诚信公忠”

“诚实守信、疾恶好善”的精神与
延安精神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尽管蒋介
石及其周边的人都给他吹风，大
造共产党的谣言，但陈嘉庚就是
不信邪。蒋等千方百计阻挠他去
延安，但他就是偏要去。是什么
支撑他这样坚定不移，排除万难，
不顾阻挠？他的回答是：“我相信
我的眼睛。”追根寻源，其根本逻
辑就是“诚信公忠”。这就是陈嘉
庚精神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
神的相通相契之处。

二、陈嘉庚怎样在延安
考察：重义轻利、公而忘私的
奉献精神

陈嘉庚在延安的视察过程和

方式，凸显了陈嘉庚重义轻利、公
而忘私的奉献精神。他在访问中
总是不辞辛苦，住简陋的窑洞，看
普通人的生活，调访延安的市场，
与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农夫学生各
色人等交流，一心想的就是看到
真相。他这样做了，他也看到了
他想看的真相。

1940年 5月 31日傍晚，陈嘉
庚一行抵达延安城。延安各界
5000多人到南门外举行欢迎会，
气氛热烈。第二天上午就由八路
军总司令朱德偕夫人康克清陪同
参观延安女子大学。陈嘉庚在延
安第一个视察项目为什么是女子
大学呢？显然因为在之前听到了
很多谣言。视察中陈嘉庚详细了
解了女学生们的生活、学习和工
作状况，完全打破了之前的不实
传言，而且了解到，共产党使当地
的妇女生活和思想状况有了极大
改善。

视察中，朱总司令衣着朴素，
平易近人，走在街上像普通士兵
一样，跟国民党高官的气派完全
不同，陈嘉庚不禁心生感慨。下
午，朱德陪同陈嘉庚到杨家岭会
见毛泽东，老远就看见毛泽东在
一个人站在窑洞门口迎候，完全
没有什么阵仗。毛泽东的窑洞里
陈设简单得令人惊讶，只有一张
桌子，十几只七高八低的板凳椅
子，只有墙上挂的一幅地图，显示
出主人与众不同的身份。陈嘉庚
和毛泽东进行了坦诚相见的长
谈，并与各界人士深入交谈，亲眼
所见、亲耳所闻，边区军民的抗战
成果让陈嘉庚十分赞赏。

陈嘉庚访延安的方式与过程
展现出陈嘉庚的一种重义轻利、
公而忘私的精神，不在意自身的
处境和待遇，不在意物质条件，不
辞辛苦而重在公义。与此同时，
延安的从上到下、方方面面，也同
样展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时时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的公义
精神，这也是让陈嘉庚产生感同
身受的共鸣之处。

三、陈嘉庚在延安看到
了什么：刚健果毅、坚忍不拔
的自强精神

陈嘉庚在延安短短8天考察

的结果，可说让陈嘉庚大开眼界，
与之前的预测和预期完全不同。
边区同心同德团结抗战，妇女地
位明显提高，农民开垦土地概归
农民，无苛捐杂税，县长民选，励
精图治，治安良好，官民平等，没
有特权阶层，民众安居乐业，物价
平稳，广设学校，缠足与鸦片均严
厉禁绝，医院诊疗免费。

最触动陈嘉庚的是在延安所
见与重庆的巨大差别，重庆所见
冗员遍地，穷奢极侈，长衣马褂，
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
酒楼应酬等，在延安都绝迹不
见。两相比较，优劣自见。而这
种延安精神，正与陈嘉庚本人坚
忍不拔、励精图治的自强精神相
契合。在陈嘉庚看来，延安之所
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当然是
边区领导者坚忍不拔、励精图治
的自强精神的体现，而又得到边
区军民的响应，形成自立自强精
神，这也正与陈嘉庚历来所倡导、
力行的民族自强精神契合。

陈嘉庚一生艰苦奋斗，靠努
力打拼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
为一代侨领，因而他对自立自强
与奋斗精神具有一种与生俱来
的敏感。他一以贯之的艰苦朴
素、勤勉节俭的清廉精神、与时
偕行、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使
他对延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创业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陈嘉庚在延安所见到的，正是他
所期望、所力行、所赞赏的“廉
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的政
党德政和良好的社会面貌。因
此，他对延安的充分肯定，本质
上与他本人一贯的作风、理念与
精神相一致的。

四、陈嘉庚怎样看延安：
陈嘉庚精神与延安精神

在将延安与重庆做比较之
余，陈嘉庚有一点意味深长的深
思：“设共产党若握着东南富庶
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
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
安之精神乎？”在这里，他提出了
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延安精
神”。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人
使用“延安精神”的概念，这是具
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而这出于爱

国侨领陈嘉庚之口，这是具有特别
重要的象征意义的。而他对延安
精神的解读是“廉洁，兴利除弊，为
人民造福”，则又是十分准确深刻
的。

陈嘉庚一生孕育了可钦可敬
的陈嘉庚精神，其基本内涵为：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
神；2.重义轻利、公而忘私的奉献
精神；3.诚实守信、疾恶好善的重
德精神；4.刚健果毅、坚忍不拔的
自强精神；5.艰苦朴素、勤勉节俭
的清廉精神；6.与时俱进、革故鼎
新的创新精神。从中不难发现，这
些精神在本质上与延安精神是相
容相谐，以至相一致的，在相当程
度上也是同质共生的。

爱国主义无疑是延安精神的
基本内涵，这在延安精神中已经是
不言而喻的背景和底色；重义轻
利、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与延安
精神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可说完全一致；诚实守信、
疾恶好善的重德精神，与延安精神
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完全
一致的；刚健果毅、坚忍不拔的自
强精神，也与延安精神中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完全契合；艰苦朴素、勤勉节俭的
清廉精神，更是与延安精神中的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完全吻合；与
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则
在根本上与延安精神相契合。

从总体上看，陈嘉庚精神与延
安精神无疑是完全相通、相契、相
容、相谐，且有很多同质共生的内
涵。可以说，陈嘉庚精神也是接
受、吸收了延安精神中的丰富内
涵，再加上本人的人生经验、实践
与思考，长期淬炼而成；而延安精
神在凝聚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
共产党人思想精华的同时，也吸
收、融汇了包括陈嘉庚这样的志士
仁人的美德和精神风范，从而孕育
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而陈嘉
庚精神与延安精神就在对于延安
实践的评价上交集、交汇，形成了
陈嘉庚的延安观，从而带来了他对
延安与重庆的对比和迥异的评价，
并喊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作者单位：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陈嘉庚的延安观及其所蕴含的精神
高慧琳

陈嘉庚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40年5月31日到6月8日访问了延安，之
后发表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等言论，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什么陈嘉庚在重庆待了好几个月，并无好感，而到
延安仅仅8天，却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呢？他在延安究竟看到了什么？为什么延安能引起他如此的共鸣呢？他
怎样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结论的？事实上其中都是有其缘由和必然性的。

● 白耀双（左一）向参观人员讲解老照片

“习武的目的不是称霸或者胁迫他人，而是培养自信、自立、自强的
人格和宽容博大的胸怀。”59岁的伊拉克武术爱好者苏兰表示，这正是
中国在他心中的形象。

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苏莱曼尼亚市的一间武馆内，
100余名当地武术爱好者身着中国传统练功服正在练习武术套路，一招
一式干净利落，“嘿哈”之声铿锵有力。

尽管天气已转凉，但武馆内的氛围依然火热。木人桩前隔挡推打，
梅花桩上身轻如燕，学员们训练得不亦乐乎。武馆创始人布尔汉穿梭
在队列之间，不时纠正和指导技术动作。

和一些喜爱中国武术的外国人一样，布尔汉因李小龙的电影与中
国武术结缘，找书籍、买光盘、在当地拜师学艺，痴迷武术的布尔汉 8岁
就开始了习武之路。伴随练武，布尔汉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日渐浓
厚。“学好中国武术必须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和蕴含的思想。阿拉伯格言
说，‘求知，哪怕远在中国’，习武亦是如此。”

2011年，怀揣着多年“功夫梦”的布尔汉踏上了前往中国武术之乡
河南登封的习武旅程。这趟圆梦之旅让布尔汉得以接受全面系统的武
术培训。

随后几年，布尔汉多次前往中国习武深造，得以更好理解不同武术
流派的文化逻辑和武术精神。“少林功夫讲究内外兼修，太极强调以柔
克刚，咏春注重刚柔并济，中国武术一招一式都蕴含着传承千年的哲学
精髓。”

2017年，布尔汉在苏莱曼尼亚市创立武馆，教授中国武术并介绍中
国文化。武馆已累计招收超过 3000名当地爱好者，其中既有少年，也有
长者，他们在练习中国功夫的同时体验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通过学习功夫，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苏兰告诉记者，
15年的习武历程让他认识到中国功夫的内在本质并不是比武斗狠，而
是“勇于向内心的怯弱发起挑战”。

今年 17岁的武馆学员丹尼尔出生于深圳，在中国生活过 5年，随父
母返回伊拉克后，丹尼尔时常想念儿时在中国的时光。

“我总想找寻一些有关中国的记忆，直到我发现了这家武馆——它
把我和中国再次连接在一起。”丹尼尔说，“尽管学习功夫的过程有些艰
辛，但正是这份磨炼让我更加自律，不断汲取永不言弃的力量。”

“我很高兴地看到，许多学员因为习武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在布
尔汉看来，中国功夫是伊拉克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中国人
常说以武会友，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友善与胸襟。”布尔汉说。

苏莱曼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应运而生、萨拉赫丁大学中文系持
续扩招、首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中国电影周”隆重举办、赴华夏令营报
名选拔热火朝天……近年来中国文化在库区持续“圈粉”。古老的文明
因丝绸之路相遇相知，如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征程上交相
辉映。

中国驻埃尔比勒总领事刘军表示，人文交流是促进中伊两国民心
相通的重要途径，根植于两国人民心中的友好情谊将代代相传，历久弥
新。

“习武拉近了我们和中国的距离，带来人与人、心与心的沟通。”布
尔汉说。

夕阳西下，布尔汉抱拳告别每一位学员。窗外远山绵延，环抱着苏
莱曼尼亚这座静谧的小城，静待下一个黎明。

习武知中国
新华社记者 段敏夫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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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她的带动下，南沟村一些农村妇女主动加入剪纸艺术工作室，提升

剪纸技艺的同时，也多了一份收入。“自从开始系统学习，我也对剪纸入迷
了，平时自己设计花样，也能放在景区售卖，增加家庭收入。”38岁的村民
薛海艳说。

文明乡风浸润人心

乡风文明是乡村全面振兴之魂。80年前，共产党员张思德在距离南
沟10多公里处的洛平川村烧木炭时牺牲。这么多年，这里的村民也深受
这种精神影响，向上向善、勤俭节约、孝老爱亲等良好风气在村里广泛弘
扬。

李梅是南沟村其中的一个典范，虽然年仅 37岁，但她已经成了村里
有名的养殖“专家”，喂有100多只羊和80多头猪，养殖经验丰富。

同时，村上还通过“习语”广播室和政策“小喇叭”，常态化开展政策理
论宣讲；通过开展“身边好人示范”“老支书说事”“村民评理”等活动，让老
支书、老党员、身边好人成为移风易俗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引领者；定期开
展“好媳妇、好丈夫、好妯娌、好儿女、好公婆、好邻居、好青年”等身边的榜
样评选表彰活动。

“现在，我们村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乡村振兴事业中，在产业发展、文
化传承、乡村治理方面，涌现了很多典型模范，为村上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带动
作用。”张润生说，下一步，要多渠道提升妇女创业就业能力，拓宽妇女增收致
富途径，让巾帼力量成为促进乡村振兴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大家齐心协力
一起把家乡建设好、发展好，让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

站在高处，南沟村尽收眼底，正午阳光铺洒在山坡上，金灿灿的，耳畔
传来的信天游里充满了喜悦，令人心生暖意，对下个春天充满期待。

一个“拐沟村”的冬日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