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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是红色资源大市。传播红色文化、
凝聚奋进力量是我们不懈的追求和使命担
当。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
及旅游价值，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发
展，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六安市广播电视
局联合安徽电影集团，接续承办全国首个
以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为主旨的大型微电影
(短视频)活动———“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
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7届，累计
征集红色微电影、短视频作品1 . 5万余部，
新媒体话题参与总量超25亿人次。盛典先
后入选新华网“全国最具影响力文化企业
品牌”、国家广电总局“视听中国”大型国际
传播活动、安徽省文化强省建设重点文艺
活动、安徽省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创新实践
十佳案例等，荣获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
竞争性项目奖励。

聚焦内容生产 讲好六安故事

盛典以“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为主题，搭建了一个集征集评选、展播
展示、研讨交流、文旅产业融合为一体的红
色影视内容生产传播平台，先后在人民大
会堂、中共一大会议旧址等地举办启动仪
式，开展了十大将军县共话红色故事、重走
红军路、长三角广电系统共襄盛事等活动，
吸引了全国各地影视制作团队、爱好者以
及观众的广泛参与，7届共征集作品1 . 5万
余部，推优作品600余部，进一步促进了六
安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与合

作，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红色微电影盛典聚
焦红色文化、走进红色六安，六安红色文化
资源感召力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旅游产品
吸引力。

2014年，全市共接待游客6870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22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21%和29%。其中，红色旅游接待游客
数量达1614 . 5万人次。“研学大别山 行走
的思政课”已成为六安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建设文化强市的新品牌、新动能，“绿水青
山 红色六安”的知名度、传播力和影响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

多终端多平台 传播全面覆盖

盛典持续通过主流官方媒体、新媒体
矩阵、自有媒体进行组合传播，积极放大声
量。同时陆续在抖音、快手开设#加油 红
色热土、#快拍红色百年风华、#喜迎党的二
十大 两源两地再出发、#星光石库门 燎
原大别山、#壮歌七十五载 共谱盛世华章
等话题进行宣传。盛典晚会连续多年在
CCTV6“中国电影报道”新媒体平台直播，
并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宣
传推广。
第七届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自启动以

来，受到新华网、央广网、新华社客户端安徽
频道等中央、省、市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宣
传推介，各媒体平台聚焦六安，推介六安，竞
相报道。人民网以《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缘
何落户六安》长文报道本届盛典，中国新闻
出版广电报为盛典发布长文《做强红微盛典
传承红色文化》，《中国电影报》刊发专题

文章《红色微电影盛典砥砺前行唱响全国》，
称赞以红色文化引领城市又快又好发展。

《安徽日报》以《表白家乡 影音创意无限》
为题，点赞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

服务产业发展 推动文旅融合

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不仅搭建了内容
传播平台，也推动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
的融合发展。结合举办地六安市文旅资源，
先后开展了“走进大湾村，追寻红色足迹”

“打卡红色金寨”“印象大别山”创作采风等
红色精品旅游活动近10次，挖掘当地红色
资源，了解革命人物事迹，策划创意选题，
拍摄《红色记忆》《红旗飘扬》《红军公田碑》

《咱文化人》《我有两个太爷爷》《我的名字
叫立夏》等宣传六安红色文化的微电影作
品，将六安旅游资源通过采风选手、微电影
作品宣传到全国各地。其中《我有两个太爷
爷》荣获2024年“中国梦 新征程”原创网
络视听优秀节目一等奖。

同时，通过子活动“六安好物市集”打
造非遗文化体验街，由非遗传承人现场展
示六安瓜片、大红袍油纸伞、葫芦烙画、六
安黄大茶、舒席、翁墩剪纸等非遗文化产品
制作工艺，将六安红色元素与当地非遗文
化深度融合。依托中国微电影盛典多角度、
全方位、持续传播，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助推文化繁荣、旅游
兴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举。

创新内容形式 打造活动亮点

第七届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结合新中

国成立75周年，紧扣“壮歌七十五载 共谱
盛世华章”年度主题，在积极倡导创新讲好
红色故事的同时，增加征集短视频作品，突
出网络快捷传播特性，邀请全国影视爱好者
用镜头记录红色故事，用精品展现时代精
神，引导盛典活动持续放大效应。征集时间
历时4个多月，组委会共收到专业机构、个
人、团体等2000余部投稿作品。作品涵盖北
京、上海等20多个省市地区，澳门科技大学
等近20所高校也踊跃参加。作品质量较往届
有了较大提升，空军政治工作部、上海风语
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禾影业(深圳)
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的影视机构纷纷参
与，均拿出重磅作品并入围组委会推优榜
单。盛典作品终评会在安徽广电中心召开，
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等给
予专业指导支持，最终评选出最佳微电影10
部、最佳短视频10部、优秀作品60部以及最
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
佳美术5个类别单项奖各1部。
同时本届盛典设置全新的进校园活

动，更加贴合年轻群体，由资深导演结合往
届经典作品，向影视专业学生授课，实现学
术互动与活动宣传双效合一。第七届盛典
以其“主题的鲜明性、参与的广泛性、作品
的深刻性、影响的持续性”受到社会各界的
重点关注与充分肯定，越来越多的人通过
红色微电影盛典开始关注“红色文化资源
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关注“六安是中国
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
地”，关注“六安正在奋力打造繁荣兴盛的
文化强市和高品质旅游强市”。

在革命战争年代，六安30万儿女英勇献身、28年红旗不倒，走出了洪学智、皮定均等108位开国将军，铸就了“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
被誉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皖西人民依靠肩挑手抬兴建了新中中国成立后全国最大灌区——— 淠史杭工程，孕育出“自力
更生、顽强拼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淠史杭精神，书写了新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近年来，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夺夺取脱贫攻坚伟大胜利，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
面小康社会。应该说，无数皖西儿女前赴后继，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彪炳史册册的功勋。红色，已然成为六安最鲜亮的底色。

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

红色光影中的文化传承与时代担当
夏小敏

走在皖西的山水里，我穷尽脑海里
储藏的词汇，竟翻不出一个词足以形容
她的美。
太美的事物会让人怀疑她的真实

性。眼前的山水太美了，也让我怀疑是否
在仙境。
这片山水非天造地设，似乎是按照

崇高的美学观念画出来的。是上苍用心
泼墨写就的一幅大写意，墨韵酣畅，意趣
饱满！

山是绿色的山，碧绿碧绿的。丰满而
温润，茶树、翠竹是它的衣裙，走近它，既
不见石也不见土，只见树影幢幢，龙尾森
森，上不见天日，处处虫唱鸟鸣，外静而
内喧。山不太大，可人又亲近。但它多，一
座连着一座，一片连着一片，你站在一座
山顶向四周一看，第一个蹦出来的词是

“山海”，山的海洋。那天下午，友人陪我
们拜谒护国寺。当我们爬上护国寨的顶
峰向四周一看，那情景真的难以描述，四
周皆是山，连绵起伏，有攒在一起的，有
似断实连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大多
呈玲珑娇小状。此时，夕阳正西下，西天
灿烂辉煌，近处的山被余晖笼罩着，颜色
随光影变化，美轮美奂；远处的山峰在山
岚中隐约朦胧，如海岛仙山。

山形多变，它像什么，完全视你看它
的距离和角度。“瞧，那是美女峰！”出租
车司机为了让我们看到美女峰，特意调
转车头，把我们送到迎驾阁。我们站在桥
边一看，那可不就是一个仰面躺着的美
女吗？眉眼清晰，秀发飘逸。但同是这座
山峰，傍晚时分，我们站在落儿岭小镇的
白鹭园看时，那就是一个伟人的形象，五官、神态逼真。星月在天，
山色幽深，一片寂静，伟人正在安息。
正因为如此，在我们民族遭受侵略者入侵时，美丽的大别山隐

藏着抗击力量，这股力量最终燃起燎原之势。这里若是藏起一支军
队，外人怎么能找得到？我们能欣赏它的美丽，也能熟悉它的变化。
别人可不行！

山和山之间流淌着的是水，大概是水绕着山转，或者说山护着
水。佛子岭水库、淠河、磨子潭水库，还有那些没有名字的山涧溪
流，跌落谷底深潭的瀑布，碧清透底。不知道是不是山的青绿濡染
了它？也许它本来就是山的镜子。山的形象装满了它，你说那是山
的倒影，不确切，是山对镜梳妆打扮呢！一棵树一根草也都肌理毕
现呢。
水中有奇石，在迎驾阁边的东淠河中有一块巨石，它承载了一

个惊险而美丽的黑石渡传说，怀孕的王妃被朝廷官兵追杀，慌不择
路，遇黑石奋力一跳而渡湍急河流，在落儿岭产下太子，又在洗儿
塘为太子洗礼。这太子终成一代君主。美丽的传说为美丽的皖西山
水镀上了一层神秘而古老的色彩。

最壮观的是佛子岭大坝，那是人类的大手笔！漫步大坝上，远
山近水尽收眼底，脑海中浮现的是当年大坝总指挥汪胡祯匆忙的
身影，肩抬手挖，打钎举锤的人们，用智慧用力量甚至用生命把这
里的水管理起来，水变成了水利。

初夏烟雨中，我们驱车在磨子潭水库边转悠，那山和水在朦胧
的青纱帐中相依相偎，那一只小船在水面似漂实停，一拐弯一枝红
叶伸向水面，哪里不是一幅画？

山的皱褶里藏着的是人家。如果山水泼墨用大写意，这里得用
工笔勾勒了。这些小小的村庄像是躺在大山的摇篮里。安逸而闲
适。有些村庄很小，小的也就一两家，一块平地上建造一两幢房子，
白墙黛瓦，门口种着蔬菜，茄子辣椒西红柿，一只大黄狗懒懒地趴
在大门边，眼睛半睁半闭，意态闲适安逸。山里的小镇夜晚来得早，
晚霞还在西天，他们已经吃完了晚饭。

山的皱褶里还藏着许多“三线”工厂，如今虽已废弃，但那些厂房
却静静地待在那里，似
乎在诉说着当年的辉
煌，有的已经被开辟为
民宿，正在演绎着另一
种故事和精彩。
走在皖西的山水

之间，如走在画中，不
要说“景点”，这里处处
是风景。

早就想到迁址后的市特殊教育学校去看
看了，因为对它很有感情。我曾踩着泥泞参与
迁建前在长安路上的学校的选址与规划，参
与了现在学校的迁建规划与设计。我1992年
调入教委直到2019年回到教研室，在基础教
育科长达27年，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直是我的
服务对象。我同首任倪校长、继任周校长、现
任陈校长都很熟悉，多次到学校开展工作、参
加活动。每次到学校都是一次心灵心智的震
撼，都有一次至仁至善的洗礼。

2024年12月30日，冬阳灿烂，照耀着我
们，温暖着大地。市特殊教育学校举办“迎
2025年元旦学生文艺汇演”，应邀前往观摩，
终有机会遂愿。

我们一行通过严格的门岗，穿过右侧标

准的塑胶运动场、左侧6个自
成单元现代而美丽的楼房。径
直往里走，感觉学校很大，很
美观，功能区规划很合理，整个
校园环境使人感到疏朗清爽、
简洁圣洁、温暖宜人。终于在学
校北门附近的一座宏伟的建筑门
前停下，迎接我们的陈中芳校长介

绍说，这楼下的一层是学校大餐厅，
演出在楼上的大礼堂。
嗬！好高档，好热闹啊！全体师生400多

人、部分家长和县区特教学校的教师代表共
有600多人济济一堂。大舞台上宽大的主屏、2
个高大的侧屏、台口上方的电子屏，台上的演
出灯、大厅顶灯、学生手持的荧光棒，齐放光
芒，大堂之中五彩缤纷，光明辉煌。大厅内弥
漫着热情和暖意。各色气球把舞台打扮得更
加美丽。

伴随着振奋人心的音乐，两位男女主持
和一名手语翻译，快步上台，精神抖擞。主持
人用清亮、优美的普通话向大家表示欢迎，希
望同学们精彩表现。翻译教师手指同步翻飞，
表情亲切动人，发自内心地向聋童传达主持
教师的意思和情感。
校长陈中方上台致辞，告诉大家我市特

教学校2024年在做好常规教育教学工作的同
时，承办了省市级特教校长会议，展示了我市
特教风采。今天活动是为了丰富同学们的校
园文化和节日生活，展示学校素质教育成果，

为此各班级都进行了长时间的排练和全面准
备，听来令人振奋和鼓舞。

演出在隆隆震天的《鼓舞青春》中拉开序
幕。10位高年级培智班学生面前10面大红鼓，
簇拥着一个壮实的少年郎。但见他身着白色传
统服装，在舞台中央伴着鸟鸣、音乐，移步换
形，施展举脚，行云流水，自信阳光。鼓槌翻飞，
鼓声齐鸣，忽快忽慢，或急或缓，好不威风。台
上的自信，台下的感动。培智生动作流畅不生
硬难，动作整齐划一更难，可是他们做到了!
中专班8名培智女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青年各色服装、各种头饰装扮，围着一台双卡
录放机跳起《复古Disco》，欢快青春，有模有
样，青春唯美，我们老一代人仿佛回到当时烫
发、喇叭裤的青春时尚年代，不免泛起甜蜜和
青春冲动。

16名中低年级培智班学生，身着大红上
衣、蓝色裤子，足蹬白球鞋、双手各持一个心
形红福袋，俨然是吉祥娃娃。他们摆成三组图
案，伴着吉祥的音乐，左右踮脚甩手。红红的
福袋带着流苏在他们胸前忽左忽右划动，感
觉就像吉祥幸福与快乐围绕着他们欢舞。

7名聋童表演《你要跳舞吗》。他们随着动
感的音乐跳起来，那么欢快，那么整齐，表达
着他们内心的纯真快乐，展示着他们的青春
活力，令人振奋。这些聋童跳得这么整齐，这
么有表现力是怎么做到的?陈校长告诉我们:
他们一靠现场音乐的震动，二靠台下舞蹈教
师用动作、表情指挥，三靠一遍遍反反复复的

练习。啊，多么聪明，多么有机灵，多么热爱跳
舞的特殊孩子呀!

12名中专部女生身着白色连衣裙，都公
主般，在《星星》感人的乐曲中，在漫天的星星
情境中，双手持着星灯，表演起柔美抒情的舞
蹈，令人如痴如醉。但谁也想不到这些跳着优
美舞蹈的漂亮女孩儿，原来是“星星的孩子”
啊，在特教的抚育下，能有如此可喜的变化。
打击乐《童年叮叮当》节目更令人不可思

议。30个低中高三个学段培智班的孩子，混合
组成三组，每人手持打击乐器，跟着音乐敲击
作响。时而合奏，时而一组一组分组演奏，配
合整齐，衔接自然无缝，表现出童年就是快乐
的叮叮当的感觉，真是难能可贵。要知道，这
可是对于普校的孩子都不容易做到的。

后面三个舞蹈，有11人表演的《满怀可爱
的童年》，有15人表演的《逐梦》，有10人表演
的《相亲相爱》，都很精彩。
整场9个节目衔接紧凑，演出流畅，这对

于都是特教孩子，特别是每个节目都由多人
参演来说是多么的不易，出人意料。整台节目
励志，符合特教孩子特点，演出很有质量，反
映出他们的生活，表达了他们的心情，如阳光
弥漫舞动。每个节目参演的孩子不是一个两
个，大多在10人以上，最多的竟达到30人。这
不仅加大排练、演出的难度，更重要的是体现
了学校面向全体的办学理念。这，连同精彩的
节目令我们感动、感佩，为学校在内涵上的发
展感到高兴。

学校2021年迁入新址，办学条件极大改善。
新校占地160亩，建筑面积2.1万平万米，有7个
建筑单体、1个温控大棚职教园区。各功能室完
备，仪器设备完善、先进。目前教育涵盖三类残
疾儿童的学前、小学、初中和中专4个学段，学生
由不足200人发展到420余人。学校业已成为全
省先进特教学校、本市龙头特教学校。
愿学校越办越好，愿孩子们发展越来越

好，新年新进步!

大年初一下午，我有幸参与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 市
演讲与朗诵学会在三里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的迎
新春“心有明月 读李白”第三期读书汇。它不仅是一次对古
典文化的深情回望，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初识：诗仙风采，跃然纸上

活动在一片古色古香的氛围中拉开序幕，在一盏盏温暖
的灯光映照下，李白的诗篇如同穿越时空的信使，静静地躺在
书页间，等待着我们解读与共鸣。我们一起屏息倾听《将进
酒》，瞬间被那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带入大唐盛世。李白的诗，不仅是雄强的文字组合，更是情感
与哲思的洪流，让人在品读欣赏之间，仿佛触摸到诗仙豪放的
内心和不羁的灵魂。

沉浸：诗意盎然，心随诗动

随着活动的深入，我们不仅仅是读者，更成为了李白诗
意的传播者。通过几位老师的朗诵、解析和讨论，李白的每一
首诗都仿佛被赋予新的生命。

在《梦游天姥吟留别》温柔的旋律和绮丽的意境中，我们
共同感受那份“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的乐观和
洒脱；在《早发白帝城》的轻快节奏和壮美的色彩里，我们与
李白一同乘舟破浪，享受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山”的自由与畅快。每一篇(首)的赏读，都是一次心灵的启迪
与洗礼，让我们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感悟：跨越千年，诗意共鸣

在活动中，大家分享各自对李白诗篇的感悟。有人被李白
的豪情万丈所感染，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勇敢追梦；有人则被他
的细腻情感所打动，决定更加珍惜与家人朋友的相聚时光。而
我，则从中领悟到一种超脱世俗的生活态度——— 无论时代如何
变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心，这永远是最宝贵的财
富。李白的诗，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
望与追求，让我们在迎春之际，找到前行的方向与力量。

展望：新年新气象，诗意伴我行

走出活动现场，回望这场迎新春读李白的活动，它不仅
重温了古典文化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对未来生活
的无限憧憬。新的一年，我将带着这份从李白诗篇中汲取的
灵感与力量继续前行。无论是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还是在生
活中寻找美好，我都将以一颗更加开放、包容、坚韧的心，去
拥抱每一个机遇与挑战。

感谢本次活动举办者、承办者、协办者，让我们共同经历
了一场穿越时空
的文化盛宴。愿新
的一年里，我们都
能像李白那样，以
诗意的眼光看待
世界，以豁达的心
态面对人生，让生
活的每一天都充
满诗意与远方！

南门口，又称洼子口，
位于霍邱老城址洼子口。
解放前乃至解放后的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初，这里都
曾经商贾百姓络绎不绝，
车水马龙，非常繁荣。六十
岁以上的老人都知道，南
门口到大十字街乃至小十
街，当年昌盛繁华的程度是霍邱首屈一指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蓼城，霍邱县的城
镇建设、机关单位和商业经济圈逐渐转移到老城
区周围的东、南和北。南门口完成了几百年乃至
上千年的历史使命，终结了经商兴隆、人声鼎盛
的时代，并逐渐走向衰落，被一代人又一代人慢
慢地摆弃和遗忘。

每当返回老家，我都想到南门口附近转悠转
悠……情景交融触景生情，好像五十年前的景象
以及人和物再一次映入眼帘……
当年街道上的“老妈嘴”饭店、栓子剃头店、

戈瘸子铁匠铺、“大个子”鞭炮店、罗家油坊等的
门面依旧存在，但已是“摇摇欲坠”、“屋”是人非；
屈福家门口水井、金家水锅炉、猴兰家门口过道、
假宝子爷儿俩趣事等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收破烂老翁的拨浪鼓声和“香烟洋火花生糖”的
吆喝声，以及孩提时期推铁环、砸老瓦时的吵闹

声，又在脑中回响起来……
南门口，如今成了霍邱

县城最后的老街。走在这条
街上，它已经失去往日的光
彩，再也找不到当初的繁华。
岁月曾经打磨过油光锃亮的
青石板和车辙印痕已不复存
在，终究被柏油路和水泥路

代替。从街头走向街尾，这条街上房屋大多年久
失修。曾经熙熙攘攘的人流变成了稀稀疏疏的孤
残街道。
有条件的部分老居民为了改善住房需求，搬

到外围新房子居住了，后辈的年青人更是到新开
发区购买了商品房，街面上根本找不到一家像模
像样的经营商家。如果不是当年刻在骨子里的印
记，也难以寻见当年的南门口。

南门口老街老屋老胡同，是我出身的地方；
是我苦涩童年玩耍的地方；是我寒窗读书的地
方；是我人生的起跑点。无论时隔多久，无论走多
远，我都不会忘记也不可能忘记。
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难言之隐不能述

说，各有各的身不由己不能转身，那些不能说的
心事，无人共鸣的情绪，有人放在酒里，有人放在
音乐里，有人放在深夜里……我却放在即将遗忘
的老街巷道里。

洼子口
王玉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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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的诗意共鸣
许洪峰

何为青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即为青
年；何为青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即为青春。
青年不是稚嫩，而是成熟；青春不是年华，而
是心境。当代青年所追求之物并非桃面，丹
唇，柔膝，而是以梦为马，无怨无悔的青春。青
春是一座大舞台，有梦想你就尽管来。

不负青春韶华，懂得运筹时间。考验我们成
事效率的，无非是时间管理能力。郭沫若曾说
过，“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
量”。得当地管理时间不仅能让我们拥有舒适的
生活节奏，赋予我们一个规律的生物钟，还能有
助于我们顺利进行社交活动，培养时间观念，给
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时间管理能力分别在学
习工作和非工作时间有着不同的运用。就我而
言，在日常学习时需要制定缜密的计划，尽量不
出差错，以确保学习效率处在高水平；而在非学
习时间则相对轻松地规划时间，例如阅读、娱乐
等等。当代青年应做时间的主人，而不是时间的

奴仆。我们要学会利用时间，而不是被时间所压
迫。青春的时间非常宝贵，我们应抓住稍纵即逝
的光阴，于成功之路上奋斗。
彰显青春风采，注重全面发展。当代青年

不仅看重学业，也要顾及其他方面的发展。毛
主席曾说过，“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身
心全面发展有助于我们在各个领域都有所涉
猎，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可以在
社会的风口浪尖中稳稳立足，实现自我突破
与成长。我们不仅要努力接近品学双优，同时
还要德智双修。从个人层面来看，全面发展是

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从社会层面来看，
全面发展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当代
青年全面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实现个人的自
我价值和提高生活质量，还在于推动社会的
进步与和谐。我们应继续倡导全面发展的理
念，努力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
抒写青春华章，青年胸怀抱负。当代青年

风华正茂，应有鹰隼试翼、风尘吸张的勇气，应
有干将发硎、有作其芒的锐气。周总理曾说过，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青年人士气正盛，抱
负如同灯塔，为青年照亮前行的路，使我们拥

有明确的方向和动力。人生的旅途并非一帆风
顺，成长的道路并非康庄大道。胸怀抱负可以
支撑我们在困境中崛起，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困
难，勇往直前；胸怀抱负可以培养我们的社会
责任感，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青年
胸怀抱负，是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
的重要基石，是抒写精彩人生的关键一笔。祖
国青年有千万，我们都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有志青年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
压倒苟安。当代青年应以舍我其谁之姿，投身
于社会之潮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青春大舞台，有梦你就来。青春之路精彩

纷呈，青年之路道阻且长。当代青年应走尽天
涯，洗尽铅华，歌尽寒枝，拣尽桃花。漏声有
尽，吾辈言有穷而意无尽。梦虽遥，追则能达；
愿虽艰，持则可圆。站在时光交替的新起点
上，我们笃定内心，砥砺奋进，为了共同的梦
想，勇毅前行。

青 春 有 梦
徐 炯

““特特教教””暖暖阳阳耀耀心心智智
严仍江

《《星星星星》》舞舞蹈蹈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力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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