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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采访期间，阚丽君还向
记者讲了一个她亲历的故
事。

某个孤儿学校里，男
孩子们爱踢足球，不料没
有体育场地。有家爱心单
位协助规划了一处院子，
不过帮扶的力度还远远不
够。她说，当前的水泥地
对孩子有损伤，目前已有 3
个孩子因摔倒致伤，有的
胳膊断了，有的腿部打着
钢钉……说到此，阚丽君
心疼地看向记者，想让记
者也能帮着她，呼吁社会
上更多人能给予乡村地区
的孩子们更多一些关注 、
支持和帮扶。

公益，还是公益，谈
公论私，阚丽君对于这份
事业的热爱，表现在她的
一举一动中。时至今日，
基金会的发展迈向了高速
发展的快车道，阚丽君依
然在为项目不断奔走。我
不禁在想，从知名艺人到
全职公益人的温暖转身，
从人生巅峰勇敢归零，到
以 大 爱 之 心 创 新 系 列 工
程。她，为什么要做公益？

在 与 阚 丽 君 的 对 话
中，或许能探寻到一二。
公 益 于 她 更 多 是 一 种 信
仰，可以一代代感染和传
递。她的父亲是名军人，
话不多，但邻里亲戚有困
难他都能主动帮忙。在她
心里，父亲是最朴素的公
益榜样，如镜子一般，不
需要多说什么，就会被感
染。让善意尽最大可能地

“被看见”“被效仿”，这或
许，就是为什么要做公益
的根本所在。

关爱是一膛炉火，人
人为它添薪加炭，炉火才
能生生不息。公益不是出
于勉强或索取，它像甘露
一般润泽大地，不但给幸
福于接受帮助的人，也同
样给幸福于做公益的人。
公益是一颗种子，凝聚做
好事的力量。它的意义，
在于用爱心温暖着他人，
唤醒整个世界的善意。

如果公益能成为更多人
的一种习惯、社会的一种自
主意识，中华民族的美德将
会更加发扬光大，如果公益
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表
达、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生活
方式，世界将遍地结出公益
之果、绽放暖心之花。

为什么
要做公益？
本报融媒体记者 付振强

稍年长的人对阚丽君并不陌生。
1980年至 2014年的 30多年里，阚丽君
的身影一直活跃在舞台。舞台上的美
丽、睿智和优雅的形象，让她成为一个
时代里的一项标志。

向往艺术的孩子们，对“阚妈妈”
更熟悉。2014年起，阚丽君全职从事公
益事业。出任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
金会会长后，她渐渐淡出台前，把全部
心力倾注到培养祖国下一代人上。

阚丽君的人生，与其所热爱的舞台
一样，有着“文艺”和“公益”前后两
个半场。前半场的她，在舞台上大胆创
新，将美好奉献给亿万观众；后半场的
她，在公益路上持续播撒种子，用文艺
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天下谁人不识“君”

1980 年的中秋节，一场相当“出
格”的报幕，让阚丽君一夜成名。

当晚，坐满1.8万名观众的首都体育
馆内，阚丽君身着一袭白色长纱裙现身

“新星音乐会”。作为活动的报幕员之
一，上台后的她并未采用“下一首歌曲
是什么，表演者某某某，演出到此结
束”三句业内惯用的报幕词，而是对其
进行了创新，开场时先添加了“亲爱的
朋友”“大家好”“再见”等具有亲和力
的礼仪用语，随后又在报幕时加入“这
个舞蹈表现的内容是……”“这首歌唱
出了……”等串联介绍节目内容。

“小改变”换来“大不同”。更为感
性的报幕方式让当年的观众耳目一新。
这些现如今司空见惯的主持方式，在当
年却让很多人不敢想象。“那个年代里，
男人在马路上多看女人两眼都会被当成
流氓。‘亲爱的’这个词，在当时听来就
是不可思议。”

初出茅庐的阚丽君就这样大胆说了
出来。40多年前的那场音乐会，唱红了
《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歌
曲，不仅震撼了彼时的中国流行音乐
界，催生了“主持人”这一新名词出
现，也成就了她。

舞台越来越大，阚丽君的路也越走
越宽广。1979年，阚丽君迎来一个到南
方演出的机会，一去就是 3个月。“那
段时光让我的人生有了重大转变。”每
到一个地方演出，她便苦思冥想如何用
一些新办法把台站好，主动向当地人学
习方言，然后巧妙运用学到的方言进行
开场。南北交融的文化淬炼，也让她个
人修养和专业水平飞速提升。此后，阚
丽君连续3年主持央视春晚，先后参与
主持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大型演出
活动。与此同时，她还尝试做了电视栏
目的制片人和电视主持人，积极拓展唱
歌和拍戏等此前从未涉足的领域。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成功的
背后纵有其天赋使然，更需要阚丽君付
出倍于常人的努力。儿时的她便对艺术
有着颇高的兴趣，唱歌、跳舞、表演、
绘画……“我来自音乐之城，从小受到
文化艺术的熏陶，并使我受益终身。”在
她回忆中，儿时就读的哈尔滨市江沿小
学非常重视艺术教育，那时她每天早晨
6点起床，早早去到舞蹈队排练室，在
镜子前锻炼形体和专业能力。

先有了重艺术的“肥沃土”，再培养
出搞艺术的“好苗子”。早年的亲身经
历，让阚丽君深知艺术环境的重要性和
从娃娃抓起的必要性。“艺术是心灵的对
话，是人生启蒙的最优路径，优秀的艺
术教育就像阳光一样，沐浴着小树苗茁
壮成长。”

作为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北京
市政协委员履职期间，阚丽君积极踊跃
建言，为妇女儿童和文化艺术事业发
声。她的委员履职作业中，多次强调加
强儿童美誉教育与和谐家风建设的重要
性。“社会关注点多在孩子的吃穿和救济
上，对美育教育的重视还不够。好习惯
的养成，要从娃娃抓起。”

“现在社会上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
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溺爱，或多或少会导
致教育方面比较松懈。”在2017年的北
京市两会访谈间，委员阚丽君直言，基
金会的救助观念应该及时转向，要更加
注重思想扶持和文化艺术教育扶持。她
呼吁，通过举办一些相关活动，让家
长、学校以及全社会，多重视家庭教育

问题，从而帮助少年儿童养成好的习惯。
对于成年人的物质救助可以立竿见

影之效，教育孩子则是长久大计。在
阚丽君看来，孩子的美育教育不能一
蹴而就。“现在只管踏实去做，等到20
年、30 年后，你便能看到做这件事的
意义。”

“公益活动始于少年。”阚丽君想做
的事有很多：比如呼吁在中小学成立社
会责任课，通过“致敬英雄”等活动提
高孩子的美育质量和水平……不过，在
她的人生追求中，多上一个项目，只是
公益道路上的“治标”之术；让更多人
理解、赞成并支持公益，才是“治本”
之道。

她一直在通过团队的努力，向社会
正名一件事：我们——为什么要做公益。

“打破昨天的阚丽君”

2016 年的北京，曾被一则公益广告
“刷城”。当年的公交车、地铁站、飞机场等
区域，随处可见印有“咱家娃好，才是真的
好”的广告牌，简洁大气的背板上，仅由9
个大字和阚丽君的照片组成。

这是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
在社会宣传进行的一次大胆试水。新任
会长阚丽君彼时接手基金会刚满两年。

习惯了“站在台前”的阚丽君，怎
么把孩子们“推到台前”？这些年，阚丽
君不断将艺术与公益默契融合，把那个
在舞台上无所不能的自己留在了过去。
公益，开始成了她的新主题。

“以前作为艺人，我更注重自己。现在
在各个场合，我会有意识地关注他人，想
到他人。”从知名艺人到公益新兵，在人生
的高峰勇敢归零，重新出发，阚丽君付出
的是勇气，收获的是新生。

公益不仅治愈幼小、抚平伤痛，同
样也治愈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公益，能
给人一种心到佛知的快乐。”一贯对自己
严苛的阚丽君，在孩子面前却十分柔
软。阚丽君欣慰地回忆起第一次接触孩
子们的场景——

某次到北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慰
问，她和同事们一下车就被孩子们围了
起来。“小手抓着我，就像孩子抓着妈妈
一样。虽然有的孩子身体有残缺，但我
相信，通过艺术培养能让他们心灵上丰
富完整，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未来一样可以是
各行各业的精英。”

在她带领下，基金会从习惯培养、
性格定向到人格塑造全阶段，给予孩子
浸润式艺术教育。她说，这些都是非做
不可的事，能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

可鲜有人知，这位“掌门人”是临
危受命的。当年，即将退休的老会长一
度举荐阚丽君从事公益事业。接手基金
会，意味着阚丽君要放弃几十年的演艺
事业。“早些年我对公益的理解没有现在

深刻，于是多次婉拒了。”
转机源于一次求助。“当年老会长联系

我，说基金会的账上需要一笔资金，我把
家里的房产证做了抵押，等约定的时间到
了，老领导却没如期来取。后来得知，他
突发疾病去世了。”对阚丽君来说，老会长
的去世，让他的心愿变成了临终遗嘱，善
良的阚丽君不忍再拒绝。

本来就没什么“家底”，缺失“会长”
的基金会顿时像一盘散沙。危急时刻，阚
丽君毅然摒弃掉内心迟疑，放下原有事业
后走马上任。

刚一接手，阚丽君差点儿就坚持不下
去了。“当时没钱也没人，甚至办公场所都
要临时租。”为人感性的阚丽君心里也有股
子倔劲。那段时间，她一边“清理整顿、
完善构架”，一边“放下姿态，张口求
人”。并对一些合作机构和职务的去留，划
出了一条红线。但外人眼里，她还是如常
那般自信，见人便笑。

儿时，在国营厂工作的父亲时常告诫
阚丽君“公家为大”，这也在她幼小的心
灵，种下了对公益事业敬畏的种子。“一旦
接手了基金会，就是要和过去的自己说再
见了，慢慢学会了打破昨天的阚丽君。”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
动人。从明星到公益人，阚丽君角色转变
得十分迅速。从彼时商家主动邀她参加演
出，到如今求着商家来支持公益活动。阚
丽君适应了最初的茫然无措和失落后，决
心俯身做一名公益新兵。赞助商没时间，
她就一直等，一次不成功就来两次……通
过坚持不懈地努力，一家河北企业与基金
会共同设立了爱心助学公益项目，危机解
除，基金会也终于驶向正轨。

“现在我每日三省吾身。”阚丽君坦言
对目前所做的工作并不满意。她总念叨，

“如果我有过做企业的经验，或者从事过管
理工作，一定能把基金会做得更好。”

作为一个基金会的会长，阚丽君不再
只是对自己管理，还要对一个机构的运
转、几十位人员的工作、千千万万个孩子
们的梦想负责。“想踏踏实实帮助更多热爱
艺术的孩子们实现梦想，这项事业的价值
越来越巨大、意义也越来越重大了。”

公益和履职，被阚丽君视为人生后半
场的“两驾马车”。在她看来，通过公益可
探寻毕生的理想追求；而履职，将为中国
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献言建策，
唤醒和带动各界爱心人士对公益事业的支
持，让她有机会与各界人士沟通对话，反
哺公益。

她说，公益之路是一条越走越亮堂的
路，每一个行动都像是在造一座灯塔，灯
越多，路自然就越明。

说“培养”话“土壤”

对于阚丽君来说，当年迟疑接手基金
会，原因是对公益的敬畏，担心做不好，
现在全身心扑在了基金会上，虽然多了对
公益事业的深刻理解和热爱，可还是担心

做不好。
阚丽君提倡要用艺术的形式来做公

益，实现艺术和公益的有效共振。以少年
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公益之路，走起来的确
不容易。“其实，公益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生
俱来就有的基因，比如某个人突发疾病遇
到紧急救助，中国人一定是一呼百应，可
文化艺术教育并非如此。”阚丽君轻轻叹了
口气接着说，艺术教育是一个漫长且持久
的育人工程，往小了说是个人素质的体
现，往大了讲是一个国家对外形象的体
现。“这是二三十年后才能看到成效的事，
可总要有人去呼吁去做吧！”

现在的阚丽君，经常调侃自己的名字
应叫“阚求人”。每天，早晨睁开眼想到的
就是基金会：如何让社会更加关注儿童艺
术教育？怎样才能募集到充足的资金？“只
要醒了，这些问题就自动蹦出来。”

用阚丽君的话说，每天要到处“化
缘”。做事一贯雷厉风行的阚丽君，面对公
益事业却也不免会遇到超出能力范围的事。

壬寅虎年大年初二，“艺教工程”公益
项目《虎娃虎妞贺新春·2022少儿春节特
别节目》如期播出。从舞美到灯光，由排
练到演出，阚丽君都亲力亲为。除了忙和
累，出资方又出了问题。“因疫情原因，广
告商不能来参加。之前也没有签订合同，
导致最后丧失了该部分资金支持。”

阚丽君说，这一问题在业内并不少
见。进入执行阶段的预算无法随意改变，
如果出资方突然“撤资”，意味着慈善组织
只能重新寻找捐赠人或自己垫资补足资金
缺口。“赞助企业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可能
临时改变了主意，只能说句抱歉，我们做
公益的又不能强制别人执行。”

好在，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主角都
是孩子们，通过丰富的节目，绚丽的舞
台，可能成为伴随他们一生荣耀的时刻。
90分钟的时间尽情展示了自我，心灵深处
萌生的爱国、爱党情感也得以释放。参与
这场演出，或许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作为民进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十
二届北京市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常
委，阚丽君多次提交有关脱贫攻坚、乡
村儿童艺术教育、建议政府重视发挥在
京优秀家乡人才的作用等提案，并获优
秀提案奖。

“救济只能救助一时，做公益必须着眼
长远。”今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新成立了
社会责任局。这让阚丽君兴奋不已。她认
为，社会责任与艺术教育更有着密切联
系。“倘若孩子们从一年级就学会承担社会
责任，10年之后，社会一定会有更可喜的
变化。”

什么是公益？古语有云：“日行一
善。”教导人们要有一颗向善之心，每日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在阚丽君看来，只
要持续在少年儿童心中播下公益“种子”，
一年一年地种，一颗一颗地种，一代又一
代的中华儿女就能携爱前行，中华大地上
的公益之树必将更常青、公益之路必将更
长远。

阚丽君：上半场文艺，下半场公益
本报融媒体记者 付振强

阚丽君简介：

黑龙江省政协常
委，第十、十一、十二
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民进中央委员。中国
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
金会会长，国家一级
节目主持人。

2015年，阚丽君 （左二） 在北川地震灾区慰问期间，同孩子们一起唱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