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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年 贾宁贾宁 摄摄

名家名家名家 名笔名笔

随着年龄增长，对过年的期盼
不淡反涨，儿时的“年味儿”就跟
走流程一样铆着劲开始在脑海里
晃：那是儿时亲戚家炕桌上的一捧
糖，甜进心里！是儿时父兄长辈张
罗的杀猪菜，唇齿留香！是儿时母
亲亲手缝制的新衣裳，年年回想！
是儿时村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响
彻四方！是儿时开心期盼的长辈压
岁钱，岁岁难忘！是儿时全家围坐
一起看的春晚，笑声舒畅！是儿时
呵着白气贴满院的春联，字字墨
香！是儿时守岁饺子里吃出的钢
镚，眉眼飞扬！是儿时庙会上各式
各样的花灯，无限返场！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癸卯新年，总归是不一样的。

是中共二十大的征程首航，是
三年来最想去的远方，是年轻父母
摆脱熊孩子的希望，是广场舞大妈
喇叭里的回响，是美术馆内川流不
息的人群，是电影院里人头攒动的
欢畅。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意气
风发，擘画，展望。像相信太阳总
会升起一样，相信伟大祖国的力量；
像相信海水不会倒流一般，相信人民
就是江山信仰；像相信珍珠不会蒙尘
一样，相信指缝间总会透进光芒；像
相信真金不怕火炼一般，相信那些撑
起人世间的善良。

我们含泪大笑，终于看清新邻居
的“全貌”；我们彼此拥抱，千帆过
尽再见真好；我们边说边笑，却不再
争吵，是真心舍不得浪费美好；我们
打打闹闹，却不再计较，人间值得其
他都不重要。

霎时，一缕炫目的光洒在身上，
迎着年味儿释放光芒，暖洋洋的舒
坦，亮晶晶的坦荡，心中积攒的话总
要抒发一场，为山河无恙的磅礴力
量，为未来重启的希望曙光，感谢这
场全民参与的辞旧迎新，感谢让我们
毫无束缚地前进，感谢阳光洒下的瞬

间安稳，感谢挚爱亲朋一路同奔，感谢
祖国护佑着人民！

再见面，我要给父母亲人们拥抱，
告诉他们天伦之乐是世间最大的美好；
我要给小学老师发一封电报，告诉他，
我还在努力成为他的骄傲；我要给大洋
彼岸的友朋说一句忠告，不要学人家露
脚，老祖宗的秋裤才能护到老。一如阳
光的使命就是献出自己的光和亮，只要
你愿意站在阳光下，温暖会让你嘴角有
笑、眼里有光，让那些遗落的美好无处
可藏。

美好能藏在哪里呢？
美好应该在春运时每个人回家的故

事里，是一张站票也阻挡不了的归心似
箭，是一桶泡面汤底也要喝光的心里
欢，是车厢内挨着挤着的满足感，是厚
重行囊里满装的迫切与期盼，是嘴里咬
票脸上带笑的春风如兰。

美好还在人们所寄托的民间习俗
里，是寄托着辞旧迎新愿望和祈求的
扫尘，是抒发美好愿望增加喜庆气氛
的春联，是除夕之夜终夜不眠以待天
明的守岁，是一年之际除旧迎新开门
爆竹的鞭炮，是一家大小其乐融融聚
在一起包饺子。

美好也在充满大爱大义的每一寸土
地上，是解放军官兵的保家卫国、戍卫
边防，是人民警察的挺身而出、敬业
值守，是环卫工人的不分昼夜、城市
保障，是服务行业的坚守岗位、尽职
尽责，是干部群众的一线奋战、默默
奉献，是白衣天使的救死扶伤、勇于
担当。

美好又在我们当下的生活里，是缺
药时邻居在业主群里吆喝的一句话，是
网课后调皮的学生称赞了老师漂亮的发
夹，是三环路上霓虹闪烁的堵车耐力争
霸，是最抚人心的茶馆接地气的推出了
奶茶，是菜市场里你来我往嘻嘻哈哈的
家常话。

美好更在电话那头母亲的唠叨里，
年糕、豆包准备的不老少，老家杀年猪
的日子已定好，让你写的对联今年要趁

早，福字多备，街坊四邻要，掼蛋扑克
图案画得好，没等上桌玩就被顺跑……

母亲说得开心，声调不自觉地上
扬，我听得开心，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这就是中国人的新年，有惦记就会团
圆，有期盼就会圆满。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王安石这首 《元日》 诗中的春
风、爆竹、屠苏、桃符串联出中国传统
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反映出中国人血液
里的孝道与伦理，让中国人的凝聚力、
向心力淋漓尽显。虽然时代变化、社会
变迁，年味儿已渐渐少了儿时的味道，
但那份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直深植在每
个人心中，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力让这
份特殊的文明永续传承。

小时候盼过年，盼的是母亲从厨
房里端出来的大餐，一盘一盘，如变
魔术般，除了开心，却不懂这种感觉
叫幸福。

长大后盼过年，盼的是能让父母的
期盼如愿，只有过年，远行的儿女才会
归家，操劳半生他们盼的只是一顿“团
圆饭”。

我们一直很忙，忙到无法常回家看
看；我们一直很忙，经常对电话那端的
思念无奈敷衍；我们一直很忙，让“回
家过年”成为了奢侈心愿。

但是今年不一样，我们历尽苦难、
成长蜕变，我们乘风破浪、成就希望，
回家去过年，吃顿团圆饭，用既定的时
间去陪伴，用有限的时光让父母找回孩
子们儿时的画面。

经年，虽有几许期待未实现，有几
许心愿未如愿，有几许梦想被延缓，有
几许计划被打断。但是，年，来了，这
是一年的终点！亦是新一年的开端！无
论在家在岗在他乡，无论在笑在闹在彷
徨！期待总会实现，心愿必能如愿，梦
想不被延缓，计划再无打断。因为新的
一年，总归有新的希望！

中国年，一定不一样！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

中国年，一定不一样
刘 广

米原常可及，茶愿悬为冀。
努力加餐饭，米茶相祝期。

（作者：李汉秋，系第七至第十届全
国政协委员）

惟愿粗康健，饱暖有食衣。
寿夭或由命，米茶不必期。

（作者：刘景录，笔名刘耕路，系第
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87年版《红
楼梦》电视剧编剧之一）

米寿在望，相期于茶。
届时相聚，共饮十杯。

（作者：杨天石，系中国社科院荣誉
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注：米茶龄：代表高龄。米字形近
八十八；茶字八十八加艹，即一百零
八，此代表比米更高龄，不必拘于
某数。

米茶龄
三人酬唱

屋顶升起袅袅娜娜的炊烟，
袅娜起了我思念的衷肠；
村前站立的那棵老柳树啊，
站立起母亲殷切的守望。

祠堂点燃起祝福的香火，
围屋洋溢着美好的希望。
威武的龙狮舞起了热热闹闹的大锣鼓，
红红的对联映照着孩子们快乐的脸庞。

这是我美丽而沧桑的原乡，
这是我古老而年轻的村庄。
让我们一起回家，
尝尝家乡浓浓的饭香；
让我们一起过年，
听听家乡欢乐的歌唱；
让我们枕着绵延的炮仗声，
一起进入幸福甜蜜的梦乡。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
家协会会员）

我的原乡
丘树宏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
序。文艺有着时代前进号角之誉，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
家园，是展现时代风貌和引领时代
风气的精神利器。生活是文艺的源
头活水，作为一名国家媒体的文艺
工作者，应将时代风气先觉者、先
行者、先倡者的使命职责承始至
终，为文艺事业的日益繁荣注入生
生不息的精神力量。2022 年岁末，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艺术家们的回信让全体文艺工作者
荣幸于“心之所向”的奋斗方向，
树立对党的文艺事业“心之所付”
的目标追求，在新年伊始激励大家
为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作出新贡献。

稳扎稳打、精益求精，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历史航程波澜壮阔，文艺发展
熠熠生辉。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刻下了永恒的时代印记，
让无数文艺奋斗者凝心聚力、扎根
奉献、逐梦初心。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 ， 铸 就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新 辉 煌 ，
习近平总书记对“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嘱托、对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期望
和对“崇德尚艺，守正创新”的从
艺要求是一以贯之的，指引着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
发挥党的意识形态重镇作用，将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报道引向深入，
平实务实、精准精确、高质高效地
营造奋进新征程的浓厚舆论氛围。
2022 年，在紧跟总台“高质量发
展，打造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的战略部署和坚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的工作旋律中，我所在的
文艺节目中心推出的 《诗画中国》
节目以“诗画合璧”的全新样态和
新颖视角，通过先进技术手段的加
持，让诗、画这两种最古老也最具
有生命力的文化创作活动，升腾出

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时代长图，成为
总台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的精彩亮相
之作。此外，《拿手好戏》《一馔千
年》《江山如画》等多档重点节目婉转
巧妙地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立场的有力坚守，
构筑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的心灵桥梁。

通过打造全链条、全方位、全领
域的精品节目集群，总台文艺将对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高效落实与奋力诠释
贯彻到具体创作当中。在牢牢把握正
确政治方向、舆论和价值导向的基础
上，将根据2023年主题主线、重大时
间节点及总台特定宣传季推出更多优
秀作品，阐释新思路、讴歌新时代、
赞美新征程。

砥砺创新，研磨精品，让优秀
文艺作品次第喷涌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根本在于
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
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习近平总
书记在回信中肯定了中国东方演艺集
团创建 70 年来推出的许多优秀作品，
它们是新中国的重要“文化使节”和
亮丽的“文化名片”。优秀文艺作品反
映了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创造能
力，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呈
现出中国人民的审美追求，展示了

“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
尊”的风格特色。文艺作品的成功，
离不开创新精神的全过程贯穿，只有
实现观念手段相结合、内容形式相融
合的深度创新，才能使作品达成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才
能在文艺百花园中绚丽常青。2022年
的 《经典咏流传·大美中国》 节目让
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传
唱人携手演唱，用“和诗以歌”的形
式将传统诗词经典与现代流行音乐相
融合，讲述文化知识、阐释人文价
值、解读思想观念，成为叫好又叫座
的爆款综艺节目。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新
的一年，我们将坚持全力以赴抓创新
的创作主基调，深耕非遗、戏曲、音
乐、戏剧等不同文艺生产领域，为

“总台文艺”品牌强劲赋能。

崇德尚艺，服务人民，筑牢文
艺工作初心使命

“ 笼 天 地 于 形 内 ， 挫 万 物 于 笔
端。”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
要求全体文艺工作者不仅着眼于加强
专业水平、业务储备等基本要求，更
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和

“为人民立传”的服务使命感。习近平
总书记的回信是对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重艺德、讲使命，为世人弘美德、为
自身留清名的优秀艺术工作者的鼓
励，饱含着在新的一年里对文艺工作
者的更高期许，鼓励文艺工作者在培
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
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
貌，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
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
的喜爱。人民的需要是文艺生产的根
本价值所在，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
情、为人民抒怀是文艺创作必须遵循
的实践准则。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为
契机倾力打造的《从延安出发》节目，
集结16家“文艺国家队”，以青春视角
走进延安峥嵘岁月，赓续延安文艺精
神，描绘恢弘气象，让两代人在追忆经
典、解惑青春中相遇相知，架起回望过
去、瞭望时代、憧憬未来的桥梁。展示
了新时代中国文艺牢记“国之大者”，
把文艺创作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
写在人民奋斗征程中的风貌。

年岁始，心沥新。习近平总书记
的回信寄予着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
期待与厚望，更给予了全体文艺工作者
坚定从容的追梦精气神。在新的一年
里，让我们一起笃行不怠，踔厉奋发，
擘画文艺新蓝图，谱写文艺新华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一级导演）

唱响新时代文艺旋律
吕逸涛

▲图片说明：黄树贤委员一直参与政
协委员读书活动，并在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中，坚持手抄金句。本刊撷取部分，以
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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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岁首，照例收到很多祝福的微
信、短信。其中一条祝福微信，是一张图
片。画面上是一名军人站在冰天雪地的高
原上，身后峭壁上8个大字十分醒目：“大
好河山，寸土不让”。

这是许多中国人都已经熟悉的8个大
字，在一场边境冲突中，人们在电视里认
识了驻守边关的热血男儿们。为了捍卫这
块土地，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驻守的指
战员果断进行反击，他们不惜流血牺牲，
绝不后退半步的英雄气概感动了所有中
国人。同时，人们也知道了这8个大字所在
的位置——班公湖。

让我诧异的不是这张图片，而是前几
天刚刚与这位朋友互致问候，没想到他这
么快已经出现在距离原先驻地十分遥远
的前线部队了。这就是当下中国军人的速
度，也是改革强军后的一种常态。从将军
到士兵，军令如山，莫不如是。他们常常是
接到命令即刻出发，甚至没有时间与家人
打声招呼。从他那厚厚的一身戎装来看，
那里的气温至少在零下20度左右。

这让我不禁想起多年以前的一个秋
天，为了拍摄纪录片《永远的军魂》，曾经
走上阿里高原，在新疆军区的安排下，专
程深入班公湖驻军进行采访。当时就从
边防军人那里知道了班公湖，它的冬天极
其寒冷，有时连耐寒的牦牛都能冻死。当
时的班公湖地区还算宁静，往往在进入冬
天之前就给哨所储备了一整个冬天的给
养。

夏秋季节的班公湖宛如美丽的藏族
少女，宁静而温柔。蓝天下波平如镜的湖
水倒映着周围的雪峰，成群的候鸟在湖面
上觅食嬉戏。一位边防部队的上尉带一艘
快艇接我们前往班公湖哨所，许多鸟儿就
在快艇的左右翻飞，有时伸手就能够着。

班公湖被当地百姓称作措木昂拉仁
波，藏语意为“长脖子天鹅”，这真是十分
形象。从地图上看，这个叫班公措的高原
湖泊，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西北约12
公里处，东西绵延约 150公里，南北宽约
15 公里，而最窄处不到 10 米。最神奇的
是，班公湖东淡西咸，东边的淡水区域有
大量冷水鱼生长，而西边的咸水区域只
有一些虾类生存。湖水孕育了大量湿地，
水草肥美，适合放牧，也是许多高原动物
的天堂。

那次，我们一路前行，远远地看见了
在山脚下吃草的藏野驴，还看见了成群的藏羚羊。更幸运的是，我们拍到了
几只黑颈鹤。当时，那位边防军上尉指着远处的一座小岛对我们说：“如果你
们早一点来班公湖就好了，那时候这个小岛上全是鸟，根本看不见小岛的本
来面目。这里有斑头雁、棕头鸥、赤麻鸭，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现
在许多候鸟都已经飞走了，要等到第二年湖水完全解冻，它们才会从遥远的
孟加拉湾飞回来，在这里产卵孵化幼鸟，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班公湖水清
澈透明，可以看见水下几米的游鱼，这些鱼有十余种之多，大多数是内陆地
区没有的品种。

在班公湖边防哨所，我们拍摄了几代边防军人驻扎的营地。听他们说，
第一批从新疆进藏的边防军人，当时只能在寸草不生的山冈上搭建帐篷。到
了冬天，为了取暖，他们会挖一些坑洞，再把帐篷搭建在上面，就算是营房
了。一整个冬天只能靠破冰化雪解决吃水问题，由于湖面海拔在4200米以
上，山冈哨所的平均高度都要超过4500米，所以即使埋锅造饭，也无法煮
熟。好不容易运过来一些土豆、洋葱之类的蔬菜，往往两三个月就吃完了，剩
下的时间只能是靠煮点热水就着炒面充饥。

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们满足地说：“我们现在的条件比前辈们好太多了，
虽然也是经常吃不到带叶的新鲜蔬菜，但给养完全不成问题，生活设施也越
来越好。”为了招待我们，他们特意把我们带到塑料大棚，把平常舍不得采摘
的西红柿、黄瓜摘回一脸盆。也许是高原上光照充足，加上战士们精心呵护，
这些黄瓜和西红柿的味道特别好。

这里的官兵们大都来自甘肃、陕西，而陪同我们的上尉指导员的家乡却
在广西桂林，他是从军事院校毕业直接来这里任职的，从祖国的大西南到大
西北，距离超过4000公里，每次探亲，路途就要好几天。我问他当时分配来
这里有没有想不通？他回答说：“要说没有点思想波动，那一定是言不由衷。
但作为军人，从当兵的那一天起，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无论离家乡多么遥
远，当你巡逻在国境线上，你就有一种责任和使命，就会牢牢记着你的身后
就是祖国。你的血肉之躯就是一堵墙，你站在那里就是一座界碑。”

上尉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十分坚定。又和几位战士谈起曾经发生的一
次摩擦事件，我问他们面对对方的入侵和突然袭击，他们当时心里是怎么想
的。战士们说：“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对方踏上我们的领土，哪怕
一步都不行！”

我和同行的龙江导演都曾当过兵，面对这些年轻的战士，我们内心那深
深的敬意更增添了几分。

依依不舍告别了班公湖哨所的官兵，我们准备前往喀喇昆仑山边防部
队采访，因为车辆出了故障，我们不得不停留在红柳滩兵站，等待同事从
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为我们送一只轮胎。两天后，当我们换好轮胎在夜幕
中出发时，为了安全，我们始终跟随一队军车前行。午夜时分，我向带队的指
挥员询问我们曾经采访过的一支部队，喜出望外地得知这支部队的训练营
地就在40公里开外的地方。要通了这个部队政委的电话，我说一个小时后
就可以见到他，他还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复确认我们一个小时之后就将
抵达他们营地时，他喜出望外，马上让炊事班为我们生火做饭。

午夜一点多，当我们抵达喀喇昆仑山脚下的训练营地时，一桌丰盛的饭
菜已经在等着我们，这是我们那几天吃上的第一顿可口饭菜，也是至今还让
我回味的一次“夜”宴。

政委的家乡在富庶的关中地区，一参军就在新疆军区某红军师服役，从
一名士兵成长为高级指挥员，始终就没有离开边疆、离开高原。

有这样的军人守卫着祖国的边防，祖国放心，人民放心。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这是当代中国军人的誓言，也是他们新年里对

祖国最深情的祝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导演、中国纪录片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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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 黄树贤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