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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英雄辈出；革命先
烈，英魂永驻。

——题记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文

明古国，之所以能够再度复兴并展
现强大的生命力，与千千万万个用
生命书写红色传奇的爱国者的巨大
贡献密不可分。他们，将殷殷之情
系于华夏沃土，使寸寸之心付与国
家使命。他们，真正诠释了“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责任与担当。正是因为他们有着不
畏牺牲、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放在
首位的大爱，祖国山河才得以一片
繁荣，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中华
文明才得以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传
承与发扬。

忆往昔，峥嵘岁月。《红色传
奇》，记录着由广西人书写的红色
故事。这本书，向人们阐述了中国
共产党于1925年在梧州建立广西
首个党支部到1949年广西全境解
放这段艰苦历程，也让许多人了解
到了广西人民不可征服的战斗精神
与为国家和民族解放作出的巨大牺
牲和贡献。

书中展现了韦拔群、谭寿林、薛
经辉等红军将领及甘孟山九壮士等
诸多无名战士。韦拔群，一位立志干
大事，为贫苦人民谋幸福的少年英
雄，在游历了几个省份之后，他看到
了一个破败不堪的中国，也渐渐激
起了革命的斗志。为了实现革命目
标，他开始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讨
袁护国”，阅读《新青年》，斗地主反
军阀，还带领农民起义军成功攻陷
东兰，毛主席与邓小平称赞他为“农
民的好领袖”“人民的英雄”，人们亲
切地称呼他为“拔哥”！

雷经天，广西南宁人，中国共
产党法治建设的创始人之一。在五
四运动时，经由恽代英和贺昌介绍
入党，而后参与北伐以及南昌起
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等革命活
动。他一生三起三落，曾三次被错
误开除党籍，但他对党忠贞不渝，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永远跟随革命
队伍前进，坚定不移地为党和人民
的事业奋斗毕生。

在红色精神的熏陶下，涌现出
了千千万万革命英雄。英雄们在时
代的召唤下奏响了保家卫国的时代

最强音，他们血染的风采叩击着、
重塑着我们的灵魂。不仅是战争年
代，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在广西这
片热血土地上，依然有着无数优秀
人物以实际行动很好地发扬并传承
着红色革命精神。

熊熊大火，滚滚浓烟，在生死
瞬间，他把两岁女童紧紧抱在怀
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孩子。
最后孩子得救，他的身躯却在黑暗
中跌落。他，就是玉林市公安消防
支队指导员杨科璋。还有百色大山
中“最美的朝霞”黄文秀书记，主
动请缨奔赴湖北抗疫前线的梁小霞
护士，为我国在地球物理领域取得
一系列巨大成就的科学家黄大年。
他们都是当代优秀的广西儿女，都
是红色精神的发扬者和传承者，也
是广西廉政模范的典型。他们在各
自岗位上从不为自己谋私利，而是
用烈火般的情怀，燃起中华民族的
革命热情，以钢铁般的意志，撑起
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山花已烂漫，山河换新颜。这
盛世的背后是鲜血的浇灌，革命前
辈们用自己的智慧心血、勇敢坚强

为祖国奉献了清澈的爱，用自己的
无畏付出为人民换来了这美好的新
时代。在过去的非凡10年，国家
走出了高度、速度、跨度和精度等
10个维度，我们要奉献出自己的
纯度——清澈的爱国心，勇挑重
担，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从小，在“精忠报国”“匈奴未
灭，何以家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
如归”等豪言的感染下，我要当一名
军人的理想渐渐萌芽。如今，国家
强大，繁荣昌盛，但保家卫国依然是
时代重任。陈红军、肖思远、陈祥榕
等卫国戍边烈士让我热泪长流，肖
荣基、陈巧钗等烈士亲属让我顶礼
膜拜，我要以他们为榜样，以青春之
躯守护这盛世中华，成为祖国的界
碑，不求锦帽貂裘饰皮囊，只求一身
戎装守廉洁，将个人理想与民族复
兴相结合，让青春吐芳华！

红星高照，红色精神映我心。
吾愿携诸君之手，承时之大任，怀
鸿鹄之大志，书国之自强。青葱岁
月，转瞬即逝，吾辈少年郎更将不
负韶华，不拒微芒，造炬成阳，为
中华之复兴而读书！

红色精神映我心
□冯名競（中学生）

李大钊曾这样看待“青年”这
一命题：“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
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
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
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
年的品格——黄文秀们》一书中的
年轻人，仿佛很早就懂得了李大钊
笔下青春的深意，以奋进与勇锐的
人生态度撰写了新时代下的青春答
卷。这本书是由光明日报社记者靳
晓燕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讲述的以黄
文秀同志为代表的 6 个青年个体
及团队的奋斗故事，以真实的笔
触记录了新时代下怀揣理想、扎
根基层的青年楷模们的青春与成
长，体现了新时代青年栋梁们的
使命与担当。

勇气与果敢
是“黄文秀们”的青春气魄

青年有志，勇赴山海。书中的
大多数年轻人都未曾享受过优渥的
生活，甚至经历过贫困童年的辛酸
与苦楚。他们曾以走出大山为梦
想，但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站在
人生的分岔路口，学有所成的他们
却“勇”于逆流而上，“勇”于与
中国梦同频共振，毅然告别梦想中
的城市，回归情之所系的家乡。对
于走出家乡又回归家乡的黄文秀来
说，“敢”是始终与她相伴的字
眼。毕业前夕，黄文秀“敢”于成
为同龄人中的“逆行者”，考入广
西百色市委宣传部后，她主动放弃
了机关岗位，执意回到贫困一线驻

村扶贫；任职期间，她“敢”于面
对艰苦的工作条件，收起裙子，换
上雨靴，双脚奔走在泥土里，踏遍
蜿蜒而上的山间险路；扶贫路上，
她“敢”于倾情沥血、奉献生命，
危急关头也决不回头。敢字当头、
人民为先，黄文秀扎根基层，用每
一天的努力换来村庄的改变，以最
热烈的信仰诠释了青年的力量，为
中国展现出了最澎湃的人生选择。

坚持与担当
是“黄文秀们”的青春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中国青
年：“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
光。”新时代的新青年正是将坚持
与担当精神满怀于心，才写成了光
辉灿烂的人生诗篇。从小依靠课余
时间做零工和学校补助成长起来的
朱启平怀揣“想到大山之外的世界
看看”的梦想，一路从大山深处的
贫穷乡村走到北京最优秀的师范高
等学府，但当走出大山的梦想近在
咫尺时，一次支教却激活了他内心
深处的热情与责任感。于是他毅然
决然地放弃北京优越的工作机会，
选择回到基层、回到西部、回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担当于朱启平
而言，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

“治愈”。返乡支教消除了他大学
时期因贫穷而产生的自卑与迷
茫，任教期间的付出与被爱化解
了他的抑郁与低沉。他将教书育
人视为生命的意义，将奉献视为
自己的人生价值。

科技与创新
是“黄文秀们”的青春王牌

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科
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书中
新时代的优秀青年们，正是抓住了
科技这一坚实的支点，将科技力量
作为创造青春价值的强劲王牌。年
仅32岁的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生导
师何睿斯带领学生团队攻坚克难，
致力于降低铁路无线信道预测误
差，为铁路行业的智能化建设解决
了难题。驻扎中国农业大学第一个
科技小院——河北曲周科技小院的
大批教师和研究生们在曲周的300
亩土地上，围绕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开展研究攻关，
研发的绿色增产技术模式累计推广
面积达3770万公顷……科技小院
的年轻人们扎根黄土地，日渐消弭
了研究者与农民之间、实验室与农
田之间的阻隔，为农民送上了最迫
切需要的实用技术，真正做到了用
技术服务百姓、回馈百姓。专业所
学，使命所在。北交大和科技小院的
奋斗历程同样告诉我们：并非高远
难及才为梦想。只要将个人的专业
力量与奋斗担当融入社会需要，青
年便为最珍贵的民族栋梁。

平凡与热血
是“黄文秀们”的青春倒影

胸有鸿鹄志，步无停歇时。书
中的主人公们并非有着不凡的形象

或亮眼的光环，他们和中国千千万
万的青年一样，有着平常的生活与
普通的热爱。走下讲台的古丽加汗
和同龄女孩们相同，喜欢美食和化
妆，常常自称“吃货”；在无需紧
张做科研的假日里，何睿斯也经常
如其他新手“奶爸”那般陪孩子在
操场学步。平凡的外表下，他们显
露出的是超凡的精神和品格，是坚
定和勇敢，是热血与担当。他们将
个人的志向与实现中国梦的需要结
合起来，挥洒青春的热血与激情。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年的
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
差异，但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
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
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
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我泱泱华夏，一撇一捺都是
脊梁；我神州大地，一思一念皆是
未来。”《青年的品格——黄文秀
们》这本书中讲述的青年们的青春
故事证明着：青年一代是担当时代
理想、推动时代发展的源源不断的
强大力量，青春的活力与坚韧，正
是中国精神和中国梦的生命力所
在。当青年一代将个人志向与中
国梦结合起来时，以奋楫笃行的
品格、创新专业的素养担起时代
之责，平凡的青年也能够成就伟
大的事业。生而逢盛世，奋斗正
当时。青年英雄是中华民族迈向
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读过此
书，应致敬青年英雄，学习青年
榜样，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为
祖国奉献青春力量。

“黄文秀们”，我的青春榜样
□鲁月嘉（大学生）

最近重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
青岁月》一书，书中通过访谈的形式
还原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梁家河
插队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末，青
年习近平远离家人，告别学校，奔赴
陕北的梁家河插队。在梁家河，他不
顾自然环境的恶劣，与乡亲们一起
铡草挑粪、打井修坝、挖沼气池，将
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关爱他的陕北
人民和他热爱的黄土地。在繁忙的
劳动中，他并没有忘记读书和思考，
不仅看自己带的书，也经常从别的
知青那里借书看，在艰苦的环境中，
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书
中文字质朴感人，内容翔实生动，读
完以后引起了我良久的思考。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常常思
考怎样才能担负起强国一代的责
任，怎样才能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从习近平总
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中，我找到了
答案。

青年习近平在艰苦的环境中保
持着对“有字之书”的热爱。他读书的
范围很广，无论是关于政治、经济的
书，还是关于文学、历史的书，他都爱
读，而且在读书中思考，在思考中读
书。正如书中所写，“他碰到喜欢看的
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

就要仔细研究透彻”。这让我不禁想
起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的讲话
中总是引经据典，对优秀书籍中的内
容总是能信手拈来，这都来源于总书
记对读书的热爱与思考。

在梁家河的七年时光里，青年
习近平翻阅了生活这部“无字之
书”。他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
分，在这里辛勤劳动，刻苦磨炼，朴
实的村民们对青年习近平的关爱，
使他对农村群众怀有深深的感激之
情。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青年习近平

“读懂了‘生活’这部大书，读懂了
‘中国农村’这部大书，读懂了‘实
际’这部大书”，为他今后的历练与
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在
为习近平总书记“点赞”的同时，更
要向他学习，学习他在艰苦环境中
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学习他
扎根大地、心怀人民的赤子情怀。在
今天，我们面临的选择很多，诱惑也
很多，更应该保持定力，踏实读书，
勤于思考，善于实践，将“有字之书”
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不断提高
自己奉献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在2015年春节前夕回梁家河
时，习近平总书记跟村里的父老乡
亲说：“那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

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
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习近平总书
记年轻时就立志做大事，而不是立
志做大官，这促使他在各级领导岗
位上都能兢兢业业，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始终做到与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
最终得到了人民的衷心爱戴。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不
仅要立志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为
民族复兴铺路架桥，更要一步一个
脚印，苦练技能本领，锤炼品德修
为，用过硬的本领和强烈的担当精
神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顶得上去，
冲得出去，敢作敢为又善作善成。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机遇，造就
了特殊的一批人。在书中，跟习近平
总书记同时期插队的艾平谈道：“由
此来看，我们知青的命运是和国家
发展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

‘上山下乡’政策，我们就不会到农
村去。没有‘招生’政策，我们也不会
那么‘幸运’能进入大学。”受国家政
策的深刻影响，知青们在农村度过
了一段特殊的时光，这段时光“使他
们由稚嫩趋于老练，由狂热趋于清
醒，由天真烂漫趋于沉稳老成”，他
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各行各
业的骨干力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作为新时代的
青年人，我们面临着与前辈们不一
样的机遇，也面临着与前辈们不一
样的挑战，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
休戚与共这一真理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要将“小我”融入“大我”，在奉
献社会中燃烧青春“卡路里”，在“打
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中跑出
青春“加速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无愧于自己的青年时代。

燃烧青春“卡路里”
□陈娜娜（大学生）

现实主义小说《人世间》是作家梁晓声历时8年的
心力之作。阅读这部作品，中国近50年的时代光景中
的芸芸众生以及背后的社会变迁仿佛历历在目。可以
说，《人世间》真切诠释了何谓历史性、何谓人民性、何
谓现实主义。作品折射出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和人间的
正义与真情，让我超越当下，在浩瀚的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理解自身和这个时代。

为百姓立传，时代书写承载个体变迁

文学是有记忆的吗？答案是肯定的。在《人世间》
中，时代书写承载了历史变迁，让还未远去的时代回响
荡漾在人们心中。故事嵌入到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对
外开放、国企改革等重大社会变革进程中，横跨20世
纪70年代至新世纪伊始的50年。小说通过对历史语
境下的平民生活的全景书写，细致全面地展现了中国
社会中城市平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上切身感受到
的发展与变迁。

《人世间》选择聚焦较少触及的“城市基层平民”这
一群体，梁晓声饱含着对历史进程中普通人生活的关
切，用低沉细腻的笔调讲述普通百姓在各个历史时期
的种种变化。时间节点下的《人世间》像是一部恢宏深
沉的“百姓生活史诗”，由此也具有了深刻的历史厚度
和动人的人文关怀。

《人世间》借助个体人物的命运折射出中国历史时
代的变迁，将国家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在人物的日常
生活中铺陈开来，其中最直观的感受便体现在人民对
自身生活水准变化的切身体会上。例如，周秉昆一家
每年春节购置的年货种类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增
多，这背后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带动自由市场的涌现，人
民的购买渠道也更加普遍和便捷。这50年间，身在其
中的我们随着国家发展的脉搏不断律动，体会着变革
下日新月异的社会前景。民间化的历史叙事立场巧妙
地将国家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融入人们的个体生活，使
读者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从而也使《人世间》获得了广
泛的群众基础。

以“情”讲故事，用中华民族的文化
底色搭建共情桥梁

《人世间》不依靠宏大时代的叙述，而是通过人间
烟火处的道义和担当打动读者。梁晓声与共和国同
龄，亲身经历了新中国70年的沧桑巨变，他始终认为
文艺作品应该引导人向善、引导社会向好发展。具体
到《人世间》中，他塑造了一群平凡坚韧、善良正直的中
国百姓形象，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宏大的历史如盐入
水，自然地流淌于他们的命运轨迹之中，让观众沉浸其
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产生情感共鸣，进而亲近人
物的故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到
文化自强，理论体系演进的背后是个体对本民族文化
的理解。其中，文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唤起我
们心底共情的好故事拥有一种共通的情感，它会给人
一种向善的能量。我在阅读《人世间》时，思考得更多
的不是当年具体的回忆，而是在那种物质并不充裕的
情境下，为什么人们内心充沛、情感浓度这么高，而在
当今的陌生人社会中，我们缺少了什么？

《人世间》给出了答案：温暖的力量。《人世间》融通
价值解释话语，将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理念融入日
常认知图式。在平民世界的塑造上，以周秉昆为圆心
辐射到整个平民生活圈，他们存在的精神支柱便是梁
晓声一直坚信并诠释的“好人观”。其中对主角周秉昆
的命运讲述最为丰满，这个人物也传递了故事本身的
价值观——温暖的平凡。周秉昆是家中最普通的留守
者，虽生活屡遭不顺，但他对生活充满希望，对朋友热
心仗义，对爱情勇敢执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
度凝练的话语体系，《人世间》对其进行极其生活化的
讲述，正是一个个小人物形象的质感，间接构成蕴含价
值观传递的温度感。

《人世间》以真挚感人的人物与故事、细腻厚重的
文化底色与肌理，让读者看到温暖的好人力量：所有中
华儿女的善良正直、百折不挠，都将化作人世间的青山
绿水、江河湖海，渗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奔流不息，也将
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向阳生长。

超越时代的思考：在新的时代坐标
系中锚定位置

文学作为一种价值传递桥梁，对当前文艺作品讲好
中国故事，推动人们以史为镜、对当下的时代进行再思考
不失为一种启发。《人世间》承载着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
广大老百姓的集体记忆，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也对现实
问题有深刻的思考，这是《人世间》的焦点所在。

有读者这样评论：“生活变好了，更要回头看看。”
岁月的车轮匆匆碾过，沿途的风景在变，但驶出的轨迹
大致相仿。梁晓声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独到的分析与认
识，使《人世间》在当下依然引起深刻的社会反思。比
如，在“六小君子”中的吕川坚定地进行大刀阔斧的国
企改革的同时，作为改革阵痛的承压者，以肖国庆为代
表的普通老百姓则坚决反对，因为改革会对他们的生
活产生不小的冲击。对这段历史的回望，引发了人们
的思考——以历史为坐标系，才能更好地找到现在的
位置。《人世间》通过细腻的平民生活图景，为中国年轻
一辈理解社会主义发展史提供了鲜活的、有质感的内
容，让我们可以回望历史，从而在时代崭新的坐标上更
好地眺望未来。

合上书本，我充分意识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年轻一辈要不断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
合新时代，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
新办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新的活力。这也是
《人世间》这部现实主义作品的意义所在。

立足时代，
为人民群众立传
□孙小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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