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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在人生漫漫长

途中，万物皆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

涩，请你相信，一切终有四甘，有时我们总

想成为别人，以至于呢个藏在心里独一味

二，被忽略了很多年，而世间最独一无二

的叫做专属于我的——热爱。

又到了一年毕业季，站在人生的重

要路口、使命、责任、梦想，这些人的“关

键词”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愈发真切

而厚重，我们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成长

着，变化着，少年时总有一个大大的梦

想，梦想以后成为大侠、逍遥江湖、称

霸武林......，今天看来，事实上并没

有大侠，因为越长大越烦恼，心事也如

马蜂一样纷涌而至，大侠的自由渐行渐

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为自己描绘

了一个桃花源一样的精神花园，看着他

描绘的这一精神花园，从别人口中了解

到他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说他内心

封闭，看不到外界的阳光，只会一个人

独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暗自饮酒。现在

会想起已经随风而去的他，我们有的也

只能是感叹。

最近，我一直在想面对毕业前的种

种压力与烦恼。对于这些而最重要的是拥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因为健

康的身体可以毁于一念之差，但若内心完

美，依然可以活出出彩的人生。我们常说，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注脚，“行到水穷处，做看云起时”是选择，

“卧薪尝胆、三个越甲可吞关”是选择，当

然，你也可以带上拳套奋力搏击。

心向阳光，何惧忧伤。生命中总是

有很多的庆幸，庆幸一切遇见。在平平

淡淡中得到了一份遇见，无论过去多少

年，每每回忆起这份回忆，内心总会感

叹，遇见你，真好！在人情的冷暖间，感

受温暖，只要内心充满阳光，就可以抵

抗世间所有的孤独和无助。我们常常困

惑于，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每天的脑海

里都会冒出很多念头，那些不变的才叫

做热爱，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

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

后，依然热爱生活。

其实每个人都像海子一样，以梦为

马，不负韶华，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但每个人也都像海子一样，让别人

觉得充满了阳光，桃花灼灼。事实上，每

个人心理有事或多或少不在少数，可最

后完美处理的却没有几人，心情这种东

西也许看起来不怎么样，可它就像“发

面”一样，任何因素都可能是酵母，使它

会无限膨胀，若是没有持其化小，化无，

就会到最后变了质，所以在人生中，我

们既要看到姹紫嫣红的美景，也要看到

四季的变化，心向暖阳，丰盈自己的生

命，沉淀一份欢喜。

期待遇见美好，期待与爱相聚，左手

悲伤，右手欢喜，守住简单的幸福，把阳光

洒满的时光间匆匆奔走的身躯，努力把暖

阳，播撒进生命的在意念里，风起波荡漾，

处处洒满温暖的阳光！

一个国家的进步，印刻着青年的足

迹，一个国家的未来，寄望于青春的力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青年一代的理想

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当我们成为共青团员的那一刻起，学

习的第一堂团课就是何为中国共青团。中

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

的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

军。中国共青团团结并带领广大青年艰苦

奋斗，自力更生，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贡献出智慧和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过，青年是时代

和社会的产物，青年的作用使命由特定的

时代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

青年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主体。

青年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有生

力量。

青年是党的继承者和开拓者，是党未

来的希望。

青年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希望，青年

塑造未来。

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参加了金台区

疫情防控支援的队伍。在疫情攻坚战中，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积极报名了学院

的疫情防控志愿者，并且积极投身社会实

践，参加了多次义诊活动。

在我们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也要不忘

初心跟党走。青年是国之希望，我们应该

接过革命的接力棒，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的复兴梦想矢志前行。

广大青年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习总书记勉励广大团员青年坚

定跟党走，“不忘这个初心，是我国广大青

年的政治选择，也是我国广大青年的人生

航向。”

当代青年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要加强学习，锻造本领。努力做一个有信

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青年。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党的伟

大事业才能后继有人薪火相传，中国梦

才能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

现实。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青年

工作。鼓励青年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广大青年要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志做有梦想，敢担

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民族的未

来也属于青年。广大青年，要用青春作桨、

以梦想为帆，勿令岁月蹉跎，为理想和国

家而不断奋进。

绿肥红瘦已暮春，

莺燕碧空撩白云；

赏心悦目山水画，

劳逸相籍瞭乾坤。

五一劳动节写意
张秋学

心中有阳光   脚下有力量
凤翔师范学院学前教育02113班   佘美明

青春跟党走   建功新时代
中医药学院中医02101班  李子玥

中南大学教授阎真创作的

《活着之上》，是继他《曾在天

崖》《沧浪之水》《因为女人》以

来的第四部小说。这部小说是

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者以清

晰而细腻的现实主义笔法，全

方位展现了高校生活的方方面

面，对当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

诸种社会与文化问题进行了深

刻的描摹，读完这部小说，我有

以下感受，可概括为“四度”。

一是反映生活的宽度，全

面而又客观。作者以细腻的现

实主义笔法，全方位展现了高

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高校知

识分子所面临的诸种社会与文

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描摹，诸

如房子问题、职称问题、婚恋问

题、人际圈子、学术帮派、如何

跑项目、如何发文章以及高校

行政化等等，大凡一个青年知

识分子可能遇到的问题，在小

说中都有所反映，所以小说在

整体上呈现出了当代知识分子

所面临的各种处境，这种处境

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大

的普遍性。任何一个生活在任

何一所高校的教职工，都可以

在这部小说中看见自己熟悉的

影子和故事。

二是塑造典型的力度，深

刻而有价值。小说聚焦于当代

高校生存和丑恶现状，成功的

塑造了一个处在时代浪潮和丑

态百出的高校中，尴尬挣扎典

型的知识分子人物典型----

聂致远。与阎真另一小说《沧浪

之水》中的池大为相比，聂致远

没有认可并融入当前的社会结

构与秩序，而是在困窘之中仍

然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高贵

品格与精神追求，并最终获得

了认可。作者借由聂致远在悲

苦环境的孤独与抗争完成对现实的超越，表达了对

知识分子坚守及其坚守意义的肯定，也对知识分子

精神升华的可能性维度做了深刻描绘与赞赏，让读

者也感受到坚守的意义与价值。

三是表现生活的角度，独特而又艺术。小说为了

表现悲苦困境下以聂致远为代表的高校知识分子精

神坚守这一重大主题，作者在小说全篇采用了对比

的手法。小说以麓城师大为背景，在一种畸形的社会

结构与秩序之下，围绕职称、课题、学位、论文、醒目

等高校校园生活进行横向比较，小说中另一位主人

公、聂致远的同学蒙天舒是适应这些规则的高手，他

不仅很快就评上了教授，还当上了学院的副院长，而

平民出身、不谙学界规则与潜规则的聂志远，以中国

传统文人为偶像，坚信要献身学术，然而他的理想被

一件件残酷丑陋的事实击碎，则处处受制于人，连最

基本的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他最后则在规则与理

想之间保持了一种十分脆弱的平衡，表现了知识分

子用良知尊严所进行的一场痛苦的坚守，小说展现

了主人公坚守的过程、背景和价值。用对比的手法，

展现了不适应“规则”与谙熟“规则”的区别与结果，

在对比中，解释了真善美假恶丑。

四是挖掘生活的深度，犀利而更深远。首先，阎

真是一位学者作家，在湖南中南大学文学院任教，

并同时创作，20 年间共创作了四部小说，由于身份

背景，所以他的作品始终关注高校、关注知识分子群

体，多表达知识分子在时代进程中和历史剧变下的

心灵世界、精神空间和价值转向。小说出版后，就因

通过凡人小事表现当代生活的大命题畅销并获首届

路遥文学奖。其次，作者在小说中着力解释了以聂为

代表的知识分子怎样在当代社会中需要精神和人格

的坚守，以及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颂扬，让我们看

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超越“活着”之上的精神追求与价

值坚守。因为主人公聂志远超越“活着”之上所凭借

的思想资源，是曹雪芹、王阳明、张载等人所代表的

传统中国文化，同时作者也批判了知识分子的世俗

化、利益化、个人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活着之

上》是以传统中国文化思想资源反思的一部小说，所

以这部小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思想史价值。在小

说的封底，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认为，这部小

说展现“现时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生活史、遭遇史。

没有拔高也没有虚饰，但内心有着执着和向往，伴随

着妥协、挣扎、痛苦。在梦中的曹雪芹和世上的聂致

远之间的虚衔处，恰恰是我们精神的生机所在。”

总之，这是一部耐读的小说。因为它是高校的一

面镜子，作者以小说的艺术形式全面而又深刻的描

摹了高校生活，让我们感受到了高校生活的丰富与

厚重，重要的是我们从聂致远身上感悟到了一代知

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精神追求和理想希望，特别是真

正体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所折

射出来的那种魅力、精神和品位，感受到传统文化巨

大的影响力、辐射力，从而大大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

心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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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同学们，今天让我们一起

重温《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进一步

了解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

和成长经历，从榜样的力量中寻找青春

的答案。

1969 年初，15 岁的习近平离开北京，

来到了梁家河大队，开始了他艰苦却受益

终生的插队岁月。住窑洞，睡土炕，忍受跳

蚤叮咬，打坝，挑粪，修公路，建沼气，加入

中国共产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到

1975 年的秋天，习近平在梁家河的土地上

当了整整 7年的农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能够从小

故事中悟出大道理，从口述史中洞察大时

代，从奋斗史中汲取大智慧。毋庸置疑，这

对于青年人来说意义深远，他是青年人树

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鲜活教材，也是

青年人立志成才的重要典范，还是青年人

绽放青春光芒的党史宝典，更是青年人汲

取真理光辉的精神宝藏。

那么，广大青年如何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呢？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为我

们给出了答案。

一是要坚定信念，勤学善思。来自一

起在梁家河插队的戴明讲述：“近平从

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我和近平都

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

简编》，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

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

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可以说，

他的执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

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学习是一个积少成多的

过程。在插队这段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

阅读了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各方面

书籍。只要有一点儿空闲时间，他坐下来

就看书。有时候一直看到深夜才睡。即便

在知青时期，生活环境恶劣，每天吃不饱

穿不暖，白天还要上山劳动，晚上就只能

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看书的条件下，他也

从来没有离开过书本、放弃过读书。哪怕

只能硬挤出一点儿时间，他仍然坚持读

书，坚持学习。

二是要知行合一，脚踏实地。来自

梁家河村民武晖讲述：“近平既一心为

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近平做了这

么多实事，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

面临的难题，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

考。他敢于实践，敢想敢干，也能干会

干，能把想法变成现实。”事虽小，不为

不成，每一项事业无论大小，都是靠脚

踏实地一点一滴干出来的。无论是当知

青时，还是在当大队书记时，只要是村

民需要的，只要是他能想到的，他都去

办。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 

他干一件成一件，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

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

办法克服，只要认定了的事，他就坚持

到底。在这七年里，习近平总书记用每

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诠释了——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

三是要扎根基层，矢志为民。来自插

队知青陶海粟讲述：“为群众做实事是

他始终不渝的信念。”对于习近平总书记

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什

么被灌输的教导，而是早在陕北 7 年里，

在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扎着生存

的普通老百姓牵手共度时艰中，就油然

而生的诸如血液中的信念。群众利益无

小事，正是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构成了国

家的大事。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共产党员初

心和使命的阐述。其实，早在做知青那会

儿，为群众做实事已经是习近平总书记

矢志不渝的信念，包括之后的从政道路

上，他一直视自己为黄土地的儿子，以百

姓之心为心，一心为民办实事。好的榜样

是最好的引导，好的楷模是最好的说服。

因此，让我们一起追随习近平总书记的

青年足迹，从中汲取到榜样的力量，始终

坚守初心、坚定理想，在不懈奋斗中创造

未来，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

者、奉献者，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

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话说凉州
机电信息学院   张静

之于那片大地与天空之初悠远而神

奇的召唤，我的文字都不能越过古凉州

的。虽然在整个丝路行程中，它仅仅算是

我歇脚的驿站之一，可我还是在归来的日

子里，时不时的，以梦中相见的方式和它

默默亲近，悄悄说话。

凉州城，这座河西走廊上的重要门

户，有着“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

的地理优势，曾经是汉武帝彰显大汉帝国

军队的“武功军威”，也是丝绸之路上一颗

璀璨的明珠，有着“烟扑地桑柘稠”、“车马

相交错，歌吹日纵横”的富饶繁华与柔软

温情。西汉扬雄在凉州箴中描述过的“每

在季王，常失厥绪。上帝不宁，命汉作凉”

则将这座古城推上历史的滚滚烽烟……

我初识凉州，是从唐朝开始，一面书

写着冷寂和苍茫。据说唐朝开元仅 29 年，

战争在这里演绎了 24 次，在长达百年的

日子里，卫青、霍去病、李广的战马驰骋而

过，其古道边塞之上，总是弥散着羌笛的

哀怨，胡笳的悲伤，多少尸骨未寒啊！我

依然清楚记得，某个秋日，那个叫高适的

老人走在凉州的古巷里，宽大的衣袖在风

中荡荡而来。他两鬓染霜，满脸褶皱，应该

是被风和沙搓揉的吧？

他出了南门，去了灵云池。只是，灵云

池“檐外长尽天，樽前独鸟来”的诗情画意

并没能扫去这位忍辱负重三十年只被封

了个县尉眉间所有的抑郁和愤懑，他愤然

辞官后，投奔凉州节度使。禁不住“胡天一

望，云物苍然，雨潇潇而牧马声断，风袅袅

而边歌几处，又足悲矣”

这一叹，竟叹出了一幅天高阔远，秋

色空寂的边塞画卷，成为绝唱的凉州。

还有那个我喜欢的诗人岑参，他的

《河西暮春忆秦中》直到现在我几乎还能

倒背如流。记得初读时，总在纳闷，都是凉

州三月半的暮春时分了，河西走廊的春天

虽然有些迟迟，但也开始呈现出一片“边

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好景致了，他怎

么还未脱去一身的臃肿寒衣呢？通过语

文老师细心的讲解，我明白了，他如高适

一样，也是仕途不遇，流落这里，是古老的

凉州接纳了他。后来，爱上读书和写作，渐

渐懂得，这边塞之地还是诸多文人墨客和

达官贵人疗伤和抚慰心灵之地。他们在这

里，疗眼伤，有苍茫的戈壁，有烽火狼烟；

疗仕伤，有淳朴的乡野民风，有重义气的

凉州仕子；疗心伤，有诗书半卷，琵琶声

声；疗情伤，更有酒楼茶肆、歌姬舞姬，以

及醉人的葡萄美酒。凉州的阡陌田畴，小

巷深街和风霜冷月夜，都有他们的身影和

情思。那一刻，站在凉州的街头，我有一种

恍惚，恍惚我的对面，走来诗人岑参，瘦削

的脸颊被烧酒烫成一抹赤红，他的肩头，

长剑垂落，一缕鲜红的樱子在风中飘摇；

他的口袋里，露出半卷竹简，飘来竹子的

馨香....... 还有王维、王翰等，一个个唐

朝诗人，他们的命运与高适、岑参都有相

同之处，热衷功名，却仕途窘涩，又恃才傲

物，狂放不羁，只有借“凉州”这盏“酒杯”，

来浇灌自己心中忧国忧民的块垒。毋庸置

疑，是“凉州”这盏“酒杯”盛放了他们的忧

郁和伤痕，也接纳了他们粗狂与豪放，更

成就了那些悲怆的诗句和千古绝唱。

另一面，却是凉州的富丽和喧哗。有

历史记载，五胡十六国时，中原一片混乱，

但凉州的经济和文化却相对稳定，至隋

唐，河西走廊已进入经济和文化空前繁

荣和发展的历史时期，凉州成为河西最殷

实和繁华的都会，丝绸之路的重镇。其中

《新五代史》记载：唐之盛时，河西、陇右

二十三骤，凉州最大，土沃繁而人富乐。这

个时代，应该在唐太宗到唐玄宗之间，朝

廷在这里采取了足兵、足食、屯田、屯牧等

措施，使凉州从汉代延续下来的农牧业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兴旺，至武则天长安年

间，屯田丰收，凉州都督府屯积的粮草可

供守边军队数十年，祁连山下水草丰茂，

当地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可谓壮大

昌盛。

富足起来的古凉州，开始呈现文化

的繁荣。这个在西天边祁连山下的边塞

小城，从魏晋到隋唐，一直是诗的城，歌的

城，舞的城，汉瓦小院，蛐蛐小巷里，飘出

的西凉美女与歌姬莫愁们的浅吟低唱，从

未停歇过，那些曾经源远流长的凉州乐、

凉州曲、凉州词，凉州酒，就这样在我心中

扎下根来。此时，我在凉州街头，打开所有

的感官和触觉，去追逐“弯弯月出照城头，

城头月初照凉州”的苍凉悠远，追逐“凉州

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风月无

边，也追逐 “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

战血流”的铁蹄硝烟...... 那种孤寂深沉

的美，婉转撩人的美，悲壮雄放的美，相互

交融和碰撞，令我着迷。

汲取榜样力量  书写青春答卷
——重温《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医学院护理 12206 班   刘付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