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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乐章 序曲

11 月 17 日夜，黄淮学院音乐厅
因钢琴家李立而精彩。

潇潇冬雨阻挡不住人们欣赏钢
琴艺术的脚步，瑟瑟寒风冷却不了人
们对高雅艺术的热情。19时 30 分，
由河南省音乐家协会、黄淮学院、驻
马店市文联主办，驻马店市音乐家协
会、黄淮学院音乐学院承办的“我爱
你中国·李立钢琴独奏音乐会”如期
在黄淮学院音乐厅拉开帷幕。当黄
淮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钢琴家李立
走上舞台，用标准的舞台礼仪向观众
致意时，鲜花芬芳、掌声雷动。

李立，黄淮学院音乐学院钢琴教
研室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
国音乐家协会社会考级钢琴考官；河
南省音乐家协会钢琴专业委员会常
务理事；河南省文明教师；驻马店市
第七、第九批拔尖人才；先后毕业于
南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大学艺
术学院音乐系；2002~2003 年，赴北
京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进修学习；
2014~2015年，中国音乐学院高级访
问学者。现从事钢琴和钢琴伴奏教

学。
美的东西

都应该是简约
的 。 一 架 钢
琴，纯手工操
作，却能演绎
出如诗、如画、
如梦的意境。
唯其简单，才
更能体现艺术
的高妙。如时
下流行的唱片
和舞台艺术，
配器庞杂，声
光交映，其效
果依赖尖端的
电 子 技 术 合
成，那是技术
而非艺术。李

立不用七荤八素的调料，徒手调制的
音乐盛宴，奉献给观众的是正统的、
至真至纯的艺术。

观众席上秩序井然，显示出观众
较高的文明素质。掌声与音乐意境
的默契呼应，体现了观众较强的艺术
领悟水平。观众的热情则反映了对
高雅艺术的认同和尊崇。

第二乐章 民族魂奏鸣曲

在上半场的演奏中，从曲目的选
择上，观众可以领略到演奏家对民
族风格的审美取向和对民族音乐艺
术的尊崇与挚爱。《巴蜀之画——四
川民歌主题钢琴组曲》中的《晨歌》
《空谷回声》《抒情小曲》《阿坝夜会》
等；《中国民歌选曲》中的《情歌》《猜
调》；《内蒙古民歌主题钢琴小曲》中
的《友情》《草原之歌》。所选择的曲
子都是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的
曲子，就连被邀请助演的年轻二胡
演奏家周洲演奏的曲目也是著名作
曲家陈耀星作曲的具有丰富的我国
北方音乐元素的二胡独奏《山村小
景》。这些钢琴曲子通过钢琴家的
纤细的十个指头在 88个黑白琴键上

灵动地舞蹈，把遥远的巴山蜀水那
天籁般的空谷回声，把川藏高原上
的热烈欢快的篝火晚会，把云贵高
原上阿哥阿妹的呢喃软语，把内蒙
古辽阔草原上的敖包相会，拉近到
与场内每一个观众只有一个拥抱的
距离。在上半场的演出中，李立的
演奏不经意间流露出大师的风范，
她那流畅的指法，朴素的风格，让人
感受不到刻意的修饰，微妙的触键
下自然流泻的是一种慰藉心灵的稳
健、安详、舒缓和静谧。

都说艺术是无国界的，但是艺术
作品却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李立在
琴键上跳动的十指，给我们传递的
是具有沉甸甸质感的民族文化的自
信……

第三乐章 中华情咏叹调

李立钢琴独奏音乐会的下半场
可以说是整台演出的高光时刻。

著名钢琴演奏家艾赛赛，黄淮学
院音乐学院钢琴教师、副教授李甜
甜，黄淮学院音乐学院教师李怡璇，
河南省专业声乐器乐大赛“文华奖”
获得者刘艳晴作为特邀助演嘉宾与

李立同台献艺。钢琴八手连奏的演
出形式令人耳目一新。《花儿为什么
这样红》让人领略到两架钢琴八手同
奏的多声部美妙和声。《金蛇狂舞》则
彰显了音乐巨匠聂耳音乐艺术的独
特魅力。特别是李立与著名钢琴家
爱赛赛合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片
段，可以让你感受到壶口瀑布的惊天
轰鸣；感受到黄河九曲十八弯上的怒
马腾踏；感受到“天下黄河富宁夏”的
静水流深；感受到黄河入海口的辽远
壮阔；感受到中华先民抵御外辱、自
强不息的奋斗历程……

音乐会以李立钢琴伴奏，著名歌
唱家陈艳伟、刘爱珍联袂合作的歌曲
《我爱你中国》把演出推向了高潮。
两位歌唱家声情并茂，乐音辽远，演
奏家的十指拨动着每一位观众的心
弦。夜幕之中雨潇潇，冬咋寒，音乐
厅里夜未央，歌正酣——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
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
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
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
的梦中流过。我爱你中国，我要把
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
祖国……③3

我爱你 中国
——黄淮学院音乐学院李立钢琴独奏音乐会侧记

记者 张士君

“我是农民的儿子，更是一名共
产党员，我要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不获全胜，绝不收
兵！”这是周红星驻村之初在他的工
作日志上写下的一段话，也表明了他
坚决完成组织交给任务的信心和决
心。

2017年 11月，受党组织委派，37
岁的周红星走出确山县政府机关，到
朗陵街道八里岔社区任第一书记，实
现了从确山县政府办公室秘书到第
一书记的转变。如今，三年的时间过
去了，周红星在农村摸爬滚打，比原
来在机关时黑了许多，瘦了许多，说
话的嗓门粗了许多、高了许多，成为
一名地地道道的“村官”。

加强基层党建
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群众要致富，关键看支部。群
众要脱贫，选准带头人。”周红星驻村
之初，面对着“两委”干部严重老化的
局面，他就把加强党建工作，优化干
部结构，提高“两委”班子的战斗力作
为改变贫困面貌、推动精准扶贫的重
中之重。为此，他在深入走访与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两委”换届的大
好时机，将两位有知识、有学历的年
轻干部充实到“两委”班子里，进一步
增强了社区“两委”的工作能力，使其
作为脱贫攻坚最前沿阵地的“作战指
挥部”，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两委”班
子的凝聚力、战斗力也得到了大幅度
提升。

周红星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
度，带头讲党课，坚持把每月 25 日作
为党员活动日，雷打不动、风雨无阻，
每年七一带领党员先后赴鄂豫边革
命纪念馆、竹沟革命纪念馆、杨靖宇
将军纪念馆参观学习，进一步增强了
党员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认同感。同
时，他还十分注重党员发展对象和村
级后备干部的培养，不仅为基层党组
织输入了新鲜血液，还为社区“两委”
班子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推动精准扶贫
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

“第一书记周红星每周都到我们
家中走访，总是嘘寒问暖的，只要有
啥困难，他都千方百计地解决。他帮
我安排了保洁员岗位，为我儿子办了
低保，还让爱心企业救助我们……”
提起周红星，贫困户王爱梅充满感激
地说。社区贫困户家中谁家的孩子
上几年级了，谁的残疾证该升级了，
谁到了该领五保金的年龄，谁到了该
领高龄补贴的年龄等等周红星都记
得清清楚楚、如数家珍，每一项政策
都确保及时足额落实到位。由于贫
困户中大都是弱劳动力，外出务工难
度较大，为了增加他们的收入，加快
脱贫致富步伐，周红星就充分发挥村
庄邻近产业集聚区的优势，多次上门
与周边企业沟通洽谈，希望企业能够
奉献爱心，吸纳贫困群众就近务工。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周红星一次
次的协调沟通下，八里岔社区有务工
意愿和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全部实
现了在家门口务工，每月至少增收
500元，多的高达 5000多元。有了增
收致富门路，社区贫困户全部实现了
光荣脱贫。

坚持志智双扶
积极推动教育扶贫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
周红星深知教育对改变一个家庭命
运的重要性。他认为，精准扶贫最根
本的举措是要实施教育扶贫，鼓励贫
困群众加强子女的教育培养，努力把
他们都培养成才，通过教育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实现一个家庭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梦想。因此，在日常走访中，
周红星对贫困群众家中的学生格外
关注，经常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解
决困难，鼓励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将
来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个人和家庭
的命运。同时，为了在社区营造重视

教育的良好氛围，周红星积极奔走争
取，2020年暑假协调了恒久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爱心捐赠两万元，对社区考
入重点院校的大学生和社区小学的
优秀学生进行表彰和奖励，让儿女学
习优秀的家庭感到骄傲和自豪，从而
使社区广大群众都能关心教育、重视
教育，都能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才。
2019 年和 2020 年，周红星还先后为
社区考入商丘师范学院和东北林业
大学的两名困难女大学生每人申请
到“春华行动”救助金 5000 元，并积
极与她们所在的学校联系，帮助她们
安排勤工俭学岗位，确保她们能够顺
利完成学业。

弘扬孝善文化
切实解决农村养老难问题

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老
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
在驻村日常走访和与群众接触中，周
红星发现，当前农村存在着一种“儿
住平房孙住楼，爷爷奶奶住村头”的
不良风气。老人含辛茹苦为儿孙操
劳一生，奉献一辈子，晚年生活保障
却堪忧，甚至有的儿女不愿赡养老
人，逼着老人去争当贫困户。针对这
种不良风气，周红星将弘扬孝善传统
文化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积极
在社区营造尊老、爱老、孝老、敬老的
浓厚氛围，真正让老人实现老有所
养、老 有 所 依、老 有 所 乐 的 美 好 愿
望。为充分调动子女赡养老人的积
极性，周红星从专项工作经费中拿出
3万元在村里设立孝善基金，对 60周
岁以上贫困老人和 70 周岁以上所有
老人，在子女每月给予不少于 100 元
赡养费的基础上，孝善基金给予 10%
的奖补。同时，周红星还在社区组织
开展一系列孝善文化活动，通过发放
孝老爱亲倡议书，制定孝老爱亲村规
民约，绘制二十四孝文化墙和组织开
展“孝善文化进校园”，举办“重阳文
化节”和“孝老爱亲模范家庭”评选表
彰活动等举措，大力宣传孝善文化，

使广大群众切实把孝善文化传统美
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孝老爱
亲的良好家风民风。在周红星的积
极推动下，如今，在八里岔社区，尊老
敬老爱老孝老的良好风气已经形成，
儿女互相推诿不愿意赡养父母的没
有了，受人称赞的好媳妇、好儿女不
断涌现。

积极争取项目
夯实社区长远发展基础

项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载
体，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机遇。作为
曾经在确山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的周红
星，深知项目对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性。为此，驻村以来，周红星就把
争取项目作为一项大事要事来抓，经
常加班加点地工作，有时为了争取一
个项目，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一忙就是
一个通宵。天道酬勤，在周红星的积
极争取下，八里岔社区近三年来先后
实施了党群服务中心、文化服务中心、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公交车通行、门
都二路西段老年人健身示范园、安全
饮水和乡村道路整修等众多项目，社
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全面改善，为社区经济社会的长
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的八里岔社区，民富了，村
强了，父老乡亲们吃上了放心安全的
自来水，行走的是宽阔平坦的水泥
路，用上了太阳能路灯，群众出行抬
脚就能坐上公交车，文化大舞台、塑
胶跑道、门球场、足球场、篮球场一应
俱全……这一切的发展变化，无不凝
聚着周红星的心血和汗水。谈及对
未来设想，周红星感慨地说：“我们八
里岔社区在产业发展和集体经济方
面还有很大短板，基础设施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这是我下一步工作的重
点。组织上给我提供了这个平台，我
就该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基层发光
发热，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和实现乡村振兴作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③3

根植沃土担使命
——记确山县朗陵街道八里岔社区第一书记周红星

记者 张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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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万里飘香。2020 年
10 月 27 日，一辆满载着市人大机关
老干部考察团的中巴车风驰电掣地
一路向遂平驶去……其任务是考察
观摩该县的城市建设和文化旅游情
况。我作为退休干部第一次参加这
样的考察，感到激动而兴奋。

第一站玉戴河公园。该园占地
面积大、规划起点高，布局合理、结构
紧凑；绿化精细、植被茂盛；亭台高
雅、步道逶迤；流水淙淙、水质清澈。
站在玉戴桥上环顾四周：该园风景如
画，像镶嵌在遂平新城中的一颗明珠
熠熠生辉。我们坐着游览车穿行在
绿荫道上，看着美景、吹着秋风、嗅着
香味，顿感心旷神怡、精神倍增。大
家感叹：不愧是一处极好的休闲、读
书、健身的好去处。

第二站汝河景观园。这个园子
坐落在遂平县城南，是一处花园式别
具特色的园区。该园围绕着汝河而
建，体现着“河上有园、园中有河”的
独具匠心的魅力。特别是园中一处
喷泉，布局巧妙、别有洞天！它喷出
的泉水高扬、云雾缭绕，置身其中仿
佛遁入仙境、飘飘然而不知所以然。
我们在此拍了照、合了影，有种云蒸
霞蔚之感——享受到了“云中有我、
我在雾中”的绝佳胜境。

第三站著名的嵖岈山。嵖岈山
我去过多次，每次都是依山拾级而
上、登 高 望 远 ，上 面 的 景 色 一 览 无
余。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坐车观景，
在山脚下走马观花，上下结合别有一
番情趣，弥补了观察维度的缺陷和不
足。

此次先从南山进入，然后一直往
纵深处行驶，一路听、一路看、一路欣
赏。

嵖岈山以“奇石叠翠、怪石嶙峋、
犬牙交错”著称；上有“母子石”“一
线天”“八卦亭”；下有“猴子望月”

“蜜秀湖”“天磨湖”等；在多种植物、
众多树木的映衬下，层林尽染、漫江
碧透。特别是秋季，那黄的银杏、红
的枫叶配以波光粼粼的湖水，更像
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看不够、品不
尽……

沿途欣赏了《西游记》的拍摄场
地、倒立的“皇帝帽”和“深挖洞、广积
粮”时代的坚固粮库等，最后来到了

“天磨湖”。
美丽的“天磨湖”在群山的环绕

下显得更加柔美——湖水真绿，绿得
像一块翡翠；湖底真清，清得可以看
到鱼翔浅底；湖面真静，静得感觉不
到它的流动……啊，好一个美丽的

“中原大盆景”！
第四站参观“中国第一个人民公

社”。下午近三时，我们驱车十多公
里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旧址。
跨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
划一的红砖瓦房、中间一栋三层楼房
在偌大的院子里亭亭玉立，配以一行
行树木，显得肃穆而庄严——我们走
进了当时的乡级最高行政机关。这
一情景，把我们拉回到五六十年代那
个 激 情 燃 烧 的 岁 月 ：1957 年 冬 至
1958 年春，遂平县为了解决水利建
设和荒山绿化的矛盾，集中力量办大
事，就将“小社并大社”合称“卫星集
体农庄”，用以提高效率，后经反复论
证，最终定名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
社”。

该社成立后，发挥了巨大社会效
能，因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各级领
导的高度重视；各大媒体也大力宣
传，其经验纷纷被转载。由此，“遂平
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声名远扬。

从 1958年至 1983年的二十多年
间，“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一直
是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和

基本经济制度。而成立于 1958 年 4
月 20日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
为“一大二公”的典范，又是我国探索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一个具有
代表性的典型，因而被誉为“东方第
一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嵖岈山
的经济和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
作为“第一个人民公社”所经历的曲
折，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
而现在它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供
后人参观、凝思、追忆、借鉴……

我们又顺着时代的脉搏一个展
室一个展室地参观——当看到毛泽
东主席那挥手擘画的高大形象、国
务院奖状上周恩来总理的签名、中
国农业代表团成员习仲勋夫妇的合
影时，我们肃然起敬；当看到那个岁
月留下来的一件件物品时，我们感
慨万千，那个峥嵘岁月的激情往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向我们走来，是
多么清晰而自然；而那个新生的乡
级人民政权伴随着时代的脚步又该
给它怎样的定性和地位？我们在深
思、探索……

天色渐晚、霞光四溢。经过一天
的观摩，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
识、学到了不少好经验。同时，我们
凝眸回望——遂平县的城市建设规
划精细、超然大气、布局得当；道路宽
阔，城中有园、园中有水；环境优雅、
适宜人居。我们不禁感叹：遂平县城
就像河南中原腹地的一盆美景，争奇
斗艳、姹紫嫣红——未来，我们还想
再一睹她的芳容……③3

李立副教授倾情演奏。2 记者 张 朝 摄

广大听众陶醉于美妙的钢琴曲。2 记者 张 朝 摄

农 业 农 村 农 民 问 题 是 关 系 国 计

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村要发展好，

需要有知识、有见识、有胆识的优秀

人才去建设，农民要致富，需要有技

术、懂经营、会管理的致富能手引领

带 动 。 新 蔡 县 今 是 街 道 余 庄 村 的 管

道 峰 和 管 振 兴 父 子 就 是 发 挥 致 富 带

头人作用的典型例子。

管 道 峰 是 十 里 八 乡 有 名 的 致 富

“能人”，当选余庄村党支部书记后，

他带领村委一班人成立种植合作社，

以村集体名义集中流转土地种果树，

并采取包租到户的办法，鼓励村民承

租管理，还建起了光伏发电项目，为

扶贫车间引来了袜业生产线，使村民

们 不 出 村 就 能 务 工 。 管 道 峰 的 儿 子

管振兴吸收当地 100 多家农户加入合

作 社 ，为 50 多 个 贫 困 户 提 供 就 业 岗

位，并向有志创业的群众提供种苗和

技术。（《驻马店日报》11 月 11 日 2 版）

一 人 富 带 动 一 村 富 。 充 分 利 用

和发挥农村致富带头人的作用，是实

现“先富帮后富，携手奔小康”的重要

途 径 ，也 是 实 现 脱 贫 致 富 的 关 键 抓

手。在广大农村，有很多具有一定经

济实力的创业成功人士，他们在产业

发展、致富增收等方面走在前列，具

备一定的带富能力，能够起到示范表

率、引领带动作用。我们要做好农村

致富带头人的培育工作，把农村致富

带 头 人 队 伍 培 育 好 、 建 设 好 、发 展

好，促进乡村本土人才回流，让更多

有能力、想干事、有责任、敢担当的致

富 能 手 和 创 业 成 功 人 士 加 入 致 富 带

头人的队伍中，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

极性调动起来，进一步激发贫困户脱

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促进其增收致

富。

农 村 致 富 带 头 人 的 作 用 关 键 就

在一个“带”字，致富带头人作用发挥

得 好 ，就 能 实 现“ 影 响 一 人 、带 动 一

户 、脱 贫 一 家 、辐 射 一 方 ”的 积 极 作

用。我们相信，今后会有更多像管道

峰 和 管 振 兴 这 样 的 致 富 带 头 人 充 分

发 挥 引 领 作 用 ，带 领 群 众 走 上 致 富

路。③3

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队伍
□ 李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