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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7 日至 11 日，红

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举办了第七

届“小小讲解员”培训活动。来自

泸定桥小学、成武小学、二郎山寄

宿制小学和八一爱民小学的 64

名小学生齐聚纪念馆，开启了这

场意义非凡的红色之旅。

培训内容涵盖历史文化知

识、讲解技巧训练、讲解礼仪以及

普通话等板块。孩子们深入学习

泸定县的历史文化、红军长征的

历史背景以及红军飞夺泸定桥战

斗的详细经过和重大意义，为日

后“小小讲解员”的志愿讲解打下

坚实基础。

据悉，培训结束后，红军飞夺

泸定桥纪念馆专业老师将会对

“小小讲解员”进行考核。考核合

格者将获得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

馆颁发的结业证书，正式开启红

色文化传播之旅。其中表现优异

者还将获聘为纪念馆的志愿讲解

员，聘期一年。他们将在当年8月

至12月的周末及节假日，来到纪

念馆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用生

动的讲解和饱满的热情传递红色

文化的力量。

二郎山寄宿小学学生秦雨琪

在参加活动后说：“通过培训，我

了解到了革命和长征中红军战士

的艰辛和不易，在今后的学习和

生活中，我会更加努力当好红色

文化传承人，讲述好家乡的红色

故事。”

“看到孩子们用稚嫩而坚定的

声音，将一个个红色故事讲述得生

动感人，逐步成长为小小讲解员，

我们感到付出是值得的。通过专业

讲解培训，提升孩子们的自信心和

语言沟通能力，引导他们学习英雄

事迹，让他们在讲好红色故事的过

程中，厚植对党、对祖国的朴素情

感，更好地弘扬红色文化，让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相信未来他们能让

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受到红色文化

的魅力和价值。”红军飞夺泸定桥

纪念馆讲解员杨梦玫表示，小小讲

解员的培训，如同星星之火，点燃

了孩子们心中对红色文化的热爱

之火，也为泸定的红色文化传承注

入了新的活力。

周伟

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泸定县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举
办第七届“小小讲解员”培训

为切实加强对青少年思想道

德教育和关爱保护，7月12日，得

荣县关工委组织开展了“老少同

声颂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夏令

营主题活动。

在得荣县九年一贯制学校，

该县法院法律宣讲工作人员为

青少年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

教育课。宣讲员结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通过丰富

的案例分析，让青少年们明晰法

律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同时，

工作人员深入浅出地向青少年

们讲解了防溺水、防欺凌、交通

安全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

知识，让青少年们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逐步增强法律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懂得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青少年们在该县红军桥、贺

龙桥等地，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路

线开展徒步体验活动。在徒步过

程中，“五老”代表生动地讲述了

军民鱼水情、扎纳亚山战斗等红

军在得荣的红色故事，展现了红

军与藏族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

军的鱼水情谊。此外，“五老”代表

还讲述了贺龙元帅率部过境得荣

时的诸多历史细节，再现了当时

红军部队行军战斗的激烈场面，

让青少年们仿佛穿越时空，置身

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感受到

当年红军长征的艰辛与伟大，体

会到红军战士们坚定的革命信念

和顽强的奋斗精神。

在得荣县红军长征陈列馆，

讲解员借助馆内珍贵的历史文

物、详实的图片和生动的影像资

料，系统且全面地讲述了红军长

征在得荣的历史背景以及那些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互动问答环

节中，青少年们热情高涨，纷纷举

手抢答党史知识，现场气氛热烈。

得荣县融媒体中心 文/图

老少同声颂党恩
携手奋进新征程

得荣县开展青少年夏令营主题活动

本报讯 近年来，农行甘孜县

支行坚持思想教育有态度、案件

警示教育有深度、交流座谈有温

度，让受教育者能够入脑入心，

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该行准确把握政策，运用党

的思想政治理论，用循循善诱的

宣导唤醒党员意识，激发责任感

和使命感，切实推动党员筑牢思

想防线。

组织员工学习典型案例、观

看警示教育片，通过鲜活的违法

违纪案例，从思想根源剖析案件

的成因，增强教育感染力，员工主

动撰写学后感、观后感，形成学案

例、观影片、谈体会、受警示的浓

厚氛围。

适时组织员工召开座谈会，

在交流互动中聆听不同层级、不

同岗位员工的感悟。激励员工干

事创业的担当精神，坚持严管与

厚爱相结合，宽严相济，并将员工

关爱落到实处、细处。

晏中华

农行甘孜县支行抓实员工教育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青少年在红军桥听“五老”代表讲红色故事。

新 评 世 语

我的驻村帮扶故事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四届

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

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2 日上午在

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习近

平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

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

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

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膺担当的青

春篇章。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兴则民族

兴。青春的力量，是推动中华民族勇

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

力量。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

广大青年重任在肩、大有可为。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立志做有

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好青年，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

增光添彩，才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挺膺担当的青

春篇章。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

年。”知行合一，不忘初心。新时代的中

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坚定理想

信念，方能让青春之花绚烂绽放。青年

理想远大、志存高远、信念坚定，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

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新时代

中国青年要早立志、立大志，从内心深

处厚植对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思

想洗礼和实践锻造中不断增强做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知行合一，奋发

进取。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改造客观世界，厚植家国情怀。青

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最少

保守思想的群体，蕴含着改造客观世

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新时代

中国青年要深刻理解把握时代潮流和

国家需要，使自己的思维视野、思想观

念、认识水平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与时

代同频共振，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

用清醒的头脑思考人生，用智慧的力量

创造未来；敢为人先、敢于突破，以聪明

才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会。

唯如此，才能不负青春韶华，成为堪当

大任的国家栋梁之才，成为祖国的希望

和未来。

“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

矣。”胸怀梦想，踏浪前行。实现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需要广大青

年踔厉奋发、勇往直前。广大青年要自

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胸怀“国之大

者”，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施展抱负、建

功立业，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

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让青春在祖国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劳动创

造世界，汗水成就未来。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广大青年

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真谛，

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吃苦在前、享受在

后，甘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勇

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

献者，毫不畏惧面对一切艰难险阻，用

青春汗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

奇迹。

以青春之我谱写新时代“奋斗之

歌”。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享受

的。当代青年生逢盛世，施展才干的舞

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

明。新征程，新使命；新时代，新作为。在

新征程上，广大青年要把党的科学理论

作为成长成才的指路明灯，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让青春在为祖国、为

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

放绚丽之花。

以青春之我谱写新时代“奋进之歌”
◎李红军

郭竟卉：四川广播电视台

派驻石渠县洛须镇洛须村驻村

工作队队员

驻村信息

石渠的天，说变就变。2024年7月的

那个午后，云层压得很低，毫无征兆地，

冰雹就砸了下来。密集的冰粒敲打着县

委办公楼老旧的玻璃窗，发出“噼噼啪

啪”的脆响，急促得像擂鼓。

就在这狂风骤雨般的喧嚣里，石渠县

委组织部部长仁孜降措把我们喊进了办

公室。他身上带着高原特有的、混合着风

雪的气息，声音却异常温和：“坐。”他示

意我们坐下，然后缓缓开口，“石渠虽然

远，但文化深厚。”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

跑这么远驻村不容易，希望你们能发挥专

长，让更多的人看到石渠的美。”

玻璃窗外的冰雹依旧在敲打着，但

办公室里，却仿佛有比这冰雹更沉、更响

亮的东西在弥漫——那是一种沉甸甸

的、充满力量的期望。

从手足无措到逐渐融入

仁孜部长的话像一簇火苗，点燃

了我和队友们心头沉寂已久的热情，

那是一种久违的、想要创造什么的热

情。然而，这热情的热度还没来得及

完全散开，现实的冰水便泼了下来，

困难也随之而来。

资金支持至关重要，但更让我们

感到茫然无措的是，我们是刚踏上石

渠土地没几天的外来者，对这片高原

的自然风貌和人文脉络，都还隔着一

层厚厚的雾。我们该如何拨开这层迷

雾，创作出真正能代表石渠、属于石

渠的故事呢？这个问题像一块沉石，

压在我们心头。

我坦诚了顾虑，仁孜部长却笑

了，那笑容里有高原人特有的爽朗，

也有一份不容置疑的笃定：“资金不

足，这个我再去跑，再去争取，总有办

法；至于了解不够？”他话锋一转，目

光变得锐利而温暖，“这个更简单，我

带你们走、带你们看、带你们听！”

他的话像一颗温热的定心丸，

精准地落进我们不安的心坎里，瞬

间驱散了心头的迷雾。有一次，在帐

篷节上，我遇见一个当地的藏族小

女孩。她用一块石头做笔，把草原当

作画布，在扎溪卡的广袤大地上勾

勒出心中的世界。那一刻，我被深深

触动了，心底涌起一个念头：我想为

孩子做点事。

后来，在仁孜部长的大力支持

下，四川广播电视台定点帮扶石渠县

驻村工作队携手中国石油川庆钻探

公司派驻石渠县帮扶工作队，正式启

动了儿童绘本《扎溪卡的梅朵》文化

扶持公益项目。

走进孩子们，找寻创作方向

项目定了，但具体内容怎么搞，

我们川台驻村工作队和川庆驻村工

作队起了分歧。我们想主打民俗传

说，强调教育意义；他们则倾向自然

风光与生态保护，更看重趣味性。这

个核心选题，让会议室里瞬间爆发了

一场的激烈争执。

仁孜部长笑着打圆场：“你们都

很有想法，但别忘了，我们做给谁

看？是给孩子们看的！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世界，才是我们故事真正的

源头活水。”

这句话，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仁孜部长的点拨让我们瞬间清醒，之

前紧绷的气氛也缓和下来。于是，我

们双方很快达成共识，决定去孩子们

中间寻找答案。

为了真正触摸到孩子们的心声，

我们一次次踏进石渠县邓柯小学的

校门。那些日子，我们像好奇的孩子

一样，坐在他们中间，听他们叽叽喳

喳地分享着“喂牦牛、挖虫草、斗羊拐

骨……”这些在他们看来再平常不过

的小事。听在耳里，却觉得简单得纯

粹，真挚得动人，里面藏着满满当当

的童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我们和孩子们聊得热火朝天，笑

声常常飘出教室。不经意间，还从他

们口里学会了“嘎真切”（谢谢）、“哦

呀”（好的）、“给嘿嘿”（语气词）这些

带着浓浓地方味的藏语。

正是这些朝夕相处、无间的互

动，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最好的故

事，从来就不需要我们绞尽脑汁去编

造，它就真实地、鲜活地存在于孩子

们自己的生活和讲述里。

三方携手，共绘高原儿童梦

回到村里，我们迅速投入到绘本

创作中。这次心里有了底，孩子们提供

的素材就是我们最好的“故事大纲”。

经过反复讨论，《扎溪卡的梅朵》

绘本系列将专为儿童打造，背景设定

在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用现实主义

笔触展现当地人民的新生活。以藏族

女孩梅朵为主角，她的故事将带领读

者领略涉藏地区的民俗风情与文化

传统，感受现代生活与古老传统的和

谐融合。

300多个日日夜夜，创作的过程

就像在高原上艰难跋涉，我们一步一

个脚印，克服了重重难关。

比如，孩子们那些天马行空、看

似不着边际的奇思妙想，要如何稳

稳地转化为生动的文字和画面？如

何让故事既充满童趣，又能潜移默

化地传递真挚的情感？还有，如何运

用AIGC这项新技术，让它生成的插

画真正带有石渠的灵魂和神韵？这

些问题一度像浓雾般笼罩着我们，

有好几次，我们都几乎要被挫败感

压垮，想要放弃。

幸好，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国

石油川庆钻探公司派驻石渠县帮扶

工作队总是给予我们援手，帮我们牵

线搭桥，联系拜访石渠当地的文化学

者居·根呷老师，邓柯小学的根绒郎

加校长和降初拉姆老师，三位老师耐

心细致地帮我们分析问题、寻找对

策。而仁孜部长也会定期召集三方开

会，进度卡壳了他协调，难题出现了

他帮忙化解。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扎溪卡

的梅朵》系列儿童绘本终于圆满完

成。最令我们振奋的是，在绘制环节

我们大胆引入了AIGC技术——这不

仅是一次创作上的大胆尝试，更让它

成为国内首部运用AIGC技术创作的

民族儿童绘本。

如今，看着桌上那五本即将发

行出版的精美儿童绘本，我们心中

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成就感。这不仅

仅是一套绘本，更是石渠县委组织

部、川庆驻村工作队和川台驻村工

作队三方携手、团结合作的成果，是

石渠县委县政府对弘扬民族特色的

文化自觉，四川广播电视台文化宣

传基因底色与川庆钻探公司企业担

当的生动实践。我们希望在为乡村

儿童打开一扇窗的同时，也让更多

人了解石渠、关注石渠，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现在，这套凝聚着多方心血的绘

本正在送审中，预计年内出版，希望

《扎溪卡的梅朵》这朵高原上的文化

之花，能传播得更远。

三方携手，共绘高原儿童梦

◎郭竟卉 文/图

到石渠县邓柯小学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