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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饥寒伴童年，
解放翻身见青天。
严寒过后春风暖，
共产党恩重如山。

我出生在旧社会，那时家中特
别贫困，父亲因病瘫痪在炕，母亲
眼睛不好，也不能下地劳动。

为了糊口，我12岁起就给人
家放牛、放羊。我家就在妈妈头山
下，放牧时看见家乡的大山，我的
眼泪就流了下来，度日如年的我真
是想家啊！

13岁那年，日本人要劳工，平
均六个劳动力摊一个。有几个人
雇我替他们当劳工，每人出五斗
粮。我就到英石矿报名，日本人
说，“小小的不行。”我说，“我家
大人有病。”一个管工地的中国人
说：“叫他干干看吧！”就这样，我
被留下了。我被安排了许多重
活，年少的我干不动，经常被打。
好心的冯大喜大叔代我向管事说
和，于是我回家卖了一石五斗粮，
得了80元钱，用这些钱换来了一
把手锤。这之后，我的工作就变
得轻松些了，管事安排我每天用手
锤把大石头凿成小块。我足足当
了6个月劳工。

14岁起，我就给人家耪青、扛
活、学木匠。父亲1948年去世，就
在那年，家乡解放了，我家分到了
土地。到了1950年，家中境况有
了好转。我和母亲商量要上学念
书，母亲同意了。我11岁时曾在
本屯私塾馆念过一年书，除三本小
书外还念了大学、中庸、论语等，这
次上学就在王府完小上了五年
级。六年级时，我以同等学历考上
了初中二年级。

后来，我怀着一颗感恩和崇敬
的心，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1953年7月1日，我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县一中、
二中、蒙中2800名初高中学生中
唯一一个学生党员。

广阔天地当农民，
苦干实干不图名。
幸福见到毛主席，
党的光辉照前程。

1954年，我初中毕业。毛主
席号召“把初中高小毕业生送到农
村搞互助合作运动”。我积极响应
毛主席号召，写申请要求下乡当农
民，学校还开了欢送会。我来到县
里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先
锋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了社员，从小
干惯农活的我表现得很内行，因而

受到社员们的称赞。
一年后，《辽宁日报》记者来

采访我，把我参加农业生产的事
迹写成了一万字的长篇通讯《光
荣的一年》，于1955年9月2日在
《辽宁日报》上发表。村党支部书
记、社主任、我母亲，还有两名社
员及蒙中校长等人记述的与我相
关的6篇文章，也陆续在《辽宁日
报》上发表。我被选为“辽宁省社
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年底又被
选为“辽宁省劳动模范”。1956
年，我被辽宁省共青团代表大会
选为团代表，又被选为共青团第
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
5月15日，全国团代会开幕，毛主
席等党和国家领导参加会议，邓
小平总书记代表中央致词，我在
现场激动得热泪盈眶。5 月 25
日，闭会那天，在中南海怀仁堂，
毛主席发表了简短讲话，毛主席
等党和国家领导与我们这些代表
合影留念。从北京回来，锦州地
委教育局、团地委带领我到各市
县作报告，营口、抚顺等地也纷纷
邀请我去作报告。一个多月时
间，我先后作了33场报告，听众近
6万人。

民歌孕育蒙古剧，
填补空白壮民魂。
先辈遗产不能丢，
传承发展育后人。

1980年，县委把我从乡党委
副书记位置上调到县文化局任副
局长兼县民族文工团书记、团长。

蒙古贞地区是民歌之乡，有很
多叙事体民歌。根据群众要求，我
们把叙事体民歌编成蒙古剧演出，
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在蒙古族人
口较多的5个乡镇，相继成立了业
余蒙古剧团，将叙事民歌改编成了
蒙古剧。除了在本乡演出外，剧团
还互相串换演出，极大地丰富了群
众的业余生活。

这种文化现象，折射出当地独
特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我深
知，民族语言是根，文化艺术是
魂。我曾多次到北京向国家民委
和文化部汇报相关情况。后来，我
参加了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少数
民族戏剧家学会，由此认识了很多
戏剧家。1983年11月，我邀请来
自北京的12位专家到阜新观看蒙
古剧，省文化厅还派出6名专家来
到阜新，这18位专家调研了县文
工团以及5个乡镇业余剧团，3天
观看了6场蒙古剧，并开讨论会。
大家热烈发言，中国曲艺戏剧家

协会主席薛若怀说：“阜新演的不
仅是剧，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蒙古
剧，蒙古族人民没戏剧的历史已
经结束了。”专家们回到北京后，
给国家民委和文化部写报告，经
批示，1984年2月，《人民日报》和
《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辽宁省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剧填补了
蒙古族人民没有戏剧的历史空
白》。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这一消
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派
出5名专家来阜新考查，到县文工
团和各乡镇看戏坐谈，感到非常满
意。回去时，专家们带走了剧本
《乌银其其格》，准备到呼和浩特排
练演出。省文化厅和省民委发来
喜报，祝贺蒙古剧演出成功。县委
决定在文工团增加23名蒙古剧演
员，成立蒙古剧团，一个单位两个
名字即蒙古剧、文工团，即能演歌
舞也能演蒙古剧，演员可调配使
用，由我担任书记、团长。同年6
月，国家民委和北京市民委调蒙
古剧团去北京演出，国家民委副
主任洛布桑跟我说：“看蒙古剧我
三次落泪，你们演出很成功要坚持
下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和文化厅邀请蒙古剧团到呼和浩
特演出，在那里演出两场，又到土
默特左旗演出两场。回来后，又
到哲里木盟、兴安盟、昭乌达盟等
地演出多场，《哲里木日报》上还
发表了9篇文章来赞扬蒙古剧。

耄耋之年心不老，
老有所养国策好。
幸福生活无忧虑，
党的恩德比山高。

对我来说，文字几乎成为了每
天生活的一部分。在职期间，我曾
写过六部蒙古剧，有的是与人合写
的，有的是自己单独写的。

著书习字，老有所为。退休
后，我开始研究民族文化、民族历
史、民族医药等。我和韩起祥合作
写了一部民俗类电视连续剧剧本
《两个月亮和两个太阳》，自己又写
了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长城
情》。此外，我还编写了蒙古族历
史书《缔造大蒙古帝国的功臣们》
《成吉思汗以少胜多用兵如神》
《成吉思汗文化在蒙古贞》等，又
和丁振阳合作写了《赵塌鼻子传
奇》《民族教育家白遇阳》等书。
应内蒙古京剧团的请求，我还写
了一出七场京剧《隆庆议和》。退
休后，我先后出版了 19部书，约
350 万字。2019年，我被评为市

“老有所为之星”。

鲐背之年忆人生 幸福生活谢党恩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 白 音

庆我九州共产党，

祝华夏人心同赞。

建设国家有特色，

党的一大立初心。

一心一意谋发展，

百年梦想为复兴。

周而复始为使命，

年年奋斗再长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柳振海

（藏头诗）

1921年的那艘红船

迎着历史的波涛

披荆斩棘闯过重重险滩

载着无数共产党员的革命理想

在神州大地上谱写了一幅幅巨制鸿篇

穿越历史的长河 乘着时代的风帆

一路走到今天2021年

指引方向的正是鲜红党旗上的金色斧镰

党旗指引我们推倒压在头顶的三座大山

党旗指引我们赶走欺辱我们的帝国列强

党旗指引世界走近我们感受大国风范

党旗指引我们改革开放享受春色满园

一百年 祖国日新月异 覆地翻天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我们有喷薄的青春和热血

党旗下我们紧密团结

如钢似铁 信念如磐

立足岗位 奉献社会

我们演绎人生的辉煌伟业

党旗下我们昂首挺胸

如柏似松 意志更坚

新时代的我们在党旗指引下永远向前

党旗指引永向前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 穆恒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