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聂耳故居、聂耳音乐文化广场、
聂耳图书馆、聂耳纪念馆、聂耳大剧
院……在玉溪，以“聂耳”命名的地
点、建筑、路名牌等多达22个，他们
和玉溪丰富的红色资源一起，成为
了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继承革
命传统、弘扬“聂耳精神”的重要载
体和阵地。

“热爱祖国、为民而歌的家国情
怀；勇于奋斗、憧憬复兴的坚定信
念；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人生奋
斗；凝聚力量、鼓舞大众的时代强
音。‘聂耳精神’对凝聚新时代推进
玉溪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具
有重大意义。传承聂耳音乐文化、讲
好聂耳故事、弘扬‘聂耳精神’，玉溪
始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组织开展
系列活动，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
玉溪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梁栋说。

这首歌, 你我都会唱。每一句
歌词，每一个音节，都那么昂扬，
都能让全体中国人感受到砥砺奋
进的中国精神、不懈奋斗的中国
力量。

这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
曲作者是一个年仅23岁便离世的
青年。但他却用一种特殊的力量，
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他的名字叫聂耳。

玉溪是国歌的曲作者、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的

故乡。聂耳精神是激励玉溪人民爱党爱国、奋发向上

的强大精神动力。近年来，玉溪市委坚持传承红色基

因、继承革命传统、弘扬聂耳精神，深入挖掘和讲述

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大力保护和利用红色资源，推进

爱国主义教育广泛深入开展。

辉煌历程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走过来时的路走过来时的路

弘扬聂耳精神 唱响时代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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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

从“红色家谱”中汲取奋进力量

玉溪市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积极组
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奋斗精神”
学习体验活动，推出“聂耳和国歌的故
事”红色学习体验线路，开展访聂耳故
居，听红色故事，温入党誓词，唱《义勇
军进行曲》为特色的“访、听、温、唱”四
合一学习体验活动。

聂耳文化广场景区是目前国内一
流的聂耳文化标志性建筑、云南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也是玉溪传承“聂耳精
神”的重要阵地。在这里，广大市民和国
内外游客可瞻仰聂耳铜像、参观聂耳纪
念馆、了解学习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自
2010年起，每月1日、11日、21日以及重
大活动、重要节日，这里都会举行升国

旗仪式。当嘹亮的国歌奏响、鲜艳的国
旗升起时，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会激情满
怀地高唱国歌、礼敬国旗、祝福祖国。接
受国歌文化熏陶、感受“聂耳精神”，已
成为玉溪人喜闻乐见的爱国主义教育
形式。

走进聂耳纪念馆，全面翔实的历史
文献资料、图片和珍贵的藏品……人民
音乐家聂耳匆匆却又永恒的战斗人生，
以场景复原、硅胶人像、多媒体演播等
形式展现在人们眼前。透过聂耳的人生
和作品，把“聂耳精神”融入公民道德教
育中，激励公民追求爱党爱国的高尚价
值和奋发报国高贵品质。

自2009年免费开放以来，聂耳纪念
馆与学校、军警、单位、企业开展大量的
共建活动，定期举办国学班、小小讲解
员培训班、志愿者培训班等活动，让广
大市民和青少年儿童多形式学习传承

“聂耳精神”。
聂耳故居是聂耳的祖居，这幢二层

土木结构瓦顶起脊旧式楼房，距今已有
一百多年的历史，如今是集宣教、收藏、
研究、旅游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云南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开馆以来，先后
接待了多位国家和省级领导、外国驻华
使节、国际专家学者、国内著名艺术家
等，近两年每年接待 5万余人次。近年
来，玉溪聂耳故居纪念馆已成为玉溪市
党政机关、驻地部队、学生和各族群众
接受爱国主义专题教育的实践“大课
堂”和现场教学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
进一步打造“聂耳文化品牌”，擦亮“聂耳
故乡”名片，玉溪将开展“弘扬聂耳精神
唱响时代旋律”系列主题活动，丰富党史
学习教育形式，持续推进“聂耳音乐之
都”建设，传承弘扬“聂耳精神”。

系列活动涵盖了筹办聂耳音乐论
坛、举办第七届聂耳音乐周玉溪分会场
活动、开展建设“聂耳音乐之都”系列文
化活动、组建各级各类聂耳百姓合唱
团、编创舞台剧《聂耳—为国而歌》（暂
定名）、编好用好《聂耳为国而歌》读本、
利用聂耳和国歌研究院全力打造“聂耳
品牌”学术研究新高地、研究提炼“聂耳
精神”表述语等多个方面。

在创建“聂耳音乐论坛”品牌方面，
玉溪将邀请国内外知名音乐专家参加
论坛，挖掘、改编、传播聂耳音乐作品，
在全国范围征集创作新时代主旋律优
秀音乐作品。同时，利用各县（市、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组建聂耳百
姓合唱团，用音乐的形式进一步讲好

“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用优秀的音乐作
品占领农村精神文化阵地。同时，通过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丰富活跃群众文化
生活，进一步激发“聂耳故乡”人民的爱
国热情，为打造玉溪文化软实力注入新
活力。

当地还将依托玉溪师范学院成立
的“聂耳和国歌研究院”，发挥院校在学
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展演、教育教学
等领域的优势，聚集校内外、省内外聂
耳和国歌研究的人才资源、文献资源和
音像资源，用5年左右时间，全力打造聂
耳和国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聂耳和国
歌艺术作品展示平台、聂耳和国歌研究
中心、聂耳和国歌文献资源中心、聂耳
和国歌课程资源中心、玉溪师范学院党
建示范中心。

下一步，玉溪市将加大对“聂耳精
神”的学习宣传力度，认真组织好“聂耳
精神”的学习教育，让“聂耳精神”成为
玉溪重要的文化名片，进一步激发全市
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

易门县小街乡孙兰英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红塔区聂耳纪念馆和聂耳故
居，见证了滇中革命红色历史，在这里
重温先烈光辉事迹，强烈感受到革命
先烈奋勇前进、敢于挑战、直面困难的
铁一般的精神。

“正直地活，正直地死。”“南疆丹
娘”孙兰英在手链上写下的字，饱含为
革命理想奉献生命的崇高精神。

人民音乐家聂耳的一生虽然短
暂，但并不平凡。他为社会而生，为民
族呐喊，为祖国奋斗。

聂耳、孙兰英投身革命时都只有
10多岁，牺牲时都才20多岁，这是一
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对待党
的事业大于生死；他们不怕牺牲，信仰
坚定，将星星之火播撒在祖国大地上。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新。

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
先辈们付出所有换来的。过去我们无
法经历，未来由我们创造。作为青年，
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当好
革命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承者。我们要
用行动践行先烈的革命精神，做有
责任、有担当的新青年，传承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

党晓培

追寻红色足迹，铭记英雄儿女们
的革命精神，弘扬和继承发展红色精
神，在玉溪市这片红色沃土上，孕育着
一批又一批英雄的儿女，传承着一代
又一代的红色基因。

“要以党史照亮前行之路、以党史
洗涤心灵之尘、以党史激发奋进之力，
守正创新打造‘两区一高地’，锐意进
取开创玉溪新未来，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100周年。”在玉溪市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玉溪市委书记王力要
求，把党史学习教育与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相结
合，与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市委的决策部署相结合，与巩固深
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相结合，与奋力完成“十四五”目标
任务和2035年远景目标相结合，与深
化“玉溪之变”相结合，与挖掘利用玉
溪红色教育资源相结合，确保党史学
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促
进”，在学思践悟中把玉溪的事情办
好，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工作质效。

目前，玉溪市党史学习教育进展
顺利、形势良好，全市迅速掀起学习教
育热潮，以党史照亮前行之路、以党史
洗涤心灵之尘、以党史激发奋进之力，
立足玉溪看玉溪、跳出玉溪看玉溪，以
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措施，高标
准做好“规定动作”，别出心裁做好“自
选动作”，确保玉溪市党史学习教育在
全省争标杆、作表率。

用活红色资源，从“红色家谱”中
汲取奋进力量。峨山彝族自治县、新平
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
族自治县三个民族自治县作为滇中革
命“摇篮”，把党史学习教育的课堂搬
到“中共滇中地委觅池冲旧址”“中共
峨山县工委诞生地”“帽盒山革命根据
地”等革命历史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把百年党史学习教育与重温民
族地区革命斗争史相结合，通过聆听
宣讲、观看视频、参观展室、重温入党

誓词等形式，回忆党领导各族人民开
展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重大事件和
英雄人物事迹，引领各族党员干部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激发干
事创业的动力。

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要进
一步打造“聂耳文化品牌”，擦亮“聂耳
故乡”名片，组织开展“弘扬聂耳精神
唱响时代旋律”系列主题活动，讴歌时
代、讴歌人民，唱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
义的主旋律，为推动玉溪高质量发展
凝聚磅礴力量。

讲好“百年党史的故事”。通过开
展参加党史学习大讲堂、专题讲座、报
告会、研讨交流等活动，深入讲授中国
共产党历史、云南革命历史、玉溪革命
斗争史，增强广大干部职工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的思想行动自觉。

讲好“先进模范的故事”。大力选
树基层一线劳动模范先进典型，通过
讲好劳动者故事，弘扬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
社会风尚。

讲好“为民办实事的故事”。聚焦
市、县（市、区）“十件惠民实事”，制定
民生实事计划3909项，开列为民办事
清单6691个。

讲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紧紧围绕以党史激发奋进之力，守正
创新打造“两区一高地”，锐意进取开
创玉溪新未来，实施促进玉溪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21条措施，突出抓好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扩大内需、
对外开放、现代产业体系等 9个方面
发展重点。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玉溪市各
地立足本地实际继承发扬革命传统，
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上好社会“大思政
课”，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心。发
挥好革命遗址遗存、纪念场馆等的宣
传教育功能，把红色资源作为党史学
习教育现场学习的生动教材，讲好党
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赓
续精神谱系。 本报记者党晓培

“谁派你来的？”“我自己。”
“来干什么？”“来教书，找同学，当

人民的长工。”
“学校的老师哪些是共产党？”“不

知道。”
“游击队在哪里？”“在他们的岗

位上。”
“你为什么当土匪？”“我没有抢老

百姓、没有杀老百姓，我不是土匪。”
面对敌人残酷而野蛮的审讯，

她的回答掷地有声。她就是党的忠
诚女儿，革命的坚强战士孙兰英。为
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她在敌人的酷
刑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牺牲时
年仅 21岁。

“正直地活，正直地死”，这是
1947年从云大附中毕业时，孙兰英的
手链上所写的两行字。她被誉为“南疆
丹娘”。

烈士已长眠，其精神却在传承中
永恒。在孙兰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人
们建起了孙兰英烈士纪念馆，成为云
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孙兰英烈
士曾被关押和受刑的地点——易门县
小街乡文昌宫，建起一所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小学，孩子们对孙兰英烈士的
英雄事迹耳熟能详，“南疆丹娘”精神
激励着莘莘学子，革命精神在这里广
为传颂、铭记、传承。

本报记者党晓培

红色故事

“南疆丹娘”精神永存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 年 2 月 15
日出生于玉溪的一个中医世家。父亲
聂鸿仪是玉溪县（今玉溪市红塔区）
北门街人，母亲彭寂宽祖籍新平漠
沙，属花腰傣。

彭寂宽教育下一代的一个重要方
式就是说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故事。她
唱的大都是当时玉溪民间劝人为善的
一种曲艺形式“唱书”。“唱书”又名“善
书”，俗称“木刻大字唱本”，形式自由，
有说有唱，唱词可以是“随口调”，也可
以唱花灯调、扬琴调、民间小曲、山歌，
甚至滇戏腔调。

10个玉溪人 9个能唱灯。彭寂宽也
是个唱灯的高手，聂耳还在襁褓中时，
母亲就会唱着玉溪花灯哄他入眠。那些

优美动听的旋律可以说是聂耳的音乐
启蒙。幼年的聂耳常常依偎在母亲的怀
里，聚精会神地听着。故事中感人的情
节，配上母亲深情的声调，常常让聂耳
感动得流下眼泪。

聂耳很小的时候就会用铅笔记谱。
他常对母亲说：“妈妈，你再给我们讲个
故事，我要把你的故事编成歌。”在母亲
的启发下，聂耳还真的用“多、来、米、
法、梭”等字音编出乐谱。

聂耳天生的乐感、独特的灵气，既
是得益于母亲的耳濡目染，亦是“花灯
之乡”这方沃土滋养的结果。后来聂耳
到了上海，在向友人谈起自己的音乐修
养时说：“至于音乐，虽然一直很喜欢，
但是在这方面的训练很少，有限的一点
儿音乐修养，不过是儿时母亲吟唱的玉
溪一带的民谣……”

“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
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
造，我要在这人类的社会里做出伟大的
事业。”这是聂耳在给母亲的回信上所
说的。信上如是说，实际中亦是如此做。
他在国家危难之际选择投身最“浪漫”
的事业：以音乐为武器，参加革命。

从一个热爱音乐的药铺小伙，到选
择为劳苦大众进行创作的艺术专业人
士，聂耳参加抗日义演音乐会，从上海
明月歌剧社辞职，加入左翼戏剧家联

盟，加入中国共产党，关心民众疾苦，与
音乐相伴，为人民而歌。

从在校园里用小提琴演奏舒伯特的
小夜曲，再到上海联华歌舞排练场的“惊
醒”，聂耳警觉国家有难，应该扭转艺术
走向。自觉肩负起这种国家责任的担当，
对一个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最高级、最
强劲的个人艺术生命力的绽放。

1935年，国难当头，电影《风云儿
女》开拍，希望以此呼唤仍沉溺于纸醉
金迷之中的人们。当时，被党组织安排
去日本学习的聂耳，在看到挚友田汉为
影片创作的剧本以及一段歌词后，主动
请缨为其作曲。

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废寝
忘食，夜以继日。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
加顺畅有力，聂耳大胆地对歌词进行了
处理。他把原词末尾“我们万众一心，冒
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前进!前进!前
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
进!进!”叠句的增加和以铿锵有力的休
止符来收尾，把中国人民向前挺进时的
坚决、勇敢表现得更加强烈。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
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这首
《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国人民反帝
爱国的强烈心声，激励着中华儿女挺起
脊梁、众志成城，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

民族危亡的钢铁长城。
1935年，随着《风云儿女》的热映，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
歌曲。在当时，全国各地民众在集会游
行时会齐声高唱；国内大多军队将此作
为鼓舞士气的战歌；二战结束之际，《义
勇军进行曲》还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
利凯旋曲目。

1949年 9月 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规定《义
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2004年 3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将《义勇
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每当雄壮的国歌奏响，听到熟悉的
旋律和激昂的歌词，我们就会想起国歌
作曲者聂耳。聂耳是中国革命之号角，
人民解放之鼙鼓，他的人生经历、他的
革命故事、他的爱国情怀……穿越悠久
的历史，给予每一个中华儿女最深厚的
力量。

感悟初心

心中有火 眼里有光

聂耳：为国而歌

玉溪：讲好聂耳故事

党员干部职工在聂耳纪念馆参观学习 本报通讯员曾永洪摄

在“中共滇中地委觅池冲旧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通讯员曾永洪摄

聂耳音乐文化广场聂耳音乐文化广场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曾永洪曾永洪摄摄

聂耳聂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