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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当做草原的儿子

“草原的路有多长，妈妈对儿女的恩
情和祝福就有多长。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
方，其实，永远没有走出草原这顶母爱的
毡房……我要不忘本，不忘恩，不忘人民，
要用如火的激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
草原母亲、为和谐内蒙古而纵情歌唱！”

在内蒙古大草原，有一位充满传奇色
彩的人物，他既是新闻人又是新闻人物。
作为一名新闻人，他用手中的笔纵情讴歌
民族团结，弘扬草原文化，使悠扬的马头
琴声飞过长江黄河，飘荡在阿里山间；作
为新闻人物，他两次登上人民大会堂，以
牛玉儒事迹报告团成员的身份，为中央领
导人和首都各界人士作报告，用心灵讴歌
大草原，用真情写意草原儿女的情怀。他
和很多牧民、边防官兵是好朋友，他是内
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现场解说词
的总撰稿，他即兴赋的一首诗现已成为流
行民谣，他写母爱的纪实散文《丁香花开
的时候》曾让“党的好干部牛玉儒”感动落
泪，他曾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过胡锦涛同志
的亲切接见。当然，他采写的新闻稿更是
获奖无数，魅力四射！

他就是刘少华，虽不是蒙古族，却十
分了解内蒙古的每一片土地和风土人情，
创作了许多深受蒙古族同胞喜闻乐见的
文化产品。在他坚韧不拔的新闻征途中，
在他挚爱的内蒙古大草原上，凭借一股生
生不息的长征精神，获得了草原人民的真
爱，书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草原之歌。
草原人民称赞他是“大草原激情的歌者”，
他把自己定位为草原的儿子。

“你的报纸通讯和报告稿我都看了，
写得很感人。你为宣传牛玉儒同志先进事
迹做了许多工作，做出了贡献！”胡锦涛同
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牛玉儒先进事迹报
告团成员时曾经这样评价刘少华。

他热爱大草原，大草原更爱他！

细心的读者和新闻同行不难发现，刘
少华的作品几乎全是正面报道。

当然，他的正面报道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来自火热的生活，来自人性的深处，
来自采访中的一次次感动。

采访戴成钧的事迹时，他在当地偶遇
一位老人，得知他是记者时，老人向他深
深地鞠躬，千叮咛万嘱咐：“戴镇长是一个
好官，你一定要好好写写他。”

采访牛玉儒事迹时，有一天他乘出租
车去采访牛玉儒关注的呼和浩特市重点
工程二环路。在车上，他一边看，一边问，
一边记。出租车司机问他是干啥的，他说
是采访牛书记事迹的记者。司机说：“牛书
记为老百姓办实事，他是人民的好官，你
写他我不要你的车费！”

在《来自珠江的爱》的采访中，一位受
助学生的老师对他说：“爱自己的孩子是
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而一个资助者却
感慨地说：“帮助一个草原女孩，就是帮助
两代人。因为女孩长大了也要成为母亲，
母亲有文化了，决不会让自己的后代没有
文化！”

1998年，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百年不
遇的洪灾，内蒙古呼伦贝尔等许多地方
成为“泽国”，洪灾现场到处是断壁残垣
一片狼藉。此时的刘少华恰在采访中遭
遇车祸一年后，粉碎性骨折的大腿里还
打着钢板，但他毅然请缨上了抗洪前线
采访。他走泥泞、住帐篷、划小船，吃尽了
苦头。在他发回的报道中，有对灾害损失
的及时反映，但更多的内容是党和人民
军队在大难临头与人民生死与共，是飘
扬的国旗，是“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
岁！”的声音。

“亲爱的台湾同胞，您去过美丽的内
蒙古大草原吗？您听过《蒙古人》这首歌
吗？今天，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剧院的
艺术家，从茫茫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走来，
从古老的额尔古纳河走来，从浩瀚的巴丹
吉林沙漠走来，从神圣的鄂尔多斯高原走
来。在这里，我们把成吉思汗崇高的祝福
献给青青的阿里山；我们把马头琴深情的
歌唱献给绿绿的日月潭……”

这是刘少华为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剧
院赴台湾演出撰写的开场解说词的片段。
有人说它像一首诗，有人说它像一幅画，
有人揣度，这必是灵感突发时的妙手偶
得。而刘少华本人却说：“这是大草原的深
情馈赠，是反哺草原的心仪回响。”

上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内蒙古
草原牧民收养了3000名上海汉族孤儿。淳
朴的草原额吉（母亲）把他们接进了蒙古
包养育成人。这个真实的故事前几年被拍
成电视连续剧《静静的艾敏河》，震撼了
《羊城晚报》总编辑张宇航。他联系广东的
热心人开始了帮助3000名草原失学孩子
重返校园的行动。获得这一信息的刘少华
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弘扬民族团结的
重大主题。隆冬季节，他深入苏木嘎查，遍

寻每一位被资助者，又远去南国大地，寻
访每一个资助者，追寻着一次次催人泪下
的感动，采撷着一个个泪花恣意的佳话，
撰写出了荡气回肠的长篇通讯《来自珠江
的爱》。通讯发表后好评如潮，《内蒙古日
报》连续发表14篇“读后感”和后续报道，
形成了“草原和珠江相连”“蓝色与绿色对
接”的社会效应。

要当记者，就当好记者！

“如果让我再一次选择，我还选择当
记者。”

刘少华的大学同学中，有的当了厅
长、盟市长，有的成为了企业家，有人出了
国，而他却始终是一名记者。用他自己的
话说：“始终处于战斗状态”“始终充当战
士角色”。

那一年，一位天津某集团公司的总裁
与刘少华在呼和浩特市邂逅，倾慕于他的
口才和文笔，这位总裁以月薪10万元邀请
刘少华到他的公司工作。刘少华告诉这位
老板：“我的根在草原，我的一切都来自草
原的绿色源流、绿色情缘。我的热情、真诚
都是草原给的，离开草原，我就成了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离开了草原，我就会才思
枯竭，一蹶不振。我没有激情的原动力，我
还拿什么赚钱？”

“挺单纯，挺可爱。”这是妻子给刘少
华的评价。因为痴迷新闻，脑子里老想着
文章的内容，刘少华在家常常“坐立不
安”。灵感突发时，他会丢下手中的家务
伏案疾书。遇到好素材没写出来，他会如
鲠在喉、辗转反侧。一篇新闻作品发表
后，他会孩子似的喜不自禁，竟然花钱专
门到报摊上买份报纸，回来后再一遍遍
阅读。

在许多朋友眼里，刘少华“有点傻”
“不知道经营”，放弃了别人看来许多赚钱
的机会，只懂得做文章、写报道。别人看来
许多升迁的当口，他却跑到远方去采访
了。在他的世界里，只有文章才能体现人
格魅力，只有文章才能表明人生态度，只
有写出的人物和事件才能潜移默化出正
气、品位、精气神儿。

辽阔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不仅造就
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孕育了英勇无
畏、热情豪放、歌舞优美的蒙古族文化。刘
少华最大的心愿，就是当好草原的使者，
传承民族文化，让世界了解草原, 拥抱草
原！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 春

悼少华
●贾学义

风驰噩耗到天涯，

面向波涛哭少华。

道义担肩挥妙笔，

丁香沁骨忆亲妈。

生前踏下千条路，

走后铺开万里霞。

驾鹤追云君已去，

新闻战队折奇葩。

作者简介：贾学义，高级记者，历任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

办副主任，内蒙古日报总编辑，政协内

蒙古自治区十届常委，现任中华诗词学

会副会长、内蒙古诗词学会会长。

响在天上人间的声音
———写给少华

●李淑章

你笑了，当你同清泉合唱的瞬间；

你哭了，在你思念丁香花的夜晚。

课堂上，你的声音

与掌声汇成交响乐曲；

舞台前，你的声音

与大海合成万丈波澜。

酒席间，你的激情妙语

令友朋捧腹于桌下，

朗诵时，你的气势声响

如骏马奔腾在草原！

你的声音来自神圣的天籁！

你的声音来自善美的心田！

你与塞外的青山绿水共鸣！

你为边疆的现在未来呼喊！

多少回，“恩师啊”

轰响在我的耳畔；

而那天，“李淑章”

三个字把我轻唤！

那一刻，你握住我的枯手不想松开；

听得到，你的声音仍在嘴唇边微颤！

少华，我听到了！

你在说：“恩师，别难过：我的声音

永远不会消散！”

少华，我相信：你的声音永远响在

天上人间！

作者简介：李淑章，内蒙古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内蒙古自治区普通话测

试和规范汉字工作视导员，内蒙古汉语

言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内蒙古国学研

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教育系

统劳动模范，荣获人民教师奖章。

痛悼少华兄
●李德斌

君今此去太匆匆。

致令草野失大星。

一支妙笔生锦绣，

两幅长袂驭清风。

语惊四座皆雅趣，

义动八方尽真情。

而后再谋长者聚，

何处呼唤老仁兄。

1月24日向晚，惊闻少华仙逝，顿时

五内俱焚。思及逝者才德，自然成句，以

悼仁兄……

作者是刘少华的老同事，现为北方

新报老编辑。

丁香花尚未开放，刘少华却与我们永别！

2019年1月24日17时25分，刘少华溘然长逝。大草原少了一位激情

的歌者。

刘少华，1975年1月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内蒙古日报社原首席记者、高

级记者，曾任自治区政协常委、内蒙古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先后被评

为内蒙古自治区十佳记者、劳动模范，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长江韬奋奖

获得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笔采写了全国重大典型《勤政为民的光辉

典范———牛玉儒》等，作为牛玉儒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受

到胡锦涛同志的亲切接见。作品《丁香花开的时候》成为传世之作。

如今，丁香花尚未开放，刘少华却与我们永别！

一路走好！

前
面
的
话

刘少华，大草原激情的歌者！

刘
少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