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心中的蒙古马精神

□布日古德

锅底黑、铁青、墨染
辽阔的草原绿，你是一匹
飓风里跑出的神

箭在弦上
疾驰、悠闲
有限的马奶酒
背在背上
洗一路风尘

草丛、花瓣下
我做了你的跫音
一行泪血一样
汩汩成沙

你是我的形象
跨过额尔古纳河
拜过贝子庙
母语遍地

一口老井

苔藓趴在井口上
村庄用另一种装束
推特赵钱孙李

一口井吃水
一条河流浣洗
一个磨坊推碾子拉磨
一缕炊烟里的盘算

我吃这口井的水
掉下胎包儿到十八岁
在这条河流里裸着
也像一头抱着磨杆的驴
老房子前驻足、打量、回味
柴火、热炕、谷草垛、老照片
早已经灰飞烟灭

这一口老井
故事、传说都被填埋
那一只提水的柳罐
长着一棵葵
旁边的扫帚梅
特别像我在城里
旮旯胡同默默地开

一片葵花地

盘点农民，最为
辛苦的父亲、母亲
每一年都给孩子
种上几垄葵花

苞米甩缨、油豆角爬蔓
老母鸡歇窝的时候
那几垄葵花开了
火炕上的梦，从春天
一直嗑到到冬天

咸淡浅尝辄止
七月、八月
一群学生来写生
父亲举着锄头
大喊：像么
——我就是梵高

一匹黑马
（外二首）

□岳平

心理学的一项研究认为，人在危
难之时，索取信息和扩大交流的愿望
要比正常环境下强烈得多。国内一家
CTR媒体融合研究机构通过数据分析
证明，2020年年初当疫情来势汹汹的
时候，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的阅读、收
听、收视率均明显上扬，（以《新闻联
播》为例，收视率较去年平均水平增长
130%。）网频微端抖快的流量置顶和
转发，一直是各个舆论场的头牌。这
一现象告诉我们，在全国人民众志成
城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媒体人用自己
的方式披挂上阵，施展十八般武艺，充
当了风向标、导航器，乃至定盘星、透
视镜的角色。当我们倾听中国声音、
回望草原风景的时候，品读媒体的风
采与力量，认知更为清晰深刻，感悟更
是刻骨铭心。本文仅以传播在内蒙古
大地上的媒体声音为基点，对这场全
民战疫中媒体同仁们的深耕细作进行
一点梳理。

媒体人的初心是把党的温暖传递
到人民群众的心中，反映百姓诉求，坚
守真实底线，沟通纵横知情渠道，搭起
各方理解携手的桥梁。

疫情暴发后，战斗在北部边疆的
各路媒体人，一刻也没有迟疑，第一时
间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的宣传报道大
战中。从元月25日起至4月底，《人民
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驻区机构及其所属网站，都在一刻不
停反映我区抗疫大战的动态，央媒引
领主流舆论的作用、举旗定向作用时
时处处闪亮显现。《内蒙古日报》、内蒙
古广播电视台、《实践杂志》、内蒙古新
华报业中心等区内主要媒体全员上
阵，全时段运行，线上线下同时出击，
自始至终无一漏报、无一错请，形成了
铺天盖地的舆论覆盖态势。传递党和
政府的声音，收到了稳定人心、增强信
心的引导效果。

与此同时，在群防群治中，提醒、
警示、案例通报，生活常识等方面的宣
传，同样渗透着媒体暖人心、聚人气的
职责。人民网的抖音号《防控疫情 献
上祝福》，腾格里网编制的图文产品
《目前疫情处于什么阶段，7个疫情必
知点》，《内蒙古日报》的《防控知识天
天讲》，权威回应人们的急切关注，易
读易懂，服务贴心。所有这些传播，与
及时传达上级精神形成呼应之势。完
整的信息链，让群众知情权、诉求权、
乃至好奇心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全媒体时代，媒体传播的移动化、
可视化、微型化、多平台、多渠道等特
征，需要统一调度，统筹推进。党媒不
仅是舆论传播的主力军，而且所做的
标准答案、权威发布，起到了定盘星、
稳压器的作用。

这次战疫宣传，再次见证了全媒
体行动的传播威力。从元月24日开
始，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一日一调度、

一日一阅评”的工作状态全面强势启
动，各媒体创新运用移动直播、微视
频、图片图表、微博话题等手段，统筹
网上网下，重点发布与常规发布无缝
衔接，全渠道、全平台密集推出，步调
一致，数量逐日递增，力度越走越强，
宣传大格局蔚为壮观。比如，“一线传
真”“抗疫日记”“战疫情、保六稳”“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等十几个栏目，蒙汉
语全媒体平台每天发，平面媒体保持
了专版、专栏天天发的密度。人民网
和新华网的内蒙古频道，充分发挥品
牌资源、队伍年轻的优势，日均发稿量
均在30条以上，一些作品由于采访深
入、打磨精细，让权威声音不断放大，
产生了一锤定音的效果。比如，《我是
党员，我在战“疫”现场》《千里送牛羊》
等作品，两小时内总点击量即超过65
万。《内蒙古日报》在抗疫大战最为紧
张的2月份，每天都有3个设计精良的
专版推出，“战疫写真”“连线荆门”“坚
守一线的第一书记”等专栏，每天都有
十几个来自基层一线的战疫故事奉献
给读者，这些报道按微、网、端、报的顺
序推出后，形成了完整的信息链，使主
旋律声音入耳、入眼、入脑、入心。

《实践杂志》是自治区党委的理论
刊物，在抗疫大战宣传中，他们经营的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每天发稿量20
条以上，从而让党刊深度阐释的优势，
在快捷便利的网络平台得到了兑现。
一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抖音产品，
推送一小时，阅读量 15 万，获点赞
2448个。三个月创作大量新媒体产
品，实现了思想性、深度表达与厚重鲜
活的同步呈现，成了抗疫宣传大战的
一大赢家。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腾格里网，
始终以屏网携手的姿态展开战疫宣
传，他们的“抗疫英雄赞”“守门人”“复
工复产海报”等，从移动直播开始，到
荧屏再现，大屏小屏的优势依次发挥，
画面、文字、语言联袂，每天精彩不断，
互拥互推，十几个平台的有机融合，形
成了从未有过的传播合力，强烈影响
着各个层面的受众。“每天看报道，每
天得流泪”这样的声音随处可以听到。

新闻舆论工作有自身的运行规
律，科学把握传播规律，主动作为，有
效作为，做好同题材新闻，打出差异化
品牌，走开拓创新之路，让抗击疫情宣
传报道，始终以高屋建瓴之势引领主
流舆论。

此次抗击疫情宣传，大量的是同
题材新闻，但各家媒体在这场大战中
能开动脑筋，各显其长，打出特色牌，
突出新闻表达的个性化，大大增强了
每一档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此
过程中，央媒始终站在舆论引导的最
前沿，以勤奋的脚力、独到的观察、睿
智的思考、生动的表达，为受众呈现出
特别的精彩。《人民日报》记者的《美好
家园乐融融》在“总书记来过我们家”
的专栏里发布，以小家庭的变迁和民
族团结的新貌提振共克时艰的信心；

新华社记者的《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致
敬战疫“小人物”》，讴歌疫情大战中的
凡人善举，以情论理，以理融情，用软
表达阐释硬道理，接地气、有深度，感
人至深；《瞭望》周刊的《疫情大考中的
内蒙古解方》，通过内蒙古半年内经受
两场大考的检验，以央媒记者的独特
视角，再次为内蒙古点赞，为受众再识
内蒙古、深识内蒙古，又一次打开了一
扇窗口。这些报道不仅对我区的抗疫
行动进行了特别的点赞，而且在新闻
传播的业务创新上树立了媒体样板。

《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广播电视
台两大主流媒体，同样在抗击疫情中
给了我们足够的温暖和自信。3月18
日、19日两天，对于自治区各族人民来
说，有两件大事值得铭刻在心。第一
件是我区首批驰援湖北的医务人员胜
利归来，第二件是全区首次实现确诊
病例“清零”。在传统媒体层面，内蒙
古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群众以最高礼
仪热烈欢迎的场面，以及“清零”新闻
发布会激动人心的时刻，向全区各族
群众呈现了人们期盼已久的扬眉击掌
的瞬间。《内蒙古日报》则以更多的笔
墨、更饱满的情感、更丰富的内容、更
精美的策划，重磅再现了这两个动人
的场面。在新媒体层面，网微端抖快
同时迸发，MV、VLog、H5、慢直播、
微博话题全面开花，占据了所有舆论
场，智能化、新技术的传播优势给了人
们更多引发情感的享受。

媒体的传播力量，是启动思维、激
发智慧、引导行为的精神力量。整个
抗疫宣传，全天候奉献带给受众的是
让人心明眼亮的信息，是激发斗志的
新闻，是充满自信的鼓动，是催人奋进
的号角。时至今日，抗疫大战中创建
和完善的云办公模式，无接触式配送，
以及网络授课、公筷用餐、一米距离，
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的社会治理和生
活方式，都有媒体的传播倡导的功劳
在内。

回眸近四个月的媒体抗疫大战，
好策划、好新闻、好产品浩若繁星，即
使一日一报的新闻阅评，也有挂一漏
万的感觉。如果评选新闻奖项，不管
是申报机构，还是评审人员，都会感
到十分的纠结。即便是好中选优，也
会感到很难取舍。抗疫大战给媒体
人发出了试卷，也为媒体人施展才华
提供了机遇和平台，成就了媒体人讴
歌时代、服务大局的雄心壮志。媒体
人的创新之路，永远在自己的“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上游走，“全程、全
息、全员、全效”四全媒体的建设，只
有在不寻常的环境中才能强力推
进。就人生阅历而言，既是难忘的，
也是幸运的。因为大家都经受了淬
火洗礼，都有了思想认识与实战本领
的升华。

感悟全民战疫的媒体力量

□董贵

我与稻田没有与生俱来的亲切感，
小时候我家附近没有稻田，在那个交通
不发达的年代，也没有机会出去看看稻
田。只知道过年过节或者来客人时，能
吃一顿大米饭非常幸福，而大米是来自
稻田的。

第一次看到稻田是我小时候回老
家看望年迈的奶奶时，老家有一些稻
田，当时正是插秧季节，大人小孩都一
身泥、一身水地在稻田里忙碌着。对于
玩心正盛的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只为
晚上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而兴
奋。后来出去上学、参军、工作、成家立
业，忙忙碌碌的日子，对稻田的概念依
然是肤浅的。

清晰地记得有一年六月的一个周
末，我和几个朋友出去玩，路过一片稻
田，刚刚插过秧的稻田绿油油的葱翠，
在夏日的暖阳下，整整齐齐，像一排排
列队的士兵矗立在平滑如镜的水中，宁
静而致远。一刻间我震惊了，久久伫
立，恍如隔世。在纷繁的世界中这份宁
静和安详让我如醍醐灌顶一样颠覆认
知。或许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很久都没
有说话，在暖暖的阳关下站着、看着，思
索着……

有过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我开始
注重观察和了解水稻，从培育稻苗、整
地、插秧、灌溉到收获，我都仔细地观
察、揣摩，进而悟出一些思想。我非常
喜欢那布袋和尚的一首偈子，一首禅
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
天，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
前。”稻者同道，根须清净长出稻（道）
来，田同心田，在水中插秧能看到蓝天
白云，明明是退步其实一直在向前，哲
思至深。

我曾和哥哥们一起插过秧，看似简
单的一插一抹，却有一定的技巧，熟练
的插秧人，总能插得整整齐齐，行距和

株距都掌握得很好，而且又快又稳，成
活率非常高。我却很笨拙，插得又歪又
斜，弄得满身泥水狼狈不堪，颇有术业
有专攻的感觉。忙碌了一天，看到大小
不一的方格中栽满了绿油油的禾苗，微
风拂过，在平静的水面上一颗颗小苗迎
风起舞，曼妙摇曳，真是美妙之至。我
在想：这一株株碧绿小苗不久将变成一
粒粒白生生的大米，又煮熟成为支撑生
命的粮食，是多么神奇和伟大呀！

整个夏季，稻苗都在水中竞相成
长，附近的小草一定听过稻苗拔节的声
音，定然与天籁一道美妙和谐。水本身
就有灵性，在水中生长的东西大都具有
高洁的品质。当然水质和土地决定大
米的质量。

秋天到了，风吹稻花香两岸。稻子
由深绿变成金黄，秋风吹过，稻田沙沙
作响，一阵阵稻米的香味随风飘荡，昭
示着一个收获的季节到来。鸟雀们闻
风而至，大快朵颐，它们是聪明的，相对
草籽来说，稻米是更加美味的食物，只
有这个季节才能品尝到。农人们心疼
即将成熟的粮食，做成各种假人吓唬鸟
雀。我认识一个朋友从来不这么做，他
的口头禅是：丰收了鸟弹多少。真是让
我刮目以对。农人们紧张而有序地忙
碌着收获粮食。一捆捆水稻在田间静
静地躺着，田地像刚刚分娩了的母亲，
纤弱和舒缓地在秋高气爽的天底下静
卧。刚脱粒的新米闪着白亮亮的光泽，
米香弥漫开来，沁人心脾，收获的喜悦
溢于言表。

亲身体味稻田的变换，我更愿意做
一个有思想的稻田守望者，从夏种到秋
收，和稻苗一起成长成熟，这是真实的
生命过程，用一个个生命换取另外一个
个生命的赖以生存。我思故我在，真诚
地拥有和存在。

稻田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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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峰

河流环绕，一道山梁坐落其中。无
疑，在这座城市里，它是坐落在人们心
头的一道不可或缺的景观。它的存在，
让所有为生活忙碌奔波的人们，于闲暇
时光，有了绝妙的去处。

四季轮回，山色变幻，山的魅力不
会因四季的寒热更替而更改。潭水倒
影，石阶青苔，虫吟鸟唱，蝶舞花飞，在
世事变迁中又何曾懈怠？它的姿影叠
合在人们眼瞳，它的情态蜿蜒在人们心
头，它以它的景观，它以它的鲜活，范例
般，洞开了一座城市妖娆的风采。

举步山间，脚下绿茵铺地，头顶浓
荫如盖，虫吟鸟唱，泉流作声，不绝于
耳；风穿过树隙，淹没了市声的喧嚣，如
琴瑟和鸣，似钟鼓交响，令人超然物
外。登上山巅，极目远眺，林立的高楼，
推波涌浪，蔚为壮观，新修的柏油路如
墨色的飘带，在心空，一次次飘出对城
市生活一波接一波的美丽畅想；自然的
天籁之声在城市上空含情有致，恰似遥
远的笛音；现代生活沸沸扬扬，风风火
火，仪态万方，强烈、奔放、亢奋的城市
节奏，演绎着文明与和谐、富庶与辉煌。

在此山看远山，墨中带绿，绿中含
墨，绵延起伏，如厚重、曲折、复杂、魅力
丛生的人生；瓦蓝的天穹，朵朵白云悠
然地飘着，清风挥动着无形的手掌，将
云彩的妆束，变得多姿、美丽、娇柔、浪
漫，也像是在催促它们，去赴一场前世
之约。

坐落于城中的山峦，又何尝不是
见证世事变迁的一部大书啊，它填满
情趣，写满哲理；它令人返朴归真，茅
塞顿开；它教人恣意想象，不拘章法。
一块山石、一撮泥沙、一株杂树、一蓬

蒿草——都是它充满生命活力的所
在。日晒雨淋也好，风刀霜剑也罢，在
流泻的光阴里，它总以昂扬的姿态，不
停地汲取，不断地接纳，正因如此，它才
可以自己造就自己，出落得美丽、俊俏、
动人。这么一道座落于城市之中的算
不上峻峭挺拔的山梁，不知给多少人带
来过欢乐呢！那许许多多若明若现的
山间曲径，那一小片一小片平整的练功
场地，那一方方磨得溜光的山石……足
以说明它是引人依恋的好去处，这便是
一座山的魅力，一种缘于自然的魅力，
一种乡野故园般的魅力，一种远方的家
的魅力。

人在山中，丛生的意念如山间曲
径，远远近近，在心房轻舞；心境如一路
灯火，明明灭灭，伴思绪浮游。云来云
去，见证着花开花落；风动风止，述说着
世事变迁；山在心中，有鸟儿啼唱，有钟
声悠扬，有自山体间流泻的溪水，铮铮
淙淙，弹拨着美妙的琴弦，演绎着天籁
的旋律，散发着植物的馨香。

我想，山的魅力，缘于山体自身，也
缘于人们日复一日对它的亲近和向
往。日转星移，花开花落，它的清香是
沁人心脾的，它的情态是可以入诗入画
的，在城市怀抱里生活的人们，倘若感
觉疲了、累了，最好的方式就是举足怡
情，前往山间走走。

这座城中之山，以“香吾”而名，它
以它的天然之姿，抚慰着凡俗的心思；
它以植物散发的馨香，芬芳了我们的想
象，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
精神世界。

山的魅力

□张锦贻

疫情好转。大自然的春天和防控
病毒的春天一起来临。天空中、窗户
上的太阳光线下，已经感觉到通红的
温热；院子里、街道旁的树木枝桠间，
也都绽出了嫩绿的叶芽。春色怡然，
万物欣然。宅在家里抵抗病毒的大人
小孩，与大自然“心有灵犀”，心动怦
然，脚动跃然。于是，人们穿起外衣，
戴上口罩，大人牵着小孩的手掌，小孩
拉住大人的衣角，缓缓地走下楼梯，慢
慢地走出楼门，一一二二，从从容容；
三三两两，错错落落。彼此都已好久
不见了！递一个会心的眼神，展一回
蹙紧的眉头，举一下垂着的手臂，抬一
次麻木的双脚，大家都会心领神会，心
扬昂奋，得到激励，受到鼓舞。病毒虽
然来势凶猛，猝不及防，有智慧、有力
量的人，总会有计可施、有法可办。

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事
实胜于雄辩。真理总归正确。

那一天，天气特好。正像一首儿童
歌子里唱到的：“太阳当头照，花儿对我
笑”。塞外的花儿虽然还没有开放，细
细看，也能看出那豆粒儿似的花苞头，
在阳光下不露声色地、悄无动静地摇晃
着、蹿跳着。中午时，邻居们都在小睡
小憩，空落落的院子里没有人。我就急
急地往楼下奔。戴了口罩，又因为要扶
着楼梯的栏杆，还戴了手套。面对“病
毒”，全副“武装”，防控得如此严实，“病
毒”对我定是无可奈何。不过，我不睡
午觉忙着来到院子里，是想着摘去口罩
和手套，一个人在这丛丛灌木所构成的
有限而广大的宝贵空间里呼吸一点阳
光下的清新空气。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走出单元
门洞，把摘下来的口罩和手套用消毒
手帕包好，放进纸袋。正要自由自在
地走动一番，却冷不丁丁地听得小孩
子的一声呼叫：“张奶奶！”话音脆脆嗲

嗲的，尖尖闷闷的。定睛一看，啊，一
个戴着大口罩、两只手用大人的手帕
裹着的小男孩，正站在灌木丛前面看
着我。他的身旁放着一个小小的红色
的塑料方凳子。他的两只裹在手帕里
的小手急速地摇动着。大概是怕我注
意不到他，两只小脚狠劲地跺着地
面。但是，他，没有跑过来，也没有再
呼叫，懂事地、一动不动地站在离我几
米远的地方。

院子里，这样大小的小男孩有好
几个。这是哪一个呢？一时间我竟想
不起来了。

小孩子们都在家里随大人歇晌，
他一个人站在这里做啥呢？

我，答应着，也终于认出来了！这
是住在前面那栋楼东单元一楼的亮
亮。四五岁的模样，在附近的一家幼
儿园上中班。他的妈妈是一所有名气
的小学的优秀教师，她认识我，说她的
儿子爱读书。我就常常把幼儿文学中
的好书送给他看。但我跟他并没有直
接的对话和交流。只有一次，他妈妈
傍晚时接他回家，恰巧遇见。他妈妈
对他说，这就是给小朋友写书的张奶
奶。你正在读的很多书都是张奶奶送
给你的啊。他盯着我看，对我笑了笑，
因为彼此还陌生，他叫了一声“张奶
奶”，就随妈妈回家了。几个月不见，
他明显地长高了，戴着大口罩，穿着厚
衣服，要不是他大声地叫我，我还真是
认不出他了。

我立即向他挥挥手。因为彼此隔
着二三米的距离，他大概怕我听不清，
大声地喊着说：“张奶奶，赶紧戴上口
罩！昨天晚上我跟爸爸妈妈一起看电
视，那里面的叔叔阿姨说，打败病毒，
不能有一点点大意的。”我一听，小不
点点的孩子这么认真，不简单！不容
我再想，马上把口罩重新戴好。想想
有点好笑，小不点指挥“老糊涂”啊。
我就说：“小亮亮，大中午，你怎么一个
人跑到院子里来？做啥呢？”听我这样

问他。他倒像个小大人似的，站站正，
挺挺胸，摇摇手，眯眯眼，对我说：“习
爷爷在电视上说了，大家都不感染、不
生病，我们就胜利了。这是在打仗
啊。我要帮大人们打仗！”看我不说
话，他又接着说：“我妈妈总是中午走
出来看看。这几天总看见有人摘了口
罩散步，虽然正午时院子里人极少，可
是午前午后这里是人们都要来的地
方。中午散步也不能不防着啊。这
样，妈妈就让我每天午间走出来看一
下，见到不戴口罩的人就说一下。妈
妈说那才是一个真正的防控小战士
哩。所以，我就来了！”我一听，心头一
热，向着小男孩翘起大拇指，也提高了
嗓音说：“小亮亮，你真是个乖小孩、棒
小伙！你是一个真正的防控小战士！
不过，你一个小孩子，一个人走出家
来，不怕被坏人拐走啊。”这时，小亮亮
的口罩凹进去一下、又一下。他在张
着嘴笑，是因为我夸他而开心？还是
因为我的“怕”而好笑？

正说着，他的妈妈就来叫他回家
了。他忙忙地上前两步，轻声地对我
说：“张奶奶！你说我是真正的小战
士，那我算不算小解放军？”一时间我
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就“嗯，嗯”地应
承着。他又连忙说：“我很快就长大。
我就去当解放军。那时，张奶奶一定
要跟他们说，亮亮早就是个小解放军
了呀。”看着他认认真真的模样，我连
连点头，还一叠声地答应着。他似乎
很满意我的回应，就更加认真起来。
刹那间，小眼睛闪亮闪亮，大口罩一凹
一凹，牵着妈妈的手回家去。但他，一
步一回头地盯着我，一边还在认认真
真地说：“张奶奶，一定！一定啊！”

是的。一定。

一个戴口罩的小男孩

□张志磊

不去打扰一棵树的心事
或是一粒种子的春天
情愿在谁的眼神里住着
把希望揉进泥土里
用脚踩了又踩
等着它装满原野
绕过山川

春意

根河 怀特乌勒斯 摄

□麦沙

从滑梯摔倒在地上
首先扶起我的是
一个叫乌兰格勒的朋友
将我摔痛的手捧起来
不停地吹 像吹滚烫的米粥

她边吹边说：一吹就不疼了
真的——妈妈告诉我的

半个世纪的时光里
每当遇到痛 便不由自主地

吹起来

滑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