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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作为劳动者的
你会想起哪首歌？下面这几首流行金曲
唱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劳动者的心声！
他们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吗？

《南泥湾》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唱呀一
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好呀地
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
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南泥湾》是一首陕北民歌，诞生于革
命圣地延安。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
生产运动渐入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第
三五九旅，更是名震边区。在短短的三年
内，三五九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革命精神，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
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
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由此成为大生产运
动的一面旗帜。

诗人贺敬之结合自己对边区军民大
生产运动特别是三五九旅垦荒南泥湾的
认识和体会，写出了歌词。作曲家马可采
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它谱了曲。

时至今日，《南泥湾》的旋律人们依然
耳熟能详，南泥湾也成为了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勇于创造、敢为人先的创业拼搏
精神的代名词。

《咱们工人有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
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
的世界变呀么变了样……

1948 年，作曲家马可从延安来到东
北。在当时的佳木斯发电厂体验生活期
间，马可与工人们一起在机器轰鸣的生产
现场劳动，切身感受工人们为全中国的解
放，夜以继日地忙碌。工人阶级豪情满怀
的革命激情和斗志，深深地感染了他，激
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自己作词、作
曲，写下了这首赞美工人的歌曲《咱们工
人有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最初名为《我们
工人有力量》，当时马可写完这首歌曲，就
用笔抄在纸上，然后教工人唱，倾听群众
意见，反复修改，直到工人们唱到满意为
止。后来歌曲发表时，也就用了一个非常
质朴亲切的名字——《咱们工人有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也以坚实
有力、豪迈热烈的旋律，成为了中国工人
阶级的精神写照，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我为祖国献石油》

锦 绣 河 山 美 如 画/祖 国 建 设 跨 骏
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
走天涯……

1964 年 3 月,中国音协组织全国各地
著名音乐家到大庆石油人中体验生活，沈
阳音乐学院年轻教师秦咏诚就在其中。

一天，秦咏诚在翻看大庆石油指挥部
的一本宣传册时，突然被工人薛柱国写的

《我为祖国献石油》深深打动，脑海中的音

乐旋律喷涌而出，很快便创作出这首歌颂
石油大会战、歌颂石油工人、歌颂铁人精
神的赞歌。

从此，《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声伴随
着油田的钻机声，唱响在共和国的每一个
油田，成了共和国石油人自己的歌，传唱
至今。

《金梭银梭》

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
把银梭/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能织出最
美的生活……

提起纺织业，很多人都会想起一首名
为《金梭银梭》的歌曲。这是一首 20 世纪
80 年代颇为流行的劝勉人们珍惜时光的
抒情歌曲。歌词在诗情画意之中包含了
催人奋进力量。由于金梭银梭很容易联
想到纺织梭机，这首歌也在纺织工人中被
广泛传唱。

《我不想说》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
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
可爱的天摸摸真实的脸/你的心情我能
理解……

这首歌是歌手杨钰莹的经典代表作
品，曾经风靡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语流
行乐坛。同时，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外来
妹》的主题曲，它真实反映了当时打工者
的心情，每当旋律响起，不知又唤起多少
打工妹曾经的回忆。

《从头再来》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创作这首歌的背景是1998年，国有企
业改革全面展开。为了鼓励下岗工人重
新树立信心，鼓起勇气再就业，中央电视
台拍摄了一组以下岗再就业为题材的公
益广告。《从头再来》就是其中影响最大，
最打动人心的一则。

《天路》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看那铁路修

到我家乡/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
高原送来安康……

2001年，北京曲作家印青和词作家屈
塬来到青藏铁路施工现场采风时发现，铁
路工人和藏族群众都把青藏铁路形象地
称为“天路”，歌曲《天路》由此创作出来。
2005年央视春晚，《天路》通过歌手韩红荡
气回肠的演唱也迅速成为流行金曲。

那些与劳动者有关的时代金曲

朱振基先生（1877～1951）是
茂名金塘白土人士，是清末民国
年间的文化硕儒和精通诗词的书
法大家。青年时他上京考取进
士，专注教育及文学创作和研修
工作。先生怀有强烈的爱国情
怀，一生创作了不少诗文佳作和
书法精品，为世人所传颂。

朱振基一九一三年作《颂美
律句四章》，首唱“东南神物出人
间，磨洗龙纹认点斑……”热情赞
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九
三四年，时任省立第九中学校长梁
麟委托学校国文教员朱振基为《省
立第九中学同学录》作《序》。朱振
基在《序》中揭露国民党独裁政治
的黑暗，倡导学生毕业后要“除残
去秽”“雷霆走锐，挽正乾坤”，救国
救亡。抗战之初，朱振基作《抗日
战争偶作》激昂高唱：“四弦莫调家
山破，惹起英雄泪数行”以唤醒高
城人民的抗日斗志。朱在湛江当
塾师时，得知儿子朱广幪又将上抗
日前线，旋即作诗《酷暑》一首寄
子。诗中有“父老居夷忧丧乱，儿
童作战识歌讴”句，鼓励其子抗战
到底。朱广幪曾参加淞沪战役，身
先士卒，冲锋陷阵，连中三弹，负伤
仍坚持指挥作战。后率部驻守广
州，用机枪击落日寇战机一架，获民
国嘉禾勋章。

朱振基一生，不但在文化教育
上颇有建树，也是一个民主爱国人
士。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告老还乡
后，受其三位联系最密切的得意门
生梁昌东、程功和刘乙堃进步思想
的直接影响，他像白土其他革命群
众一样，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支持
梁昌东的革命活动。这一点，在梁、
程、刘三人离休后商定的、并由刘执
笔写成的《朱觉斯先生传》中有明确
纪述：“先生对共产党早有拥护之
心。党人罗赞元曾危急避难其家，
先生秘密护送，使其安返信宜。梁昌
东也多次受其庇护和鼓励……”拥护
共产党革故鼎新，这是他人生的最大
最深刻的转变。

梁昌东、程功、刘乙堃三人为了
表达对老师朱振基的怀念之情，在
离休后把收集到的老师遗作整理转
交有关部门收藏研究。一九八五
年，茂名市政协、高州市政协文史部
门联合出版了《朱振基墨迹》一册。
二 0 一七年，《茂名文苑》增刊出版

《朱振基文选注释》一册。二 0 一三
年，茂名文史学者、茂名市文联调研
员朱仁中先生编著出版的茂名革命
史述著《白土，茂名的“西柏坡”》一书
收入了朱振基有关史料。二 0 二 0
年，茂名市朱熹研究会又出版了朱仁
中 先 生 的 专 著《朱 振 基 的 文 化 传
奇》。二 0 二 0 年，茂名朱氏宗亲理
事会在茂名白土村为朱振基建立了
新诗碑作纪念，为后世传承诗书礼仪
和家国情怀。

朱振基的
爱国情怀

■ 梁九光

69个特色馆外服务点在我市播撒文化种子

“行走的知识”让书香溢满茂名
文/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珍珍 通讯员李晓瑜 张燕 图/通讯员李晓瑜 张燕

正值第 27 个世界读书日期间，乘着首届
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春风，市地税局茂名市图
书馆流动分馆于近日揭牌成立。作为茂名市
图书馆“行走的知识”图书流动服务模式之一，
这意味我市全民阅读推广服务再添一个阅读
空间。

茂名市图书馆一直致力于茂名地区公共
文化服务建设，推进全民阅读服务效能的提
升。记者了解到，为促进地区资源共享，创新
整合公共资源，建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逐步推进乡镇、社区等区域文化建设，建设遍
布城乡的市、县（市）、乡镇、村（社区）四级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网络，茂名市图书馆于 2014
年开展“行走的知识”图书流动服务项目，本着

“遍种文化”的理念，该馆积极探索了以漂流
点、流动书屋和流动分馆的三种模式，为公众
提供多类型、多层次、多形式的公益性公共文
化事业服务。

经过八年来的不断探索与发展、总结
与提高，该项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备
受城市居民、山区群众的广泛欢迎，让书香
溢满茂名。目前，已在学校、军营、社区、乡
镇、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地建有馆外服务网
点 69 个。

漂流点、流动书屋
成为群众身边的图书馆

在国际上，衡量一个地区阅读水平高低的
标准是每 1.5公里半径内有一所公共图书馆。
漂流点因其空间小、图书漂流灵活，使得阅读
推广活动更加“亲民”；而流动书屋由市流动图
书到区，经由区再到县，县送进村，层层递送流
转，加大流动图书使用的灵活性，一定程度上
改善社区尤其是乡镇文化基础设施薄弱、图书
资源贫乏的现状。

几年来，“行走的知识”流动图书项目已经
在市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兵营或城区社区建
立了共计 41 个流动图书服务点，实行了漂流
点、流动书屋服务活动常态化、规范化，每年定
期轮换图书 1 万多册，受益民众超过 30 万人
次。该馆除了在全市中小学校建设图书漂流
点，也积极在各社区、乡镇等完善图书漂流服

务点，采用图书轮转的形式，定期围绕漂流图
书开展相关阅读活动，如读后感征集、朗读比
赛等，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同时，该馆陆续
建立了公馆镇流动书屋、92057部队驻茂名分
队等流动书屋，使服务范围从城市延伸到农
村，甚至是边远山区。其中，2014年我市首个
山区流动书屋在高州云潭揭牌；而首间革命
老区流动书屋也于 2016 年提供给当地村民
使用。

2021 年 10 月，茂名市图书馆和茂名市盲
人协会挂牌成立广东省首家盲人流动书屋，为
我市推广视障人士的阅读和学习开启崭新的
一页，让他们真正成为“全民阅读”的参与者。

“当我亲手摸到这些盲文，觉得好神奇。”今年
16岁的黄小冰来自农村，平时很少接触书本，
她开心地说：“现在成立了书屋，我们每天都可
以听书、学习充电了。”

流动分馆服务效应日益彰显

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滋养着这里的人
民，影响着市民的公民素质、文明程度、城市
的幸福指数。流动分馆建设是茂名市图书馆
建立茂名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实现在茂
名市城区提供覆盖全城、普遍均等的公共图
书馆服务的重要举措。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21 年底该馆开设馆
外分馆数量为 28 个，每个分馆各有特色。
如茂名市图书馆市人民检察院分馆，它是茂
名地区首个特色鲜明的智能化分馆，设有自
助图书借还机和电子图书阅读机，统一使用
茂名市图书馆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对馆藏数
据、读者数据、流通数据的集中管理和维护；
而茂名市图书馆化州松鼠 AI 分馆则是“行
走的知识”流动图书馆服务的纵向新发展，
也是探索图书馆与企业长效合作机制使全
民阅读社会化合作新模式向全市推广的重
要举措。

2020 年，“行走的知识”流动图书服务项
目入围2020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项目
线上大赛暨志愿服务线上交流会的终评环节，
并入选2020广东公共文化研讨会创新案例海
报展入展案例。

茂名法院分馆位于信宜的窦州古城好心书吧

图书馆人员为流动书屋上书

茂南区公馆镇造腾小学图书漂流点

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时的情景。新华社图片

我们的节日——劳动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