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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地回顾刘胡兰

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我更

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员敢于斗

争、坚贞不屈的信念……”“七

一”前夕，吕梁军分区党委中心

组成员按照既定学习计划走进

刘胡兰纪念馆，沉浸式感受刘

胡兰烈士事迹，进一步筑牢理

想信念根基，补足精神之钙。

“这里红色资源十分丰富，

既曾涌现出刘胡兰、贺昌、刘志丹

等革命先烈，也曾发生过汾孝战

役、兑九峪战斗等重要历史事件，

充分挖掘好感悟好一个个重要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蕴含的宝贵

品质和红色精神，对于我们开展

好当下各方面工作有着重要启

示意义。”吕梁军分区在统筹开展

两项主题教育过程中，一方面坚

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党

的创新理论学深学精，另一方面

注重让教材、书本上的理论“活起

来”，通过把课堂搬到革命场馆、

红色影院、战斗遗址等地，采取现

地教学、观看影片、红色宣讲等方

式，让受教育者受启迪、受震撼。

吕梁军分区聚力深化改进

学风，紧紧扭住“加强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建设”时代主题，结

合“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

业”教育实践活动，统筹年度教

育，创新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方

式，打出领导干部“带头学”，红

色宣讲“创新学”，劳模专家“指

导学”，音频党课“随时学”和知

识竞赛“现场学”的“五套组合

拳”开展下沉式党委中心组学

习，充分运用驻地红色教育资源

走进红色展厅、地方双拥企业和

基层民兵应急连排，沉浸式、现场式、对话式追寻

理论本源，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

使命，推动学习入脑入心、走深走实。在晋绥八分

区纪念馆，远道而来的分区各市县人武部干部、文

职人员、职工和基层专武干部等齐聚一堂，聆听讲

解员解读馆内展示的军用电台、旧军服、各类军功

章等历史物件的来历过程。

交城县人武部文职侯博深受触动地说：“只

有自觉接过前辈‘手中抢’，努力完成好我所负

责的兵役征集、民兵整组等重点工作，才能不负

革命前辈的英勇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

连日来，该军分区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把在主

题教育中接受到的思想洗礼转化为投身工作的

澎湃动力。他们沉到基层一线解难题、办实事，先

后解决事关战备和改革发展问题 24个，有力提高

了部队国防动员及后备力量建设水平。 （刘川）

吕梁精神吕梁精神：：对党忠诚对党忠诚 无私奉献无私奉献 敢于斗争敢于斗争

山西“宫家吹打”缘何受邀国家展演？
6月 8日晚，河北省廊坊市。

在位于安次区的壹佰剧院内，全国首届民

族器乐展演中的民间乐种组合如约亮相。著

名唢呐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央民族乐团

唢呐独奏演员牛建党推掉手头所有的事情专

程从北京赶来观看展演，让他最放心不下的是

来自山西临县的“宫家吹打”组合。

“宫家吹打”登台那一刻，牛建党的眼眶分

明有些湿润，那种感情是不由自主的。当演出

到达高潮时，台下掌声如鸣，牛建党的掌声最

响，呼喊声最高。

参加展演的 32家民间乐种组合是从全国

各地报送的 136家组合中遴选出来的。“宫家吹

打”在临县当地就是一个“民间响工”“草台班

子”，缘何能够被选中，缘何能够走上全国展演

的舞台，又缘何能让国家一级演员为之动情？

（一）

山西“宫家吹打”由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

组成，所用乐器常见于一些民间迎神赛会、婚

丧喜庆、节日行事等礼俗活动，如：唢呐、笙，以

及鼓、铜鼓（疙瘩锣）、镲等。

按理说，作为一个唢呐职业人，不应该再

被这样的演出打动。但整场演出下来，牛建党

来不及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

台上，大号高亢嘹亮，往来奔突；笙裹着唢

呐的旋律，如影随形；疙瘩锣隐忍在云锣中，硬

是插着空子；鼓却像正月“社火”队伍里的盛装

少妇，妖冶而招摇；两副小镲像是上辈子没捞着

被拍打的样子，生生地把整个剧场拍了个粉碎。

演出一开始，所有的观众被大号的声音震

撼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苍凉而又高

昂、雄劲而又刚烈、浑厚而又坚实、沙哑又充满

磁性。观众们不禁感慨：台上的这些演员就连

简简单单的一个鞠躬都显得零零落落，但是他

们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丝毫的做作、虚伪和职业

化的表情。他们的演奏是真实的，没有被专业

音乐时代化、艺术化的锉刀打磨掉个性。他们

只管自己的演奏，尽情地吹，吃力地拍、使着性

子地敲打，根本不在意台下的观众听不听，喜

欢不喜欢。

艺术最怕真实。牛建党在观众席的最

左手边的中间礼貌地听着，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期待什么。一边听一边开始默默构思着

看过演出之后要说的话：“不错，很好，大家

很不容易……”

当台下再次响起最热烈的掌声时，牛建党

懂了：“原来台下的观众居然也没有听够！”

（二）

牛建党不是第一次听“宫家吹打”的演奏。

牛建党的出生地陕西吴堡与“宫家吹打”的

所在地临县一河之隔，两地山同水似，就连黄河

边上和黄土圪梁上的那一口纯正的乡音都一个

味。牛建党惦记“宫家吹打”有乡土乡愁的情愫

在内，但于他而言，更在意“宫家吹打”的“纯”，

那股在黄河湾中一个不经意的号筒颤音，那个

游走在黄土深山中一连串的唢呐回音。

牛建党说，那种感觉让人舒服，让人动情。

其实，洒落在黄河周边、黄土沟壑里的以

打击乐为主的“民间吹打”还有许多，但几百年

下来，偏偏“宫家吹打”能成气候，而且名声最

噪。

“宫家吹打”的发展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文

字性的痕迹。一本叫《临县乡土文化》的书籍

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早在唐代宫家就有乐

班，有一次武则天巡视陕西，榆林府衙调宫家

乐班迎驾。可见宫家乐班在唐代已盛行晋

陕。更多关于“宫家吹打”的历史，都是一代一

代的“宫家人”口口相传的。据“宫家吹打”第

四代传承人宫清华口述，清朝时，“宫家吹打”

在皇宿寺（今临县八堡乡麻峪沟村宿皇寺）接

驾康熙皇帝后，御封宫家乐班在临县、兴县及

葭州（今佳县）河岸七十二轮庙的赛晒（现为赛

戏）庙会并涉及庙宇的一百多村庄的红白喜

事，嗣续鼓乐，尽心任事。

此俗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才逐渐消散。

这些文字记载和口传心授的真实性，已经

无法考究。但是在山西临县、兴县、离石、柳林，

以及保德县和榆林市、佳县、府谷县、神木县一

带，“宫家吹打”以一种特有的生存方式演绎民

间变迁、黄河文化，以及生活在那个区域内人的

生活起居和精神状态。通过音乐讲述那个年

代、那个地域人们所追求的信仰，这一事实却真

实地刻在了黄河岸边人们的骨子里。

一代一代的人记住了“宫家吹打”，都为它

的恢弘气势所震撼，攀上陡峭山壁、沟沟壑壑，

在眼前由近及远，“宫家吹打”的影子漫入天

际，留下的那响彻整个山坳的唢呐回颤音，人

们早已经熟悉了，唢呐中的锣鼓声不只是震

耳，还夹杂着笛子、笙的羞涩。

时间久了自然会被记住。正如真正懂“宫

家吹打”的牛建党一样，他生于斯长于斯，已经

无法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情感与这块土地割裂，

与这块土地上的这种“纯音”割舍，尽管在几十

年前他是多么渴望而热情地走进北京城。

展演结束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牛建

党与“宫家吹打”的演出人员一直聊到凌晨十

二点钟，而且还约定要跟着“宫家吹打”一起走

进山村沟壑、黄河岸边，亲自为“宫家吹打”伴

奏。

那一刻，“宫家吹打”第九代传人宫珍福声

音明显有些沙哑，鼓师张春明眼里噙着泪水强

忍着没流出来。

（三）

演出的整个过程，宫育红一直猫在后台。

演出也就十几分钟的样子，愣是让这样一位看

上去敦厚的汉子湿了背。他说，自己第一次体

会到什么叫“心提到嗓子眼儿”。

宫育红是“宫家吹打”参加此次展演的组

织人和牵头人，也是“宫家吹打”的第十代传

人。在上午的彩排阶段，他一个人孤立地坐在

观众席，一口气把晚上一起展演的其他组合的

节目过了个遍。“没法比，简直没法比，人家都

太专业了，服装、道具、神情都到位。”一整个上

午，宫育红心情低落了许多。

上台前，他对展演人员交代最多的就是，

“不要紧张，好好发挥，把握好节奏。”没成想，

自己却成为了那个最紧张的人。

宫育红上过两个艺校，算是“宫家人”第一

个接受过正规音乐训练的人。但是要说接触

“宫家吹打”，那是骨子里自然带来的。唢呐演

奏传统世家出身的宫育红，从小就酷爱民间吹

打乐，在上小学期间就利用节假日跟随爷爷和

父亲走遍临县西首村舍的婚丧嫁娶、民家乔

迁、生日庆典等演奏现场。上初中的时候，正

是改革开放时期，民间吹打甚是流行，父亲的

“演艺班子”也正在兴盛期，每年要演出五六十

场之多。

上个世纪，宫育红爷爷的爷爷，或者更久

远辈分的那个年代，老手艺讲究的传承规则是

“传内不传外”，就连宫育红的父亲宫珍福也不

轻易把手艺传给外姓人。

但是到了宫育红这一代，他想把“宫家吹打”

传给更多的人，传给更多喜欢民间吹打的人。

宫育红说，“宫家吹打”有三四百年的历史

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演奏风格和文化内涵。但是受现代娱乐

多元化的影响，发展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留还是舍？”宫育红的回答简单但呛着一

股唢呐味：“丢了对不起老祖宗。”

事实上，从 2002年以来，宫育红就一直为

“宫家吹打”的传承奔忙着。从租借庙宇的两

间破旧窑洞招生办学，到租民房办唢呐学校，

再到办起了一所像模像样的艺术学校，宫育红

忙碌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在宫育红的努力下，近年来，山西“宫家吹

打”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中央音乐学院、中

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专家学者曾

赴吕梁考察山西“宫家吹打”；2019年，中国传

统音乐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上

海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萧梅教授给予山西“宫

家吹打”高度评价，称其为“意想不到的宝藏”；

2018年山西“宫家吹打”被评定为吕梁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9年山西“宫家吹

打”两次受邀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传统音乐学

术研讨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场展演。2016
年以来，山西“宫家吹打”曾多次赴新加坡、马

来西亚、泰国、韩国交流演出。

（四）

在第二天的民间乐种组合研讨会上，点评

山西“宫家吹打”节目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出版

社社长张伯瑜。“他们传递着纯正的中国传统

音乐……演奏水平超高……他们演奏的音乐

是有生命的……”，坐在研讨会不起眼的一个

角落的宫育红再次把心“提到嗓子眼儿”，不敢

有半点深呼吸，生怕听不清楚专家对“宫家吹

打”的指点。

本来是想听听专家们对山西“宫家吹打”

有什么建议性的指导，没成想，张伯瑜把山西

“宫家吹打”夸了个底朝天。

6月 13日，宫育红再次去往廊坊市，在全

国首届民族器乐展演闭幕式上，他捧回了属于

“宫家吹打”的荣誉：“优秀民间乐种组合”。

那一刻，十多年没有碰过唢呐的宫珍福再

次操起唢呐，展示“单吐飞蝴蝶音”技艺。这是

“宫家吹打”第八代传人宫生贵独创的一种演

奏技艺，在山西也是独一无二，至今保留完整。

“不要捧着金饭碗去讨饭”。这是当天晚

上牛建党送给“宫家班”最有份量的一句话。

坐在一旁的宫育红仿佛悟出了什么。

“宫家吹打”还有多少“金饭碗”？

你听，黄河岸边、黄土沟壑，唢呐声四起，

时而高、时而低、时而欢快、时而呜咽……

□ 本报记者 冯海砚 “ 国 际 禁 毒 日 的 时 间 是 什 么 时

候？”台下的学生和家长异口同声地回

答“6月 26日”。在毒品预防知识宣讲

活动中，学生们不仅认真聆听禁毒民

警的讲解，还踊跃地参与到禁毒知识

答题互动环节，会场气氛十分热烈。6
月 29 日，由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市

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发起，以“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小吕禁毒行”为主题的

吕梁青少年禁毒主题宣传月活动总结

仪式在吕梁市第一中学举行。

仪式现场，对获得“健康人生·绿

色无毒——小吕禁毒行”全市青少年

书法比赛优秀作品奖代表和全省禁毒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别进行了

表彰。仪式后，大家一起参观了获奖

的书法作品，一幅幅的禁毒主题书法

作品反映着当代青少年抵制毒品的决

心的态度。来自岚县城关小学三年级

的史意清小朋友说：“这个月学校也举

行了很多禁毒活动，我了解了许多的

毒品知识，毒品真可怕，经常伪装成我

们熟悉的东西，以后遇到小零食和干

花还有饮料等我都要提高警惕，学会拒绝‘热情的’陌生

人给的东西，不能贪嘴”。在禁毒知识展板前，家长们和

学生认真阅览着展板上的内容，对孩子们提出的疑问，一

旁的民警们耐心细致为他们作答。吕梁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副支队长武大政说：“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寄

托。在此次为期一个月的全市青少年禁毒主题宣传活动

中，全市有 60000 余名青少年踊跃参加。通过系列活动

的开展，广大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明显

提高，全社会禁毒理念得到广泛传播，我们将持续引导和

教育广大青少年防范毒品滥用，将小吕禁毒行进行到底，

真正做到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为美丽幸福吕梁建设作出

应有的贡献。”

据了解，青少年禁毒主题宣传月启动以来，我市禁毒

宣传氛围显著提高，从学校到家庭，从单位到场所，从社

区到农村，从集体到个人，禁毒宣传活动遍布全市各个角

落。禁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需要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每一个人都是禁毒工作的宣传员、监督员和战斗员，

广大青少年在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抵御毒品的能力同

时，要自觉当好“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的宣传者、推

动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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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亚芝

连日来，我市庆七

一“社保杯”市直机关职

工 篮 球 联 谊 赛 火 热 开

战，来自 64 个市直单位

的近 900 名干部职工在

10 余天的赛程中分 8 组

进行激烈角逐。炎炎夏

日里，球员们灵活的运

球、绝妙的配合、精准的

投篮成为了篮球场上一

道道精彩的风景线。

记者 刘亮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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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6 月 29 日，方

山县委统战部组织统一战线代表赴兴县晋

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四八烈士纪念馆红色

革命教育基地开展以“凝心铸魂强根基、

团 结 奋 进 新 征 程 ” 为 主 题 的 党 员 教 育 活

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

在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代表们通过

观看纪念馆文字展板、墙壁浮雕、烈士遗

物、聆听讲解等方式，了解了革命先辈们

英勇杀敌和建立红色政权的丰功伟绩，深

刻感悟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吕梁儿女

用 鲜 血 和 生 命 铸 就 了 对 党 忠 诚 、 无 私 奉

献，敢于斗争的伟大的吕梁精神。在晋绥

边区革命政府旧址前，党员们面对鲜红的

中国共产党党旗，郑重举起右拳，重温入

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词回响在革命的故

土上，使全体代表们精神振奋，进一步增

强了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四八革

命烈士纪念馆烈士祠前，全体人员列队肃

立，俯首默哀，向烈士致敬。并在解说员

的带领下一一参观了各展厅陈列的烈士遗

像、悼词、简历、记事碑、生前革命活动

史料和图片等，缅怀革命先烈伟绩，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

活动后，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红

色革命传统教育为契机，努力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贡献更多统战力量。

方山县委统战部红色教育活动有深度

本报讯 （记者 刘丽霞） 为进一步加强零售药店监

管力度，加大对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的管理工作，近日，交

口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对沿街药店开展精麻药品安全检查

工作。

检查中，禁毒民警前往辖区各药店，对其列管药品的

进货渠道、使用、储存管理等台账进行了检查，仔细查看

核对销售记录。重点检查了麻醉类特殊药品购买顾客的

人员信息登记情况，确保麻醉类药品合法、安全、合理应

用，防止其流入非法渠道造成社会治安隐患，同时，禁毒

民警还向药店医务人员讲解了毒品的种类、危害、防毒技

巧以及如何辨别合成毒品等相关毒品知识，并要求药店

医务人员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管理，严格把好药品进货和

销售渠道，坚决杜绝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随意流入市场，

对发现的可疑情况要及时报告。

此次安全检查行动进一步规范了辖区药店对于精麻

药品的管理和使用，提高了医务人员的防毒、禁毒意识，

对打击非法销售、使用麻醉类药品起到了有力的震慑作

用。在之后的工作中，该禁毒大队将继续强化精麻药品

的监督检查工作，从源头上遏制精麻药品的滥用和涉毒

违法犯罪的发生。

交口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开展精麻药品检查
创造安全无毒环境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人，是生在

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一代人，如今更是处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里。虽然每个年轻人的

人生经历各有不同、生活境遇千差万别，但都有无穷

的潜力和良好的机遇。当代青年应该树立远大的理

想和抱负，将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

中，在不懈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新时代

的一名青年学子，理应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奉献者，努力使自己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

才、栋梁之材，为实现中国梦奉献智慧和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

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

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

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在国家大兴教育的背景下，青年人应该

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

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

就的观念，让勤奋学习、向上进取成为青春远航的动

力，让增长本领与才干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党

的二十大报告让广大青年明白，奋斗正当时，我们需

要坚定不移地跟着党的步伐，以青春之我，让青春之

花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绚丽绽放。

（作者系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感悟青年
□ 刘方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