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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版 孙健芳 责编 木二东 校对 白颖凯

1950年，毛泽东为六一国际儿童节
题词“庆祝儿童节”。高度重视儿童工
作，关心关爱儿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
传统。以庆祝儿童节为抓手和支点，中
国共产党推动我国儿童事业不断进步。

1950年 6月 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
第一个儿童节，为发动全国各界检阅儿
童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推进保卫儿童权
利的事业，各项庆祝活动规模空前。

1950 年 5 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
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卫生
部、教育部、文化部等 14 个单位共同组
成中华全国六一国际儿童节筹备委员
会，确定以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全国总
工会、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育部等五
个单位组成常委会，进行纪念六一国际
儿童节的各项筹备工作，制定了四项具
体建议办法，内容包括：纠正旧社会对儿
童体罚和打骂孩子的习惯，举行儿童庆
祝会，但开会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尽
力接洽电影院免费或减价放映儿童影片
招待儿童等。5 月 24 日，筹委会第二次
会议又通过全国各地庆祝六一国际儿童
节的补充办法，要求“不要抄袭成人集会
的内容和办法”“特别注意儿童的健康和
安全问题”。这些人性化的措施充分反
映了刚刚诞生的人民政府对于儿童无微

不至的关怀。
6月 1日，首都儿童代表 5000余人在

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庆祝大会，会上播放
了朱德向大会小朋友们讲话的录音片。
北京全市电影院在 5月 31日、6月 1日和 2
日三天加映早场，放映儿童影片，减价优
待儿童，电车公司免费招待 15岁以下儿
童乘坐；上海全市的公园、博物馆为儿童
免费开放，公营书店廉价出售儿童图书杂
志；沈阳市从 5月 15日开始由卫生局组织
全市医务人员为 76 个市立中小学校的
97674名学生进行健康检查；西安市决定
在六一奖励模范儿童，举行讲演歌咏比赛
和成绩展览；其余各地也纷纷举行了庆祝
集会。

除了各项盛大的纪念活动外，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李济
深、张澜、邓颖超均在当日的《人民日报》
上题词庆祝。《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庆祝
第一个国际儿童节》，指出：“庆祝六一儿
童节，要让凡能参加这一节日的儿童尽
情快乐一天，要让全国更多的人以及父
母们更多多地注意儿童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人民日报》1950年 6
月5日刊登了来自北京市七区半日小学马
连玉和广州市立第三小学张盛林两位小朋
友写给毛泽东的信。马连玉在信中写道：

“今天是儿童节。我们都很快乐地过着这

个日子。尤其是我们半日小学的同学们，
更感到高兴。因为我们过这样快乐的节日
还是第一次。在解放以前，我们大部分是
卖报的、卖糖的、捡煤核的贫苦孩子。解放
军解放了北京，我们这群劳动人民的子女
才翻了身，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进了半日
小学。这使我们深切地感到：劳动人民在
新社会里的确受到了重视和爱护。共产党
和您真是我们的救星。……”张盛林在信
中写道：“在过去国民党统治下广东的人民
受尽剥削，不能过好的日子。幸亏在一九
四九年十月十四日晚上，你领导下的英勇
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救了全市的老
百姓。现在天亮了，人民翻身了。我们小
朋友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待长大成人后，参
加你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滴水里观沧
海，一粒沙中看世界。旧社会的儿童处境
怎么样？新中国的儿童面貌发生了什么变
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儿童事业的贡献已
经跃然纸上。

自 1950年 6月 1日新中国举办第一
个儿童节后，每年节日期间大都会举行
诸如庆祝会、领导人题词或回信、联欢
会、文艺晚会、为儿童提供优惠社会服
务、重要报刊刊发社评社论等庆祝活
动。当然，不同时期的庆祝活动会与时
事紧密结合，因而具有不同特点。

据人民网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

我给孙女送诗歌
□ 韩长绵

孙女亮亮 2002年出生，聪明伶俐活
泼可爱，今年已经在读大学三年级，明
年就将毕业了。从她上小学一年级开
始，每年到了“六一”儿童节，我都要送
给她礼物，我的礼物既不是入口美食，
也不是时髦穿戴，更不是新奇玩具，只
是 一 首 有 针 对 性 的 仅 有 几 句 话 的 诗
歌。其实说是诗歌，也有点勉强，充其
量也就是打油诗而已。如今十多年过
去了，亮亮都将这些所谓的诗歌收藏起
来，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作为她
的人生座右铭。

亮亮开始上小学一年级，那一年的
儿童节我送给她的诗歌是这样写的，“知
识就是力量，就是腾飞翅膀；从小好好学
习，身体知识同长；长大报效祖国，才有本
领高强”。由于她正处在启蒙阶段，在给
她的同时，特意作了一番详尽地解释，
她虽然连连点头，但看得出来她的表情
却是懵懵懂懂的样子。不过她还是抓
住了这首诗的核心与精髓就是“好好学
习”这四个字，并且落实到了行动中，因

为后来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就
是最好的证明。亮亮上三年级时，学习
成绩出现下滑，据家访时班主任老师
讲，是由于贪玩所致，所以这一年的“六
一”我送给她的诗歌是“学习时间莫贪
玩，大好光阴去不还，分分秒秒不浪费，
天天向上莫空喊”，这一年的礼物对她
的刺激是一针见血的，痛在了她的内心
深处，从此之后使她彻底改掉了贪玩的
毛病。她说，每当玩瘾上来时，她就反
反复复念诵《莫贪玩》这首诗，于是就将
学习与玩耍的位置摆正，自觉学习的兴
趣就在天长日久的潜移默化中形成了。

亮亮升入初中，发觉她对多读点课
外书籍方面，态度不够积极，我觉得这
可是个大问题，到中学阶段了，还不开
阔视野，广吸博纳，可就要贻误年华了，
于是我送给她的节日礼物是“群书要博
览，开卷即有益；书籍是知识，人生不可
离 ”孙女后来说，就是这几句话促使她
养 成 了 课 外 博 览 群 书 的 良 好 习 惯 。
2020 年，亮亮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虽然

她已不是儿童了，但按照习惯的做法，
到第二年的“六一”儿童节这天，我依然
通过邮箱给她发去了这样一首诗：“ 高
山景无限，深水宝无限，学习如下水，学
习如登山；只将浅水游，只将矮山攀，老
来两手空，终生留遗憾。”大学生了，来
到了人生的重要阶段，自然就要向高处
攀登，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嘛。

如今亮亮早已步入到青年的行列
了，对儿童节的感觉肯定不是那么新鲜
了，但我们爷俩十余年的约定不能变，
一直以来的光荣传统不能丢，所以每到

“六一”这一天，我的礼物仍旧都要准时
发送给她，她也一定会及时给我回复：

“谢谢爷爷，礼物收到，我的人生座右铭
又添了重要的一条。”看到这样的回复，
想起她的成长经历，我的心里就像蜜罐
似的甜啊，有一种说不出来又掩饰不住
的高兴与欣慰。只是今年的儿童节又
快到了，要送什么样的礼物诗歌呢，我
还在考虑酝酿中呢，届时我一定一如既
往地会给她一个惊喜的。

每年的这个时候，正是桑葚成熟的
时节。

桑葚又叫桑果，桑枣，味甜汁多，是
人们常食的水果之一。成熟的桑葚酸
甜适中，以个大，肉厚，色紫红，糖分足
者为佳。

记得儿时，村口长着一棵大桑树，几
场春雨过后，桑树上挂满了针尖一般大小
的桑葚。在孩子们期待的眼神中，嫩绿
色的桑葚慢慢长大，变长，簇拥在枝头，
或被碧绿的桑叶包裹，或摇曳在春风
中。直到初夏时分，那些嫩绿色的桑葚，
从睡梦中醒来，变得饱满，玲珑剔透，颜
色也由嫩绿转为鲜红，最终成为黑紫
色。黑黝黝的，馋得孩子们直流口水。
因树高叶茂，有些攀摘不到，我们这些馋
猫们便合力抱着树干用力摇，桑果纷纷
落下，落得我们满头满身，大家伙叫喊着：

“下雨啦，下雨啦……”别提有多开心了。
记忆中的桑树很高，对于不擅长爬

树的我来说，要品尝到新鲜的桑果还真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成熟的桑果无需怎
么用力，便落了下来，可我总感觉那果儿
的汁液太过成熟了，反而不够充沛。我
喜欢的是紫红色的那种，咬一口脆生生
的，比黑紫色的更有嚼头。有时实在馋
得不行了，只好央求爬树技术高超的小
伙伴给摘上几个，虽然感觉很没面子，可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对一个小孩子来
说，美食的诱惑总是大于一切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当我再次站
在桑树面前时，感觉依旧还是那么的亲
切。眼前的桑树不算太高大，树上密密
麻麻缀满了桑果，圆嘟嘟、亮晶晶，分外
的诱人。随手摘下一粒，迫不及待地送
入口中品尝着、回味着、陶醉着，仿佛又
回到了那个童真时代。飞鸟掠过，熟透
了的桑葚三三两两的落了满地，弄得人
不忍下脚。“桑舍幽幽掩碧丛，清风小径
露芳容。参差红紫熟方好，一缕清甜心
底溶。”“又见春风化雨时，瑶台一别未
言痴。殷红莫问何因染，桑果铺成满地
诗”……这醉人的诗句，既道出了桑葚
的味道甜美、颜色独特，又道出了摘桑
葚的环境清幽，充满诗意的乡村之美，
真真是美到了极致。

“径道掩青丛，枝垂籍晓风。清甜
若蜜水，细品乐桑童”。紫色的回忆挂在
桑葚树梢，童年的乐趣在梦中萦绕，此生
难以忘怀的是甜在记忆深处的桑葚。

记忆中的
桑葚
□ 郭雪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