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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
石棉小学生“震后第一课”解放军战士来讲授

“种下一个梦想，并为之付出行动”
课间休息时间，雅安市石棉县向阳

小学的围墙护栏空隙中，一双双眼睛好
奇地望向一街之隔的部队营地。站在
营地门口的解放军战士，就是小朋友们
的主要“观察”对象。

“9·5”泸定地震导致雅安市石棉县
受灾严重，第77集团军某工兵旅进入当
地执行救援抢险任务，营地正好扎在向
阳小学对面。营门对校门，小学生们对
这些纪律严明、身着绿军装的叔叔们满
是崇拜与敬仰。

“小朋友们都很喜欢解放军叔叔。”
为了让大家能更好地学习、接受应急避
险知识，9月7日，石棉县向阳小学校长
李浩向驻扎部队发出邀请：“希望战士
们能为同学们带来‘震后第一课’——
应急避险课。”当天下午3点，4名从抢
险一线轮换下来的战士来到学校，给
600余名同学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4名战士进校园
同学有了新“老师”

临近下午3点，4名战士离开营地，
向学校走来。虽然营地和学校仅相隔
几步路，大家马上就能近距离接触到解
放军叔叔，但当4名战士出现在营地大
门附近时，学校围墙护栏边还是围上了
小朋友。

自从部队驻扎在学校对面后，看解
放军叔叔就成了同学们课后的日常。每
当营地里有战士进出，护栏那边总会探
出几个好奇的小脑袋。每逢有战士列队

经过时，护栏边的小脑袋会更多。
虽然部队驻扎的时间不长，但李浩

总能在课间的学校围墙处发现一些小
感动。“今天上午，看到一队解放军战士
走过，有几个孩子就隔着护栏敬礼。”说
到这里，他掏出手机一个劲儿抱怨：“反
应慢了啊，什么都没拍下来。”

这一堂课，全校600多名学生都参
加了。下午3点20分，“震后第一课”正
式开课。开课前，小朋友们都盘腿坐在
操场上，4名战士则依次排开站在小朋
友的前面。

一年级的小朋友刚进校没几天，对
一切都充满好奇，精力旺盛活泼开朗的
他们，平时整队都需要花些时间，但在
看到4名新“老师”后，一年级200多名
小朋友变得很安静，坐得端端正正，盼
着早点开课。

震后第一课
讲避险也讲梦想

这堂课的第一个“知识点”，是地震
发生时应该如何正确应对。

站在最右边的解放军战士熊欣宇
率先发声。“只要正确应对，其实地震并
不可怕。”一上来，他就给小朋友们讲，
面对自然灾害，大家首先要做到不害
怕、不畏惧。他说，地震发生后，第一反
应应该是冷静不慌乱。他还特意强调
了遇到紧急情况听老师话的重要性：“只
要跟着老师，我们就能平安度过凶险的
地震。”同时他讲到，地震来袭时，大家要
第一时间躲到桌子下，并保护好自己的
头部。震动最强的主震过后，要在老师
的指引下有序撤离到宽阔地带。

站在右边第二个的战士冯长平，则

给小朋友们讲起了他在云南省昭通市
鲁甸县参与地震救援时的故事，牢牢抓
住了孩子们的心。他说：“地震发生时，
大家不要大声哭喊乱跑，疏散途中也不
要互相拉扯。”同时，他建议老师们在日
常工作生活中增加一些相关培训，多积
累一些相关技能。

讲到这里，熊欣宇和站在最左边的
杨玻快速蹲下并双手护头，现场做起了
地震发生时应急避险的动作示范，并传
授一些小细节。

课堂上，4名“老师”还和同学们进
行了互动。“哪个小朋友愿意站起来说
说自己的理想？”“老师”们抛出问题后，
坐在操场上的小朋友纷纷举起手。“我
想当警察”、“我想当护士”、“我想当解
放军战士”……分享完毕，杨玻引入了
本堂课的第二个“知识点”——种下梦
想，并付出行动。

课堂上，杨玻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
从军的经历。他说，和很多小朋友一
样，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光荣的解
放军战士。到上高中时，他就把参军纳
入自己的人生规划。他鼓励同学们说：

“大家一定要种下一个梦想，并为之付
出实际行动。”

半个小时后，4名“老师”分享完毕，
简单告别后列队返回营区，同学们也起
身返回教室。不一会儿，学校的铃声就
要响起，组织的应急演练即将进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肖洋
杜卓滨 王越欣见习记者 冷宇

9月5日12时52分，甘孜州泸定县发
生6.8级地震，牵动众人心。救援现场
的一幅幅生动画面、一个个救援故事，
让一直关注此次地震的新华社解放军
分社原社长、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
者贾永感动不已。半小时创作歌词，一
下午完成谱曲、配乐，晚上演唱、录音，
第二天剪辑完MV。9月7日，他与几位主
创用24小时完成创作的歌曲《在一起》
正式上线。

创作歌曲抚慰人心
献给奋战在抗震一线的人们

“在一起，就有温暖。在一起，把爱
传递。在一起，就是力量。在一起，见
证生命奇迹……”《在一起》这首歌歌词
感人、曲子温暖动人，唱起来有着抚慰
人心的力量。

贾永是资深军事记者，曾长期担任
新华社编务会成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
委员（新闻出版界）。后来，他又转行从
事电视和新媒体宣传，成为《将改革进
行到底》《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我们一
起走过》《必由之路》等央视热播的政论
片撰稿人，也是纪录片《强军》《回望延
安》《祖国在召唤》《为了和平》，以及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
式现场解说词总撰稿人。今年59岁的
他近年来把工作重心更多放在与军队
等有关的大片撰稿上。而此次创作《在
一起》的歌词，也是源于感动。

贾永说，他曾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
震和2013年芦山地震救援，“四川军民
在每一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

勇气和迸发出的精神，都令我感动。”此
次地震发生时，他的老搭档——八千里
路（北京）文化传媒公司创办人伏子光
正在老家广元市剑阁县，也清楚四川正
面临着疫情、地震双重考验。“他提出，
要为四川人民创作一首歌，以最快速度
献给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干部群众、
献给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官兵。”贾
永说。

“9·5”泸定地震发生后，救援现场
传来了很多感人画面：激流之上，消防
队员冒着生命危险飞架“救生桥”；“独
木桥”上，武警战士舍生忘死，接力救助
伤员；绝壁之上，中国安能突击队队员
不顾个人安危，驾驶着挖掘机开辟生命
通道，还有地震来临时，众多学校、幼儿
园的老师们沉着应对，组织孩子们有序
撤离……因为有了前方的画面，两人迅

速确定了主题——“在一起”。

音乐人24小时接力完成
MV已在50多家平台上线

有了“在一起”这个主题，带着内心
漫溢的感动，6日中午，贾永与伏子光仅
用半个小时，就在手机通话中“凑”出了
歌词。“一次山崩地裂，又有多少分离。
无数勇敢逆行，汇成永不放弃。不放弃
每一声呼唤，兄弟姐妹在一起。不放弃
每一个生命，兄弟姐妹在一起……”

歌词创作完毕，后续的作曲、配乐
和演唱也步步推进。贾永说：“远在山
西的青年作曲家沐凡，一个下午就完成
了作曲、配器，北京歌手龚泽艺7日凌晨
完成录音，后期编辑7日上午借助西部
战区陆军、武警四川总队、中国安能救
援人员传来的现场视频，剪辑出了
MV。”音乐人们分布在不同的城市，用
24小时在网上完成这个爱的接力。

贾永介绍，目前，歌曲《在一起》的
MV已在50多家平台上线，将给不少人
带去抚慰。他坦言，“这首感人的《在一
起》，源自于抗震救灾一线广大官兵和
当地干部群众的事迹，是他们的英勇无
畏、永不放弃的精神感动了我们。也可
以说，是抗震救灾一线的人们与我们

‘在一起’，共同完成了这个作品。”
在贾永看来，今年的中国答卷中，

肯定有此时此刻正在地震灾区奋力救
援的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志愿者、当
地干部群众，共同用行动书写的优异答
题。他也相信，考验面前，四川一定会

“雄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琴

音乐人24小时接力创作《在一起》

原创抗震救灾歌曲致敬逆行者
《在一起》
——献给奋战在抗震一线的人们
作词：贾永 伏子光
作曲：沐凡
演唱：龚泽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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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永（左）2013年在芦山地震现场
采访。 受访者供图

“震后第一课”上，同学上台分享自己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