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中
国， 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
歌声响彻校园， 师生深情告白。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
全国大中小学师生共同唱响 《今
天是你的生日》， 祝福伟大祖国，
展现新时代青少年与祖国共奋进
的爱国情、 报国志。

祝福： 用歌声唱出自豪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 ， 我的

中国……” 在北京东城区张自忠
路3号，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在老
校区唱起了这首祝福祖国的歌
曲。 作为学校初创之地， 这里举
行了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开学典
礼， 见证着中国青年心系民族前
途和国家命运的赤子之心。

同唱一首歌， 唱出的是对新
中国70年光辉历程的无限自豪和
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在方志敏烈士的家乡江西上
饶、 在西南边陲……华东师范大
学学子们与各地支教学校的中小
学生们一起， 以 “虚拟对唱” 的
形式祝福祖国生日。

未名湖畔， 博雅塔下， 北京
大学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与
附属小学的小朋友们共同唱起

《今天是你的生日》， 在湖光塔影
中告白祖国。

复旦大学与新中国同龄的退
休教师以及10月1日当天生日的
2019级新生们汇聚在一起， 在胸
前以双手拼成爱心模样， 献歌祖
国。 厦门大学师生、 校友们， 与
附属小学、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共
同欢唱， 跃动的国旗、 欢乐的笑
脸汇成一句 “我爱你中国”。

浙江大学邀请名字中含有
“国庆” 的师生同唱， 乘坐 “紫
金港 ” 号校船在碧浪清 波 中 放
声 高 歌 ； 内 蒙 古 大 学 各 民 族
学 子 选 择 了 草 原 独 特 的 庆 祝
方式———那达慕 ， 伴随着歌声
翩翩起舞。

各地中小学师生们也用各种
方式唱响对祖国的祝福与热爱。

浙江绍兴市鲁迅小学的孩子
们在周恩来纪念广场唱响真挚的
歌声； 河南郑州十九中的少年们
舞动的身姿青春蓬勃； 重庆八中
学生们用一段 《少年中国说》 让
朗诵与歌声交融； 北京延庆第二
小学学子们嘹亮的歌声饱含深
情； 河南实验小学的少先队员们
手持国旗， 为祖国放歌， 用最动
听的歌声唱出心声、 唱出自豪。

凝聚： 在传承中诠释真心
同唱一首歌，凝聚师生情，传

递的是几代人砥砺奋进的情怀。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上海交

通大学1949届校友黄旭华院士毕
业时， 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年。 他投身祖国核潜艇事业至
今， 领导实现了我国核潜艇装备
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壮举。 在合唱
现场，他告诉青年人：“同学们，让
祖国更好，这是我们的责任。”

课堂上、 实验室里、 野外台
站、 祁连山下……兰州大学师生
和校友把歌声献给祖国。 “最美
奋斗者” 称号获得者、 兰州大学
任继周院士勉励年轻学子： “我
现在感觉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
还想要为祖国多发一份光和热。
希 望 大 家 都 能 努 力 学 习 ， 用
一 个 又一个脚踏实地的成绩回
报祖国。”

不同地方、 不同学校、 不同
年龄， 大家唱起同一首歌， 满怀
的是激情， 传承的是奋斗。

华中农业大学、 江南大学等
学校的院士、 老教授与青年学子
接力同唱， 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
情、 爱校心， 传递给青年学子。

西安交通大学、 东北大学等各行
各业坚守岗位的校友们， 在天南
地北与在校师生实时共唱， 献礼
祖国。

陕西师范大学2017级学生王
娟说： “青春逢盛世， 奋斗当其
时， 我希望自己能秉承学校西部
红烛精神 ， 锤炼本领 ， 提升素
养， 为祖国培育更多的人才。”

职业院校师生们也用不同方
式礼赞祖国， 礼赞新时代。 北京
商业学校同学们穿上各具特色的
职业装，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师生
们编排手语、 快闪、 舞蹈， 河南
艺术职业学院在歌曲演绎中加入
豫剧元素，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师生在操作间中表达 “技能报
国” 的宣言……师生们用丰富多
彩的演绎方式释放着爱国热情。

报国： 在奋进中前行追梦
同唱一首歌， 表达的是不断

追梦的坚定执着。
延庆山麓， 长城脚下， 北京

交通大学学子们在百年车站———
青龙桥火车站深情表达对新中国
70华 诞 的 美 好 祝 愿 。 京 张 铁
路 隧 道专业设计师 、 北交大校
友张宇宁与母校师生同唱祝福之

歌， 他说： “跨越古道雄关的京
张铁路， 如今又开始描绘2022年
冬奥会的中国故事， 我们奋斗在
一线！”

在地球最南端的南极中山
站， 武汉大学大地测量学与测量
工程专业博士生李冰轻声歌唱。
他说， 无论身在何方， 心永远朝
着祖国的方向。

北京师范大学的歌唱视频
中， 黄文秀等一批又一批优秀校
友扎根基层教育报国的平凡事
迹， 激励着青年学子。 学生们用
歌声， 表达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建功立业的使命担当。

上海财经大学学校合唱团招
募新同学后， 组织的第一堂教学
课， 就是练习演唱 《今天是你的
生日》 这首歌。 指导教师张天表
示， 在合唱训练中潜移默化融入
爱国主义教育， 更能激发大家的
报国情感。

在北京中学、 北京八十中等
学校校园里， 歌声满载着少年们
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北京市和平
街第一中学学生朱迪说： “我们
年轻一代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
任， 今天我以祖国为荣， 明天祖
国以我为傲。” 据新华社

“这里太美了 ， 真是人间仙
境 ！” 内蒙古游客李中强和十几
位旅友驱车上千公里， 相约在九
寨沟景区重新开放的第一天游
览。 如蓝绿宝石一般澄净的湖水
让这位第一次到九寨沟的北方小
伙连连感叹。

27日， 因地震先后关闭了近
两年的 九 寨 沟 景 区 再 度 开 放 ，
“补妆” 归来， 九寨沟美景依旧。

“童话世界” 依然美丽
重开首日， 3152名游客乘坐

观光车进入九寨沟景区， 青翠的
山林、 飞流直下的瀑布、 五彩清
澈的海子渐次映入眼帘。

经过两年的生态修复与保
护， 九寨沟景区85%的区域已具
备对外开放条件。 中国科学院空
天信息研究院的研究团队通过多
源遥感监测和实地科考发现， 九
寨沟核心景区的植被生态景观已
逐渐恢复至震前水平。

犀牛海旁， 四位来自浙江的
游客穿着藏族服装观景兴起， 合
唱起 《北京的金山上 》。 “今天
天气真好， 九寨沟好美， 我们太
开心了！” 一位游客说。

五彩池边， 景区环卫工人徐
金城看着游客兴高采烈地拍照 ，
高兴得合不拢嘴。

“目前 ， 景区内开放区域的
地灾治理已全部完工 。” 九寨沟
管理局局长赵德猛介绍， 开园前
景区对突发事件做了预案和演
练 ， 在地灾隐患点安排了检测
员， 以确保游客安全。

记者从管理局了解到， 九寨
沟景区开园的消息公布后不到三
天， 国庆黄金周前五天的门票便
一售而空。

生态是科学保护重建的底色
两年前的那场地震， 震中就

在九寨沟景区。 “世界自然遗产

地没有遭受7.0级地震破坏后恢复
重建的先例， 更没有恢复重建的
标准 。 ” 九 寨 沟 管 理 局 科 研 处
处长杜杰说 ， 灾后修复难的就
在于这点， “一切都是摸着石头
过河！”

地震发生后， 九寨沟管理局
在最短时间内抽调150名干部职
工组成遗产修复保护等11个工作
组。 全国各地专家星夜驰援， 震
后第一时间成立由27位国内外著
名专家组成的灾后恢复重建专家
库 ， 其中包括7名院士 。 还与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遗产
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通过各种
渠道征询遗产保护恢复意见建
议、 甄选灾后重建专业队伍。

诺日朗瀑布是我国最宽的钙
华瀑布。 因地震， 瀑布上方曾出
现一条16.5米长的裂缝 ， 水流从
裂缝漏走， 壮观的瀑布一度变为
一股急流。 “专家认为， 如果不
弥补裂缝 ， 瀑布可能继续坍塌 ，
并对上游的多个海子造成破坏。”
杜杰说。

很快， 通过与高校合作， 修
复团队运用微生物矿化 修 复 理
念 ， 把震损的钙华体回填到裂
缝中 ， 再借助藻类对钙华进行
生物修复。 如今， 瀑布景观得以
恢复。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九
寨 沟 的 修 复 过 程 ， 始 终 坚 持
‘尊重自然， 生态优先 ’ 的总体
原则 ， 突出自然修复 、 生态修
复 ， 最大限度减少人工干预 。 ”
杜杰说。

面对震后出现的多个地灾治
理点， 如何在保证治理效果的前
提下， 尽量降低对自然生态和美
学价值的影响？ 修复团队克服了
重重困难。 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
院二标段现场技术负责人杨进
说， 在地灾治理中， 由于场地狭
窄， 很多材料只能用吊车梯次运

送， 还不能砍树， 不能修施工便
道。 “修拦截网时， 遇到树木都
是把网破开。”

杜杰介绍， 九寨沟遗产地用
于灾后生态恢复与地灾治理的投
入达11.49亿元， 占灾后重建总资
金的31.88%。

全域提升 未来可期
九寨沟景区2016年全年接待

游客超过500万人次， 多年高速发
展让景区内外的基础设施捉襟见
肘。 “因为地震， 景区被动地得
到一个 ‘休息 ’ 的机会 。” 九寨
沟管理局规划建设处副处长陈浩
然说 ， 2年的灾后重建让景区内
外的基础设施都得到质的提升。

在景区沟口的游客服务中心
建设现场， 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
施工。 这个外观酷似法螺或阿拉
伯数字 “9” 的建筑最高处不足24
米 ， 不开山 、 不挖地 、 顺江而
建， 与周围自然景观和谐融合。

“这个游客中心和景区内的
诺日朗换乘中心改造项目首尾呼
应， 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景区内
游客拥堵的问题。” 陈浩然说。

而在景区外的漳扎镇， 长达
237.36公里的供水 、 污水 、 强弱
电等管网基本铺完， 镇上管线全
部 “入地 ”， 步行骑游道贯穿主
要酒店。 学校、 国际医院、 文化
中心、 体育馆相继落成。 “九寨
沟灾后重建是以生态修复和旅游
提档升级为重点的一次特殊实
践。 基础设施的改善， 让漳扎镇
从农村变为城市， 打牢了九寨沟
未来20年左右的发展基础。” 九寨
沟县委副书记、 常务副县长刘今
朝说。

利用重建窗口期， 九寨沟县
加快建设总投资75亿元的熊猫谷、
甘海子、 金丝猴研学旅游基地等
项目， “一核多点” 的全域旅游
格局正加速形成。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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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童话世界”依然美丽

同唱一首歌 祝福新中国
———全国大中小学师生献歌新中国70华诞

9月28日， 江苏镇江火车站开展 “祖国我想对你说” 活动， 吸
引不少旅客参与互动， 写下对祖国母亲的生日祝福。 图为在镇江火
车站候车大厅， 旅客参加活动并合影留念。 新华社发

候候车车大大厅厅 真真挚挚祝祝福福送送祖祖国国母母亲亲

本报讯 （记者 任洁）9月28
日，教育部关工委2019年“读懂
中国”活动优秀作品展播开播仪
式在京举办 。10月7日至11月4
日，优秀作品将于每周一至周四
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11:30-
12:00时间段播放。

国家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
作 委 员 会 主 任 李 卫 红 介 绍 ，
“读懂中国” 活动是教育部关工
委推出的助力主渠道开展思政
教育的品牌活动， 旨在通过身
边人讲自身事， 感动影响身边
人， 使广大青年学生在记述和
传播老同志的故事中受到生动
鲜活的党史国史教育， 进一步
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民族自豪
感和自信心， 立志做奋发有为

的新时代青年。
今年的活动以“我和我的祖

国”为主题，全国近千所高校百
余万名大学生参与， 采访优秀
“五老”（老干部、 老战士、 老专
家、老教师、老模范）万余名。她
希望通过优秀作品展播扩大“读
懂中国”活动的影响面，使活动
持久发力， 取得育人新成效；希
望青年学子从“五老”身上汲取
更多养分，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
代、不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开播仪式上播放了2019年
“读懂中国” 活动优秀作品集锦
片段和最佳微视频获奖代表作
品，最佳征文获奖作品代表———
北师大学生现场讲述了人民教
育家高铭暄的故事。

百万学子采写万名“五老”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