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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水波连波，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歌唱天鹅项下珍珠城，江南江北好景色……”这

首《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是1980年纪录片《哈

尔滨的夏天》中的主题曲。这部纪录片让人们

了解了一座和音乐结缘的城市——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

40多年过去了，江水奔流不息，歌声萦绕

不断。松花江畔，一群老人随着音乐的节奏在

击鼓，还有年轻人握着一支麦克风在倾情演

唱，更有不少来往行走的人们，走到哪里，就跟

着哪里的音乐合唱起来，音乐，就是这座城市

最具特色的烟火气。

2010 年，哈尔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

予“音乐之城”的称号，而今，在松花江两岸的

各个音乐厅里，第三十六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

带来的交响乐、声乐比赛正在接力上演。在这

座“音乐之城”，音乐不只是音乐会，而是已经

融入当地群众生活之中。

表达对生活的热爱

松花江边，马迭尔音乐码头前的广场，唱

歌跳舞的人群熙熙攘攘。

“他们敲得太好了，我们已经看了两遍

了。”拿着花束的两名女大学生，在广场旁观看

老年人击鼓，看了半个下午，“我要是到了这个

年龄还能如此有活力那就太好了。”看着面前

活力四射的老人，她们一脸羡慕。

在松花江畔的“音乐人”中，有的在表达欢

乐，有的在释放压力，人们在音乐中抒发着情

感。“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

在贝加尔湖畔……”舒缓的旋律回荡着，一曲

《贝加尔湖畔》在青年歌手的歌声和吉他声的

融合中，轻抚过路人的心田。歌手面前的长椅

上，坐着一位即将读研的大学生，经历完大考

的他一直在静静地聆听。“在户外吹着风听着

音乐，心一下子就沉静下来了。”

“欢迎点歌，自己演唱，有胆你就来。”一张

歌词显示屏，一个手持麦克风，可以在江边点

歌的“户外 KTV”，让散心的行人也可以停下

脚步唱上一曲。退休的老年人深情演绎《今夜

无眠》，散心的中年人豪迈演唱《我的家在东

北》，也有众多青年人支起话筒，或唱民谣，或

唱流行歌曲。

“开心，这是我喜欢的事情。”25岁的张先

生第一次和朋友来到松花江边唱歌。一个麦

克风、一台支架、一部手机，组成了简易的舞

台，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在松花江边可以轻松

表达对生活的热爱。

生活有了新的色彩

夕阳下，松花江畔的老年乐团上场了。在

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的斯大林公园，荡气回肠

的小提琴旋律，清新悠扬的萨克斯音符，“洒

落”在铺路的面包石上。“咚咚，咚咚”，轻快的

节奏，充满活力的鼓点，几位身着黑色皮夹克，

头戴西部牛仔帽的叔叔阿姨手拿棒槌敲击着

一个个画着非洲远古时期图案的小鼓，每一次

击打，他们的手指都在鼓面自在飞扬。

“冬天在三亚，夏天就回哈尔滨”，这个乐

团就叫作“候鸟群”，由 20位退休的老年人组

成，最大的80岁，最小的58岁。

身体在逐渐变老，但有了音乐，生活有了新

的色彩。“出来和大家一起玩音乐，感觉生活多

了很多乐趣。”谈起音乐，今年快70岁的王阿姨

非常放松，戴着褐色的老式墨镜和绣花丝巾，她

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样子。

“虽然年龄都挺大，但是歌曲不落后。”63
岁的张阿姨是“快乐歌友”合唱团的组织者。

每天固定时间，这支成立了 10余年的合唱团

总会自发地聚在一起唱歌。“现在我们已经会

了好几百首歌曲，老歌新歌都有。”

老年人除了在公园唱歌跳舞，也会通过

“江畔音乐兄弟姐妹”微信群，分享有关音乐

的话题，从各种演出信息到自己表演的视频

不一而足。

“芦大姐，今天这种天气使人沮丧，听了你

发的乐曲能使人振奋，我反复听了好几遍。”

“对呀！听听曲子心情好多了。”

前一段时间，受到接连而来的台风影响，

老人们无法再在江畔相聚。但是这并不能阻

挡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微信群里，从《莫尼山》

到《拉德斯基进行曲》，大家相互分享音乐、交

流心情，让老年生活变得熠熠生辉。

各种音乐包容并存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哈尔滨中央大街回

响，头戴金色头饰、面部妆容精致的俄罗斯歌手

在哈尔滨的街头深情献唱。每天晚上，在马迭

尔音乐阳台上，悠扬典雅的手风琴和委婉连绵

的小提琴，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专属浪漫。

沿着中央大街走到尽头，就来到了防洪纪

念塔。向西行走，可以听到空灵飘逸的排箫、

清亮醇厚的竹笛，《茉莉花》伴随着江水沁入人

们的心中。如果向东转向，来到道外区沿江的

休闲广场，《王二姐思夫》《小拜年》等二人转经

典曲目在二胡、唢呐、锣鼓的伴奏下，唱得动人

心肠。与此同时，在南岗区文昌桥下，由萨克

斯、单簧管、大号、电子琴、手风琴等各种各样

乐器组成的“文昌吹奏乐团”，在车水马龙的车

辆发动机声“伴奏下”，唱响了《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歌曲。

在哈尔滨的民间音乐场所，各种音乐都可

以共存。“这里不仅可以感受到管弦乐器的独

特魅力，还可以领略到民族音乐丰厚的文化底

蕴。”来自松北区的李大爷，每天晚上要坐一个

小时的公交到松花江畔。欣赏音乐，不仅是他

的爱好，也是退休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享受。“以

前喜欢唱民歌，总来这里，在朋友影响下，现在

也唱一些通俗歌曲。”退休护士田阿姨，周末有

时间就喜欢来到松花江畔唱歌。“唱歌是我永

远的爱好”是她微信朋友圈的个性签名。

夕阳下，金色的萨克斯管发出清新悠扬的

声音，渐渐与松花江畔的建筑融为一体。而在

旁边翩翩起舞的人群中，有的人穿着中式旗

袍，有的人穿着纱裙，跳交谊舞和广场舞者皆

有……“音乐之城”，包容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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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音 乐 之 城 ”哈 尔 滨 ，音 乐 已 经 融 入 当 地 群 众 生 活 之 中

来自松花江畔的夏日歌声

新疆托克逊县每年降水量 5.7毫米，境内年平均 8级以上大风 108天

守护在“风库”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武陇慧

暮色降临，巡线结束，民警们驾驶警车返

回铁路派出所。

位于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阿乐惠镇的鱼

儿沟站派出所，其守护着的鱼儿沟火车站，是

南疆线上一座不起眼的三等小站，但这里地

处南疆铁路的咽喉位置，自然条件极其恶劣。

降水最少的地方

“白天常年是‘30+’摄氏度的高温，这样

的日照强度，在托克逊约有 300 天。降水量

5.7毫米，是中国降水最少的地方。”民警王康

介绍。托克逊海拔为零，是全国唯一的“零

点”县城。境内年平均 8 级以上大风 108 天，

其中 10级以上的大风 30.5天，每年春季风速

超过 42 米每秒的 14 级飓风是常事，素有“风

库”之称。

如今的所长李杰，对 2001 年刚到鱼儿沟

所的情形记忆犹新。那时候，派出所在鱼儿

沟站货场对面，存放着大量煤炭，鱼儿沟站客

流大，也热闹得多。狭窄的街道人来车往，高

大的双桥车一辆辆在公路上穿梭，乌金般的

煤炭从这里出发被运往各地。

天空是灰暗的，随便一股风刮过去，带起

的都是微细的黑色粉尘，即便是用胶带把窗

户里外都糊住，宿舍里也会是一层煤尘，眼睛

里面、鼻子里面、头发里面全是煤灰，眼泪直

流。“有一次刮了三天三夜的风，吹在墙边

堆起的煤渣有膝盖那么高！”说起当年的事

情，李杰感叹不已。

“当时所里只有一辆三轮摩托车。”已退

休两年的民警孙茂盛说，“最头疼的是一刮风

就有飘浮物吹到铁路上，经常顶着大风去巡

查线路，摩托车被风吹得摇摇晃晃，胆战心

惊。”即便如此，鱼儿沟所保持着线路“四无”

1825天的纪录。

随着铁路的延伸与提速，鱼儿沟完成了

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

水后，周边单位相继搬迁。繁华落尽，鱼儿沟

变成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小村庄。

但是铁路公安民警，依然在这里继续着

风与人的对抗。

“以风为令”

“以风为令”是所长李杰挂在嘴边的话。

百里风区位于新疆吐鲁番至托克逊站区

间，是南疆铁路“咽喉”区段。由于处在天山

山脉的一个豁口处，地势西高东低，冷空气从

这里突破天山防线后，就会顺势带来大风，风

速最高可达到 50米每秒，瞬间就能将火车吹

翻，百里风区也因此得名。 高温、燥热，狂风

呼啸而过，站在一米外距离的两人靠喊才能

连蒙带猜地意会到对方说的是什么。

警车在铁路施工车辆轧出那条碎石遍布

的便道上颠簸，有的地方路很窄，刚刚允许车

子过去。伴随着车轮的碾轧声，能听见道路

基石松动摩擦的声音。刚上班的辅警塔依尔

江抓着头顶的拉环，神经绷得很紧。民警王

康则目视前方，神情轻松，整个人和车子一起

起伏着，像是车子的一部分。他边开车边解

释着，说这条路原来很宽的，铁路修成后走的

人少了，风吹雨淋，有的地方还受洪水冲刷，

就坍塌了。

车子颠簸、回转、攀爬了好一段时间后，

终于在一处平台停了下来。遍布碎石的便道

经年累月被狂风侵蚀与暴雨冲刷，使这里沙

砾裸露，沟壑纵横。“最前面一段是低路基，火

车在阿拉沟内行驶，现在路不好走，注意脚下

的石头容易打滑。”王康一边走一边讲解鱼儿

沟所辖区的地理风貌，这让第一次参加巡逻

的辅警塔依尔江十分钦佩。

伏天里，线路上最高气温 50摄氏度。人

在防护网边踩着石子行走，像踩着烧红的煤

炭，没有一点遮阴处能休息，民警们只能一边

不停喝水，一边查看附近有没有施工单位，铁

路防护网边有没有易燃物，电力机车接触网

上有没有悬挂飘浮物……

“最重的活儿”

75 岁的阿不力孜·库尔班是鱼儿沟所的

“义务巡防员”，自愿帮助民警守护鱼儿沟特

大桥。

“这里经常有附近的村民来桥下纳凉，老

人孩子，年轻的男男女女们，稍不注意就容易

发生影响行车的事件。”民警买尔旦介绍。

几天前，有几个年轻人来这里野营，几杯

酒下肚，一对情侣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女子叫

嚣着不活了，要爬上铁路自杀。听到声音的

阿不力孜立刻给买尔旦打电话，并到现场劝

阻，避免了一场伤亡事件。

阿不力孜指着自家院子里的葡萄树说：“儿

子上大学以后，有些重活自己做不了，都是买尔

旦带着辅警来帮忙，这一片葡萄树，都是他们

干的。”新疆的葡萄树需要埋在土里过冬，民

间叫“压葡萄”，否则会冻伤。等到春天再挖

出来，重新清沟上架。这两件事是葡萄园里

最重的活儿。

在这个“风库”里，警民共同协力,挑起

“最重的活儿”，共同守护着这处咽喉要道。

◆烟火气里的我们⑥

阅 读 提 示
松花江畔，一群老人随着音乐的节

奏在击鼓，还有年轻人握着一支麦克风

在倾情演唱，更有不少来往行走的人们，

走到哪里，就跟着哪里的音乐合唱起来，

音乐，就是这座城市最具特色的烟火气。

8月 15日，在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二
中，初三年级学生在开学前进行石城灯彩
的排演。

作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城灯彩
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是石城独特的民间
艺术项目，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为更好
地保护传承石城灯彩，石城县组建灯彩保
护发展中心，常态化开展石城灯彩研究和
送戏下乡，推动灯彩非遗制作技艺融入校
园、融入课堂，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
扬光大。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河南洛阳打造高水平社区体育公园

8月17日，学员在洛阳市立雪社区体育公园上篮球
课。近年来，河南省洛阳市在中心城区以“片区、社区、小
区”为单位，打造高水平社区体育公园，截至今年7月已
建成社区体育公园152个。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摄

非遗传承在校园

本报讯（记者刘静 通讯员何婉茹）“拉果，快去通知你父

母，今天十五局人来资助你上大学哩！”四川省美姑县斯干千

村支部书记阿罗格加开心地张罗着，这个消息瞬间打破了斯

干千村清晨的宁静。

斯干千村是一个彝族村，村户家庭人口多，劳动力比例小，

经济负担重，要做到支撑每一个孩子都能读书上学对他们来说

并不容易。今年，该村走出了村里第一位大学生，这对整个村

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大学“巨额”的学费，对

于这些收入微薄的村民们来说却是一项不小的开支。得知情

况后，中铁十五局乐西高速项目党支部主动联合斯干千村村委

会，商讨如何帮扶该贫困大学生，助其圆梦大学的事宜。斯干

千村村委会为准大学生送去了精美的书籍，乐西项目发动项目

部全体职工进行教育爱心捐款，助力当地贫困大学生圆梦。

激励彝乡学子圆梦未来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8月 17日上

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

众报告今年以来的政府工作。西城区

委副书记、区长刘东伟及 5 位副区长

共同与社区居民代表、专家学者代表、

驻区企业代表、统战人士代表、媒体代

表等线上、线下 700 余人进行互动交

流。这是自 2017 年以来西城区第六

次举办政府向公众报告工作活动。

据悉，上半年西城地区生产总值

实 现 2731.6 亿 元 ，增 长 5.8% ，单 位

GDP 能耗全市最低，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52187 元，受理市民服务热

线诉求 12.34万件。

“今年，我们新建 25 个 10 分钟便

民生活圈，试点推进 8 分钟便民服务

体系建设，更好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

求；实施 5个片区申请式退租项目，新

完工 11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在施 32
个小区，居民居住环境进一步改善；全

市率先实现 70 岁以上老年人‘一键

呼’依申请普惠式安装；挖潜学位供

给，新增 3所小学、1所初中，新增义务

教育学位 1 万余个；提供 4.6 万个岗

位，帮扶 6811 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打造特色阅读空间 51个，创新建设 44
家‘悦读湾’，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徜

徉书海；新华 1949 立体停车楼、里仁

街 3 号院居住区立体车库完成建设；

东铁匠胡同甲 15 号院进行统一成套

化改造，整治违建等安全隐患，解决了

‘摸黑走夜路’‘晾晒难’等问题……”

数据分析、鲜活的案例展示、生动的图

片对比引得代表认真聆听，细致观看。

企业代表坤舆天信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袁文天表示：“作为金融科技企

业，无论是今年新出台的‘金科十条

2.0版本’，还是贴心的‘双管家’服务，

我们都可以实实在在地获益。”

“我们能参加申请式退租吗？”“西

城区在便利老年人就医方面有什么新

举措？”在提问环节，与会代表围绕老

旧小区改造、居家养老、毕业生就业、无障碍城市建设等公众

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提问。刘东伟和 5位副区长为代表们进行

了细致的现场互动解答，回应群众关切和社会热点。

据悉，从去年起西城区启动实施“红墙先锋工程”和“双提

升”工程，深入推进破解内部机制运转不畅的“该不该、能不

能、怎么办”改革，广泛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起底，推动全区

工作效能水平提升、干部队伍素质能力提升，提高服务水平与

服务效能，帮助政府改进工作，更好解决群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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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卢越）发文泄愤、直播辱骂、短视频“挂

人”……网上“键盘侠”花招频出。网络暴力危害严重，制止网

络暴力发酵扩散就是与时间赛跑。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发

布了该院首份人格权禁令，为受害者及时止损。

被告肖某在近一年时间里直播 40多次，发布大量针对原

告董某的视频，其中含有大量侮辱性言辞，用语粗鄙，充斥谩骂

和人身攻击。案件审理期间，肖某未遵守法庭提醒，仍旧以每

晚定时直播形式继续发布侵权言论，并公开董某数位身份证号

码信息，董某据此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出人格权禁令申请。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

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

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

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

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此外，涉案直播视频播放量较高，若不及

时制止，将极大增加原告董某的维权负担，导致侵权影响范

围、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

法院认为，纵观张某涉案直播内容，其言论中多次使用侮

辱性言辞，用语低俗，内容多为评论他人是非，并无其他实质性

内容。对涉案侵权行为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有利于规范网民

的网络言行，维护网络空间秩序。最后，法院裁定肖某立即停

止在涉案账号中发布侵害董某名誉权的内容，该人格权禁令裁

定书送达被告即生效，目前被告已经停止发布侵权内容。

对网络暴力说“不”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人格权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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