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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隆冬，青南地冻天寒。那
是周末，联系采访全国基层理论宣
讲先进个人史冬芸的电话接通后，
那一头，夹杂着刺刺擦擦的声音，
隐约听到，“晚两天行吗，我正在泽
库联点乡蹲点………”那一刻，脑
子里瞬间闪过“漫天飞雪草枯黄，
风头如刀面如割”的场景，心里着
实有些难受。

史冬芸从黄南州委讲师团调任
泽库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已近一
年，每次通话，十有八九她总在泽
库，于是，当嘴上的调侃和心生的
敬意最终分道扬镳后，“了不起”这
三个字便成了积淀在心底的一种触
动！

之后几次在同仁见面，她依旧
是她，看上去瘦瘦小小，聊起天大
大咧咧，笑起来爽爽朗朗，办起事
风风火火，不禁让人感喟——苦地
带给她的——莫非是浮华落尽后直
面人生的一种达观！

基层理论宣讲工作，往往被认
为“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
起来不要”，面对傲慢与偏见，内心
最不能丢的恰恰是信念，她，唯有
用执着与热爱证明

山还是那道山，梁还是那道
梁，她是土生土长的黄南人。

任职州委宣讲团的十年间，这
片山川谷底上的农村、牧区和城镇
旧貌换新颜，搭温室，兴畜棚，盖
新房，建新村，起高楼，架电网，
修高速，联网络，通微信……这巨
变中的星光点点，如浪花汇成春
潮，呼啸群山。

和每一个黄南人一样，她目睹
着隆务镇的繁华熙攘，见证着农牧
民的业兴家泰，呼吸着美丽黄南的
活力清新。

而基于一名基层理论宣讲员的
使命和担当，她又务必悉心关注和
深入探究时代的走向。

作为欠发达地区，黄南面临既
要保护生态又要发展经济的巨大压
力，尤其是进入改革攻坚期，涉及
的利益调整更加深刻、更加复杂。

改革中的问题最终要靠深化改
革来解决，让每个黄南人都能从中
看到未来，重塑利益格局就找到了
最大公约数与社会情感的共鸣点。

时代在精进，理论在创新。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宣
讲就要跟进一步。

让党的理论政策知识为基层群
众所掌握熟悉，让党和政府听到基
层群众的感受诉求，她的责任是架
桥通路，促进信息双向沟通，及时
掌握基层动态，科学引领社会思
潮，她自信于自己的工作无可替代。

史冬芸曾经当过 8 年的中学政
治课教师、班主任和校团支部书
记，她喜欢讲课，擅长讲课。

8 年讲台历练，让她深深懂得，
基层理论宣讲，核心就是内容，内
容，内容。“我总是花99%的精力去
理 解 内 容 ， 只 花 1% 的 时 间 来 讲
课。”她说道。

独上高楼，青灯作伴。一路走
来，她为自己定下了许多目标。

《党的建设》、《学习时报》、《求
是》、《南风窗》、《半月谈》等十几
种学习刊物——必读；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和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
等理论原著——反复研读；

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国际国内
时事——跟踪学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
——深刻领悟。

俯首案头，衣带渐宽。为了让
理论宣讲工作与黄南实际紧密结
合，在全面分析州情、查阅大量资
料的基础上，她与讲师团成员一起
研讨，审定宣讲课题，精心撰写了

《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纳入反腐败工
作体系的几点思考》、《端正学风从
我做起》、《党员干部如何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精神解读》、《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打造文化名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解读》、《四个
全面解读》等数十篇讲义稿。

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她曾无
数次地问自己，“怎样才能增强理论
宣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你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变化，体
现时代特点，贴近受众需求。”她在
苦苦求解种种答案中的共性。

找寻一种“目中有人、由面入
心”的宣讲形式，探究听众的认知
方式和接受习惯，在扩大覆盖面、
参与度上下功夫，在提高吸引力、
感染力上下功夫，用“大政方针本
地化、主流理论大众化、严肃问题

通俗化、宣讲形式多样化”的宣讲
模式，以“小故事”见“大道理”、

“百姓话”说“百姓事”、“微宣讲”
显“大作用”等多样化的宣讲形
式，与听众互动，从而达到思想交
融、心灵呼应的效果。于她而言，
这该是一段如何艰难的心路历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每
一次宣讲的背后，心血和汗水的付
出都无比贪婪地吸吮着她的心力。
为备好一次课，她需要反复斟酌结
构、内容、语言、事例，打磨讲
稿，然后一字一句反复理解，直至
背下来。以至于连母亲都觉得她经
年不息的轻声诵读是否已成了习
惯，抑或多少有些“神经质”？有好
几次，这个戴着老花镜，年届八十
的上海老太太喘着粗气喃喃道，说
要来，等也不来，等也不来，来
了，念啊，背啊，饭，吃的越来越
少，这个姑娘，是有一些苦的！

10年宣讲。
她并非明星大腕，三尺讲坛

上，却拥有一群铁杆“芸粉”， 在
州直机关、四县、社区、学校，理
论宣讲邀约不断。

她博闻强识，从党的理论路线
方针政策到基层群众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谈来总是从容；

她的宣讲个性鲜明，鲜备讲
稿，却总是条理清晰、逻辑缜密，
各种数据、各个事例信手拈来，准
确无误；

她的宣讲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颇具风趣，讲到精彩处，常常
引得全场掌声不断；

她尤为擅长组织大型宣讲报告
会，起草方案，筹备策划，邀请人
员，布置会场，宣讲主持一肩挑；

她忠诚践行基层理论宣讲的职
责和使命，让党和国家的大政方
针、形势政策及时准确有效地传达
到基层，扎根在干部群众心中。

基层理论宣讲工作，是事业的
讲台，亦是心灵的讲坛，它会在一
个人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即使告
别多年，你会发现，她，仍站在讲
台上，从未走远

2015 年 1 月，史冬芸履职新的
岗位，可熟悉她的人认为，她依然
是那个讲师味十足的史冬芸。

开玩笑的时候，她的脸上会不

经意地留露出不怒自威的表情，和
朋友聊天，大嗓门的她语气中会不
自觉的夹杂着一丝命令的口吻，即
使走起路来，腰杆笔直的她也掩饰
不住为人师表的小小破绽。

听到这些，她起初哈哈大笑，
调侃道，难道这样不好吗？而后却
将头扭向窗外，双手掩面，用指尖
沾落眼角的点点泪滴。

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失去的恰恰
是完美。

10年过去。
那个青春、灵秀、洒脱的史冬

芸走了，不见了，留下的是一个眼
角刻着鱼尾纹，发际线越来越高，
鬓角略显斑白的中年妇女。

要想把一种气质真正渗透到骨
子里，的确需要拥有付出代价的勇
气，就像一只凤凰，不浴火，何以
重生？

张莹是史冬芸的学生，也是州
委讲师团的同事。谈及往事，她
说，其实有很长一段时期，三个人
的讲师团因两人被抽调，上台讲课
的只有老师一个人，除了备课，讲
课，她还要联系会议室，下通知，
准备桌签，摆茶杯……有很多次，
看到瘦小的她抱着投影仪长长的支
架，磕磕碰碰地爬着楼梯，心里
……

在黄南州电视台，我们看到了
这样一段视频，就在去年 12 月 1
日，史冬芸带着新组建的县乡村三
级宣讲队来到泽库巴滩牧场叶金木
村，宣讲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和省
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顺便了解
牧民对精准扶贫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村委会的院子里，百余位牧民
围坐在一起听着宣讲，狂风不时卷
起一股股黄土，吹得大家睁不开
眼，张不了嘴。宣讲却依然在进
行，整整一个半小时，她端坐在主
席台上，一动不动。事后听她吐
槽，什么端坐着，其实那天整个身
子都被冻僵了，等回到屋里，嘴硬
得连话都说不清楚。

连续几天的采访，她绝口不提
泽库自然环境的严酷和工作生活的
艰辛，逼问多了，她便显露出不耐
烦的表情，“没什么，不就是睡眠不
好，没有食欲，掉点头发吗？泽库
有七万五千人口，都在这里生活。
我很难理解有人会说，只要呆在泽
库就是奉献，他们可能没有看到泽

库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吧，比如县城
建的越来越好，比如有机畜牧业的
发展速度很快，你没看见，那是因
为你没走进泽库，融入泽库，更深
地感受泽库！”

2015 的泽库，观望牧草如潮的
原野，即便在那最偏远的牧场，牧
民们都会迎来县里的宣讲队，抑或
是收到漫画版的藏汉双语宣传画
册，那些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明
星”——“泽库好人”，此刻就站在
他们面前，和他们一一握手，给他
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一年夏天，蓝天为幕，草色
新新，广袤的草原上歌声荡漾，青
青牧草托起长袖飘飘，牧民脸上的
笑容像格桑花般绽放，连舒缓的泽
曲和游走的牛羊都在倾听。一支全
新的民族团结弹唱文艺小分队驻扎
在草原上，他们载歌载舞，他们唱
红了《和谐泽库》，他们把《各民族
亲如一家》印在了牧羊人的心里。

这一年秋天，新组建的泽库县
乡村三级宣讲队开拔了，他们走家
串户，与牧民谈心交心，说说省委
实施青甘川三省交界地区平安与振
兴工程给泽库带来的实惠，讲讲建
设和谐泽库，大家要拧成一股绳的
道理。

同样在这一年，全县的机关干
部欣喜地发现，手机上竟然弹出了

“微行泽库”的二维码，泽库人终于
有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热
情关注着身边人和身边事，抑或投
投稿，收获信息栏里写着自己名字
的那份喜悦。

最大的惊喜来自于，在黄南州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歌咏活动中，
泽库县编排的以赵一曼为争取中华
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甘愿抛头颅、
洒热血的情景剧《母亲的家书》技
惊四座，在州直系统和四县15 支参
演队伍中力拔头筹。

这一年，置身于泽库基层宣传
文化工作这一个个悄然发生的变化
中，史冬芸正润物无声地走进泽
库，融入泽库，感受泽库，她依然
在用另一种方式宣讲。

连续一周，每天凌晨两三点，
县委办公楼里，办公室的灯火不
熄，那是她在审定漫画版的藏汉双
语宣传画册；

带着县乡村三级宣讲团，带着
泽库县先进个人典型事迹报告团，
带着民族团结弹唱文艺小分队，她
走遍了全县9个乡镇；

主持编排情景剧 《母亲的家
书》，她曾流着泪为 42 名藏族演员
朗读赵一曼写给孩子的那封信；

……
这让我坚信，从来就没有什么

华丽的转身！
结束采访时已近黄昏，告别史

冬芸，我们踏上归途，萧萧牧野，
草色枯黄，光脉动荡的地平线上，
留下的，是高海拔的美丽，大江源
的壮阔、缺氧的幸福和寒冷的温柔！

（题图照片为在讲坛上宣讲的
史冬芸）

宁宁为劲草迎疾风为劲草迎疾风
—— 记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史冬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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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黄南，父亲为她起名冬芸，意即冬天的小草，岁岁枯荣，生生不息；
长在黄南，工作后，身体残疾的母亲告诉她，养儿盼儿好，娃娃拉大就是国家的人，要为国家出力，苦些累些没什么，

踏踏实实最重要，我好着呢，不需要你牵挂；
投身基层，8年从教，10年宣讲，沃土深耕。如今，坚守过后，前路，已是淡定从容，哪怕，风动大野之时，身后，秀色

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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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