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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7日国新办举行的
2022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副主任盛荣华表示，
近年来，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发
展非常快，也呈现出很强的创
新性、互动性，网民也很欢迎这
种业态和形式。同时我们也看
到，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当中出
现的问题也不少，比如说色情
低俗、恶意炒作、高额打赏，特
别是诱导未成年人打赏的这些
乱象，损害群众合法权益，违背
社会公序良俗，亟需加强规范
治理。（3月18日光明网）

衣着暴露的女主播、无聊
至极的“搞笑视频”……时下，
点开手机，不经意间就能与低
俗短视频不期而遇。无疑，此类
短视频极易吸引人的眼球，诱
人点击观看。身处流量经济社
会，高点击率意味着高收益，这
也就难怪有些视频主播为此挖
空心思，不惜使出种种招数。如
果视频主播将精力用在了正道
上，努力以优质内容赢得预期
效益，倒也无可厚非，但问题
是，种种低俗短视频屡屡刷新
人们的认知底线，打法规的“擦
边球”，这无论如何不能再听之
任之了。

低俗短视频令人反感，尤
其作为广大家长，颇为担心其
内容会给孩子的身心造成不良
影响。早在 2020年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小学生短
视频使用特点及其保护》调查
报告就显示，有 29.7%的未成
年人认为短视频大多低俗。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又有政协委
员提出，当前，很多直播和短视
频内容具有正能量价值，但也
存在大量低俗、媚俗、庸俗的短
视频和直播，建议相关部门要
加强管理，维护网络空间的清
朗和正能量。

对于低俗短视频泛滥网
络，国家相关部门已有所关注。
2021 年 9 月 2 日，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
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
知》，要求坚决抵制低俗“网
红”、无底线审丑等泛娱乐化倾
向。2021 年 12 月，文化和旅游
部发布《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
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
要求坚决处置炫富拜金、奢靡
享乐、卖惨审丑等不良内容，深
入推进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加
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有法可依，还要有法必依。
落实好相关部门要求，遏制低
俗短视频泛滥，各平台必须尽
到职责，严把关口。当前，多数
平台能够认真开展短视频内容
的审核，面对网友投诉，也基本
能够做到对问题短视频尽快删
除，及时注销涉事账号。然而，
某些短视频主播在被封号后换
个身份，又注册一个或多个新
账号重操旧业，对此，各平台有
必要进一步完善操作流程，改
进技术手段，堵塞管理漏洞。特
别是各平台之间应主动建立信
息互通机制，对屡教不改的低
俗短视频主播要采取一致态
度，尽力提高惩戒标准。

想要根治低俗短视频，除
了需要各个平台积极发力，还
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加大查
处打击力度，最重要的是，需要
广大网友自觉远离低俗短视
频，不仅不主动点击、传播，并
且一旦发现低俗短视频应及时
予以举报。为此，有必要强化宣
传教育，特别是要引导孩子们
从小懂得如何分辨低俗内容、
如何抵制和举报这些视频产
品。相信随着公众素养的不断
提升，随着短视频消费环境的
日益改善，低俗短视频会慢慢
失去市场，还网络文化一个清
朗的空间。

电邮：t36@tom.com

hbrbwhzk@163.com

低
俗
短
视
频
亟
须
加
强
规
范
治
理

□
周
慧
虹

邓小岚：音乐造梦师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

开幕，穿着虎头鞋的44个孩子用希
腊语齐声合唱《奥林匹克颂》，瞬间
惊艳四方。而当人们得知他们来自
河北保定的太行山区，来自革命老
区阜平，纷纷觉得不可思议。随
后，一位老人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
焦点，因为是她，把孩子们引领到
举世瞩目的舞台；是她，十八年如
一日，用音乐点燃了山区孩子们的
梦想。

她就是邓小岚，原晋察冀日报
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长
女，有人说她是音乐造梦师。她带
着十八年的艰辛与快乐，带着日复
一日的务实与低调，刚刚唱出人生
的高音，却在3月21日深夜，平静
地离开了她深爱的这个世界，离开
了她深爱的土地和孩子们。她的生
命戛然而止，留给世人无限的伤感
与怀念。

安得生成飞燕翼，常撒爱予此
天地。邓小岚的子女在讣告中说：
“北京冬奥会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
演唱的奥运会会歌获得世人高度赞
扬，更将她的快乐推向高峰，她在
自己生命的高光时刻离去，而且走
得安详平静，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
慰藉。”

□翟英琴

““微笑微笑，，眼睛向前看眼睛向前看。”。”马兰小学的音乐楼里马兰小学的音乐楼里，，邓小邓小
岚正在给孩子们讲解上台表演时的注意事项岚正在给孩子们讲解上台表演时的注意事项。。

音乐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音乐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

音乐节临近音乐节临近，，正在给孩子们排练节正在给孩子们排练节
目的邓小岚常常被电话打断目的邓小岚常常被电话打断，，音乐节有音乐节有
太多的事情需要她协调处理太多的事情需要她协调处理。。

马兰小乐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马兰小乐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本版照片由河北日报记者赵海江本版照片由河北日报记者赵海江、、赵杰摄赵杰摄

马兰后人

我第一次见到邓小岚老师，就被她的真诚与
执着所打动。那次采访，是出版社约我准备写晋
察冀日报社和邓拓等人在山区游击办报的故事。
那天，我们一路辗转过来，日头已经西斜，我和邓
小岚一同走在洒满金色阳光的路上，我们爬山坡
登台阶，走过马兰旧时的街道，走在马兰的沟沟
坎坎里，她如数家珍，聊着旧时光，引领我们走到
马兰新建成的广场上。就着点点星光和手电筒的
光亮，她指给我们看马兰遇难乡亲的纪念碑，并
一一念出他们的名字。事后我了解到，这块纪念
碑正是邓小岚帮助设计竖立起来的。

邓小岚珍藏着一枚刻有“马兰后人”的印章，
她经常以“马兰后人”自称，满怀深情地讲述起过
去的故事。

1937 年 9 月，八路军来到阜平，创建敌后抗
日根据地。在阜平县的油印小报《抗敌》的基础
上，创办了《抗敌报》，是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的
机关报。1939年冬季奉命转移时，报社将办报所
用退还原主，不拿走群众的一针一线，主任邓拓
签名写下感谢马兰人民的公证状。现在的马兰广
场上，就矗立着纪念这一事件的雕像。

1940 年 11 月 7 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
日报》，邓小岚的父亲邓拓任社长，他和同事们开
始了游击办报的漫漫征程。在麻油碗灯昏暗的灯
光下，报社的同志们加班排版。乡亲们腾出火炕，
但是，同志们不忍心睡在百姓的炕上，躺在地铺
上过夜，让乡亲们睡火炕。

因为敌人的追击，报社在大山中辗转，一边
跟鬼子打游击，一边出报纸。十余年时间里，《晋
察冀日报》四次进驻马兰村，创造了用“八匹骡子
办报”的奇迹。1943年秋季，日寇在晋察冀边区展
开惨无人道的大“扫荡”，为了保护报社撤离转
移，马兰19位乡亲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就在报
社转移的路上，邓小岚出生于马兰附近。

说起父辈们在马兰村的日子，说起烽火燃烧
的岁月，邓小岚的眼睛里饱含着深情，语调也微
微颤抖。她痛惜马兰遇难的乡亲们，她珍惜马兰
的乡亲们与父辈战友们的鱼水情深，她更深深感
念着革命老区对幼时自己的抚育之恩。

为了革命工作，父母无暇照顾她，把她送到
当地的一个老乡家。她是喝着老区人民的奶水长
大的。后来，她母亲送给她一枚刻有“马兰后人”
的图章，让她永远记着老区人民的养育之恩。

邓小岚的母亲丁一岚，也是《晋察冀日报》的
老报人，是 1949年开国大典的播音员、北京人民
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

邓小岚说：“我觉得他们（指父母）都是中国
共产党队伍里的战士，我也要做这支队伍的一个
战士。他们的行动，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指引着
我。”于是，读高中时，邓小岚就向党组织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随着她就读清华大学，这份申请书
也被转给了清华大学。大学一年级时，对党、对人
民的热爱促使邓小岚再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老师跟她讲，要弄清自己加入共产党是为了什
么。她说她要向父辈们一样，用实际行动报答党
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邓小岚永远都记得那一天，1965年的4月28
日，是她站在党旗前宣誓入党的日子。自此，她越发
认定了生活、工作都应该为更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
的目标，并努力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努力践行着。

重返马兰

大学毕业后，邓小岚分配到山东工作，1995
年调回北京。这时，母亲丁一岚和《晋察冀日报》的
好多老报人致力于研究那段光荣的办报历史。邓
小岚帮他们抄写整理，后来看到这些耄耋老人还
四处忙碌，就索性加入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为
大家搞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她更加了解父辈们的
历史，愈发增强了她对马兰村的感情。

邓小岚说：“1997年，我和妹妹第一次回到惦
念的马兰。当热情的老乡得知我是北京来的邓小
岚时，立刻叫出了我的小名，我的眼泪一下子流
了出来。我一定要为故乡做点事，老乡们养育了
我，我一定要报答他们。多了做不了，起码给孩子
们一间遮风挡雨的教室吧。当时我还没有多少
钱，都是我弟弟妹妹帮我凑的，我爱人也特别支
持我，我很感谢他们。”就这样，几间教室被翻修
了，换了桌椅，换了黑板，墙面也不透风了。

马兰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忙碌，只留下了老
人和孩子。孩子们从没出过大山，唯一的娱乐就
是在山里跑。2003年，邓小岚和报社的几位老人
回去扫墓，空闲时，她发现有几个小孩子很好奇

地看着他们，她就叫他们过来唱歌。出乎邓小岚
意料的是，孩子们大多不会唱歌，只会唱国歌的
两个孩子还跑了调。

马兰，不应该缺少歌声。邓小岚暗自叹息。
1942 年 1 月 1 日，《晋察冀日报》首次刊发歌

曲。这首歌的名字叫《歌唱二小》，由晋察冀边区
的文艺战士方冰作词、劫夫作曲。1945年，抗日战
争胜利之后，《晋察冀日报》刊登了两首既好听又
有气势的歌，一首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一首是《团结就是力量》。

童年，更不应该缺少歌声。从小喜欢音乐和
艺术的邓小岚，认为唱歌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如
果一个人会唱歌，在生活中无论高兴、难过还是
受到挫折的时候，音乐会是他最好的朋友。在邓
小岚看来，没有音乐的童年，是缺少快乐的童年。
一定是大山的阻隔，几乎让马兰这片土地上的孩
子们失去了享受音乐带来快乐的权利，她下定决
心要用音乐打开孩子们心灵的窗户。

2004年以后，邓小岚几乎每个月都回马兰一
次，她每年的退休金一多半用来帮助马兰村。

从保定客运站出发，坐着大巴车赶往阜平，再
倒车去马兰，当我在路上辗转时，我的眼前就会出
现邓小岚的身影。从保定到马兰，需要小半天，我
想，路可真远啊！那么，从北京到马兰呢，岂不是更
远？而且，邓小岚几乎每个月都要来马兰，她这一
坚持就是十八年；更何况，之前进山的路况比现在
差得多。她常常是早晨8点从北京出发，一路换乘
火车、大巴，抵达马兰村时往往已经傍晚时分了。

为什么要那么频繁地到马兰村去？为什么在
退休后义无反顾地把近一半的时间献给一个遥远
的小山村？后来，我在不经意中问了邓小岚这个问
题。她轻描淡写地说：“父亲和母亲的青春都是在
这片土地上度过的。在生活方面，那当然是他们一
生中最困难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但在精神方面，那
又是他们一生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因
为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唯一想着的是对党
对人民多作贡献。我所能做的很有限，但我尽力而
为，我想让那儿的孩子更健康快乐地成长，想让那
儿的乡亲们知道，从那儿走过的部队没有忘记他
们，在那儿长大的孩子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我顿时明白了，在邓小岚心中，马兰对她的
恩情就像铁贯山一样，始终扎根在马兰的大地；
老区人民的恩情比铁贯山还要重，重到她用退休
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来反哺这方热土。如此
说，在邓小岚眼中，从北京到马兰真得不远，因为
马兰跟北京一样，都在她心里。

其实，十几年前我曾来到阜平，走进马兰村，
晚上住在一位大娘家。她给我讲了邓拓和《晋察
冀日报》与马兰的渊源，讲了邓小岚与马兰的故
事，特意给我看邓小岚帮助改造的抽水马桶。那
时候，农村普遍用旱厕，在大山深处，在人口不多
的马兰村，竟然开始使用抽水马桶，让我不禁瞪
大了眼睛。让我更加震惊的是，在月光如水的胭
脂河畔，忽然响起了小提琴的声音。大娘满心欢
喜地告诉我，是她家孙儿在月下练琴，邓小岚是
孩子的音乐老师。那一天，“邓小岚”三个字就住
到了我的心里。

舞台与歌声

钟爱音乐的邓小岚，可以在“巴掌大”的地方
带着孩子们尽情放歌。在她出资建造的“音乐城
堡”里，她拉开客厅的布隔帘，客厅前面马上变成
了舞台，后半部分成了观众席，布隔帘后面则是
大大小小的歌唱家候场的地方。第一次采访她的
时候，她面对坐在客厅的我们，用清脆的声音报
幕，还在我们的掌声邀请下清唱了《马兰童谣》。

邓小岚很开心地带我们参观室外舞台。这个
舞台，在音乐教室的西边，背靠群山，面朝朝阳。
两面红砖花格围墙，顶部是钢铁骨架支起的一个
简易敞篷，四面都透风，一块高出地面二三十厘
米的水泥抹就的台子就是邓小岚口中的舞台。她
说，她和孩子们有时候就在这里排练和演出。有
一天，她告诉孩子们：“我们要把舞台美化美化，
因为有远方的朋友要来马兰，和我们一起开场音
乐会。”孩子们兴奋得如同小鸟，叽叽喳喳商量
着，每个人都秒变舞台设计师。

他们从大山里采来各样的花、长长的藤蔓，
缠绕在敞篷下面的横梁上。钢铁的横梁，冷冰冰
的横梁，在孩子们灵巧的小手帮助下，变成了一
条长长的缀满花朵和藤蔓叶子的垂帘。邓小岚托
人买来两束百合花，分开点缀在细碎的山花之
中。花香扑鼻，沁人肺腑。路过的人，都想停下脚
步，欣赏几眼。

“一座自然、美丽、带着花香的舞台就这样建
成了。”邓小岚的笑容掩饰不住她对孩子们和舞
台的满意。

邓小岚口中的“远方朋友”是一群金发碧眼
的音乐友人，他们是从媒体上看到了马兰小乐队
的表演，通过大使馆，找到媒体，媒体再找到邓小
岚，几经辗转，来到马兰村，看马兰小乐队的表
演。就这样，邓小岚因陋就简，和大山里的孩子们
一起，用大山的深沉，用天籁般的歌声，迎接这些
乘着音符远道而来的朋友们。

邓小岚想用最简短的语言，重现那场音乐会
的实况，然而，总有那么多生动的、美好的细节无
法让她忽略。在她讲到忘情时，我急忙抓拍了一
张照片。邓小岚说话的声音非常好听，跟她唱歌
时一样，清冽冽的，如同胭脂河的水汩汩地流过
马兰，流过几十年的流金岁月。

邓小岚几乎每个月都会回马兰，她把自己当
成马兰人，因为她本来就是“马兰后人”。马兰的
乡亲们也都把邓小岚当作自家人。为了记住谁家

在哪儿，邓小岚画了一张村里的位置图。邓小岚
笑着说：“村里大部分情况我都知道，这村子好多
人都在外面打工，基本上一出去就是大半年，所
以村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很可怜。这群孩
子没事就在山里跑，哪也没去过。”

或许，这也是她为什么在教孩子们音乐之余
还要千方百计帮助开发马兰的红色旅游资源、筹
资建设音乐谷、建设月亮舞台的原因。

邓小岚一次次往返北京和马兰，把家人用过
的和朋友们捐赠的手风琴、小提琴、电子琴和吉
他等乐器、乐谱等，像蚂蚁搬家一样，带到了马兰
村。乐器有了，可孩子们连乐器名字都叫不出来，
更不懂乐谱。于是，在爱人的支持下，吹拉弹唱全
能的她在马兰村住了下来，组办了马兰孩子们的
乐队——马兰小乐队，手把手地教孩子们识谱、
拉琴、唱歌。

孩子们都愿意跟邓小岚黏在一起。他们的音
乐课，有时候在教室里，天气晴好时，邓小岚还会
带着孩子们去铁贯山下唱，去瀑布前唱，去胭脂
河畔唱。邓小岚说：“我只想尽我所能把这些孩子
教好，让他们快乐，让这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在
物质上我的能力可能有限，但是至少在精神上我
不会让他们觉得比别人差，让他们自信地生活。”

2008年国庆节，邓小岚出资，带领马兰村的孩
子们，来到北京中山公园，为一群在报社工作过的
老战士奏响了悠扬的乐曲。孩子们见到了真实的
北京，见到了曾经向往的天安门和鸟巢。2010年8
月8日，邓小岚带着她的马兰村小乐队出席在北京
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优秀特长生艺术节开幕式。
2011年,邓小岚又将孩子们带到了北京电视台的
春节晚会，邓小岚和马兰村小乐队的孩子们与将
军后代合唱团一起演唱了《我们的田野》。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我从未听邓小岚说过豪言壮语，我看到的都

是她一直在默默地做。马兰歌声越传越远，邓小
岚的事迹被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直到2022年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穿着虎头鞋的 44
个孩子用希腊语齐声合唱《奥林匹克颂》，惊艳。

当世人在惊叹44个孩子的天籁童音时，其实
这一切是偶然更是必然，因为早在2015年邓小岚
就曾带领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走出山坳，参加了
音乐无国界联欢会，也是国际夏令营的一项集体
活动。

邓小岚曾经说，在音乐无国界联欢会开始之
前，承办方的一名志愿者私下找到她，想让马兰小
乐队只唱《友谊地久天长》的中文部分。按照安排，
这首歌是先唱一遍英文，然后再唱一遍中文。“谢
谢你为我们考虑。但我们可以唱英文。”邓小岚的
声音很平静，却很有力。果不其然，演出的舞台上，
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不但吐音准确，而且脸上表
情自然。马兰的孩子们像一条条在音乐海洋遨游
的鱼，跟其他肤色的孩子们一起，用英文演唱着这
首世界名曲，用音乐传递着人类的共同情感。

邓小岚说：“我和我爱人都把这群孩子当成
自己的孩子，这也算是我报答故乡的方式吧。”所
以，掌声一次次响起，是为着每一个孩子，更是为
着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邓小岚。

邓小岚是朴素的，但她内心深处又是浪漫
的。在第一次采访她时，她多次提到“月亮舞台”，
还给我看了月亮舞台的设计图纸。

2021年8月，我再次奔赴马兰，与正在建设月
亮舞台的邓小岚会合。在工地，许多工人正在烈日
下施工。我寻到邓小岚，只见她戴着一顶别人送的
与她年龄极不搭的遮阳帽，弯腰用铁锹在沙石上铲
出一级级台阶，为的是让孩子们能沿着台阶轻松而
安全地来到依山而建的游乐设施上。时值酷暑，年
近八旬，躬行于大山深处，一锨一镐，只为马兰的孩
子们，只为马兰的未来。这一刻，感动与心疼纠结
在一起，让我险些当着邓小岚的面流泪。

邓小岚一身布衣，衣服上沾了许多沙土，她
毫不在意。她的笑容是那么干净，如蓝天，似白
云。她领着我们参观马上要竣工的月亮舞台，介
绍每一处的用途和设计理念。

我从来也没想过，那竟会成为我们最后一次
见面。去年秋天，月亮舞台竣工，她曾经邀约我们
去参加马兰音乐节，可是因为疫情，音乐节一推
再推，推到了今年春天。

三月，春暖花开，惠风和畅。如果能够在月亮
舞台上，听邓小岚唱一遍《马兰童谣》，该是多么
美好的事情啊！怎么也没想到，她竟然倒在“月亮
舞台”上，再也没有起来。

邓小岚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谁都不愿意
相信这是事实，在写下这些文字时，耳边再次回
荡着她清澈的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