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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毛泽东曾说：“人活着总
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身为世界万
物之长的人，之所以能改变世界，
就是因为拥有着内在的动力，那就
是精神。理想、信念、目标、追求、情
感、责任……组成了人内在的精神
实体，有何种精神，就能成就何等
格局，精神成就梦想。

阅古史，无数英雄以身证。当
年，元兵大举进攻南宋，文天祥率
兵抵抗被俘。囚禁中，面对高官厚
禄及生命的抉择，
文天祥在就义前写
下了那首名垂千古
的《正气歌》，以“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的
豪情，表达了他坚
贞不屈的爱国精
神；看近代，老一辈革命家以无私、
无畏的精神，在前赴后继中可谓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用鲜血和生
命打赢了反侵略、反压迫的战争，
令中华民族得雪百年国耻，令新中
国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强林。

精神是民族的脊梁、个人行动
的力量与方向。追忆离开我们半个
多世纪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
他用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

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
象，在亿万人民心中铸就了一座永
不磨灭的丰碑。如今，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焦裕禄精神
则成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
现中国梦之路上的一面引路旗帜，
令亿万中国人看到了民族继续强
大的希望。

看身边，市委五届十次全会报
告中明确提出的“全面发展、争创
一流，努力让全市人民过上更加美

好的日子”目标，其最有力的保障
就是，要求全市上下弘扬忠诚、务
实和担当“三种精神”，这无疑令全
市人民信心百倍、干劲满怀。

放眼当前，一场全市参与的脱
贫攻坚战役已全面打响。市委、市
政府以“三种精神”为引导，由主要
领导带头深入基层，开展脱贫攻
坚，包保对接到点、到户、到人，按
照精准扶贫要求，因地制宜，因户

施策，统筹兼顾，形成了全市上下
齐参与的脱贫攻坚局面。

冬去春回。面对处于“十三五”
开局之际，处于白城全面开展生态
建设、经济发展、扶贫攻坚、老城改
造的良好局面之时，200万白城普
通民众，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众志成城、同心共识，集思
广益、凝聚力量，大力弘扬“三种精
神”，投入到“全面发展、争创一流，
努力让全市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

日子”的奋斗中；投入
到建设吉林西部生态
经济区、建设生态白
城的大潮中。身为其
中的一员，我们每个
人都会鼓足精神，以

“三种精神”为引导，
汇聚力量，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路上、在绘制美丽中
国梦的蓝图上、在振兴白城的高速
路上，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势必成就白城明天更
加美好的格局，必将成为那蓝图上
或浓墨或重彩的一部分，让人民过
上更加美好日子的目标定能实现。

陈宝林在白城新闻界和文学艺术界非常活跃。他，
二十几岁在家乡通榆县一个偏远的蒙古族乡，就创建了
吉林省第一个乡级少数民族歌舞队和乡级少数民族文
学社；他，情系科尔沁草原，30余载笔耕不辍，发表文学
作品、新闻稿件和图片几千篇（幅），在国家、省、市各类
征文比赛中多次获奖。

熟悉陈宝林的人都觉得他一路走来，学历不高但干工
作的功夫却没少下，凭着勤奋和执着，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当你播下种子时，太阳都肯为你而照耀。

永远在路上的“新闻人”……
陈宝林给人的印象朴实憨厚，平易近人，无论是刚

参加工作在通榆县包拉温都乡时，还是进入通榆县委机
关工作，以及来到白城，他脑海里始终存在着如何为家
乡、为这片土地、为所热爱的工作岗位付出自己的绵薄
之力，以一个业余新闻工作者的热情和笔触抒写出了党
和人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从创建吉林省第一个乡级少数民族歌舞队到组建
全省第一个乡级少数民族文学社；从一篇发表在《中国
人口报》上的新闻到实现了白城市计生文章在国家级报
纸刊发零的突破；连续6年在全省计生有奖征文比赛中
获奖到获全省计生征文唯一的一等奖，陈宝林始终视宣
传工作为常规工作的助力器，并将之用于每一项工作
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组建于1982年的包拉温都乡少数民族歌舞队，在
陈宝林的带领下如草原轻骑兵，踏遍了包拉温都乡及与
之毗邻的内蒙古的40多个乡村，不但为文化刚刚复苏
的边远乡村带来了欢声笑语，而且把党的富民政策传播
到千家万户，这份精神食粮始终为当地百姓津津乐道。
当年歌舞队的老演员、蒙古族乌力格尔传承人梁海青
说：“都过去30多年了，遇到当年看过我们演出的老乡，
还能唠几句，当时那就是我们农民的‘春晚’。”

伴随着歌舞
队演出一次次赢
得的掌声，陈宝林
又着手创办了全

省第一个乡级少数民族文学社，独具乡土民情的文学小
报《杏花》带着墨香，走进了当地广大农牧民的家中。这
份“地产”小报又带有乡土气息和民族风情走出了通
榆、走出了吉林，走向了全国各地，与全国20余个
省、市文学社团和千余名文学爱好者结下了深厚的情
缘。《杏花》虽小，但是，时任省民委主任的金荣俊
为其亲笔题词，时任省文化厅厅长的吴景春为其写
序，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邵华为其亲手题写贺
词，吉林省新闻出版局特批刊号。

陈宝林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区域文化发展的做
法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受到领导肯定和群众称赞。1992
年他离开了故乡，调到县城工作。在他从事计生工作的
8年间，先后发表各类新闻稿件2000余篇，有时一天就
发表两三篇，最多时一年发表400余篇，成为全省计生
宣传领军人物。他被省计生委和省人事厅记三等功，被
通榆县委、县政府记大功两次。1999年，通榆县委破格
提拔他为向海蒙古族乡党委副书记，陈宝林从此走上了
乡镇领导岗位。面对闻名全国的AAAA级旅游区向海，
这位蒙古族汉子满怀深情，深入村屯采访，先后写出了

《向海村民的心声》《心系向海，情满鹤乡》《足迹深深印
草原》等200多篇新闻稿及调研文章，体现了一个少数
民族干部、业余新闻工作者对家乡的赤热情怀。

2002年，陈宝林从向海蒙古族乡调到县委宣传部
工作，担任《鹤乡报》社长，成为了真正的新闻人。他每
天采访、审稿、组版，撰写和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稿和新闻
图片，并协调相关部门举办“仙鹤杯”、“党建杯”等征文
大赛，深受读者欢迎，当年被白城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
作者协会评为全市“十佳新闻工作者”。

永远怀着热爱家乡的情愫……
从1982年走上工作岗位时起，这个蒙古族豪爽汉

子就认准了一条道，那就是坚持笔耕不辍，无论身处哪
个工作岗位，都以一个业余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充当着
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与外界交流的纽带。他把青春年华
奉献给了新闻事业，筑就了勤者新闻梦。每当遇有好的
新闻线索或题材，陈宝林都能第一时间获知并采访到
位。有人说，陈宝林是一位编外的高产“记者”，30多年
来，有记载的新闻稿几千篇（幅）。 （下转二版）

情系鹤乡写华章情系鹤乡写华章
——记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白城医高专校报主编陈宝林

□本报记者 李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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