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住在中山，是怎样的体验？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近年来，中山吸引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友人和港澳台人士。他们在中山创新、创业，或埋下新生活的种子，或发现自己人生的
又一个旷野。今日起，本报推出《living in Zhongshan》栏目，将带你一起了解他们在中山联通
世界的故事，一起探索湾区，读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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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迎春花，人人都爱它。”俄罗
斯女歌手安娜（Anna Devina）用悦耳的
歌声表达她对粤语歌曲的喜爱。安娜出
生在一个音乐世家，音乐天赋过人，大学
毕业后，一直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直到
2015年，安娜只身来到中山，开启了全新
的演艺生涯。今年是安娜在中山生活的
第十年，春节前她用熟练的粤语唱响广
东地区家喻户晓的金曲《迎春花》，以此
表达内心对“第二故乡”的喜欢和眷恋。

统筹/谢琼杨骐玮周闪雨
采写/见习记者方馨娉
摄影/本报记者孙俊军

■在中山开启新一轮演绎生涯
“大家好，我叫安娜，来自俄罗斯，是

一名专业歌手。”在音乐氛围浓厚的独立
咖啡馆里，安娜对着镜头介绍自己。安
娜有个中文名字叫黛珺，绿黛红颜，流光
溢彩，美玉无瑕。极具古典韵味的名字
和她深邃的异国长相形成反差，更将这
位女歌手的魅力展现得恰如其分。

安娜出生于叶卡捷琳堡，她的父亲
是歌剧演员，在父亲的影响下，她5岁就
开始学习古典音乐，凭借出色的唱功和
舞台表现力，安娜在2010年至2012年间
获得俄罗斯、德国流行大赛奖项。从俄
罗斯叶卡捷琳堡乌拉尔国立教育大学毕
业后，安娜便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与不同
音乐家合作，演奏流行、放克、蓝调等多
种音乐风格。

2015年，安娜下定决心，走一条与父
亲截然不同的演艺道路，她要远赴海外
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机缘巧合下，安
娜被中国娱乐代理公司引进中国，随后
她只身来到了中山，开启了自己的海外
演艺职业生涯。“中山是我在中国生活的

第一个城市。”安娜回忆道，她在沙溪镇
安了家，养了一只叫史蒂芬的小缅因猫，
也遇见了她的爱情。如今，距离她来到
这个城市已有近10年之久，这期间，她和
乐队一起做音乐、上节目、接商演，一步
步践行她的音乐梦想。

“中山是个很友好的城市，住在这里
很舒服。”安娜说，中山诞生了萧友梅和

吕文成这两位音乐家，他们对中国现代
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影响深远，浓厚的
音乐艺术氛围，是她选择安家在中山的
重要原因。

■用音乐搭建中俄文化交流桥梁
中山这座城市给安娜带来不少的音

乐灵感。

平日里，她喜欢徒步旅行，做做按
摩、泡泡温泉、喝喝奶茶，或是到小区附
近的香山新街市采购新鲜食材，这些生
活化的场景，总在灵感枯竭或精神紧绷
的时候，给予她恢复元气的力量。而在
孙中山故居、中山影视城、华侨公园等文
化地标的游玩体验，让她更深入地了解
这座城市，也为她的音乐演出增添了不
少当地的文化色彩。

“这里有许多很好的音乐家，为了获
得更多的灵感，我会参加各种各样的音
乐会、音乐节，还会去观看中国传统民乐
团的演奏会、粤剧表演。听一些新的音
乐，这让我很受益，如果将这些与现代音
乐融合在一起，做跨界音乐将会非常有
趣。”安娜说，作为歌手，她对中国传统的
音乐表现形式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演出
中，她会不时地选择中文歌曲，或经典曲
目的中文版本，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至少还有你》《迎春花》等去演唱。在她
的表演里，观众能看到中式曲调、西式唱
腔和俄罗斯传统歌剧表演形式的有机融
合，以及两国文化互动交流的友好信号。

作为一个外国人，学习中文对安娜来
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大学时，安娜选修过
基础汉语，如今她的汉语水平足以应对日
常交流。在学唱中文和粤语歌曲上，安娜
有自己的诀窍，在她的歌词本上，密密麻
麻地标注着一个个汉字的拼音，正是通过
用心记忆和不断练习，她带来了一次又一
次惊艳众人的精彩演绎。安娜始终相信，
音乐具有超越国籍、跨越语言的力量。

谈起未来的计划，安娜表示，想尽己
所能让音乐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2025年里，我想筹备新的项目，将俄
罗斯音乐推介给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
人。通过一些项目，让中国和俄罗斯的
音乐形成有意思的连接。”安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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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歌声搭建中俄文化交流桥梁

俄罗斯女歌手乐活中山

勇当“城市急救侠”织密“应急救援网”
中山市拥军支前红旗服务队队长孙宏宁获评“广东最美退役军人”

2月18日，对于中山市拥军支前红旗
服务队队长孙宏宁而言，是一个意义非凡
的日子。当日，他受邀参加在广州举行的
第三届“广东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发
布仪式，并获得“广东最美退役军人”的称
号，他也是我市第二位获得这项省级荣誉
称号的退役军人。

本报记者李鑫

■投身志愿宣讲，讲述烈士故事
今年46岁的孙宏宁来自山东烟台，退

役前，他与“海空卫士”王伟在同一个部队
服役。2001年4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海
撞机事件”发生时，孙宏宁带领三名战士
严密监视24名美方人员的下机与转移。
在那场紧张而激烈的对峙中，他亲身经历
了王伟的英勇无畏，深刻体会到了军人的
神圣使命与崇高担当。在接受采访时，他

深情地回忆道：“在王伟牺牲后，我一直在
思考，如何传承和发扬他的精神？经过深
思熟虑，我选择了公益宣讲这条道路。”

时光荏苒，转眼间，来到了2024年。
在中山市各类宣讲场所，时常回荡起那段
熟悉的呼唤：“81192，请你立即返航！”孙
宏宁不仅担任着中山市拥军支前红旗服
务队的队长一职，还是中山市全民国防教
育宣讲团的杰出成员。他声情并茂地为
各界人士讲述“海空卫士”王伟的英雄事
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染着在场的每一
个人。

“战友王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他的人
生价值。他深知，倒下的是自己的身体，
但扛起的却是祖国的版图；牺牲的是自己
的生命，但守护的是国威、军威，是中华民
族不可侵犯的尊严！这就是军人的价值
所在！”孙宏宁铿锵有力地说道。他多次
为退役军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讲述自己

与战友王伟的故事，鼓励他们“退役不褪
色，永葆军人本色”。

■从意外中守护更多生命
2025年，广东开学第一课（春季）课堂

引入了创新的“情绪管理+实景体验”双轨教
学模式，通过情景演绎、实景互动、案例剖析
等多种形式，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孙宏宁
受邀参加此次活动，他精心开设了模拟课
堂，通过模拟突发意外场景，传授紧急避险
技能，分享应急救援技巧，并呼吁：“全民学
急救，让意外不再夺走宝贵的生命。”

“在救援现场，时间就是生命。我们
希望通过培训，让大家在面对突发情况时
能够保持冷静，掌握基本的急救技能，从
而挽救更多的生命。”孙宏宁说。他的课
堂生动有趣且实用性强，学生们听得聚精
会神，纷纷积极参与互动。一位参与活动
的学生感慨道：“孙叔叔的课让我学到了

很多实用的急救知识，也让我更加敬佩那
些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

据了解，中山市拥军支前红旗服务队
是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的一支公益
性队伍，组建初期，孙宏宁便主动请缨担
任队长一职，经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参
与组训、备勤等工作。在他的带领下，服
务队迅速发展到60多人，他们深入社区、
镇街开展队员培训、公益救援、台风备勤、
安全宣教、军事训练等工作，全队累计服
务时长近6000小时。

“我虽然已经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
使命和担当却从未改变。我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军人的价值所
在，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全、和谐。”孙
宏宁表示，自己计划继续推进“城市急救
侠”项目，为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滴滴司
机等群体提供专业培训，将应急救援服务
延伸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安娜在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