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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横议

学习杨善洲 做一名好党员、好干部
关 峡

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学习

从《春天的故事》到《走进新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的“声音记忆”
新华社记者 胡龙江 王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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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洁

《富春山居图》高仿真画作各地巡展

河南曲剧名家献艺专场演出

每个时代都有时代歌曲，就

像一面旗帜引导当时的人们，触

动后来的人们。《春天的故事》和

《走进新时代》就是这样的歌。这

两首歌唱响大江南北，如甘甜的

泉水流进每个中国人的心田，如

劲爽的清风拂动国人梦想富足、

幸福生活的心弦。

两首歌曲的词作者都是著名

词作家蒋开儒。记者日前走访了

这位 76 岁却仍然笔耕不辍的老

人。在他的讲述中，一个时代的

声音记忆奔涌而出。

一个时代的“感念”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蒋开儒说，无论是《春天

的故事》还是《走进新时代》，都是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潮流

中，内心深处迸发出的最为强烈

的情感呼喊。

《春天的故事》诞生于改革浪

潮 即 将 在 祖 国大地风起云涌之

时。1992年的春天，56岁的蒋开儒

带着 2000 元钱只身南下深圳。此

前，蒋开儒已在东北工作了 34 年，

早已习惯了白山黑水以及传统的

计划经济模式。

几千公里之外的深圳因率先

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之路所产生的巨变，使他震惊

了。蒋开儒的内心涌动着一股冲

动和难以言表的喜悦。他觉得，

这个春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像

深圳一样的变化肯定会很快延伸

至全国。

1992 年 12 月 16 日，他一口气

写出了《春天的故事》：“一九七九

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

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 春 雷”就 是 解 放 思 想，“ 春

风”就是改革开放的风，“春雨”则

滋润了干旱的大地。蒋开儒说，

遣 词 造 句 之 中，自 己“ 特 别 有 感

觉、特别有激情”。很快，这首《春

天的故事》便传遍大江南北。

《 走 进 新 时 代》诞 生 于 党

的 十 五 大 前 夕 ，也 是 改 革 开 放

深入推进之际。从 1992 年到 1997

年 ，蒋 开儒刚到深圳时目睹的巨

变 ，果 然 覆 盖 了 中 国 大 地 。 同

1979 年相比，中国的 GDP 总值增

长了近 20 倍，人均 GDP 也翻了好

几番。蒋开儒说，他和当时的其

他普通百姓一样，切身感受到了

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的强盛。

强烈的情感大潮，需要一个

闸口释放。1997 年 5 月，党的十五

大报告给了蒋开儒创作的灵感。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听到这句

话，我就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会继

续下去，春天的故事会继续讲下

去。中国人以前是穷怕了，党带领

着我们搞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

们就特别担心会不会又变回去。

这下好了，不会变了。”蒋开儒说。

那个晚上，他一鼓作气，完成

了《走进新时代》的歌词创作，又

为世人奉上了一首经典之作。

几近“夭折”的坎坷经历

蒋开儒透露，这两首歌都来

得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前者，词曲

创作历时近两年，还几近“夭折”。

“《春天的故事》歌词完成后就

交给了作曲家王佑贵。他说，你这首

歌词诗不像诗、词不像词，像说话，没

法作曲。”但是，这是蒋开儒内心最真

实、直接的表达，他怎么舍得删改？就

这样，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

据王佑贵介绍，直到有一天，

他拿着这首歌词，躺在被窝里面

用湖南话念，很快就感觉旋律出

来了。他赶紧把一摞白纸铺在被

子上，把这个曲子写出来了。

大功告成，于是在 1994 年深

圳市委举办的青春歌曲大赛上，

王佑贵就推选了这首歌参赛。可

惜的是，它落选了。

“当时的评委说，《春天的故

事》歌词太大白话了，不像歌。”蒋开

儒说。后来，他们找到了时任深圳

市青联委员的叶旭全。他一听这歌

就觉得是难得的好作品，于是费尽

周 折 争 取 到 了 参 赛 资 格 。 这 一

赛，让《春天的故事》成为经典。

《走进新时代》原本是蒋开儒

为迎接香港回归所作的 10 首组歌

中的一首。他写完了 9 首歌曲后，

总觉得还缺点什么。那时正值十五

大召开前夕，蒋开儒心中坚定了一个

念头，这最后一首歌，一定要写给

党，写给祖国。苦于找不到灵感，

蒋开儒迟迟下不了笔。直到有一天

听了党的十五大报告，灵感爆发。

这 首 歌 一 开 始 叫《 中 国 有

幸》。后来，深圳市委征集了这首

歌向十五大献礼，又经过反复修

改，更名为《走进新时代》。

在心田里流淌着“感激”

深圳市中心的荔枝公园里，

常常有群众自发聚集合唱歌曲，

《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

是他们最喜爱的歌曲。现年45岁

的深圳市龙岗区一家企业的职工

谭发强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两首歌

的时候，“那种感觉真是振奋人心”。

事实上，对于无数生活和工

作在深圳、广东的人而言，这两首

歌曲格外让人刻骨铭心。上个世

纪 90 年代中期来到广东创业、现

在 经 营 一 家 电 子 企 业 的 刘 枫 军

说，自己就是听着《春天的故事》

和《走进新时代》成长的；每当听

到这两首歌曲，心中总会涌动一

种感激与感动。

“眼见深圳从默默无闻的南

海边陲渔村迅速建设成为经济繁

荣的大城市，很多优秀人才脱颖

而出，又有很多人从深圳回流到

全国各地。我想，在他们的心里，

应该都和我一样会常常回响起这

些熟悉的旋律。”刘枫军说。

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

长胡滨认为，一首歌能不能成为

“经典”必须由时代来检验，由人

民来选择。《春天的故事》和《走进

新时代》做到了。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

境。不论是深圳还是中国，只要

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就一定

能在新的起点上‘走进新时代’，

为‘春天的故事’续写更为动人的

乐章。”他说。

（新华社深圳 6 月 14 日电）

最近，通过阅读有关杨善洲同

志事迹的报道，我了解到杨善洲一

生 爱 国 爱 党，无 私 奉 献，深 受 感

动。学习杨善洲，就要学习他永

葆本色、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学

习杨善洲，就要像他那样，牢记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为人民群

众办实事。

杨善洲的事迹告诉我们，做

事情要有顽强的意志，从点滴做

起，脚踏实地，立足岗位，勤勉敬

业；要保持创新锐气，在工作岗位

上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要养成勤学

习、多读书、善探究、爱思索的好习

惯，不断丰富知识，开拓视野，提高

综合素质；要自觉向实践学习，在

实践中更新思维、开阔眼界。

近一个时期，中国交响乐团

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与

国际接轨的艺术生产机制和交响乐

创作、演出机制。继续推进北京音

乐厅改革，继续推广当代中国交

响乐作品委约创作、演出机制，把

交响乐中国化、中国交响乐国际化

作为工作重点。2010年，我团完成

各类演出共 116 场，实现演出收入

近 3000 万元，继续保持了近年来

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

身为团长，又是党委副书记，

我的业务管理工作和日常行政工

作繁忙，长期超负荷工作，一天最

多睡眠 5 个小时，但我依旧挤出时

间搞创作，各项工作从不放松。

中国交响乐团将学习杨善洲

与纪念建党 90 周年活动相结合。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和

中 央 新 疆 工 作 座 谈 会 召 开 一 周

年，中国交响乐团《奠基者》交响

音乐会赴新疆慰问演出于 5 月16

日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自治区党

委书记张春贤，自治区主席努尔·
白克力和文化 部 部 长 蔡 武 一 同

观 看 了 演 出 ；5 月 22 日 ，纪 念

建 党 90 周 年“ 名 家 名 曲 演 唱

会 ”在 山 西太原举行；5 月上旬，

中国交响乐团在宁夏奏响《感恩母

亲河》音乐会以纪念建党 90 周年，

文化部 副 部 长 赵 少 华 观 看 了 演

出；6 月 30 日，我 们 将 在 国 家 大

剧院演出纪念建党 90 周年大型

交响音乐会《奠基者》。此外，我

团党委与重庆南岸区区委宣传部

协商，与该区所辖的村党支部建

立共建单位，与村里的党员群众

同吃、同住、同劳动。

通过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

我深 深 体 会 到 我 们 共 产 党 人 必

须 牢 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因为人民群

众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根基，

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的根基。

在 音 乐 创 作 和演出中，提倡

要有主旋律，提倡作曲家心中有

观众，提倡面向大众、贴近生活。

始终牢记艺术的宗旨是为人民服

务，这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也是这个时代对交响乐的

新要求。作为中宣部、文化部抗

震救灾体验生活小分队的一员，

我创作的大型交响乐作品《大地

安魂曲》，于 2009 年 5 月 12 日汶川

大地震一周年之际在国家大剧院

举行世界首演。2011 年，为纪念

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我创作

了大型交响乐作品《奠基者》。

我团的各项工作只有一个宗

旨，那就是扎根基层，全心全意为

群众谋利益，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

指出的：“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自觉

实践党的宗旨，努力做人民满意的

好党员、好干部。”

（作者系中国交响乐团团长、

党委副书记）

本报讯 6 月 11 日，由河

南省文化厅主办的曲剧专场演

出在河南艺术中心广场举行。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河 南 省 曲 剧 团 国 家 一 级 演 员

杨 帅学表演了曲剧清唱《曲剧

美》；77岁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王秀玲携弟子合唱了

她的代表作《风雪配》中的著名

唱段；70 岁的曲剧表演艺术家

牛长鑫演唱了《我为杨家讨讨封》

选段；曲剧表演艺术家胡希华和

孙 丙 辛 演 唱 了 他 们 的 代 表 作

《屠夫状元》选段；72 岁的省级

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曲剧

表 演 艺 术 家 海 连 池 的 唱 腔 赢

得观众阵阵掌声；89 岁高龄的

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马 骐 携 弟 子 共 同 演 绎 了 曲 剧

《寇准背靴》中的经典唱段；河

南省曲剧团团长孟祥礼和国家

一级演员项英献演的戏歌《唱支

山歌给党听》，为演出画上圆满

的句号。 （郑红旗）

湖南举办158场非遗活动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

通讯员胡敏）6 月 11 日，湖南省

文化厅在 全 省 范 围 内 组 织 开

展 了 158 场 非 遗 展 览 、展 示 、

展演及宣传活动。

当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 产 宣 传 活 动 在 长 沙 启 动 。

湖南省直相关部门、各地文化

行 政 部 门 及 非 遗 保 护 中 心 组

织 开 展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非 遗 保

护宣传活动。

湖 南 省 非 遗 保 护 中 心 还

组织邵阳隆回县花瑶挑花、湘

西凤凰县凤凰纸扎、醴陵釉下

五 彩 瓷 烧 制 技 艺 的 传 承 人 及

徒弟赴京参加“薪火相传——

中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人

师徒同台展演”活动。

广东展演30余项非遗精品
本报讯 （记者杜洁芳）“文

化遗产日”期间，由广东省文化

厅与佛山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以

“依法保护、重在传承”为主题

的文化遗产保护系列活动在佛

山市祖庙博物馆举行，展出了

广州玉雕、瓶内画等 30 多个传

统美术、技艺类非遗精品。

该 展 览 将“ 静 态 展 品 ”和

“活态演示”相结合，图文和实

物同展，还有传承人现场制作

及展演，展示岭南文化之美。

太原推晋剧专场展非遗魅力
本 报 讯 （驻 山 西 记 者

郭志清 通讯员闫婷）6 月 12 日，

由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主办的太原市 2011 年

“文化遗产日”晋剧专场演出活

动在山西大学举行，上演了《小

宴》、《三岔口》、《救裴》、《双跑

城》等 5 出晋剧片段，太原市实

验晋剧院青年团的演员们把晋

剧中的水袖功、跷子功、手绢

功、翎子功、帽翅功、髯口功、吹

火绝技等表现得淋漓尽致，让

观众领略到非遗的魅力。

晋剧又名山西梆子，是具

有山西地域特 色 的 国 家 级 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流行

于山西中、北部及陕西、内蒙

古、河北的部分地区。

6 月 15 日，由北京市朝阳区委宣传部、朝阳区文委主办的“书香朝

阳”——喜迎建党 90 周年书画笔会，在北京东岳庙举办。90 名书画家

和朝阳区南中街小学 30 名学生一起创作了百余幅书法、国画作品。图

为小学生们在认真绘画。 本报记者 隗瑞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周志军）元代

著名画家黄公望的名画《富春山

居图》在台北合璧展出的同时，一

场以《富春山居图》高仿真复制画

作和艺术衍生品为主题的展览也

火热启动。由 artkey 艺奇文创集

团主办的《富春山居图》数位真迹

全国巡展活动从 6 月 9 日开始在

沈阳、天津、广州等城市巡展，最

后一站为台北。

记者在北京 798 艺术区展览

现场看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授权

的“故宫艺奇典藏”品牌数字高仿

真画作《富春山居图》之《无用师

卷》几乎完全复原了原作的品相，

其他授权的古迹画作高品质艺术

衍生品也令参观者耳目一新。

博物馆艺术品授权以开发衍

生品，正日益成为潮流。据北京

文化发展基金会国际艺术授权专

项基金秘书长郭羿承介绍，台北

故宫博物院目前一年的艺术授权

收入可达 5.5 亿元新台币，并且还

在增长中。

本报讯 （记者马子雷）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产

业发展战略研究”5 个月前在北京

大学启动。为了汇集和总结阶段

性成果，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

究院主办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

战略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

行。10 多位文化产业界专家、学

者围绕会议主题，在文化产业发

展战略、区域文化产业战略、文化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进行了

论述和交流。

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顾江以南京为例，论

述了文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路径；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

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详述了当前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提出

要从传统文化产业转向高端的新

业态，互联网数字化高新技术是

重中之重；中国科学院战略问题

咨询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城雄探讨

了文化产业的标准化问题，并期

待新的科学标准及时出台。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

研部副主任祁述裕、中国艺术研

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贾磊磊等也有精彩论述。

专家研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在美国股市整体大幅收高

的行情下，5 月 14 日美国股市的

中国概念股强势反弹，18 只股票

涨幅超 4%，缓解了近期中国概

念股的颓势。上周中国概念股

遭遇“黑色一星期”——纳斯达

克中国指数单周下跌 8.8%。到

13 日，美国股市中国概念股普遍

下跌，有的甚至创下上市以来新

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日

宣布，拟暂停两家中国上市公司

发售新股。

虽然此番上市恰逢新一轮

互联网投资热，但中国概念股还

是经历了从被狂热追捧到被无

情抛售的“冰火两重天”，这告诉

人们：只有坚持诚信为本，慎选

合作伙伴，深入了解、适应当地

监管体系，才能在云谲波诡的国

际资本市场站稳脚跟。

无需讳言，中国概念股海外

“触礁”存在一些自身原因。部

分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涉嫌财务

作假或违规操作，被放大后使中

国概念股遭遇集体诚信危机。

近 3 个月，有 19 家中国在美上市

公司被停牌或摘牌。上周，美国

最大的非银行券商盈透证券把

132 家中国概念股列入融资融券

业务黑名单，美国证交会首次对

投资反向收购上市的中国概念

股进行风险提示。

缺乏诚信的不仅有部分急

于融资的中国企业，更有急功近

利的不良海外中介。一位不愿

具名的资深风险投资者说，会计

师事务所、券商、律师事务所、公

关公司等中介机构都有可能参与

“造假上市”，并从中获利丰厚。

狂热追捧之后，是价值的理

性回归。如果企业自身没有业

务和盈利的硬功夫，等待它们的

可能是成为泡沫，被挤出市场。

赴美上市企业还须更多了

解当地法律、公司治理和会计准

则，以免成为游戏规则的牺牲

品。美国上市条件相对宽松，程

序简单，但跨过“门槛”后监管严

格，违约成本很高。

首先，美国的发行制度要求

上市企业必须保证“完全信息披

露”，而部分中国企业还缺乏这

一理念，因而容易遭遇法律纠

纷。其次，美国市场上“做空能

获利”的机制，鼓励做空者深挖

甚至夸大造假及违规。

为应对危机，在美上市中国

企业纷纷展 开 自 救，除 股 票 回

购以示信心和找权威机构“ 背

书”外，甚至出现“退市热”。但

与此同时，仍有很多中国企业

想趁这一轮互联网投资热赴美

上 市 。 一 边 想 进 来，一 边 要出

去，恐怕需要真正做到知己知

彼，才不会在美国资本市场的

“围城”中迷失。 （新华社供稿）

6 月 15 日，西藏和平解放 60 年成就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此次展览由中央统战部、西藏自治区政

府等主办。展览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大幅改善的人民生活”等 6 个部分，通过

500 余幅图片、30 多件实物、30 多张图表以及丰富翔实的历史文献、生动新颖的多媒体手段，充分展示了西藏

60 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西藏人民幸福安康的新生活，热情颂扬了西藏建设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事

迹。图为从拉萨来的讲解员在展厅内合影。 新华社记者 袁 满 摄

“文化遗产日”各地活动回眸 （上接第一版）最为感人的是文化

部艺术服务中心三级演奏员邢建

民，因癌症化疗刚刚出院的他已

经参加了两次排练，又坚持参加

歌咏比赛。“文化部工会、服务中

心两次为我捐款，把党的关怀与

同志们的温暖送到我身边，我要

把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唱出来！”

歌咏比赛共有 40 个司局和直

属单位的 38 支代表队参赛，参赛

者达 1535 人。“歌颂祖国歌唱党”

主题歌咏比赛引发了全体参赛者

爱党爱国的激情，也表达出文化

部系统全体党员干部昂扬奋发的

精神追求。参赛者们满腔激情，放

声歌唱，唱出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

对党的无限忠诚。大家表示：“我

们作为文化工作者，经常在工作中

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但是亲身参与

文艺活动的机会并不多。为了参

加此次歌咏比赛，各个参赛队都

非常积极，最近在部办公大楼里

经常听到练歌声。这些红歌不仅

百听不厌，而且还激发了我们的

工作热情和集体凝聚力。”

举办党史讲座，参观“复兴之

路”大型展览，学习杨善洲先进事

迹，在团员青年中举办书画展，在

党员中间开展党史知识问答，组织

党员干部到革命圣地参观学习……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一

项项爱党爱国教育正在文化部系

统全面展开。正如李洪峰所说，

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

年，是今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也是今年文化部的

一件大事。部党组组织系列活

动，旨在使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历史

使命感，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凝

心聚力。“歌颂祖国歌唱党”歌咏

比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主题活

动。文化部党组高度重视，蔡武

部长十分关心，多次作出指示。

两个多月来，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积极响应部党组号召，精心安排、

周密组织。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挂

帅，广大党员干部踊跃参加，在紧

张的工作之余，许多单位加班加点

组织排练，在机关上下迅速形成了

高举旗帜鼓干劲、昂扬奋发争上

游的浓厚氛围，极大地振奋了士

气、鼓舞了斗志，充分展现了文化

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向上、团结

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还有 16 支参赛队将在 16 日

进行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