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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0 月 20 日
电(记者杨金志、吴霞、郭
敬丹)10 月 20 日，交响合
唱《启航》成为第 19 届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演
出。这是上海艺术节迎来的
“最年轻”开幕演出，以
“ 90 后”青年艺术家的视
角回望 1921 年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诞生的伟大时刻。

“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引
起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观
众的共鸣，并以此唤起并承担起先烈们的家国情怀和使命
感。”《启航》作曲家龚天鹏说。《启航》是艺术节向上
海爱乐乐团委约的一部大型历史题材音乐作品。通过委约
的形式原创作品，推动“高峰”作品的涌现是艺术节近年
来的创新之举。

“要对国际艺坛产生持续的影响力，就需要吸引更多
优质当代原创在艺术节汇聚，这就要求我们在艺术节运营
之中，充分展现出自身的艺术追求与社会担当。”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执行副秘书长、艺术节中心总裁王隽
说。

从“上海出品”的歌剧《一江春水》、芭蕾舞剧《长
恨歌》、民乐作品《海上生民乐》，到与国内艺术家合作
的舞剧《十面埋伏》、微电影交响诗《女书》……近些年
艺术节委约的艺术作品，都秉承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传递正能量。

“柏林爱乐乐团+郎朗”，“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
+李云迪”，这样的演奏组合，对广大古典音乐爱好者来
说，就是一场丰盛的文化大餐。今年，它们就出现在上海
国际艺术节的节目单上。不仅如此，维也纳爱乐乐团、捷
克国家交响乐团等国际一流团体，也将在今年的艺术节上
献演。这，就是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上海国际艺术节已经越来越成为“一带一
路”上的文化桥梁，成为艺术家们交流、沟通、展示与合
作的舞台。新朋与老友相聚，大师与新秀云集。在艺术节
的舞台上，人们品味来自民间、民俗、民族原汁原味的文
化遗产，感受实验、跨界、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创想。

在今年艺术节期间，包括捷克、奥地利、以色列、南
非等十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将送来自己的艺术作
品，覆盖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
盟”也应运而生。

从 2014 年起，上海艺术节启动“艺术天空”板块，
越办越红火。今年，“艺术天空”的演出，达到了空前的
46 台 94 场。国内外艺术家们走入社区和商圈，在广场草
坪奏响美妙乐章，在人群中翩翩起舞。观众不必秒杀抢
票，不必正襟危坐，你的家门口，就是大舞台。

“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 每年的秋天，
上海国际艺术节就是老百姓的狂欢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融在满满的文化获得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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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0 月 20 日电(记者程思琪、吴霞)第 19 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于 10 月 20 日晚开幕。作为本届艺术
节开幕演出，由上海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龚天鹏创作的原
创交响合唱《启航》在上海大剧院带领观众以“ 90 后”

青年艺术家视角回望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伟
大时刻。

开幕演出大型交响合唱《启航》由著名指挥家汤沐海
执棒，上海爱乐乐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上海学生合唱
团、中福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联袂献演，歌唱家廖昌
永、韩蓬、许蕾担任独唱、领唱。

《启航》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上海爱乐乐团青
年作曲家龚天鹏创作音乐，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作家毛时安写就唱词，被视作一次难得的“ 40 后”同
“ 90 后”并肩回望历史的合作。生于 1992 年的龚天鹏，
现任上海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 2014 年毕业于美国茱莉
亚音乐学院。这位“ 90 后”作曲家表示：“历史是属于
所有人的，跟年龄没有关系，我更愿意把这部作品看成是
一次当代‘ 90 后’和 20世纪‘ 90 后’的隔空对话。”

在艺术节开幕式当天，“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

宣告成立。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4 个艺术节和机构携手加入“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
盟”。联盟将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及全球艺术节、
艺术机构的机制化合作进程。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
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承办的重大国际文化活动，是国家级
综合性国际艺术节。本届艺术节为期 1 个月，将有 45 台
剧目在主板块上演， 300 多场活动在“艺术天空”“艺术
教育”“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等品牌下陆续展开， 450
多家国内外艺术机构参与演出交易会。

原创交响合唱《启航》

揭幕上海国际艺术节

新华社福州 10 月 20 日电(记者黄鹏
飞)接入行政服务事项超过 11 万项，兼备
统一身份认证、交费功能，聚合省、市 21 大
类民生服务资源…… 20 日，福建省正式上
线统一政务服务 APP“闽政通”，以互联网
政务创新着力减少群众“办事难”。

依托于当前网络通信和大数据新技
术，福建省经济信息中心着力研发建设的
“闽政通”APP 实现了福建全省政务资源

整合，为公众和企业提供一体化办事服务、信息
服务和互动服务。

据统计，目前“闽政通”APP 已接入福建省
省、市各部门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超过 11
万项，其中“一趟不用跑”事项超过 1 . 6 万项，超
过 5 万项事项“最多跑一趟”。同时，该平台整合
了政府和第三方便民服务资源近 300 项，涵盖
环境信息、社会保险、医疗卫生、出境入境、司法
公证和纳税缴费等 21 类服务，并为公众提供了

专门的提问咨询、意见反馈渠道。
福建省发改委党组成员、数字办专职

副主任陈荣辉介绍，根据当前百姓生活习
惯，“闽政通”APP 同时对接了多个主流支
付渠道，搭建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缴款通
道，并具备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统一身份
认证功能。该平台以智能化、人性化的设计
理念引领创新，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政
务改革的积极尝试。

“闽政通”上线，超 5万事项“最多跑一趟”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邹大鹏、李建平)作
为我国老工业基地，黑龙江面临的改革任务十
分艰巨。新一轮东北振兴如何犁旧创新？改善营
商环境、攻坚国企改革、发力供给侧改革……黑
土地正以“敲钟问响”的系列改革精绘振兴“答
卷”。

扎根营商环境改革：用效率放

大“软实力”

秋高气爽，鸡西“万向名镇”项目经理张雪
峰拿着政府批文兴冲冲地走出鸡西市政务服务
中心。“原来一个月办完的工程许可，现在一周
就到手了。”面对行政审批提速，“跑工程”十几
年的张雪峰有些“意想不到”。

“程序多、跑腿多、耗时多”，这是以前不少
人去政府部门办事时抱怨最多的话。对此，黑龙
江省近年来强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决心
“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

“百年煤城”鸡西在黑龙江率先开通网上政
务服务中心，平均审批时限压缩 30% 。拥有 181
项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的鸡西市政务服务中心
投用，使政府“分头管理”变为“一站式服务”。营
商环境改善让地方尝到了软环境的“甜头”，“上
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 . 5%，增速
居全省第二。”鸡西市市长张常荣说。

“听说有的干部承诺在口头，落实不太好，

可实际不这样。”来牡丹江投资的浙江商人万
振峰说，他的项目是上任政府领导招商来的，
这任市主要领导现场办公督战，推进非常顺
利。

向自身权力“开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在黑土地“打响”：省级行政审批项目下放
50%，政府权力清单精简 70% ……“3 年来全
省公开通报了 179 件破坏发展环境典型问
题，259 人受到处分。”黑龙江省政府企业和
创业投诉中心督察专员邢新宇说。

营商环境之变吸引来大量“山海关”外资
本。据统计，全省近三年 1 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3420 个，东北区域外企业投资 1100 个，占比
近三分之一。

攻坚国企改革：重塑“龙头”

挺起工业脊梁

“炼钢分厂的领导班子全部‘下课’，重新
竞聘。”这样的改革在中国一重历史上是头一
次。

作为我国装备制造工业“航母”，由于市
场营销能力弱，管理层级多，职工“大锅饭”思
想严重，加之行业市场变化等，企业一度连续
24 个月亏损。

面对严峻形势，中国一重决心破釜沉舟，
改革求生。减少管理部门三分之一，压缩管理

人员 2355 人，把市场压力引入各个部门……
经过努力，企业终于在今年初扭转了亏损局
面。

黑龙江是我国重要老工业基地，有中国
一重、哈电集团等诸多“国宝级”企业。近年
来，受国内外产业形势、体制机制僵化等影
响，一些企业陷入困境。黑龙江采取政策“组
合拳”帮助企业改革脱困。

在东北最大国有煤炭企业龙煤集团，黑
龙江省通过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系列改
革，帮助企业在极其困难情况下保住了运行，
去年实现减亏 23 . 7 亿元。

老国企改革发新枝，新业态创新露头角。

成立 3 年的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凭借雄厚研
发实力形成市场优势，今年营销收入预计突
破 10 亿元，推动了全省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
业升级。

发力供给侧改革：整合优势

资源提升价值链

转方式调结构是振兴发展的重中之重，
黑龙江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创
新力度，重点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
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

实现“油头化尾”“煤头化尾”“煤头电尾”“粮头
食尾”“农头工尾”的“五头五尾”产业链和价

值链升级。
创新创业一条街———“哈尔滨市南岗区

高科技产业经济带”东西延伸 15 . 8 公里。沿
线集聚着 18 所高等院校，4 个国家级大学科
技园，近 40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11 万科技人
员。

诸多“老字号”“原字号”“新字号”崛起，
为哈尔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连串“千亿”级
别的动能：全市经济总量突破 6000 亿元，规
上工业增加值突破千亿元，食品工业产值达
1560 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提高到千亿
元。

“原字号优势资源不是负担而是宝，关键
怎么‘捡’到手。”地处鹤岗的黑龙江“煤头化
尾”示范企业中海石油华鹤煤化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吴永由举例说，公司去年使用原煤生
产尿素 60 . 8 万吨。黑龙江四大煤城纷纷围
绕“煤头电尾”“煤头化尾”探路，其中七台河
的宝泰隆 30 万吨稳定轻烃项目，已完成投资
16 . 98 亿元。

围绕优势资源整合供给优势，带动着全
省产业结构调整。目前，黑龙江能源工业占经
济总量比重由过去的 20% 下降到 8% ，旅游
业 GDP 占比突破 10% 成为新兴支柱产业。

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108 亿
元，同比增长 6 . 3%，增幅同比提高 0 . 6 个百
分点，是 2014 年以来最高水平。

黑龙江：改善营商环境、攻坚国企改革、发力供给侧改革

以“敲钟问响”的改革绘振兴“答卷”

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19 日电(记者王民)
“搭锚！”“喔喔！”“喂嗨，唻嗬！”……高亢有力、
苍凉悠长，这是大运河上的船工号子。

由南向北，京杭大运河在河北故城县境内
曲折蜿蜒 75 公里。在这段大运河上行船，从南
往北顺流，需摇橹把握方向；从北向南逆水，则
需纤夫拉纤前行。

自元、明、清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故城县建
国、郑口、故城三镇一直是商品集散码头。一度，
运河中舳舻相继，帆樯如林，南来北往船如梭，
处处欣闻号子歌。而今，那远逝的号子只能从回
忆中隐约聆听。

最后的号头

从小在运河边长大，故城县文化馆馆长李
志勇对运河船工号子兴趣浓厚。八年前，经多方
打听，李志勇在郑口镇五大院村的几间破房子
里见到了王振江——— 当地最后一位运河船工号
头，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老人时年已 86 岁高
龄。

“王振江无儿无女，卧病在床，身材瘦小，言
语不清。”李志勇说，“我当时心情很复杂，不想

让老人把绝活儿带走，想让老人喊几句号子，
又怕遭到拒绝。”

从那以后，李志勇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探
望老人一次。慢慢地，老人可以坐起来了，话
也多了。得知李志勇的来意，老人爽快地答应
喊号子，还请了几位老船工来帮忙。

王振江老人和老船工们喊出的号子内容
有沿途风景、名胜古迹、三国人物等，内容繁
复，曲调随意变化。李志勇白天录像，晚上整
理，又请熟悉谱曲的老师帮忙，《起锚号子》

《拉纤号子》《摇橹号子》等号子就这样记录保
留下来。

李志勇整理的号子只是冰山一角。在几
十年的号头生涯里，王振江究竟喊过多少种
号子，随着老人的去世，这个问题只能永远画
上了问号。

远逝的号声

船工号子由号头领喊，纤夫们附和。河窄
流急处、拐弯水浅处、起锚升帆时，凡是急难
险重的时候，就需要喊号发力，协调劳动节
奏，提高行船效率，保证行船安全。

在采访整理中，李志勇了解到，运河船工
号子的内容与船上众多器具相关，种类繁多。
有起锚号、摇橹号、撑篙号，立桅号、升篷号、
落篷号、绞关号、拉纤号等。

号子有固定的韵律节奏，虚词不变，内容
多变，号头看到什么、想起什么，就会喊什么，
全凭号头的即兴创作。号头负责喊号，不用拉
纤，是出力少、挣钱多、技术性强的工种。

跑运输的船上，固定人员有老板、舵手、
号头和伙夫。一些大船需要长纤夫跟船跑，短
纤夫则来自沿河村庄，长纤、短纤各有各的价
钱。纤夫自带纤板，扣到纤绳上拉纤，一天走
六十里，不管多大的风和水流，也要拉到码头
才能吃喝歇脚。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机动货轮的出现
以及北方运河的断流，延续千余年的纤夫、号
头的古老职业，连同运河两岸百姓熟悉的劳
动号子，随着运河上的帆樯渐渐远逝，消失在
无声的历史长河中。

飘荡的回音

运河船工号子在劳动中逐渐形成，以

家族传承、师徒授受的方式绵延下来。
经过上千年的演变，脱离了原始号子的
简陋外形，既是劳动号子，又具有独立
的艺术形态，具有鲜明的律动性，高亢
有力、苍凉悠长又富于变化，有很好的
音乐表现。

2009 年，李志勇搜集整理的山东临清
至天津段的运河船工号子——— 《漳卫南运河
船工号子》成功申报河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

根据船工号子的特点，当地还将这一传
统民俗文化谱以现代乐曲，创作了舞蹈《千
年运河》《青春的节拍》和歌曲《拉纤的汉
子》，让世人重睹运河船工号子的风采，赋
予其新的生命力。

“船工号子是船工在风浪中拼搏、呐喊
情景的再现，是原生态的、活着的历史。
现在的运河再没有过去那种场面了，如果
再不抢救，再生是很难了。”李志勇说，
运河船工号子是大运河的一种文化元素，
也是中华民族遗存的一种精神，我们要把
它保护好，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
它、熟悉它。

听，那远逝的运河船工号子

▲“白雪公主”和妈妈准噶尔 309 号（10 月 19 日摄）。

金秋 10 月，两匹普氏野马在新疆野马繁殖中心降生。至此，比大熊猫还稀少的世界濒危物种普氏野马在新疆的种群数量已达 379 匹。

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张赫凡介绍，准噶尔 309 号和 313 号野马怀胎 11 个月后，分别于 10 月 9 日和 13 日产下两名“小
公主”，“两匹小马一白一黑，我们叫她们‘白雪公主’和‘小黑妹’”。 新华社发（恩特马克摄）

新疆：普氏野马新添两个“小公主”
新华社太原 10 月

20 日电(记者陈忠华 、
王学涛)从农村进城打
工 20 余年的赵良清终
于在平遥古城有了自己
的“新家”。

位于山西晋中市的
平遥古城，是目前中国
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级
城池之一，作为明清时
期汉民族城市的杰出范
例，1997 年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

赵良清的家位于平
遥古城照壁南街，是一
处院子内的 5 间正房。
2008 年，一直租房的她
花 4 . 5 万元买了这处
老房子。

“买的时候就是危
房，雨漏得厉害，后墙也
裂了。没有政府的补助，
我到现在可能也不敢
修。”赵良清估算了一
下，政府大概补助了六
七万元。

赵良清的“新家”，
是政府帮扶古城修缮民
居的缩影。为保护这些
上百年、甚至更老的古
民居，平遥县政府从
2012 年起启动传统民
居修缮补助政策，截至
目前，已投资千万余元
修缮了三批 76 处老院
子。

平遥县城乡规划局
副局长李裕介绍说，除
了修缮资金的补贴外，
政府部门还加强了对传
统民居修缮的指导。居
民自愿申报后，规划局
组织专家现场考察并召
开评审会。入选的民居
都会有个性化的修缮方

案，要求聘请有古建筑修缮资质的施工队进行
维修。

“虽然是民居，但修缮要求很高。我们提出
要实行最小干预原则，能小修的不大修，能修补
的不更换，最大程度保持房屋的原真性。”李裕
说，该项目会一直做下去，2017 年底还将有 17
处民居修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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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国际艺

坛产生持续的影

响力 ，就需要吸

引更多优质当代

原创在艺术节汇

聚 ，这就要求我

们在艺术节运营

之中 ，充分展现

出 自 身 的 艺 术

追 求 与 社 会 担

当 。”中 国 上 海

国 际 艺 术 节 组

委 会 执 行 副 秘

书长 、艺术节中

心总裁王隽说
“艺术的盛

会 ，人民大众的

节日”——— 每年

的秋天 ，上海国

际 艺 术 节 就 是

老 百 姓 的 狂 欢

节 。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融

在 满 满 的 文 化

获得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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