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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4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
署(国家版权局)和国家电影局揭牌仪式并召开座谈会，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用机构改革的新
成效，激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能量新作为。

黄坤明指出，党中央决定中宣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

影工作，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加
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电影工作全面领导的必然要
求，是推进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大举措，对于更好推动宣传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黄坤明强调，要以这次机构改革为契机，紧紧围绕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这条主线，坚定文化自信，勇于改革创新，积极担当作为，始
终坚持正确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
谱写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篇章。

中宣部部务会成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出席相
关活动。

出席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和国家电影局揭牌仪式并召开座谈会

黄坤明强调：用机构改革的新成效

激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能量新作为

新华社合肥 4 月 16 日电(记者汤阳、水金辰)“我们的家
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
村庄旁流淌……”

谈到农村改革，古稀之年的著名歌词作家晓光情不自禁地
哼唱起《在希望的田野上》。40 年前，这首由他作词、施光南谱
曲的歌一经面世，便风靡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中国农村
改革新希望的源头乡音。晓光是用了 50 年的笔名，他姓陈。

灵感源自农村改革

《在希望的田野上》何以孕育诞生？1978 年底，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犹如改革的一声春雷，震惊九州方圆。农村的巨变正在萌
芽升华。“春气为诗人所觉，”30 出头的晓光，敏锐地捕捉到中
国大地上暖风吹拂的清新气息。

晓光这些老一代艺术家们始终遵循着到人民中、到生活
中去体验、去发现、去创作的原则。他和同行们背着行囊，多次
奔赴安徽、四川、广东、湖南等改革前沿地区的农村深入生活。
他看见村村寨寨悄然而至的变化：“老汉的杯中有了酒，娃娃
的嘴上有了油”；田野上生机勃勃的豆秧麦苗；新房上袅袅飘
荡的炊烟……他目睹了广袤田野上冰雪消融，改革春风带来
的蓬勃景象，从而成就“西村纺花、东港撒网、北疆播种、南国
打场”的佳句。

如果时光回溯十年，这些地方的农民生活却是另一番模
样。晓光回忆说，“河南一位公社干部接待我们时，竟然穿着一
条用化肥袋染色改成的裤子。”

农村改革是“穷则思变”的伟大变革，来源于人们为了温
饱生存的迫切需求。这是当时晓光对“大包干”最直观的认识。
他观察体会到广大农民对这场改革发自内心的拥护。

1978 年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 18 户托孤求生、立誓为
盟，按下“分田包干”的红手印，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甚
至是争议，但农民是衷心拥护改革的，党中央毅然决然地支持
引领了广大农民的诉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第二年就

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大概就是农民的脸上开始有笑容
了。”说到这里，晓光眉头微微舒展。

“‘大包干’调动起了每个人的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使得农
民的精神状态有了极大改观。他们觉着日子有了奔头，对未来
充满希望。而我也深刻感受到只有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希望。
于是‘希望’便成为这首歌曲的词眼。”他解释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声”

一首佳作应该是作者思想和感情的真诚抒发。晓光说，虽
然歌词写出来所用时间不长，但这思想和情感却在胸中酝酿
了二三十年。对改革开放后农村新气象、新面貌的由衷讴歌，
成为这沸腾情感喷涌的迸发点。

1981 年秋，应邓在军导演的邀请，晓光为一部农村改革
题材的专题片撰写歌词。亲历过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多次
深入农村，有着丰富生活体验和感受的晓光，在歌中将春回
大地后农村全新的生产、生活图景与向往尽情展现出来。这
首闪烁着时代风采的颂歌，也成为他命运旋律中一个响亮的
音符。

这首歌词的写作并非一蹴而就，修改过五六稿之后，他才
打电话给施光南，一字一句地让他记录下来。“有时改一个句
子，有时改几个字，直到最后定稿前，还在修改。”

“这首歌词属于长短句结合，并不好谱曲。”晓光说。在后
来的书信中，施光南回复道：“上世纪 80 年代的农村歌曲，不
能拘泥于《信天游》或《小放牛》那种历史上的‘乡土气息’，也不
能搞成乡间小路式的校园歌曲，必须找到能反映社会主义农
村新形势下的节奏和旋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声，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
愁、乡情与乡音。在歌词里你可以看到有东南西北的风俗景
观。在音乐里你可以品味到四面八方的风情音调，有北方秧歌
的节奏，也有南海渔歌的影子。所以江南塞北的人们听起来既
熟悉又新鲜，总觉得它好像是哪个地方的，但到底是哪里的，
又说不出来，这就是施光南运用民族民间素材作曲炉火纯青
的技巧。”晓光打趣道。

强大的共鸣来自对改革的共识

“一首歌曲的成功需要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词要写好，
思想深刻，情感深邃，意境深远。曲子也要写好，演唱还要唱
好。”晓光说，“1981 年底施光南为这首歌录了两个版本，中央
电视台专题片用的是合唱版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播和后
来春晚推出的是独唱版本。”

1982 年，歌曲问世之后，老百姓纷纷打电话请求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重播，仅当年的点播率就高达 1500 余次，从此广为传
唱。

“你们最不喜欢什么样的歌？”晓光曾直截了当地问过农
民。

“说假话的歌。”
讲真话，抒真情从此成为晓光歌曲创作的追求——— 把握

时代脉搏和抒发人民心声。“艺术家只要能把‘人人眼中有，个
个口中无’的思想、情感、哲理表达出来，才有可能与人民群众
产生共鸣，受到欢迎。甚至过了三四十年，这首歌还能在人们
的心头流淌、口中传唱，在记忆里荡漾。”

“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
样……”

《在希望的田野上》中的这一句歌词是带有哲理性的。晓
光说，“只不过 40 年前人们追求的是有饭吃，有衣穿；如今我
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追求的是更加美好的生活，
追求的是民富国强。”

晓光说，40 年过去了，不变的是华夏儿女对这片土地深
沉的爱恋和赤诚的心。“希望我们的祖国富强起来的心愿，已
经融化在中华儿女的血液中，成为民族的精神与品质。贫穷、
落后时，我们不曾离弃祖国母亲，反而激发出要改变她面貌的
昂扬斗志与拼搏精神。如今，我们的拳拳之心依然赤诚，跟着
党砥砺前行，因为我们走进了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最近的新时代。”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就像我在《百年一梦》歌词中
写的那样：梦想成真要靠我们，前赴后继去创造辉煌。”晓光说。

“在希望的田野上”是怎么唱响的？
寻访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乡音

新华社上海 4 月 16 日电(记者吴
霞)147 天，观展人次超过 110 万，由
于参观热潮不断，先后两次延期……
什么样的展览可以在上海引起这样的
轰动？

展览名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上
海美术作品展，地点是原上海世博会
中国馆改建而成的中华艺术宫，展览
选取 96幅美术作品，以“门”为线索贯
穿始终，用石库门、延安窑洞门、天安
门和改革开放的复兴之门，概括了中
国共产党在 96 年里的风雨足迹。

据展方统计，展览自 2017 年 10
月 28 日开幕，截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参观人数突破 110 万人次。这一数
字成为中华艺术宫自开馆以来参观人
次最多的一个特展。

观众的留言超过 8000条。“你是兴
业路播下的火种，你是井冈山盛开的映
山红，你是长征路上的进军号，你是延
安窑洞的那盏灯。”这段深情的留言，是
一位参观者写下的。“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是观众观展后的共同感受。

老百姓的观展热情源于创作者笔
下有思想有温度的作品。“这次展览集
结了中国美术史上很多颇具代表性的
艺术作品。包括陈逸飞、魏景山的《开
路先锋》，沈嘉蔚的《为我们伟大祖国
站岗》等一大批作品，它们曾经产生过
深远的影响，同时还有一批近年来的
优秀主题创作。这些作品让年轻一代
有机会感性地亲近党的历史、国家的
历史、民族的历史。”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说。

艺术评论家李向阳说：“站在这些
作品前，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我们
依然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的艺术家们绘
就的每一笔，都来自真实的火热生活。
时至今日，这些有温度的现实题材创
作还在感动着我们。”

15 日下午，22 岁的大四学生顾
韫和同伴成为离开美术展的最后一批
参观者。“展览的展陈效果精美、互动
体验丰富，不仅提醒我们温故而知新，
也能提醒我们不忘初心。”顾韫说。

事实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是
上海打出的一套“组合拳”。“我们有美术展、诗歌朗诵，还有开
幕时的大型交响合唱《启航》。新颖的艺术样式给观众带来新
奇感。”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王隽说。

据上海市革命遗址普查工作统计，上海有革命遗址 657
处，现存 440 处。从实地发掘红色史迹、革命遗址、先辈遗存，
到深入开展建党历史研究；从党史主题展览、主题出版到红色
文化文艺创作、表演；从媒体宣传到爱国主义教育……上海正
全方位唤醒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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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记者张漫子)第八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 15 日晚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国内
外影人齐聚一堂，在光与影中感受中华文化与中国创意的
魅力，感受中国风范与首都情怀。

本届电影节以“砥砺·使命”为主题，邀请全球著
名电影人齐聚北京，见证世界电影发展的最新成果，
感受中国电影人与观众的热情，展现开放、包容、多
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助力中国电影发
展。

15 日晚的电影节开幕典礼展现出北京的文化自信与
电影的悠久渊源。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第八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主席杜飞进寄语北京国际
电影节，希望将其打造成为“更具国际视野、中国风范、
北京特色的文化盛宴”。

电影节的红毯成为海内外电影人享受荣耀的时刻。本
届“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国际著名电影导演、编剧

王家卫携评委会成员，中国著名男演员段奕宏，波兰著名作
曲家詹恩·凯兹梅利克，美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乔纳
森·莫斯托，罗马尼亚著名电影导演卡林·皮特·内策尔，瑞
典著名电影导演、编剧鲁本·奥斯特伦德和中国著名女演员
舒淇先后亮相红毯。

电影节开幕式之后，包括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奖、
开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市场、电影
嘉年华、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七大主体活动在内的 300 余项活
动将在未来一周相继展开。

本届电影节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
办，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北京电视台等单位承办。

历经 8 年发展，北京国际电影节依托首都的平台优势，
面向大师、服务大众、引领市场，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文明、
多彩、诗意、进步的中国。今年，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300 家中外电影机构的 1 . 5 万名嘉宾，将在一周多的
时间里，共商电影发展，推动电影文化交流。

在光与影中感受中华文化 展现中国电影新力量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

▲ 4 月 15 日，演员在开幕典礼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上接 1 版）坚持规划引领，西城区制定了《“十二五”时期
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与发展规划》《“十三五”时期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等规范性文件。

西二环阜成门附近，白塔巍然伫立，是北京的标志之一。
白塔寺区域的 900 多个小院里，住着 6000 多户居民。

2013 年起，阜内大街“白塔寺再生计划”启动，开始对背街小
巷、传统院落整治修缮，既腾退私搭乱建，也邀请设计师在不
改变风貌的前提下对一个个传统院落进行设计和改造。同
时，老城的水电气暖等区域基础设施改造工作也已展开。

不仅是传统居民院落，诸多文物腾退项目也在推进。2017
年，在西城区，浏阳会馆(谭嗣同故居)等 15项文物腾退项目启
动，护国双关帝庙、护国观音寺、三清观等完成腾退，沈家本故
居活化利用，“公车上书”发生地杨椒山祠正在腾退清空……

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升城市发展品质，2017 年
11 月 18 日，北京市西城区人大通过了关于扎实推进街区整
理不断提升核心区品质的有关决议。

一幅幅地图、一张张图片、一个个案例……西城区出台了
《北京西城街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为街区整理工作提供遵循。

根据街区整理办法，大栅栏划分为煤东保护示范区、斜街
文商旅综合区、西河沿传统居住区以及梨园文化区；阜内大街
也正打造“市政休闲带”，让步行、骑行、景观绿植等空间得到
合理分配，老舍笔下的“最美大街”有望再现美丽风姿……

西城区副区长徐利说，西城打破了现有街道或社区的规
划界限，跨越地理空间规制，按照功能性对全区区域单元细
致划分，将针对性地进行城市修补、生态修复、文化复兴，力
争年底前每个街道有一个街区实现重新“亮相”。

留住记忆，让历史文化“活”起来

民国时期的婚书、20世纪 60 年代的结婚证、各式各样的
日历……阜内大街白塔寺西侧胡同内，白塔寺社区会客厅，
街坊们将一些“老物件”汇集到这里，每一物品的背后都记录
着一段故事。

“以前不经意的东西，现在会让你泪流满面、回味无穷。”
贾勇现在开始收集缝纫机、衣柜等老物件儿，并开始收集过
去的老照片。

为找回“丢失”的城市记忆，西城区坚持让文化“活”起来
的理念，探索引入社会力量对腾退文物有效利用：与正阳书
局合作在万松老人塔打造“北京砖读空间”，与北京出版集团
合作利用佑圣寺建设北京十月文学院等。同时，加大对历史
文化挖掘、整理和研究。

完成老字号谱系研究，支持内联升的“打造品牌文化建
设”等重点项目……老字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作为老字
号集中的区域，西城区大力扶持老字号企业创新发展，品牌
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要实现老百姓的获得感提
升。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过程中，西城区将提升公共服务
作为重点：2017 年，西城新增居住区停车位 1642 个，持续开
展交通拥堵治理，完成 42 栋、3983 户老楼抗震加固项目，
21483 平方米平房翻建修缮……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担负起名城保护的神圣使命和责
任，撸起袖子加油干，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为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彰显独树
一帜的世界著名古都风貌作出‘西城贡献’。”卢映川说。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习总书记“出”的这道题

北京西城这样“答”

新华社武汉 4 月 16 日电(记者李
伟、俞俭)在武汉市武珞路繁华闹市地
段，有一片宁静天地——— 施洋烈士陵园。

恰逢清明前后，不少市民前来瞻仰、
纪念英烈，纪念碑前布满鲜花。拾级而
上，大道两旁松柏林立，氛围庄严肃穆，
施洋同志的塑像巍然耸立在广场中央。

站在施洋烈士纪念碑前，仿佛还能
听到他在刑场上喊出的那句话：你们杀
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

施洋，湖北省竹山县人，生于 1889
年。1907 年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学蚕
科。课余时间他阅读进步书刊，苦苦寻找
救国救民真理。1910 年，施洋转入郧阳
农业中学，1915 年，就读于湖北私立法
政专门学校，1917 年毕业后与武汉法学
界人士组织法政学会，主张律师要保障
人权、伸张公理。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施洋以武
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名义，召开紧急会
议，提议发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并
深入学校，指导和推动学生的爱国斗争。

1920年秋，施洋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同时，他
还深入产业工人居住区，了解工人疾苦，
参与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宣传
社会主义。1921年 10月，他参加劳动组合
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积极从事有计划的
工人运动。1922 年 6 月，施洋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 7 月底，他指导汉阳铁厂取得
罢工胜利，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

1923 年 2 月 4 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施洋是罢
工的领导者之一。他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军阀
吴佩孚的游行示威。2 月 7 日晚，施洋被反动军警逮捕。在敌
人的法庭上，施洋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以大无
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敌人。2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劳动者的律师施洋英勇牺牲，时年 34 岁。

施洋故居在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有两处，一处在麻家渡
镇桂花树村施家湾，另一处在宝丰镇中心集镇上，新中国成立
后竹山县人民政府将施洋烈士的母亲和妻子迁移到此。两处
故居目前保存完好，已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的重要基地。

在桂花树村施家湾，施氏家族世代“重道德修养，严情操
品性”“扶正义，斥邪恶”“崇德向善”“清白传家”“忠勇报国”的
家规家风，成了施氏后世子孙修身立业之本。

为传承弘扬以施洋烈士家族为主的好家规、好家风，多年
来，当地还把“传承好家规好家风”教育活动纳入“十星级文明
农户”创建内容，制作家规家训牌匾、壁画、宣传画，悬挂在农
房墙面、农户门前及家中。家规家训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中
孕育出这里的良好家风、民风和村风。

如今，施洋的家乡竹山县脱贫攻坚正进入决战决胜阶段，
施家湾的施家子弟们，正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奋力前进。施洋
小学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给人无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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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民 族 复 兴
英 雄 烈 士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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