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晋在摄影机前。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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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头锐意创新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40 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艰苦奋

斗、 顽强拼搏， 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中华大地发生了感天动地的伟
大变革。 人民是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 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力量源泉。 日前，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印发 《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表彰一批为改革开放作出杰
出贡献的个人。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本报今起开设专
栏，刊登部分受表彰人员的先进事迹，用鲜活的事例讲好改革开放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故事，充分展现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伟大成就，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引导
全社会致敬先锋、见贤思齐，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汇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磅礴伟力，坚定不移将改革开
放进行到底。

开栏的话

于漪：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

昨天，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89 岁的上海市杨

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作为基础教育界的

唯一代表， 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大会结束后， 记者第一时间拨通了于漪

的电话。 她无比激动地说： “同诸多领域一

样， 过去 40 年间， 基础教育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我是亲历者、 参与者， 也是受

益者。 党中央、 国务院授予我这样一份沉甸

甸的荣誉， 是整个基础教育界的光荣， 是对

教师这一职业的肯定！”

从教 67 年， 于漪用 “站上讲台就是生

命在歌唱” 的精神，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语文

教学之路。

对于教育， 于漪有执着的追求。 她总是

说： “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 一个

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 改革开放之初， 面

对动荡之后百废待兴的校园， 饱经风霜的于

漪毅然重返讲台。 她于 1978 年提出的 “教

文育人” 和 1996 年倡导的 “弘扬人文” 的

主张， 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全

国引发了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

杨浦高级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王伟， 曾在

于漪的班里学习了三年。 2000 年 ， 王伟毕

业后做了高中语文老师。 他有些难为情地对

于漪说： “于老师， 不好意思， 我成了一名

语文教师。” 原来， 初中三年， 王伟的作文

从来没有被于漪收入过优秀学生作文选辑。

为此 ， 于漪专门在 《上海教育 》 发表了一

篇题为 《永远的遗憾 》 的文章 ， 反思自己

要不断发现学生身上的亮点 ， 并勉励王伟

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王伟说： “于漪老

师敬畏教育事业、 尊重学生的精神让我终身

难忘。”

于漪认为， 课堂不是教师锻炼的场所，

要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积极性。 她

反对教师 “一言堂 ”， 倡导将 “我讲你听 ”

式的线性教学结构， 改为网络式、 辐射性的

互动教学。 她强调， 老师不能只关注学习好

的学生， 而要面对所有学生， 让每个学生都

成为发光体。

几年前的一个大年初二， 记者到于漪家

采访。 一推门， 满屋子的学生和老师好不热

闹。 为年轻教师搭建成长平台， 是于漪认为

最重要的事情。 “年轻教师来我家请我给他

们的新书作序， 我从不拒绝。 现在的年轻人

想要成长不容易， 我要拉他们一把。”

在她的发现和培育下， 一批批青年教师

脱颖而出， 形成了全国罕见的 “特级教师”

团队。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 她先后培养了

三代特级教师， 共 “带教” 百余名全国青年

教师， 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语文教学的中

坚力量。

于漪有一句名言： “一辈子做教师， 一

辈子学做教师。” 教师这个职业， 寄托着她

一生的追求与热爱。

复旦附中语文教师黄荣华至今还记得，

2006 年， 他受邀作为 “编外人员 ” 加入于

漪的名师基地学习。 “于老师听了所有学员

的课， 每次评课的角度都新颖别致。 一年下

来， 于老师的评语就是一门 ‘教育学’。” 上

海市育才初级中学校长马玉文说， 于漪常常

亲切地唤他 “多写点文章、 多看书”： “于

老师的关注就像一双温柔的手， 推着我们不

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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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码头工人的零敲碎打， 到一场

改变人们运输方式的伟大革命；从单枪匹

马搞发明，到带领和培养出越来越多创新

人才； 从仅有初中文凭的码头装卸工，到

在科技发明创新方面频频获奖的国家级

专家、 教授级高工……40 年的创新之路，

记录下一名普通工人通过创新改变人生的

轨迹。

他， 就是工人发明家包起帆。

在昨天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大会上， 包起帆获得党中央、 国务院授予

的改革先锋称号。 他感慨自己赶上了一个

好时代 ： “这份荣誉不是颁给我一个人

的， 而是表彰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生产一

线认真工作的所有职工。 我深信， 劳动创

造幸福， 知识改变人生， 责任成就事业，

创新铸就辉煌。”

包起帆从不讳言自己的起点是 “初中

二年级”， 但也会一再强调： 只要肯学习，

同样会有出息———平凡的岗位一样可以做

出不平凡的业绩。

上世纪 70 年代，包起帆是上海南浦港

务公司一名普通机修工， 看到起重机钢丝

绳磨损严重，便琢磨着要“改一改”。在牺牲

了一次又一次工余休息后， 终于发现钢丝

绳损坏是由于绳与绳之间“咬绳”引起的，

并据此发明了一种 “变截面起升卷筒”，解

决了“咬绳”问题，使起重机钢丝绳损耗从

一个月换三根减少为三个月换一根。

上世纪 80 年代， 包起帆把目光投向抓斗的研制。 哪

里不安全、 哪里成本高， 就在哪里动脑筋———短短几年，

他发明了五六十种大大小小的抓斗 。 这些成果实现了装

卸工艺流程的变革， 使港口装卸从人力时代迈向了机械

化 ， 不仅推广到了全国港口 ， 还在铁路 、 电力 、 环卫 、

核能等 30 多个行业广泛应用， 并出口到了全球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种子就在岗位， 种子就在脚下， 种子就在日常的用

心观察里。” 包起帆说， “我当工人时， 以 ‘大老粗’ 为

荣， 比谁汗流得多、 大包扛得多。 如今， 这样的时代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需要艰苦创业的精神， 更需要智慧，

更需要创造性的劳动。”

跨入新世纪， 我国港口迈开了从机械化向数字化、 自

动化、 智能化变革的步伐。 2003 年， 包起帆提出创意并

主持建设我国首座集装箱自动化无人堆场， 在国际上首次

解决了集卡快速自动装卸的技术难题。 2006 年， 他又主

持研制了世界上首台全自动桥式抓斗卸船机、 全自动散货

装船机和我国首台全自动散货斗轮堆取料机。

退休后， 包起帆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 和港口打了

一辈子交道的他， 又琢磨起了新课题： “上海太缺乏可开

发的深水岸线和陆域发展空间。 如果能在横沙建设上海深

水新港， 就相当于再建一个新的 ‘浦东’。” 目前， 该项目

已有了实质性推进———“十三五” 时期， 将利用长江疏浚

土， 在横沙区域造地 56 平方公里。

去年， 他在母校上海市第二工业大学建立了 “包起帆

创新之路展示馆”， 把 40 年来在国内外获得的所有奖牌、

奖状、 奖杯、 证书， 以及各项创新的所有资料全部奉献给

展示馆， 以此鼓励更多年轻人走上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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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会现场，邹碧华的妻子唐海

琳代替逝去的丈夫庄重接过改革先锋奖

章。 同时，1000 多公里以外的上海，有一群

人与她同样心潮澎湃———长宁区人民法院

全体法官在电视屏幕前表示：灯火常在，行

者不孤， 邹碧华院长始终坚定践行党的宗

旨，始终坚定追求公平正义，在司法改革过

程中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是大家前行

的榜样 ，我们将握好 “接力棒 ”，做好传承

者，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懈奋斗。

“庭前独角兽”，这是邹碧华生前的微

博、微信名。独角兽，是一种能辨曲直是非、

识善恶忠奸的神兽，象征着法律的公正。他

也常常叮嘱年轻法官们：“一个案子的处理

不仅要公平， 更要让当事人从中感受到司

法的温暖。 ”

“司法改革燃灯者”，是人们对他的赞

誉。邹碧华倾注了毕生的法治理想，进行大

刀阔斧的改革，“耕种下一片法治试验田”。

这些年来，“燃灯者”精神，鼓励着司法责任

制、案件繁简分流、员额制等改革重点内容

在众多基层法院有序推进、落地生效。

燃灯者远行，但其留下的精神、魄力和

温度，却始终生生不息，照亮、温暖了更多人。

邹碧华去世后，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团委以他生前的微信名为名，开设了“庭前

独角兽”微信公众号，历经三年，累积起一

个专业社群。 而在他曾经工作过的长宁区

人民法院，其树立的“崇德、尚法、慎思、明辨”院风，依然传

承，生生不息。

进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时， 邹碧华主导制定了

上海法院司法改革方案。 事实上，他在基层法院工作时，已

开始了相应的探索。 比如员额制———上海司法改革中的重

要内容，邹碧华在长宁区人民法院工作时已作了一些尝试。

2011 年，经过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在邹碧华领导下，长宁区

人民法院将书记员队伍重新分类， 一部分业务水平较强的

书记员开始承担配合法官接待、组织庭前证据交换、起草简

单法律文书等工作。 2014 年，法官助理制度正式被写进司

法改革方案。 2017 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

率先启动从法官助理中遴选初任法官工作，157 名法官助

理通过遴选成为法官。

执行工作事关老百姓的获得感。 在长宁区人民法院工

作期间，邹碧华率先提出，能否对执行工作实行分段管理，

改变原来“一人一案到底”的执行模式。 2009 年，长宁区人

民法院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推出执行工作分段式改革。 邹碧

华在长宁区人民法院任职的四年， 法院信访投诉率以每年

30%的速度下降，执行投诉率整体下降 76%。珠玉在前，“执

行难” 这项一直令邹碧华记挂着的工作如今已取得重大突

破。 2015 年，上海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两年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重点地区之一。

聚焦企业和老百姓的需求，法院也不断自我加压，加快

改革步伐。今年 1 月 2 日，上海首个互联网法庭在长宁区人

民法院挂牌成立，首月便受理案件 108 件，率先启动了在线

诉讼模式———长宁区人民法院的同仁说，“燃灯者” 勇于改

革的精神也将激励司法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 适应社会发

展，回应百姓期待。

于漪，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 年 2

月出生，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

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 全国中学语文
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她长期躬耕于中学
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
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主张教
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 主推上海
市初级中学语文教改实验，主讲近 2000

节省市级以上探索性、示范性公开课，其
中 50 多节被公认为语文教改标志性课
例，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
点被教育部门采纳， 为推动全国基础教
育改革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精
心育人的一代师表， 潜心教改的一面旗
帜”。 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
工作者”等称号。

■本报记者 张鹏

谢晋：用胶片为中国电影树立航标

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发展，谢

晋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为中国电影树立了航标。 也许，正因如此，

在昨天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文艺界代表

中，谢晋是唯一一位电影导演。

对于电影，谢晋怀有深深的爱。直到生命

最后几年， 他仍每天一副匆匆忙忙整装待发

的模样，“没时间了， 我要去拍戏了” 常挂嘴

边。 因为谢晋而走上电影之路的演员陈冲还

记得，谢晋去世前几个月，八旬高龄的他还在

筹拍一部儿童片， 为片中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四处选角。

而谢晋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

印记，凭的不仅仅是对电影的爱。他的目光始

终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他的镜头始终贴近中

国的土壤、贴近人民的命运。他用胶片铭刻时

代， 既为当时拨乱反正、 解放思想发挥了作

用，更记录下改革开放以来风云激荡的历程。

1980 年，谢晋执导电影《天云山传奇 》。

影片聚焦宋薇和冯晴岚两名女性的不同命

运， 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在大时代风云下的

心路， 也为新时期的中国电影拉开了反思的

序幕。影片上映后，剧组收到了几万封观众来

信， 片中宋薇的扮演者王馥荔回忆这是自己

从影以来收到观众来信最多的一次。 一位海

军战士在信中对她说， 自己的父母有着和片

中罗群、 宋薇相似的经历， 看了这部影片之

后，他终于理解了自己的母亲。 “这就是谢晋

电影的力量。 ”

为什么要拍电影？ 因为艺术家要对社会

话题发言。这是谢晋的电影观。1981 年，他拍

摄电影《牧马人》，最初的冲动就来自于目睹

当时社会上兴起的出国潮，他有话要说。影片

中，当原先在美国的父亲从天而降时，曾经饱

受磨难的主人公许灵均有过动摇， 但最终还

是留了下来。 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曾经

饱受磨难，但不改赤子之心。这就是谢晋想说

的那句话。

“他对时代有呼应、有表达，与观众的情

感息息相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这样评价。 电影《芙蓉镇》通过小人物在时代

风雨中的悲欢离合， 塑造出普通百姓的坚韧

和顽强，成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巅峰之作。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回忆影片上映之后观

众的热烈反响： 电影院里两个人的座位坐四

个人都挤不下， 后来干脆把椅子扶手掰了。

“电影放完，一地的扶手。 ”

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 是谢晋电影的鲜

明特色。 他讲究表演、讲究细节，所以那些人

性与人情才能发出光来，打动观众。 在拍《牧

马人》时，他派给牛犇一个任务：教其他演员

赶马、养鸡、打土坯，要求演员最终在镜头前

表演时做到“下意识”。 《天云山传奇》里有一

场戏，冯晴岚在大雪地里拉着板车，板车上是

病重的罗群。 谢晋专门在那一年的春节后把

剧组“赶”到东北，趁着大雪天拍了这场戏。影

片上映后，这一段也成了全片最大的泪点。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这样评价： 谢晋是用

人性的方式去照亮人， 这使得他的作品在反

思的同时带给观众一种期盼、 一种光明。 因

此，尽管谢晋离开我们已经十年，当我们在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时蓦然回首，他留下的光

影故事，仍然光鲜如昨，有力地回应着当下中

国文艺创作的重大命题： 如何从高原走向高

峰？ 如何与人民血肉相连？

谢晋 ，男 ，汉族 ，中共党员 ，1923 年
11 月出生，2008 年 10 月去世，上海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一级导演，中国影协第
四届理事、第五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
第五、第六届执行副主席，第八、第九届
全国政协常委。 他关注现实、关切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拍摄了 《天云山传奇》《牧
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
争》 等一批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
电影，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发挥了积极
作用。 他的作品集中展现了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人民思想解放、 时代风云激荡的
历程， 为中国电影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 荣获 “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
家” 和第二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
成就奖等。

■本报记者 邵岭

邹碧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67

年 1 月出生，2014 年 12 月去世，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

审委会委员、高级法官。参与审理了社
保基金追索案、北方证券破产案、房屋
维修基金案等一大批全国瞩目的重大
疑难案件。 规范设立上海法院统一的
12368 便民服务热线，受到群众欢迎。

积极推进上海市法院提高管理科学化
水平，起草了《上海法院司法改革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推动了上
海市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 2014 年
12 月 10 日不幸因公殉职引发了社会
各界的自发悼念和缅怀，“法官当如邹
碧华”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共鸣。

被追授 “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等称号。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包起帆，男，汉族，中共党员，1951

年 2 月出生，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裁、技术中心主任。

他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中国工
人的缩影。研发新型抓斗及工艺系统，

推进了港口装卸机械化，被誉为“抓斗
大王”。参与开辟了上海港首条内贸标
准集装箱航线， 参与建设了我国首座
集装箱自动化无人堆场， 积极推进了
中国首套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散矿装卸
设备系统的研发 ， 领衔制定了集装
箱-RFID 货运标签系统国际标准。 40

年来，他带领团队技术创新，获国家发
明奖 3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3 项，

获巴黎、日内瓦等国际发明展金奖 36

项。 连续五届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
号，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本报记者 张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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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在 2018 年上海市庆祝第

34 个教师节主题活动上带领新教

师们宣誓。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包起帆 （右） 在上海港外高桥港

区了解港区建设工作。 新华社发

时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院

长的邹碧华在接待起诉当事人 （2009

年 2 月 3 日摄）。 新华社发

制图：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