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30位新一届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入选人， 代表全体上海文艺工作者发出自信响亮之声：

“我们准备好了，为人民讴歌！ 我们准备好了，为时代立传！ ”说出了上海文艺工作者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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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 “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 的青年文艺家表演朗诵 《为人民讴歌 为时代立传》。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沪滇一道共同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上接第一版）要更加注重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交流，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更

大发展。

陈豪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对上海

市长期以来的倾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长期坚守在

云南脱贫攻坚一线的上海市党政干部和医卫、教育等

各界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他说，近年来，上海把沪滇

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云南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政治责

任，对云南给予了全面帮扶，堪称我国东西部扶贫协作

的典范。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有国家和各部委以及上海等地的倾力支持，

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陈豪表示，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最为关键的决战决

胜阶段，希望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沪滇扶贫协作，立足

高质量完成今年脱贫目标任务，立足全面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战，立足构建实现稳定脱贫、巩固脱贫成果长

效机制，立足智力帮扶、人才帮扶、精神帮扶，促进两

地优势互补， 共同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迈上新台阶。

云南要认真学习借鉴上海经验， 加强与上海深度接

轨，努力构建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广范围的合作体

系，努力构建长江龙头龙尾两头呼应、协同联动的沪

滇合作发展新格局。

应勇、阮成发分别介绍了沪滇经济社会发展以及

两地推进扶贫协作有关情况。会上签署了沪滇两地有

关合作协议。

上海市领导陈寅、诸葛宇杰、许昆林、彭沉雷、方

惠萍，云南省领导李文荣、陈舜、张国华、陈玉侯参加

相关活动。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今天在沪考察了上海大数据

中心和有关互联网企业，在沪期间还将考察云南农特

产品产销对接、消费扶贫相关工作以及上海自贸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人工智能企业等。

提升参展客商体验度感受度满意度
（上接第一版）乘客乘坐 2 号线到达徐泾东站

后， 须沿站厅地下通道， 步行到国家会展中

心外围站口出站， 再经过排队后， 通过人行

天桥重新返回国家会展中心排队验证 、 安

检， 入场高峰时段步行加验证安检整个过程

需用时约 1 小时。

公安部门从便民角度出发， 第二届进博

会期间， 位于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围栏内

的 2 号线徐泾东站出入口 “能开尽开 ”， 4

号、 5 号口作为人员进场、 离场的主要出入

口， 相应设计了四条常规客流引导线路及两

条极端大客流引导线路， 乘客从出站到进馆

一般步行距离较去年缩短一半以上。

不久前举办的工博会 、 纺织面料展期

间， 公安部门开展了实景演练和压力测试 。

从演练结果看， 入场高峰时段， 可以确保最

多不超过 30 分钟即可顺利进馆 。 平峰时段

入馆时间更快， 10 分钟内就可入馆。 离场高

峰时段， 4 号口、 5 号口的开放 ， 同样将大

大降低人员的步行距离和离场耗时。

此项措施的推出， 不仅大大缩短了参展

人员进场、 离场的时间， 同时也为均衡国家

会展中心西、 南、 北三侧入馆客流起到了积

极作用。

国家会展中心围栏内停车位数量有限 ，

难以满足需求。 大部分车辆需停放在国家会

展中心 （上海） 外围停车场， 然后步行较长

路程后进馆 ； 有些车辆停靠在更远的停车

场， 还需乘坐接驳巴士至近端停车场， 然后

再步行进馆， 耗时更长。 一般情况下， 高峰

时段在外围停车再进馆需要一个小时。

第二届进博会期间， 公安部门还将在国

家会展中心围栏内及外围道路增辟五处车辆

“即停即走”临时下客点。 申请取得“即停即

走” 车证的外国代表团、 各省市和央企交易

团、新闻媒体、相关服务保障团队等，在作出

安全承诺、落实安全措施的前提下，可以驾车

将持证人员送至国家会展中心“即停即走”临

时下客点，并就近验证安检入馆。 预计此项举

措平均每天可为约 2 万人次提供便利。

由于在展馆的东 、 南 、 北三侧设置了

“即停即走” 临时下客点， 避免了与西侧的

轨道交通大客流叠加， 既减轻外围压力， 又

有效均衡进场人流。 同时， 大幅缩短了参展

人员的步行距离和进馆时间。 从前期演练情

况看 ， 参展人员下车后 ， 一般只需步行 50

至 300 米即可到达验证、 安检区域， 最多 15

分钟即可进馆。

这一夜，上海致敬为人民而不朽的文学艺术
———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颁奖典礼侧记

“我有着 62 年党龄，伴随新中国

成长， 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社会主义

文艺工作者， 使我懂得有了国就有了

家，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有了

我王文娟的今天。 ”93 岁的越剧表演

艺术家王文娟， 在昨晚于上海大剧院

举办的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颁奖

典礼上获颁“终身成就奖”，如是感慨。

颁奖典礼以“为人民讴歌 为时代

立传”为主题，授予王文娟、何占豪、陈

少云、周慧珺、黄宗英（按姓氏笔画排

序）五位文艺家“终身成就奖”，授予辛

丽丽、张静娴、陈燮阳、茅善玉、韩天衡

（按姓氏笔画排序）五位文艺家“杰出

贡献奖”， 向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上

海文学艺术界作出突出贡献的名家大

师致以崇高致意。

这一夜， 璀璨的何止台上的名家

大师， 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

会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 亦是上

海文学艺术界用作品向党和人民的一

次集中汇报。 第七届 “上海文学艺术

奖”的揭晓，更是吹响了上海文艺工作

者向艺术创作的高峰攀登奋进的号

角。晚会现场近 30 位新一届青年文艺

家培养计划入选人， 代表全体上海文

艺工作者发出自信响亮之声：“我们准

备好了，为人民讴歌！ 我们准备好了，

为时代立传！”说出了上海文艺工作者

的心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扎根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是他们的崇高信仰

回顾获奖文艺家的从艺之路， 聆听

他们的获奖感言，扎根人民，一切为了人

民，是他们的崇高信仰。以获奖文艺家为

代表的上海文艺大家， 正是带着初心使

命，以崇高艺德与精品力作，标定着城市

乃至时代的文化艺术高度。

因身体原因未能前来领奖的黄宗

英， 借由儿子赵佐诉说着一连串的 “感

谢”：“我要对巴老、佐临和所有的师长们

说：学生没有让你们失望，小妹做到了！

我要感谢上海的观众和读者， 对我将近

一个世纪的厚爱；我要感谢党，对我将近

一个世纪的教导；我要感谢这片土地，感

谢人民，对我将近一个世纪的抚养！ ”凭

借青春靓丽外表在舞台银幕早早成名的

“甜姐儿”， 甘心把自己的大半生默默奉

献给报告文学。 为撰写并拍摄讲述高原

生态学家的报告文学 《小木屋》 和纪录

片，她近古稀之年三度进藏，留下了血栓

的终身后遗症， 可她却淡然：“我得快点

儿深入地多走走，在瘫痪到来之前。 ”

晚会现场，一段对于“终身成就奖”

获得者周慧珺的深情讲述， 让人不禁湿

了眼眶。 从 1974 年《行书字帖———鲁迅

诗歌选》累计印发 160 万册开始，周慧珺

的字帖是启蒙几代书法爱好者亲近中华

传统文化的敲门砖。更令人感佩的，是她

将人民的喜爱化作对社会的奉献———

“汶川大地震后， 她把 30 万元人民币现

金装在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捐给了灾区，

自己却悄悄地回去了”。近年她更将一辈

子的稿酬所得 2500 万元悉数捐出成立

基金会， 激励年轻人为振兴海派书法而

努力拼搏。

对于另一位“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何

占豪来说，“最要紧的是老百姓的夸奖”。

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更成

为他一生音乐创作的座右铭。 诞生一甲

子的《梁祝》，让西洋乐器演绎起了中国

故事，开创了民族音乐交响协奏的先河，

更向西方乐坛传播了中华文化独有的气

韵。可他却归功于“中国老百姓的智慧”：

“许多民歌、 戏曲都是老百姓创造的，而

不是哪一个作曲家、 哪一个学院教授创

造的。我们这一代音乐人都坚信，艺术要

为人民服务，要接地气，老百姓不夸奖你

的作品，得再多奖也是没有用的。 ”用人

民群众熟悉的音乐语言创作， 正是 《梁

祝》的生命力所在。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文艺工

作者！”获得“杰出贡献奖”的韩天衡获奖

感言第一句，便是感谢党和政府的培养。

他说：“兴奋是暂时的 ， 奋斗是一辈子

的 。 刀笔观照时代，作品应有担当。 ”他

告诉记者， 集结他书画印论著等的个人

展即将在月底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

“我们要为更好发展繁荣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 江南文化的文艺创作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 ”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传
承发展中华文化，迈着中国
步伐自信走向国际舞台

此次获奖者中， 不少仍奋战在舞台

的第一线， 面对这座城市与人民给予的

至高礼遇，以作品说话就是最好的回馈。

继获得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

“杰出贡献奖”五年后，陈少云再一次郑

重接过本届“终身成就奖”的奖杯。 近 30

年间，他在舞台持续发展创新，推出京剧

《狸猫换太子》《成败萧何》《金缕曲》等一

批新编舞台精品。人都说，陈少云一辈子

未曾得见过周信芳真容， 却身体力行践

行着“麒派”艺术不断创新创造、融入时

代感的海派精神。近年来，他更是将周信

芳的代表作 《萧何月下追韩信》 拍摄成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借用剧中那段广为

传唱的段落， 能把周大师的这部经典搬

上银幕， 看到我们中国传统京剧走向世

界、焕发新生，陈少云感慨自己“真是三

生有幸”。而作为上世纪 90 年代初，从湖

南引进到上海的艺术家， 陈少云的接连

获奖， 更是上海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生

动体现。 而他也对青年演员毫无保留地

言传身教， 反哺着这座城市给予自己的

荣光。

同样传承发展中华戏曲的还有 “杰

出贡献奖”获得者张静娴。作为新中国培

养的昆曲人， 她亲眼见证着新中囯翻天

覆地的变化为昆曲带来生机勃发、 欣欣

向荣的局面。 她说：“今年是我从艺 60 年，

我将和所有的昆曲人一起团结奋斗、 不辱

使命、不负众望，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把

昆曲的传承工作越做越好， 脚踏实地行进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 ”

刚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完成指

挥工作， 陈燮阳把指挥时穿的正红色礼服

穿来了颁奖晚会，接受“杰出贡献奖”的荣

誉。 发表感言时，他不由想起 26 岁初涉乐

坛不久，指挥乐团为芭蕾舞剧《白毛女》配

乐也正是国庆节。 70 年走过，他的成长成

名成家见证着中国交响乐昂扬走上国际舞

台的历程。

五年来，“杰出贡献奖” 获得者茅善玉

时时不敢忘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她向总

书记汇报创排好沪剧《敦煌女儿》的决心。

因而，为持续推出精品力作，她带领团队六

次深入大漠采风， 剧本乃至舞台呈现经历

无数次推翻重来。她说：“和驻守敦煌的‘上

海女儿’樊锦诗的这段忘年交，更让我明白

了一个文艺工作者所要扛起的责任担当与

‘匠心’精神。 ”

“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上海芭蕾舞团

团长辛丽丽近年来则带领上芭人为 “如何

让中国芭蕾在海派文化的滋养下呈现出极大

的丰富性，让世界观众通过欣赏中国芭蕾来

加深对中国的认识”而孜孜以求。 于是有了

《天鹅湖》 中 48 只天鹅翩然起舞的震撼场

面；有了《哈姆雷特》获得中国舞蹈界最高奖

“荷花奖”。

新 时 代 奋 进 号 角
下， 上海文艺人在代代
传承中接续奋进

昨晚现场，一场朗诵《为人民讴歌

为时代立传》 引发现场文艺工作者的

强烈共鸣。新一届“上海青年文艺家培

养计划”在舞台上，将总书记关于文艺

工作的重要论述掷地有声地诵读，把

晚会气氛推向最高潮。

为王文娟献上鲜花的， 是新一届

“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最年轻的

入选者王婉娜。 1996 年出生的她，也

是上海越剧院最年轻的“第十代”。 王

文娟与王婉娜两位 90 后的同台，让台

下观众不禁为越剧在上海舞台上的传

承不断档而响起掌声。

代表文艺界向何占豪致以敬意

的，是入选本届“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

计划”的上海音乐学院教师陆轶文。“看

到前辈已经拥有如此高的成就，还在为

国家和人民持续艺术创作，作为年轻人

的我们怎能懈怠？我们应该不断广采博

取， 学习各种艺术门类并将其融汇贯

通，将民族音乐带向世界。 ”

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

条长路越走越宽阔。上海文艺工作者已

然整装出发， 以更饱满自信的姿态，为

打造思想更精深、艺术更精湛、制作更

精良的文艺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接续奋进。

金秋十月，见证上海文学艺术累累硕果
文学

图书《战上海》 “五个一工程”奖

图书《布罗镇的邮递员》

“五个一工程”奖

长篇小说《繁花》

“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

中篇小说《封锁》 鲁迅文学奖

文学评论 《有关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

研究的几个问题》 鲁迅文学奖

电影

电影《我不是药神》 “五个一工程”奖

电影《我是医生》 “五个一工程”奖

电影《明月几时有》 中国电影华表奖

电影《七月与安生》 大众电影百花奖

电影《白日焰火》 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电影《地久天长》 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电视剧

电视剧《大江大河》 “五个一工程”奖

电视剧《黄土高天》 “五个一工程”奖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 “五个一工程”奖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

“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

电视剧《小别离》 “飞天奖”

舞台
（戏曲、音乐、舞蹈）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

歌曲《一路走来》 “五个一工程”奖

歌曲《幸福少年》 “五个一工程”奖

舞剧《朱鹮》 “荷花奖”

舞剧《哈姆雷特》 “荷花奖”

沪剧《敦煌女儿》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剧目

交响乐《启航》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剧目

昆曲《邯郸记》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剧目

杂技 《攀登———集体造型》

蒙特卡洛金小丑奖

杂技《突破———抖杠》

蒙特卡洛金小丑奖

群文

器乐重奏《和·鸣》 群星奖

短篇苏州评话《捍卫者》 群星奖

音乐剧小品《看见自己》 群星奖

戏剧小品《亲！ 还在吗》 群星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