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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盛事》剧照。

荨《捉放曹》剧照。

持之以恒推进生态环保重点工作
韩正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主持座谈会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 18 日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 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有关

重点工作。

韩正指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在新发展

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深入人心，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实践证

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 要全面

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

持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诸多

矛盾和挑战，持之以恒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

精神永放光芒 初心照耀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福建篇

这里，古田会议永放光芒，《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 》等不朽篇章点亮了中国

革命的灯塔……

这里，10 万多人参加红军，2.6 万多

人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仅剩 2000 人，松

毛岭保卫战、湘江战役……见证了他们

的热血忠魂。

这里，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熟悉和

牵挂的地方： 在福建和中央工作期间，

他先后 20 次来到这里， 亲自擘画发展

蓝图；2014 年，他亲自决策和领导，在古

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引领人民军

队重整行装再出发。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

进入新时代， 闽西老区人民牢记嘱托，

传承红色基因 ，接续奋斗 ，乡村振兴美

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长征路上，2.4 万名
闽西子弟壮烈牺牲

【听烈士后人讲述红色故事】

今年清明，龙岩市长汀县南山镇中

复村 64 岁老人钟铁林，和当地 30 多位

村民一起， 来到千里之外的广西全州，

看望埋骨于此的亲人。

钟铁林的大伯钟兆煌，出生于 1903

年。 “1931 年，大伯在中复村参加红军，

走后再无音讯。 ”钟铁林告诉记者，数十

年来，家人一直在找寻大伯下落。

直到 2017 年， 龙岩电视台一位记

者在广西拍摄了湘江战役英烈名册照

片，钟铁林在名册上终于看到了那个熟

悉的名字， 才知道大伯当年血染湘江，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故事背后的历史】

闽西龙岩 、三明 ，是原中央苏区核

心区。 土地革命时期，10 万多闽西子弟

参加红军，2.6 万多人参加长征，开路先

锋、断后阻击，血战湘江 、强渡乌江 、飞

夺泸定桥……2.4 万多人牺牲在路上 ，

平均一里路牺牲一名闽西战士。

1934 年底打响的湘江战役，为掩护

主力红军突破湘江， 主要由 6000 多名

龙岩、 三明子弟兵组成的总后卫红 34

师几乎全部牺牲，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

字已经无从考证。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方志研究室主

任苏俊才告诉记者，在广西兴安县湘江

战役烈士英名廊上，找到了 400 多位长

汀籍烈士名字，只有 23 位烈士有后代，

其中 6 位有亲生子女，其余是亲戚的子

女过继到其名下。

闽西，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有

着特殊的分量。 上杭县古田镇，白墙青

瓦的古田会议旧址庄重沧桑。 1929 年

12 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

田召开，确立了“思想建党 、政治建军 ”

的原则，指引着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

向新的胜利。

在被誉为“红色小上海”的长汀县，

红军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军服， 有了自己

的斗笠厂、被服厂、印刷厂、兵工厂；三明

宁化，被称为“中央苏区乌克兰”，是中央

红军重要的给养和后勤保障基地……

永远不要忘记老区，
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

【听总书记讲述红色故事】

闽西这片红土地是习近平总书记

熟悉和牵挂的地方。

2014 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习

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古田同老红军、军烈

属等代表座谈时深情地说，“闽西，我很

熟悉。 这是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对全国

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党的建设、军队

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

献。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

要忘记老区人民。 ”

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清晰

地记得，会议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瞻

仰古田会议会址、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

时，现场当起“讲解员”的情形。

“总书记对纪念馆内的展板 、文物

和背后的故事都非常熟悉，在现场动情

讲述 6000 多闽西子弟血战湘江的故

事，给在场的同志上了一场生动的党史

课。 ”曾汉辉说。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不同

场合，都曾深情地回忆起闽西革命故事。

【故事背后的传承】

“若要红旗飘万代 ，重在教育下一

代”，在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 93 岁老

人钟宜龙家门口 ， 张贴着这样一副对

联。

1934 年 9 月发生在龙岩连城、长汀

交界的松毛岭保卫战，是红军长征前最

惨烈一战， 上万红军战士坚守松毛岭 7

天 7 夜，以牺牲数千人的代价 ，为中央

红军主力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从上世

纪 50 年代起，钟宜龙和村民一起，自发

搜寻松毛岭保卫战牺牲红军遗骸，在山

林间找寻到 3000 多具英烈遗骸， 并妥

善安葬。 60 多年来，钟宜龙每年都会去

祭拜英烈，并千方百计搜集这些无名烈

士的生平事迹。

2016 年， 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

钟宜龙将自家房屋改建成红色文化展

馆，将数十年来收集的红色文化物件、松

毛岭战役牺牲战士名册及生平简介等陈

列展示，每年吸引数千人参观。尽管年迈

体弱，钟宜龙每年仍坚持给中小学生、党

政参观团等讲述当年红军的故事。

“我想让更多年轻人知道现在的好

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和

守卫的。 ”钟宜龙说，为了今天，他们当

年明知九死一生坚持参加革命，我们不

能忘记。

用高质量发展实现老
区苏区振兴

【听总书记讲发展故事】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

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 在福建工作期

间， 习近平同志先后 5 次赴长汀调研，

持续推动水土流失治理 ； 到中央工作

后， 习近平同志又两次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进则全胜 ，不进则退 ”，要持续加

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

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

察时提到， 要推进老区苏区全面振兴，

倾力支持老区苏区特色产业提升、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等。

【故事背后的答卷】

初夏时节 ， 长汀县河田镇 ， 昔日

焦黄的塘尾角山头上 ， 绿水成荫 ， 花

果飘香。

“原来山上几乎都是沙石 ，下雨就

到处是 ‘瀑布 ’， 夏天地表温度最高

72℃，啥也种不了，养的鸡都能热死。 ”

20 多年前就开始承包这片山地的马雪

梅经营着一家农业发展公司。 她说，昔

日 “火焰山 ”如今变 “花果山 ”，生态好

了，土壤也变肥沃，种植的板栗、养殖的

河田鸡品质好、卖价好，去年毛收入 180

多万元，带动了 10 多位村民就业。

经过持续多年治理，长汀水土流失

率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 31.5%下降

到 2020 年的 6.78%，森林覆盖率由不足

60%提高至 80.3%，实现了“荒山-绿洲-

生态家园”的历史性转变。

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是近年来

闽西老区绿色发展的缩影。

“生态是龙岩最大的发展优势和品

牌。 ”龙岩市委书记李建成说，进入新时

代，龙岩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主要流

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 100%， 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全省前列，森林覆盖

率达到 79.39%， 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

业、森林康养、全域旅游等产业，打造有

温度的幸福龙岩，“产业优、 百姓富、生

态美”高质量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乡村

振兴日新月异。

新华社记者 邹声文 郑良
林超 陈弘毅 秦宏

（新华社福州 5 月 18 ?电）

两部上海出品“京剧电影工程”优秀影片在京展映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国家

级重点文化工程“京剧电影工程”优秀影片

入藏中国电影博物馆暨展览、 展映活动 18

日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开幕。两部由上海市委

宣传部指导，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京剧院等共同出品的京剧电影 《贞观盛

事》与《捉放曹》在入藏之列，分别于 18 日、

19 日在京首映。

自百余年前中国电影诞生起，戏曲与电

影便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创作亲缘。 《贞观盛

事》与《捉放曹》作为京剧电影的优秀之作，

也在从舞台到银幕的变与不变间实践着两

种艺术的互通有无，在电影语言中延伸传统

美学意蕴，探索京剧传播的新方式。

《贞观盛事》：从舞台到银
幕，不变的是对艺术的坚守

“陛下，不法官宦理当查处，为正世风，

臣有一谏……”银幕上，魏征冒死劝诫李世

民戒除奢靡、遣送前朝宫女出宫，君臣二人

争执良久，最终李世民采纳谏言———京剧电

影《贞观盛事》中的一幕幕，让观众清晰捕捉

到演员表情与动作的丰沛细节，进而生出别

样的沉浸感。

京剧《贞观盛事》最早创排于 1999 年，

是 “尚长荣三部曲 ”之一 ，至今已演出百余

场。 电影《贞观盛事》是目前入选“京剧电影

工程”项目中唯一一部新编剧目。 从舞台到

银幕，主创团队为缩短时长，做了人物、情节

的删减，比如将人物集中到魏征和李世民因

长孙无忌的奢靡、 强霸而产生的冲突上，舍

弃马球、 骑马以及无关宏旨的歌舞场面等，

层层反转、处处伏笔的剧情更符合电影观赏

的心理节奏。 为了保证品质，上影还搭出了

5 个 360 度立体的景，同时采用 3D 拍摄，用

360 度电影镜头补充舞台观赏盲点，引进全

套的声音制作系统，让电影的全景声效果达

到了国际一流水准。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关栋天分

别在剧中饰演魏征、李世民。在关栋天看来，

从舞台到银幕，不变的是对艺术的坚守。 正

如梅兰芳先生所说“移步不换形”，无论在哪

一种艺术形式中， 人物都要有层次地去展

现。让关栋天尤为印象深刻的是剧中有几场

魏征跪拜李世民的戏，虽然镜头拍摄并不需

要，年事已高的尚长荣入戏深时，自顾自跪

了下去，浑然忘了膝盖有伤，一下子摔一跟

头，掉了盔帽。无论台下有无满座观众、满堂

喝彩，京剧表演艺术家依然一丝不苟地践行

着戏曲舞台上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

《捉放曹》：笔画越少越难写

电影 《捉放曹 》拍摄采用了 8K 全景声

技术拍摄，使其成为首部 8K 戏曲电影。 《捉

放曹》是一出京剧谭、余流派老生的代表作，

同时也是经典的花脸应工戏。这出上演了近

200 年的骨子老戏，经过了历代艺术大师的

打磨，久演不衰。

“《捉放曹》 戏中人物角色少， 如同书

法， 笔画越少越难写， 因此对电影剧情的

呈现、 舞美灯光等设计都是挑战。” 上海京

剧院院长张帆介绍， 为配合电影拍摄， 剧

本整理冯钢在传统剧本基础上做了梳理和

调整 。 整出戏从 “公堂 ” 开始详细叙述 ，

完整地呈现 “捉 ” 与 “放 ” 的故事情节 ，

使剧中陈宫和曹操两位人物的心路历程有

更为合理、 流畅的体现。 导演滕俊杰还介

绍 ， 为在片中呈现出真实的场景细节 ，

《捉放曹》 的造型、 舞美精益求精， 小到晾

晒的咸菜、 黄豆等皆为实物。

电影超高清的银幕分辨率让演员神态、

动作一览无余，也考验着演员表演的功力与

分寸。 片中主演、上海京剧院演员王珮瑜在

1994 年就向余派京剧专家王思及先生学习

了《捉放曹》全剧，经多位名师指点。她表示，

电影拍摄镜头的空间感与舞台表演不同 ，

“特写”就像是台下的观众走了上来，空间距

离变近，心理距离就要把握得更准确。《捉放

曹》的表演要力求准确又要不露痕迹，分寸

感极微妙。

据悉，《捉放曹》是上海京剧院继《霸王

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勘玉钏》《贞观盛

事》之后参与出品的第 5 部“京剧电影工程”

作品。此次“京剧电影工程”优秀影片入藏中

国电影博物馆暨展览、展映活动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传统经典京剧电影集中

展映活动，也是中国电影博物馆首次集中入

藏近十年来拍摄完成的优秀京剧影片。

（本报北京 5 月 18 ?专电）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5 月 19 ? 星期三 3?任编辑/?征

■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长三角文旅惠民市集拉开帷幕
汇集沪苏浙皖文旅精华和风味好物

本报讯 （记者何易）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国旅游日。 一场

汇集了沪苏浙皖文旅精华和风味好物的长三角文旅惠民市集，

昨天在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下城市广场拉开帷幕。 本次活

动将持续 3 天， 为市民游客奉上 “好看、 好玩、 好购” 的长三

角文旅大餐。

本次文旅惠民市集活动， 致力于展示长三角文化旅游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优质成果， 提振区域内旅游业的复苏。 东方明珠

城市广场内， 一幅巨型山水棋盘在主活动区域徐徐展开。 这幅

“自在长三角·东方山水棋” 是上海市文化旅游局特意定制的，

长 20 米、 高 4 米。 掷出巨型骰子， 按着点数， “高铁” 将带

领游客从上海出发， 穿行在长三角的 “名城、 名镇、 名村、 名

山、 名湖、 名园、 名馆” 之中。

据悉， 此次文旅惠民市集活动， 将着力推介长三角旅游精

品线路， 以此带动文化和旅游资源的联动。 无锡、 温州、 泰

州、 宿迁、 太仓等多座城市登台推介， 民俗表演满溢江南风

情。 各家展台还推出了诸多特色产品， 如南京的园博园线路、

苏州的博物馆文创、 常州的红色线路、 宁波的时令鲜果等， 吸

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的目光。

琳琅满目的上海红色文创产品， 也成为市集的一大亮点。

以渔阳里石库门建筑为灵感设计的立体便签、 “一大会址” 纸

雕灯、 英雄钢笔红色套装、 “奋进 100” 红色酥饼礼盒、 左联

“光·亮” 日历、 “爱上海” 四季香囊礼盒等， 兼具创意性、 观

赏性和实用性， 通过红色文创产品回顾党的历史、 传播党史知

识。 海上文创与知名景点合作推出的文创雪糕， 以其 “高颜

值” 和好口味， 成为游客打卡首选。

参与“阅读马拉松”，机关青年这样学党史
（上接第二版）目前，这一“阅马超级赛”已

成机关青年党员理论学习的“超级平台”。

今年的“阅马超级赛”，吸引了市、区

400多个青年学习小组， 数万名机关青年

党员积极参加， 并围绕党史学习教育方

案，选取4本指定书目和2本自选书籍组成

比赛书单。赛事小组还通过微信小程序实

现学习打卡、计时、积分等功能，确保学习

的常态化和机制化。

机关青年党员们除了“线上学习”，还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线下分享” 活动。比

如，市经济信息化委青年党员把深入学习

党史与寻找上海产业突围高质量发展的

密码结合起来———针对在集成电路产业

方面“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市总工会组织系统百余名青年理论

学习小组成员， 围绕 “匠心筑梦 学史力

行” 主题， 邀请2018年上海工匠谷志旺，

2020年上海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工匠”肖

素枝， 世界技能大赛金奖获得者、2020年

临港工匠杨山巍等，与大家分享学习党史

激发动力、 知行合一聚力创业的事迹，碰

撞出“匠心”与“青春火花”。

截至目前，参赛选手累计阅读时长约

4057万分钟，撰写读后感9500篇，举办线

下分享会1076次，选手日均发表学习感悟

7300多人次，人均每日阅读时长超1小时。

“红色寻访”
在70个红色旧址或纪

念馆等“触摸”鲜活党史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是党的初心始发

地 ，红色资源丰富。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

精选70个红色旧址或纪念馆等， 作为拓展

学习教育课堂，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质量。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渔阳里、龙华

烈士陵园、陈云纪念馆等，迎来一批批机

关青年党员寻访团队，他们或驻足于一件

件历史实物，或聆听一段段民族苦难中奋

进的故事，在寻访中“触摸”到鲜活党史。

5月上旬， 工委机关青年理论学习小

组23名成员，来到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

历史纪念馆，在现场组织了题为“足印：赤

色黎明”的沉浸式党课，重温入党誓词，开

展“阅读马拉松”分享会。

市税务局机关青年党员在清明期间

来到龙华烈士陵园祭扫英烈，对长眠在龙

华的先辈们产生崇高敬仰，同时也触动自

身思考———如何扛起先辈们旗帜，走好青

年人的新长征路。

上海2020年逆势新增10家博物馆
（上接第一版）

与此同时， 全市各文博单位推出

了200多道“文博大餐”。比如，上海市

博物馆协会携手中共一大纪念馆、中

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四大纪念馆

等推出了 “百年风华———红色文创展

销季”活动和“百年风华———喜迎建党

百年博物馆奇妙夜”。宝山区博物馆联

盟整合区内红色场馆资源，举办了“铭

记历史、传史育人”———百名红色故事

宣讲员大赛等。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五个新城”的

博物馆活动各有特色。 奉贤区博物馆与

敦煌设计形态研究院合作，举办“印象敦

煌” 沉浸式数字影像交互展暨首届敦煌

艺术大赛作品展及学术研讨会，“古蜀之

光： 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大展”下

月也将在该馆揭幕。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

馆《寻找下一个传承人》线上线下活动聚

焦文物修复，不久后举办的“世界航海五

百年 ：1400-1900航海文物特展 ”“远帆

归航：‘泰兴号’沉船出水文物大展”将向

人们展示海洋的秘密。 上海汽车博物馆

主打主题揭秘探馆等特色体验活动。

即使暂时无暇走进博物馆， 也能与

文物亲密“接触”。上海博物馆昨天向观

众“打开”宝库，推出了原创系列短视频

节目《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一季，

以微纪录片的形式深度讲述国宝的前世

今生， 揭开别开生面的历史画卷。 而在

“文化云 ”App的 “数字博物馆 ”专题中 ，

市民可一键云观展、一键学游博物馆。百

事通 IPTV上线的 “博物馆365”栏目 ，则

通过电视屏幕将博物馆送进千家万户。

做好“加减法”，智慧菜场可感可知可及
（上接第一版）在新渔菜市场，摊位的

电子营业执照放在PC秤的外侧屏，消

费记录滚动显示， 老百姓甚至都不需

要打开手机扫一扫。 金锣冷鲜肉摊位

的摊主韩光杰深有感触：“以前做一笔

生意，就在纸板上划一道杠，核对一个

价格还要和总部反复通电话， 现在价

格都能在PC秤里直接设置，操作也简

单， 一张单子拉出来， 一天的生意金

额、笔数、客单价都出来了。”

提升精细化管理，
要用算力“做加法”

分布在智慧菜场里的PC秤是一

个数字化的具象符号， 前端连接着老

百姓和商户， 后端则连接着菜场管理

系统，数据后台“跑腿”，对于管理方降

本增效、提升精细化管理程度很有帮助。

数字化的颗粒度， 可以精准分布到

菜场的具体运营。 美天新渔菜市场经理

徐清汇指着智慧大屏上的数据告诉记

者，每个摊位上的PC秤以及电子价签都

是前端的“触角”，数据汇聚、沉淀、分类、

总结，可在大屏幕上实时显示当天8个维

度的内容，“我们还会重点追踪消费者敏

感的菜价和肉价，一旦价格下降，会用突

出的箭头符号给出提示”。

美天副食品有限公司总部的大屏

上， 可以看到下辖每个菜市场的实时状

态，后台的大数据实时分析预判，反馈给

经营者———每个菜场的经营者都能在后

台“百宝箱”里找到“小数据”，对摊主进

货、减损、促销提供有益参考。这套跑在

后台的ERP系统，因为及时、敏感，在关

键时刻也发挥着“保供应”的重要作用。

享受“数字红利”，菜
场还有更多延展空间

生活数字化转型是践行 “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有

力抓手。充满烟火气的智慧菜场，应该在

最贴近民生的地方， 让每个市民都能享

受“数字红利”。

今年4月，市商务委出台《上海市关

于开展智慧菜场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

明确提出试点开展智慧菜场建设， 依托

数字化赋能， 进一步推动标准化菜市场

提质升级， 促进主副食品零售渠道高质

量发展。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计划，今年4月到11月，原则上每个区至

少要有一家标准化菜场参与， 借助数字

化赋能，实现精细化运营、现代化管理、

多元化服务的菜市场新模式。

当然，智慧菜场还有更多延展空间。

如今，上海不少菜市场已经有了“数字孪

生体”，消费者只需要打开京东，输入青

菜、鸡蛋等关键词，都能就近买到家门口

标准化菜场里的新鲜菜，“坐等” 送货上

门。而在新渔菜市场，直播带货也在尝试

中，派祺社区直播经理李必成告诉记者，

平台每天会选择菜场的一些优质好货，

让摊主尝试对时令菜、 菜品营养等进行

直播讲解，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提升家

门口“15分钟生活圈”的数字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