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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场演出都是一堂热血党课！
《电波》文艺党课开讲，朱洁静哽咽了……

刷了40场演出的观众，在英雄故事的感召下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昨天，“红色电波”再度回荡在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开场即把观众拉
回到解放前风雨飘摇中的上海。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以“示范党课”的形
式全新亮相，用穿透人心的舞台艺术让
现场观众接受了爱与信念的洗礼。这是
“党课开讲啦” 宣传系统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文艺党课学习观
摩系列活动之一。 近年来，上海宣传系
统打造了电影党课、戏剧党课、戏曲党
课、故事党课等“文艺党课”品牌矩阵，

将优秀文艺作品与党史学习教育和“四
史”宣传教育紧密结合，不断创新表达
方式。

在昨天的文艺党课上，上海歌舞团
荣典·首席演员朱洁静、 王佳俊分享了
排演《电波》所带来的心灵震撼与艺术
启迪。 “舞剧尾声时，上海解放了，人群
中兰芬抱着孩子缓缓走来。她的脸上有
笑有泪，驻足回首，瘦弱的背影仿佛在
述说着———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
永存。 ”朱洁静哽咽着说，“兰芬”的使命
就是“保持沉默”、坚守信念、等候胜利，

她用无比强大的内心与坚贞的信仰做
到了这一切。 “‘崇高和伟大’植根于最

素朴的生活、最普通的人民，我塑造他
们，自己也在成长。 谢谢‘兰芬’！ ”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诞生至今
已演出近 250 场，在收获“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奖和“文华大奖”的同时，也获
得了热烈的社会反响。有观众留言：“走
出剧场，看见眼前灯火通明的高楼和车
水马龙的街道，心里感到无比幸福。 感
谢英雄给予我们的新生活， 更感谢他
们教会我珍惜、 热爱生活。” 在保险公
司工作的 90 后杜孟娇已经 “刷 ” 了

40 遍 《电波 》， 她不仅珍藏了每一张
票根， 也在英雄故事的影响下郑重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昨天的文艺党课，也成了舞剧演员
叩问初心使命的“考场”。 今年 5 月 28

日，剧中“李侠”的扮演者王佳俊在《电
波》 巡演途中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他说， 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精神洗礼。

“每次舞台灯光亮起， 我都在经历一场
与李白的告别，英雄已经永远离开了我
们；同时，我也在经历一场重逢，因为爱
与信念的‘电波’永不消逝！ 当下的我
能通过自己所热爱的舞台给予观众什
么？ 我希望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听到新
中国的历史，让他们铭记为新中国搏命
舍生的英雄。 ”

每当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演出
结束大幕关上，台下几乎每个观众都湿
了眼眶。这道“红色电波”的穿透力究竟
来源于何处？ 上海歌舞团团长、《电波》

制作人、艺术监制陈飞华回答：“每一个
中国人内心都有红色基因，在观看‘电
波’这一刻被激活了。 ”

如何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上
海不断通过创新展示传播方式，激活红
色资源，讲好初心故事，让党史教育可
见可感，深入人心。 在市委宣传部高度
重视和精心指导下，文艺院团充分挖掘
红色资源，推出了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杂技剧《战上海》、歌剧《晨钟》、现
代京剧《换人间》、交响乐《中国颂》等党
史题材优秀文艺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融
入党员教育内容，创新形成了一批深受
党员群众欢迎的文艺党课。

这些政治方向正确 、 主题主线突
出、文艺特色鲜明、形式生动鲜活的优
秀文艺党课将被纳入 “党课开讲啦”优
秀党课资源库。 据悉，“党课开讲啦”系
列活动将充分发挥红色题材文艺作品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功能，把优秀文艺
党课送到广大党员群众身边， 用接地
气 、聚人气 、有生气 、冒热气的文艺作
品，讲好建党百年故事。

■本报记者 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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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婷）党
的诞生地上海究竟有着多深
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昨日下
午， 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上海主
会场活动上，《上海红色文化
地图 （2021 版 ）》重磅首发 ，

引导市民游客在建党百年之
际按图索骥寻踪上海红色文
化脉络。

该地图以最新复核的

612 处红色资源为基础 ，兼
顾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
保护点、 优秀历史建筑和立
碑挂牌的红色革命旧址 、遗
址以及纪念设施， 从中选取
自五四运动至上海解放时期
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资源

379 处。 其中，红色旧址 195

处，红色遗址 83 处，纪念设
施 101 处。

在版式设计上， 最新版
地图创新采用“主图+附图”

形式，构成小开本套装组合。

主图正面标注 379 处点位 ，

背面印制 100 个重要点位的
图片。 附图（《上海红色文化
之旅》）正面设计了 6 条红色
资源寻访路线， 标注红色文
化资源手绘图案和交通方
式，便于市民游客按图索骥；

背面重点推荐若干处对外开
放且展示内容较为丰富的红
色场馆、 旧址， 供深度游体
验。 6 条路线均可拆分为独
立的小地图， 便于市民携带
使用。 以“淮海红色之旅”为
例，涵盖了中共一大会址、中
共一大纪念馆、《中国青年》

编辑部旧址、 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中国
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
年》编辑部）旧址等九处红色
资源，均在淮海路沿线。

上海是一座有着光荣革
命传统的红色之城， 这里是
党的诞生地， 近代中国光明
的摇篮， 中国工人阶级的大
本营， 也是中国革命运动的
早期指挥中心。 党史上的许
多重大历史事件在上海发生
并影响全国， 一大批革命志
士曾在这里进行艰苦卓绝的
斗争， 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
足迹。 业内人士指出，《上海
红色文化地图（2021 版）》的
推出有助于充分利用上海的
红色资源， 让旧址遗址成为
党史“教室”，让文物史料成
为党史“教材”，让英烈模范成为党史“教师”，引导人们铭记革命
先辈的奋斗牺牲和崇高风范，形成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生动效
应，更好地把红色基因传下去。

记者了解到，地图在线下出版发行后，电子版地图同步上线
使用。届时，全市的博物馆、文化馆将限量免费赠阅纸质版地图，

并鼓励市民扫码使用电子版地图，在“七一”前后掀起一轮打卡
红色文化资源的热潮。

红色遗址能够完好保存至今，修复人功不可没。当天，“上海
市革命旧址优秀修复人”名单同步公布，用生动鲜活的案例讲好
如何保护、修缮、传承革命旧址的故事，激励更多优秀的人才投
身文物保护中去。

本周六将迎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据悉，今年的文物活动
主题为“文物映耀百年征程”，上海将聚焦建党百年，开展近百项
主题活动，让市民共享文物保护成果。 端午假期，上海将组织全
市近 120 处文物建筑向公众免费开放。 6 月 12 日下午，静安、徐
汇、嘉定 3 条特色“建筑可阅读”线路将通过小红书平台直播，带
领线上用户走进身边的建筑。 上海还将举办“用脚步丈量城市”

“建筑可阅读”宣传大使微旅行活动，发现身边的“诗和远方”。

印证中国电视产业高质量稳步前行
第 27届上海电视节闭幕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随着各
项白玉兰奖一一揭晓， 历时五天的
第 27 届上海电视节昨晚成功落下大
幕 。 无论是作品呈现 、 论坛交流 ，

产业展示、 展播展映惠民等， 今年
电视节活动紧扣建党百年主题， 印
证着中国电视事业和产业在高质量
发展之路上的稳步前行。

这一年， 是电视人的 “大年”：

创作上 ， 诞生了大量的优秀剧作 ，

产业上， 也同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现实题材和主旋律更是成为今年白
玉兰奖的关键词。 作为中国电视三
大奖之一的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

以 “专业奖” 的定位受到业内和观
众的普遍认同， 它的 “风向标” 引
领作用已持续多年。 本届上海电视
节期间， 关于现实题材作品、 主旋
律作品的探讨， 也从白玉兰奖评选
一直延伸到三场白玉兰论坛、 互联
网影视峰会等板块。

作为中外电视人交流平台、 中
国电视创作推动平台、 中国电视产
业发展展示平台、 电视成果市民共
享平台， 上海电视节的品牌效应正
在产生广泛、 深入的影响力。 今年，

上海电视节举办的 “百年风华·视听
共享” 全球播映活动中， 50 部优秀
国产作品从 6 月至 10 月在 100 多个
国家的电视台及新媒体平台展播 ，

彰显了上海电视节贯彻落实 “向世
界讲好中国故事 ， 传播好中国声
音， 展示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

的精神， 体现了积极开展国际文化
交流的使命。

扎实的创作，不仅体现在传统电
视行业， 也体现在互联网视听行业。

2021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互联网峰
会在电视节期间发布了三大权威报
告，在我国互联网网民数突破 9 ?大
关后 ，2020 年网络视听收入已达

2943.93 ?元，同比增长 69.37%。 而
“国际影视云市场”共有来自 45 个国
家和地区的国际展商 402 家参加。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
人民。 上海电视节， 不仅是电视人
年度盛典， 也是人民的节日。 本届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国际电视节目展
播共展播 37 部、 共计约 80 集优秀
国际电视节目。 此外， 备受市民欢
迎的 “白玉兰导赏” 线下惠民放映
活动， 今年也扩大了覆盖范围， 共
计放映了 14 部 、 25 场海内外优秀
电视作品， 让人民大众共享中外电
视人最新创作成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 、

副局长孟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
组成员、 副台长阎晓明， 中共上海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 上
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威， 上海
市副市长陈通，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金
兴明出席颁奖典礼。

白玉兰格外芬芳，主旋律作品大获全胜
《山海情》《觉醒年代》领跑，于和伟、童瑶分获最佳男女主角

第 27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
典礼仪式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主旋律
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 《山海情》《觉醒年代》

拿下多项大奖，《跨过鸭绿江》《在一起》共同
获得评委会大奖，最佳男女主角则花落于和
伟与童瑶。

“现实主义创作基础上的浪漫表达，一
代人奋斗使命和成果的恢弘呈现， 在剧作、

表演和影像上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与和
谐统一。 ”对于《山海情》，评委评语如是说。

作品讲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海固的
人民和干部们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号召，完
成易地搬迁，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通过辛
勤劳动和不懈探索，将风沙走石的“干沙滩”

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 《山海
情》 制片人侯鸿亮在感言中致敬团队与同

行：“电视工作者唯以用最好的作品才能把
观众留下，我们不能辜负，要继续努力。 ”

拍摄时间不足 100 天，《跨过鸭绿江》依
旧以史诗般的方式呈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壮
阔历史。 在恢弘场面中聚焦战争时空，在宏大
叙事中推进情感， 用战争的残酷反射出和平
生活的可贵， 为那些慷慨献出青春和生命的
战士树立了一座歌颂忠诚的丰碑。 时代报告
剧《在一起》诞生于疫情最危急之时，但主创们
齐心协力用镜头迅疾地在荧屏上为疫情重压
下的普通人画像。 “《在一起》是一部应时代之
命而作、应人民之需而生的全民抗疫英雄谱。 ”

评委评语点出了电视剧的成功关键，而“为人
民而作”始终是文艺作品的担当与使命。

“《觉醒年代》有续集吗？ 现在的幸福生
活就是。 ”昨晚，爆款作品《觉醒年代》一举拿
下了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原创）和最佳男主
角三项大奖。编剧龙平平对网友口中的这句

话进行了回应：“100 年前，有那么一批青年
人挺身而出。写这部剧就是想让今天的青年
人知道他们与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关系。 ”

该剧导演张永新获奖后久久难以平复心情，

“让今天的人们不要忘了我们的前辈、 我们
的英雄，就是这个剧最大的成功。因为，我们
有三个字是一样的———我们是 ‘中国人’”。

谈及创作，他说：“正如我们剧中的一场戏台
词说的‘朴素而平实将是你们治学的态度’，

我将用这种态度，讲述中国故事。 ”

虽然遗憾未到现场，凭借《觉醒年代》获
得最佳男主角的于和伟心情十分激动，“我
荣幸之至，欣喜若狂，感谢组委会给我这个
奖，感谢《觉醒年代》中为我们这个国家开掘
先路的人，感谢仲甫先生！ ”于和伟塑造的陈
独秀，以一个有血有肉、烟火气十足的饱满
形象，突破了“历史书上的名字”，被网友们
赞为近年来中国荧屏最难忘人物形象之一。

昨天，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以 “示范党课” 的形式全新亮

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 制图：冯晓瑜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李洁

童瑶
（《三十而已》）

朱洁静

王佳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