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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姜方 童薇菁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

壮大的必由之路。只要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科技自

立自强，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我国

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力，在日趋激烈的

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深刻的历史自信，深刻的
发展自觉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引领

发展实践，发展成效验证发展理念。改

革开放以来，从“发展是硬道理”，到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到“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既表明我们党的经济社会的发

展理念与时俱进，又集中反映了我们党

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新发

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深刻分析国内

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针对

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

的。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

的、动力、方式、路径等理论和实践问

题，阐明了新时代我们党发展的政治立

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

政治问题。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

想的核心要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

论的重大创新。

发展是硬道理。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

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

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

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新

发展理念是一个相互贯通、相互促进、

有内在联系的理论整体。其中，创新是

第一动力，要在创新发展中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

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协调发展是

内在要求，要在协调发展中解决地区差

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不平衡问

题。绿色成为普遍形态，要在绿色发展

中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

丽中国。开放是系统发展要求，是繁荣

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在开放发展中着力

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

放，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共享是根

本目的，要在共享发展中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贯彻新发展理念这是深刻的历史自信，

也是深刻的发展自觉。

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
展内在统一

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

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新发

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是内在统一的，

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

展。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

杂变化，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

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

日趋激烈，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

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坚定不

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使中

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之路。一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以质

量提升“对冲”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二是通过深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关

注人力资本、技术、知识、数据等新

型生产要素，以效率变革“对冲”成

本上升；三是通过动力变革，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在增强创新能力、创新

策源上下功夫。

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红绿灯，

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战略指引。“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坚持新发展

理念”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踏上新征

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中国经济一定能不断创造高质量

发展的新奇迹。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
主任、教授）

何立胜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全市

“艺起前行”线上文化活动已全面展开——

上海各文化文艺单位集结了110项线上优质

文艺内容，让观众在不能进剧场的日子里，

也可以在网上为优质演出喝彩。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云上剧院”，一

口气拿出九部“压箱戏”和新创佳作。上海

昆剧团带来“云上观雅韵”经典昆剧赏析系

列，让“昆虫们”在云端相聚。上海交响乐团

将沉淀了30多年的室内乐品牌搬到线上，推

出“周末线上音乐会”……

据悉，已经定档推出的这110项活动里，

包括市级国有文艺院团“云演出”82项，演艺

大世界在线活动4项，文博云展览11项，文

艺协会和新文艺群体活动13项。

好戏连台，宗师名家线上亮嗓

为了让戏迷在家也能过足戏瘾，上海各

戏曲院团纷纷拿出了看家好戏。上海昆剧团

安排了“云上观雅韵”经典昆剧赏析系列。打

头阵的是由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主演的

昆剧《雷峰塔 ·水斗》，这是上昆首部“像音像

工程剧目”。作为武旦经典折子戏，《雷峰

塔 ·水斗》既有大段文场，也有吃重的武戏，

十分考验演员的功力。接下来，上昆还将陆

续推出《长生殿 ·定情》《虎囊弹 ·山门》《南柯

记 ·瑶台》《惊鸿记 ·太白醉写》等精彩片段。

经典淮剧《蓝桥会》深受不少戏迷的喜

爱，其中生旦的水袖、台步、折扇及水漫时的

跌扑身段吸收了昆剧的舞蹈动作，使之成为

载歌载舞的精悍短剧，也是上海淮剧团培养

生旦学员的开蒙戏。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

厂将其拍摄成首部淮剧戏曲片，由谢晋导

演，由筱文艳扮演贾玉珍，杨占魁扮演韦郎

保。疫情期间，上海淮剧团特别推出淮音雅

“云”——追溯大师戏曲年华光影，陆续呈献

一代宗师筱文艳的代表剧目。这之中，既有

《蓝桥会》，也有《水漫泗洲》《女审》《三女抢

板》《牙痕记》等经典剧目及选段。

此外，上海评弹团开启“网络乡音书

苑”，推送各类评弹专场的演出录像；上海

沪剧院的经典剧目展演将于今天起上线官

方公众号；上海京剧院也将于明天起陆续

推出《白蛇传》《战宛城》《龙凤呈祥》等佳

作；上海越剧院的重磅演出《越耀剡溪，成就

未来——致敬越剧改革80周年暨纪念袁雪

芬诞辰100周年演唱会》，则将于3月27日在

抖音上与越剧迷见面。

优质音频上云，宅家就能
听古典乐

打开“一碗馄饨”微信小程序，耳机里传

来上海交响乐团的莫扎特《魔笛》二重奏，优

美的乐声让人如沐春风。这是该乐团日前

上线的“莫扎特的音乐专辑”中的20段精选

作品之一。从今天起，上海交响乐团视频号

还将把沉淀了30多年的室内乐品牌搬到线

上，在之后的每周五晚推出“周末线上音乐

会”。首场播出的音乐会主题为“勃拉姆斯

的单簧管五重奏”，内容录制于今年2月25

日的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演艺厅。而在上

海交响乐团官网的“数字音乐厅”中，也有大

量免费的在线音频资源可供乐迷聆听。

“或许有不少人是第一次‘解锁’在线聆

听古典乐，越是面对‘一张白纸’，就越要派

出优秀的乐手，为大家带来高品质的音乐。”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告诉记者，早在2020

年疫情刚暴发时，该乐团就推出了多个把现

场演出搬到线上的品牌，当时在乐迷群体中

收获了不俗口碑。眼下又有不少人宅在家

中，乐团重拾“周末线上音乐会”，希望用美好

的音乐带给人们心灵的抚慰。据周平透露，

后续将根据疫情防控具体情况，在保证安全

的前提下，该乐团的“音乐轻骑兵们”有可能

会进行现场演出，通过“周末线上音乐会”直

播更新鲜的内容。

话剧“压箱戏”进直播间，
看到即是幸运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官方微博号已经

“热闹”了好几天。《万尼亚舅舅》《太太学堂》

《商鞅》……自3月12日开始，这里每晚19:30

直播一部戏剧高清录像，受到了热捧，首日

直播间观众就突破了40万。剧粉们纷纷“爆

灯”，送出“礼物”，留下一段段温暖的话语：

“越是这样的时刻，越是需要戏剧”“幸福啊，

在家看了那么好的话剧”……

“云上剧院”推出的九部作品，都是上话

“压箱戏”和新创佳作。以话剧《万尼亚舅

舅》为例，它摄录自2018年在上海大剧院的

演出。该版本由俄罗斯顶尖导演阿道夫 ·沙

皮罗执导，资深戏剧翻译家沙金担当剧本翻

译，上话实力派演员吕凉、丁美婷、周野芒主

演，19世纪原汁原味的俄罗斯农村庄园被真

实地还原在舞台上，被称为最具原著气质的

契诃夫改编作品之一。此版《万尼亚舅舅》

每一轮演出几乎都一票难求，正如观众留

言：“看到即是幸运。”

记者了解到，2020年，上话作品《热干面

之味》就曾试水“云端剧场”，以线上直播的

方式率先与观众见面，此后再进行剧场版演

出。此次为向观众继续提供高质量的舞台

现场，上话特地加快了高清线上录像的版权

与片源的部署脚步。目前公布的片单只是

第一波，后续上话还将视演出开放情况推出

线上剧目以飨观众。

全市“艺起前行”线上文化活动全面展开，110个文艺项目丰富网络空间

不能进剧场的日子
你可以在网上为优质演出喝彩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王星

前昨两天，上海推进重点

区域核酸筛查，不少“大白”

走进居民社区。有学生在小区

排队做核酸时惊讶地发现，在

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中，竟然有

自己的老师！

上 午 在 家 中 当 网 课“ 主

播”，下午就穿上防护服来到

居民区，协助做好核酸采样的

信息登记，夜深了回家再继续

检查批阅学生的作业……在

上海教育系统，最近有不少教

师主动请缨，从“主播”秒变

“大白”，义无反顾奔赴疫情防

控第一线。

“现在需要帮助吗？我们马

上来支援！”前天，收到这条消

息不过十分钟，金山区金卫小

学体育教师张夏婷和金山初级

中学体育教师戚可这对教师伉

俪，便迅速来到刚封控的小区

门口，加入志愿者队伍，耐心

劝阻想要外出的居民。

原来，在得知小区即将进

入封控、社区需要召集志愿者

的第一时间，他们便主动向居

委会请缨。昨天早上6点，两

人又准时出现在小区的隔离楼

栋门口，协助医护人员采样。

中午12点，变身“大白”的这

对夫妇，开始骑着人力三轮

车，一家家地为居民送生活物

资；下午2点，刚扒了一口午

饭，他们又转战小区核酸采样

现场，帮忙维持秩序；晚上到

家，两人则齐刷刷地坐到电脑

前，批阅白天没来得及看的学

生视频练习。

在复兴中路一处核酸检测

采样点，有一个穿着防护服的

忙碌身影，耐心地询问老人是

否带好了身份证、仔细地帮助

他们核对信息……她就是上海

师范大学附属黄浦梅溪小学的

老师——吴佳。

接到志愿者任务后，吴佳

丝毫没有犹豫。吴佳的服务点

很特别，是一条老孕病残的专

用通道。虽然通道不长，但路

过此地的十之八九都是年长老

人。吴佳很快发现，有的老人

没有手机或没有智能手机，不

能自己独立完成信息填报、生

成“登记码”，这也使得核酸采

样的队伍移动缓慢。于是，她

主动联系身边的志愿者，大家一起帮助老人完成信息登

记，同时缩短更多居民在采样时的等待时间。

在宝山区共富实验学校，这两天也有多位教师申请

加入志愿者队伍。学校党总支书记戴玉明考虑到老师们

线上教学任务重，主动“披挂上阵”，并嘱咐教师“认

真组织好线上教学，也是为战‘疫’作贡献”。

在浦东新区，短短几小时内，就有数百名教育系统的

工作者报名响应区教育局发出的青年志愿者招募令，22

名青年党团员教师被派往区疾控中心和相关医院上岗、支

援战“疫”。其中，有5人参与电话流调工作、4人参与信

息筛查工作、13人参与核酸结果录入工作。

“当第一次当上‘大白’的兴奋逐渐消退，支撑更多

志愿者持续坚守的，想必是那份无私付出的信念，以及相

信疫情终将被战胜的决心。”在核酸检测点坚守了6小时

后，脱下防护服的兴业中学教师许健珑感慨，短暂却又漫

长的抗疫志愿者经历，让大家更加敬佩每一位在这场疫情

攻坚战中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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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志愿者在社区开展服务，协助做好信息登记。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新冠疫情。不定期的

核酸检测、不少居民小区被封控、熟悉的人被隔

离、同事因疫情无法到岗、“神兽”再次开始“网

课”……市民逐渐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再次被

打乱，不安、恐慌情绪又悄然袭来。

再次面对疫情侵袭，普通市民在做好个人

防护的同时，如何筑牢自己的心理防线？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

任林国珍、副主任金海燕在为大家支招时特别

提到：从容应对疫情，需要提升“心理韧性”。

与其无谓焦虑，不如接纳现实
应对变化

当前，多家医院门诊服务进行调整，我们

该如何应对医疗服务的变化呢？

“首先，要随时关注医院的相关公告与要

求，了解医疗变化信息，及时调整就医计

划，使用互联网医疗、线上门诊等形式代替

来院就医，减少无法及时就医带来的紧张和

不安。”林国珍分析，现实不可改变，与其无

谓焦虑，不如接纳现实，积极应对变化。在

此期间，家属要适时安抚患者，防止紧张、

焦虑情绪加重病情，要知道心理防护和身体

防护同样重要。

重建生活秩序，找回生活“掌控感”

疫情反复，难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

让人感觉沮丧、无奈。如何在不确定中进行身

心调适？金海燕称，最好的应对方式是找回生

活的掌控感，重建生活秩序。

“不妨暂时放慢生活节奏，享受和亲人

相处的时光。保持规律的作息，每日适当运

动。保持情绪和身体的活力，有利于缓解疫

情变化给心理带来的不确定性与紧张感。”

金海燕进一步解释，如果始终感觉忧心忡

忡，身体也常常处于紧绷状态，这个阶段，最

好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一做渐进式的肌肉

放松、冥想、深呼吸等放松练习，还可以通过

舒缓的音乐来排解焦虑、恐慌等不良情绪，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优美的音乐都能让人

释放情绪、回归平静。

改变关注焦点，用“多”出来的
时光做快乐的事

随着疫情信息的公布，每日的新增病例数

固然牵动人心，但是，过度关注反而增加担忧

及焦虑。“要从忧虑的漩涡中抽身而出，就要改

变关注的焦点，关注日常生活内容。”金海燕建

议，居家的市民每日可安排一些令人愉快、自

己喜欢的事，比如制作手工艺品、弹奏乐器、绘

画、种植花草等，也可以做一些家务、重新布置

房间摆设等。

在心理专家看来，这段“多”出来的时

光，还可以用来找家人或朋友聊天，交谈不

但可以转移注意力，也可以倾诉压力感，获

得心理支持。

“请记住，忧虑和愉快自在是两种互不相

容的感受，此消彼长。不管做什么，只要是让

你感觉快乐的事，都可以帮助你远离疫情变

化带来的忧虑和恐惧。”林国珍说。

当前，无论何时何地，疫情防控不放松。

市民要时刻牢记防疫“三件套”、防护“五还

要”。“经历了两年多的疫情，相信大部分人都

已适应常态化防控下的生活，暂时的疫情变化

并不能改变我们必将战胜疫情的决心。所以，

要乐观面对疫情状况，重拾信心，放下担忧或

焦虑，相信和过往一样，这次疫情也终将会过

去，届时不仅提高了我们身体免疫力，也提高

了我们心理的免疫力。”林国珍说。

疫情再次打乱正常生活，不安焦虑浮上心头？瑞金医院心理专家支招

提升“心理韧性”，从容应对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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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海

昆剧团推出

“云上观雅韵”

经典昆剧赏

析系列。图

为《雷峰塔·水

斗》剧照。

制图：李洁
▲从今天起，上海交响乐团视频号每周五晚推出“周末线上音乐会”。

 上海评弹团将陆续上线去年举行的“上海评弹团成立70周年专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