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青铜峡市引黄灌区一景（10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观众通过可穿戴设备体验 “养心殿的一天”。 （故宫博物院供图）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从治国理政的思想脉络中把握“四个伟大”
胡 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 “7·26” 重要讲话

中指出： “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

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

想， 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

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四个伟大”
绘就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

国理政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格局和基本架

构， 为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重

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四个伟大 ”的重大理论
意义和实践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

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 致力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 致力于开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 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事业， 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

伟大梦想，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

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

没有办成的大事， 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重大成就， 我国

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7·26” 重要讲话把伟大斗争、 伟

大工程、 伟大事业这三个伟大同实现民

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联为一体， 形成 “四
个伟大 ” 的战略总格局 。 这 是 以 更 宽

广的视野 、 更长远的眼光来思 考 和 把

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 重 大 战

略问题 ， 囊括了新的历史条件 下 党 的

全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 具 有 涵 盖

全局 、 指导全局 、 引领全局的 重 要 地

位和作用。

“四个伟大 ”是具内在逻
辑关联的有机整体

“四个伟大”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归宿，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基础，
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保障， 以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 为 抓

手，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有机整体。
首先，伟大梦想是伟大事业、伟大工

程和伟大斗争的灯塔和归宿，在“四个伟

大”中具有战略愿景的意义。 其次，伟大

事业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基础条件， 也是

伟大斗争和伟大工程的目标导向。再次，
伟大工程是实现伟大梦想、 伟大事业和

伟大斗争的政治保证，是“四个伟大”的

关键所在。只有把伟大工程做好了，才能发

挥好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才能赢得伟大斗争，实现伟大

事业和伟大梦想。最后，伟大斗争是推进其

他三个伟大的途径和抓手。 只有坚持不懈

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伟大梦想、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才能立

于不败之地。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自
觉坚定“四个自信”

不仅 “四个伟大” 具有内在的逻辑关

联， 而且还要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思想脉

络中来进一步把握其重要价值。 党的十八

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

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包括“四个全面”
“四个自信”“四个意识”“四个重大”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党要团

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 、 推进伟大事

业、 实现伟大梦想，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 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有力。 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确保我

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我

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
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 解决重

大矛盾， 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可

见， 推进伟大工程不仅在 “四个伟大”
中十分关键， 也是破解 “四个重大” 的

关键。 全面从严治党在 “四个全面” 战

略布局中也具有同样的地位， 并且 “四
个全面” 为 “四个伟大” 提供了行动重

点， 两者高度契合、 相互支撑。 而只有

把 “四个伟大” 和 “四个全面” 不断推

向前进， 才能进一步坚定 “四个自信”。
只有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确保党始

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才能为 “四个

伟大” 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总之，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协
调推进 “四个全面 ”，积极应对 “四个重

大”，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努力实现“四
个伟大”，在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把

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上

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博导、 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专项 《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政治思想研究》首席专家）

“她的性格就像奔腾的黄河”
歌剧《兰花花》唱响黄土高原动人故事

“青线线 （那个） 蓝线线， 蓝格英

英 （的） 彩， 生下一个兰花花， 实实的

爱死人……” 陕北民歌《兰花花》的旋律

可谓家喻户晓。自上世纪 30 年代传唱至

今， 兰花花纯真炽烈的性格和对爱情的

追求打动了无数人， 也成就了众多舞台

艺术佳作。日前，以该民歌为灵感的原创

歌剧《兰花花》首演于国家大剧院，在经

久不息的掌声中， 首度绽放歌剧舞台的

“兰花花”打动了京城观众的心。
《兰花花》的主创班底用“豪华”形容

毫不为过：作曲家张千一、编剧赵大鸣、
导演陈薪伊组成“天团”阵容，张国勇执

棒，赵丽丽、李欣桐、杨琪、关致京、杨毅、
薛皓垠、 扣京、 张英席等青年歌唱家献

声，舞美设计霍廷霄、服装设计陈同勋、
造型设计陈敏正的强强联手也为舞台呈

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陈薪伊此前在媒体探班时谈到， 作

为陕西人， 她对 “兰花花” 的题材怀有

深厚情感 。 在她看来 ， 兰花花 和 《卡

门》 中的女主人公一样， 美丽的女子因

爱引发一系列痛苦 ， 这也是那 个 年 代

“美的悲剧”。
“兰花花的形象不是单一的， 她有

凄苦的一面， 可以令人潸然泪下， 但同

时也有刚烈、 坚强的一面， 她的性格就

像黄土高原上奔腾的黄河。” 陈薪伊如

是总结心目中的 “兰花花”。

“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的命
运作斗争”

歌剧 《兰花 花 》 是 国 家 大 剧 院 第

14 部原创歌剧 。 从 2011 年启动至今 ，
这部 “六年磨一剑” 的作品既有沁人心

脾的唯美唱段， 又有动力十足的交响织

体； 人物刻画细腻动人， 且充满恢弘震

撼的情感升华。
不同于大多数中国歌剧有文学名著

或历史事件作为文学依托， 歌剧 《兰花

花》 源于一首只有 20 多句的民歌， 创

作难度可想而知。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

铁春透露， 《兰花花》 选题曾与 《骆驼

祥子》 《西施》 《赵氏孤儿》 等一同被

提出， 之所以 “迎难而上”， 是因为传

统的伦理道德与兰花花的情感命运产生

了强烈的戏剧冲突， 具有浓厚的现实主

义色彩。
编剧赵大鸣则直言：“千万不要在剧

中去找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每个人都在

和自己的命运作斗争。”这一点在观剧过

程中可以获得直观感受：比如“反派”周

老爷的咏叹调 “自从那一天 ”，“恶 ”以

外更体现了人性的崩溃，张千一在总谱

上还特别标注了 “感叹感悟 ”“欲望之

火 ”“紊 乱 的 情 绪 ”“再 次 紊 乱 的 情 绪 ”
“难以忍耐 ”等8 种表情术语，以此概括

周老爷初见兰花花后十分复杂的心理裂

变过程。
赵大鸣表 示 ， 对 于 兰 花 花 ， 他 并

没有刻意拔高 ， 也没有赋予其 “女 性

意识的觉醒”， 而是真实朴素的 “原生

态 ” 形 象———一 个 没 见 过 世 面 的 农 村

姑娘 ， 寻 找 自 己的爱情与自由 ， 又因

无法挣脱传统礼教而走向凋零。 “每个

人物与命运的 ‘殊死搏斗’ 构成了人生

的悲喜剧 ， 这也是戏剧人物的 魅 力 所

在。” 他说。

精益求精地诠释“黄河性格”
值得一提的是， 《兰花花》 上演前

夕， 排练现场还发生过感人的一幕———
刘燕平和李明启两位年逾八旬的 “兰花

花 ” 亲临现场 ， 与主创分享了 她 们 对

“兰花花” 的深厚情谊。
刘燕平是最早将民歌 《兰花花》 唱

响全国的歌唱家， 上世纪 50 年代她曾

随中国青年艺术团远赴欧洲巡演， 在维

也纳金色大厅唱响了 《兰花花》； 而以

“容嬤嬤” 为观众熟知的老一辈表演艺

术家李明启青年时期就曾学习声乐， 她

激动地表示： “《兰花花》 是我年轻时

经常表演的， 那时候大家就叫我 ‘兰花

花 ’。” 也因为这段缘分 ， 李明启的微

博、 微信名都叫 “兰花花”。 现场， 在

三位 “小兰花花” 的陪同下， 李明启更

用中气十足的原生态唱法再次 唱 响 了

《兰花花》 的经典片段。
“说起兰花花的形象， 我会联想起

水撞击礁石的那种力量， 这是黄河一般

的性格， 她的美也来自于此。 黄河之水

天上来 ， 也许这就是兰花花的归宿 。”
生长于黄土高原的陈薪伊， 从小就会唱

《兰花花 》， 自四年前执导歌剧 《兰花

花》 以来， 她做了大量工作， 并写下厚

厚的几大本手记， 在 《兰花花》 的场景

设计中， 她以大量细节配合该剧细腻的

文本和音乐， 精益求精地诠释这种 “黄
河性格”。

（本报北京 10 月 11 日专电）

全方位体验“养心殿的一天”
故宫推出主题数字体验展，邀观众“批奏折、赏文物”

召见大臣、朱批奏折、鉴藏珍玩、
亲制御膳、穿搭服饰……在养心殿“实
地”体验皇帝 的 一 天 ，如 今 不 再 是 难

事 。 10 日，在故宫博物院 92 周年院庆

之际，“发现·养心殿———主题数字体

验展” 在故宫端门数字馆全新亮相，
观众可通过手 机 参 与 上 述 多 种 有 趣

的互动 ，在 数 字 馆 内 全 方 位体验 “养

心殿的一天”。

召见大臣、 鉴藏珍玩，
还能去后寝殿溜达

自 2015 年 12 月起， 曾见证了清

代八代帝王工作起居的养心殿关闭，
开始进行百年来最全面的研究性保护

修缮 。 作为最 受 观 众 欢 迎 的 原 状 陈

列， 不能一睹养心殿， 自然成为很多

观众的遗憾。 对此， 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表示， 修缮期间， 一方面将养

心殿的真文物送至各地巡展， 让外地

观众也能 “走进” 养心殿； 另一方面

则用数字技术让养心殿 “活起 来 ”，
吸引更多年轻人探寻养心殿的奥秘。

此次 “发现·养心殿———主题数

字体验展” 可谓科技与文化相融合的

又一次创新呈现。 观众可以在虚拟养

心殿中与朝中重臣自由对话、 全方位

鉴赏珍贵文物， 还能去皇帝的后寝殿

里溜达溜达，度过丰富多彩的“养心殿

的一天”。“注重开放性、多样性、体验性

和互动性，是‘发现·养心殿———主题数

字体验展’的一大亮点，也是全数字形

态展览的一大优势。 ”单霁翔指出。
展览中， AI、 VR 等新技术齐上

阵， 比如观众与宫中老臣寒暄聊天，
不无感慨地牢骚一句 “我最近胖了”，
智慧的老臣则用一句 “君子不重则不

威” 让人会心一笑； 数字多宝阁中琳

琅满目的珍宝让人看得眼馋？ 不如将

喜爱的文物从架子上 “取” 下， 摆放

在身后的三希堂中把玩， 更可直接放

入手机多宝阁带回家……
在虚拟的养心殿建筑中， 观众还

可自主深度探索， 从不同的视角发现

养心殿建筑很多难得一见的细节， 如

参观养心殿时只可远观的藻井等。 建

筑之外 ， 展厅 中 还 精 选 了 陶 瓷 、 玻

璃、 金银器、 玉器、 青铜、 雕漆等文

物的高精度数字化模型， 用交互的方

式呈现其制作工艺、 纹饰特点、 使用

方式等， 以鲜活的方式实现寓教于乐

的效果， 这也适时弥补了养心殿暂时

关闭给观众带来的遗憾。

数字技术生动再现紫禁
城风貌

据介绍， 养心殿始建于明代嘉靖年

间。 从清雍正朝开始，作为皇帝的正寝，
它集处理政务和晏息之所于一体， 在故

宫建筑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见证了慈禧

太后“垂帘听政”、宣统帝发布清室退位

诏书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以现代数字技术激活传统文化基

因，是数字故宫重要的建设理念。 ”单霁

翔介绍，“发现·养心殿———主题数字体

验展”秉持故宫一贯的“网红”特质，一方

面以线上“微故宫”平台陆续推出“养心

殿数字展”系列专题，以多种形式持续介

绍养心殿的历史变迁， 为观众缓缓打开

养心殿的历史画卷； 线下则于故宫博物

院端门的实体空间推出数字体验展，选

取最贴合当代生活的 “政务—文化—起

居”元素，让观众通过多种有趣的交互环

节穿越历史，度过“养心殿的一天”。
值得一提的是， 故宫对 VR 技术的

探索起步于 2000 年， 十余年来积累了

大量的故宫古建筑和文物三维数据。 这

些准确而严谨的高精度数据结合交互

技术， 向观众完整、 生动地传递了故

宫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历史风貌。 2015
年， 全国首家将古代建筑、 传统文化

与 现 代 科 技 相 融 合 的 全 数 字 化 展

厅———端门数字馆落成。 此前该馆曾

举办过 “故宫 是 座 博 物 馆 ” 主 题 展

览 ， 同时该展也 作 为 端 门 常 设 数 字

展， 帮助观众通过数字建筑、 数字文

物来理解故宫的历史、 藏品和背后的

文化。
（本报北京 10 月 11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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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重要讲话把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这三个
伟大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联为一体，形成“四个伟大”的
战略总格局。 这是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
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 囊括了新的历史条
件下党的全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涵盖全局、指导全局、
引领全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核心观点

时评 国内 广告

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达13处
又有三处古水利工程成功入选

本报西安 10 月 11 日专电 （驻陕记

者韩宏） 记者 11 日从陕西省水利厅获

悉， 墨西哥时间 10 月 10 日上午 10 时

（北京时间 10 月 10 日 23 时），在墨西哥

城召开的第 23 届世界灌排委员会执行

大会上，我国宁夏引黄古灌区、陕西汉中

三堰、 福建黄鞠灌溉工程三处古代水利

工程被确认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并授牌。 至此，我国已有 13 处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 汉中三堰成为继泾阳郑国渠

之后， 陕西第二个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名录的水利工程。
史料记载，秦汉以来，在汉江大大小

小的支流上， 先后建有 100 多处引水堰

坝，构成了发达的农田灌溉体系，汉中盆

地因此成为丰饶的粮食产区。
据了解， 本次成功申遗的汉中三堰

包括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均始建于

西汉时期， 距今已有 2200 多年历史，是
汉中盆地灌溉农业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

的水利工程。

山河堰， 位于今天汉中市汉台区河

东店镇褒河谷口，宋代《山河堰赋》记载

为汉代相国酂侯(即萧何)、懿侯(即曹参)
开创， 是汉中历史上最早的水利灌溉工

程，与关中的郑国渠、白公渠和四川的都

江堰齐名于世；五门堰，始建于公元 6 至

7 年，位于城固县桔园镇湑水谷口，五门

堰灌区建有“九洞八湃”及“三十六处水

口”；杨填堰，位于城固县北约 10 公里处

的湑水河中游段左岸，相传为汉代萧何、
曹参所修， 后因宋代洋州知州杨从义作

较大整修改造， 灌溉洋县、 城固两县农

田，故名杨填堰。
汉中三堰共同灌溉着汉中盆地等主

要区域。经过历朝历代修缮保护，至今仍

灌溉着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发挥着灌溉、
防洪、抗旱、旅游等综合效益。

据了解，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世界

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都

称为世界遗产，是国际灌排委从 2014 年

起开始评选的世界遗产项目。此前，我国

有 10 处古代水利工程成功申报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2014 年， 四川乐山东风堰、
浙江丽水通济堰、福建莆田木兰陂、湖南

新化紫鹊界梯田入选；2015 年，浙江诸暨

桔槔井灌工程、安徽寿县芍陂、浙江宁波

它山堰入选；2016 年，陕西泾阳郑国渠、
江西吉安槎滩陂、浙江湖州溇港入选。

故宫正式迈入全网售票时代
92岁售票窗口“退休”，实体票将不复存在

本报北京 10 月 11 日专电 （驻京

记者周渊） 正值故宫博物院92周年院

庆之际， 伴随着故宫端门售票处的牌

匾缓缓摘下，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宣布，从10月10日起，故宫正式实行全

网售票，每天8万张门票全部通过网络

销售，实体票将不复存在，见证了故宫

92年开放岁月的售票处成为历史。
单霁翔介绍， 经过国庆中秋长假

的成功实践， 故宫博物院正式迈入 “博
物馆全网售票” 时代。 全网售票将大大

降低观众参观等候时长， 人均购票等候

时间由原先的 15 分钟， 降低至仅有从

端门步行至午门检票区的 5 分钟左右。
实体票不复存在， 不会使用网络的

参观者如何购票？ 为此， 故宫制定了现

场票务解决方案， 端门广场设置大量二

维码引导牌， 所有工作人员均可提供购

票咨询和协助服务， 此外还设有 5 个

票务服务 咨 询 台 ， 并 设 综 合 服 务 窗

口， 主要帮助外籍观众及部分没有线

上支付能力的观众购票。
从现场售票到全网售票， 故宫走

了 6 年。 6 年来， 故宫相继推出“网络

实名制售票”“每日限流 8 万人次”“扩
大开放分流观众”， 并在展览和文创

领域不断推陈， 逐步提升博物馆的精

细化管理水平。 单霁翔同时表示， 故

宫计划于明年试行分时段售票， 届时

观众可以选择当天的某个具体时段入

院， 避免出现 “上午门庭若市， 下午

门可罗雀” 的场面， 也可享受更美好

的文化空间和参观体验。

“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成立
致力于培养高素质、国际化工程技术人才

本报北京 10 月 11 日专电 （驻京记

者李扬）由北京建筑大学发起的“一带一

路”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10 日在北京建

筑大学成立。该联盟旨在发挥特色优势、
推进资源共享、加强协同创新、促进人才

培养，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及欧亚地区

的发展建设。
目前， 已有俄罗斯、 波兰、 法国、

美国、 英国、 亚美尼亚、 保加利亚、 捷

克、 韩国、 马来西亚、 希腊、 尼泊尔、
以色列等 19 个 国 家 的 44 所 大 学 加 入

“一带一路” 建筑类大学国际联盟。 成

立仪式上， 来自 11 个国家 25 所大学的

51 位 代 表 参 会 ， 共 同 研 讨 创 新 推 进

“一带一路” 建筑类大学国际交流合作

及创新人才培养。
据介绍， “一带一路” 建筑类大学

国际联盟将致力于高素质、 国际化工程

技术人才培养、 培育模式的创新实践，
为社会培养高水平、 实践能力强的工程

技术人才， 实现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教

育的新突破 ； 致力于促进经 济 结 构 转

型、 产业升级以及集成解决社会共性关

键技术为目标， 以科研项目和技术创新

为牵引， 创新合作机制， 打造跨国界多

校对社会的协同创新平台， 促进资金、
产品 、 人才和服务的跨国界 流 动 ； 同

时， 还将致力于大学间的文化交流。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