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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 是建党 97 周
年。 由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
中共长春市高等学校工作委
员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承办的“坚定改革路，领
航新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长春高校大学生专
场文艺演出，在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西校区实验楼演播
厅激情上演， 来自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师生
参加了演出。

本场演出共分“春绿神
州”“雄风劲起”“世纪中华”
“不忘初心”四个篇章。 东北师
范大学混声合唱《春天的故
事》， 勾起了对一代伟人的美
好回忆。 吉林艺术学院的舞蹈
《在希望的田野上》，表达了广
大农民通过勤劳双手将一片
土地装扮成美丽的绿水青山
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歌曲连
唱《军港之夜》《大海啊故乡》

《我的中国心》， 旋律优美，气
势慷慨激昂。 吉林艺术学院的
歌舞表演《东方之珠》，优美的
歌曲记录了香港的回归，曼妙
的舞韵赞颂着祖国的繁荣。 吉
林大学男女二重唱《亚洲雄
风》，让人热血沸腾；2018年是
改革开放的 40 周年， 时间的
流逝如同白驹过隙，长春大学
的《相约 1998》， 回首过去的
20年， 展望未来的 20年。 东
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舞蹈《追
寻》， 表达了当代大学生刻苦
学习，立志成才，报效祖国，为
实现中国梦而努力拼搏的美
好远景。 为弘扬和传承了爱国
主义精神，长春光华学院根据
电影《战狼 2》改编的《撤侨行
动》，作为红色题材诗朗诵，从
撰稿到修改再到排练成型，历
时一个月，在吉林省第八届大
学生艺术节朗诵板块中获奖。
长春师范大学歌伴舞《走进新

时代》 表达了在党的领导下，
扬起改革的风帆，在惊涛骇浪
中远航的精神风貌；伴着和煦
春风， 吉林艺术学院大合唱
《春天》 将美好的画卷展现给
观众面前。 驼铃古道丝绸路，
胡马犹闻唐汉风。 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的民乐合奏《丝绸
之路》， 表达了党中央提出建
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的重
要意义。 初心不忘青春志，携
手共筑中国梦。 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的《不忘初心》，让师
生重温了当年红军战士用生
命和热血铸就的光辉历史，重
温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
量的伟大远征。 最后,在大型
舞蹈《魅力中华》将专场文艺
演出推向了高潮。

整场演出以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进程为线索，讴歌了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所取得的

伟大成就，赞颂了中国共产党
的丰功伟绩，进一步激发了驻
长高校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弘
扬青春能量， 立足新时代建立
新功业，以良好精神风貌，迎接
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纪念建党
97周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参演的高校师生纷纷表
示， 通过举办此次专场文艺演
出， 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
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
飞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的
决心和信心，为全面加快和推
进长春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
市建设， 全新打造幸福长春，
美丽长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学习， 立志成
才，再创佳绩。

/解克兢 记者 周博 报道

6 月 30 日晚，由国家大剧
院与吉林市歌舞团联合演出，
以青藏铁路建设为背景，以三
代人不忘初心、坚守筑路为故
事主体， 歌颂藏汉人民情谊、
展现改革开放风貌的原创民
族舞剧《天路》，在被誉为“水
上明珠”的国家大剧院首次与
广大观众见面。

舞剧《天路》集结了国内一
流主创、知名舞者，由著名导
演王舸担任总编导，著名舞蹈
理论家罗斌担任编剧，著名作
曲家印青担任音乐总监，著名
青年作曲家杨帆作曲，由青年
舞蹈家黎星、王圳冰、冯敬雅、
秦丹妮、拉巴扎西、曾明等领
衔主演，以吉林市歌舞团为主
要演出团队，历时两年多的创
作，4个月的排练，终于惊艳亮
相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青藏铁路作为改革开放
的重点工程，是藏族同胞与全
国各族人民的连心路，是雪域
高原迈向现代化的腾飞路，也
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
创造非凡业绩的奋斗路，被誉
为“天路”。 剧情从雪域高原的
关角山讲起，推土机、钻探机
和吊车等大型机械设备从地
平线处缓缓驶来。 轰鸣声中，
一群铁路人来到关角山，为新
关角隧道破土，经过一片乱石
堆时，铁路人意外地遇到了中
年藏族妇女央金和她的弟弟
索朗。 他们手捧酥油灯向乱石
堆和地面一把一把撒着青稞，
仿佛在祭奠着什么，索朗拿起
挂在胸前的一把囗琴，吹奏出
火车行进的声音，央金平静而
深情地凝望着乱石堆，将人们
带回到三十年前……

高原筑路、 跋涉救援、生
死不弃、 欢庆胜利……120 分
钟的演出， 没有一句台词，却
赢得掌声不断和热泪盈眶。 完
美的舞台设计，涤荡心灵的音
乐， 发自于心的肢体语言，各
种元素完美结合，紧紧牵动着
观众的心弦。 观众为之会心微
笑，为之振奋鼓舞，为之感动
落泪。 伴着歌曲《天路》那熟悉
的旋律， 在首都 1000 多名观
众长达十多分钟的热烈掌声
中，大型舞剧《天路》首场演出
落下了帷幕。

演出结束后，吉林市歌舞
团董事长兰景龙说， 近几年

“吉歌”自创了舞剧《金孔雀》
《梦回乌拉》等作品，此次与国
家大剧院联合演出舞剧《天
路》，标志着“吉歌”的艺术水
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国家大剧

院院长、 该剧出品人王宁说，
作为该剧的演出班底，吉林市
歌舞团表现优异。 音乐总监、
著名作曲家印青说，我与吉林
市歌舞团有过多次合作，“吉
歌”舞蹈的技术能力和艺术水
平非常出色，特别是演员们敢
于拼搏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他们在舞剧《天路》中
的优异表现令人喝彩。 据介
绍，这样一部非常“主旋律”的
舞蹈作品在票房表现上也非
常抢眼。 截至 6月 28日，原定
四场演出已一票难求，7 月 1
日下午 3 点加演的一场也已
售罄。

据悉，舞剧《天路》在国家
大剧院连演 5 场后，本月还将
应邀赴云南参加第十二届全
国舞蹈展演开幕式演出。

/吉林日报 记者裴雨虹

昨天上午， 吉林省八吉集
团在长春华天大酒店举行“八
吉·天石珠” 在深圳文交所上
线交易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
布会上获悉，八吉集团的松花
石文创产品“八吉·天石珠”将
于 7 月 2 日在深圳文化产权
交易所上线交易。

“八吉·天石珠” 是我省首
个在国家级文化产权交易所和
重点文化产权交易所上线的文
创产品。 八吉集团董事长徐建
国表示，“八吉·天石珠” 的上
市， 将推动了松花石产业的快
速发展， 将艺术大师的作品推
向市场， 获得市场、 资本的支
持。 /吉林日报 记者裴雨虹

7 月 1 日 9 时 18 分，长春
地铁 1 号线北环城路站“新时
代号”主题地铁列车缓缓启动，
红色的车厢内就像一册高度浓
缩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手册， 精典的语句涤荡着每名
乘客的心灵； 宣讲员以快板和
宣讲的方式向乘客传讲走进新
时代的新气象、新变化。地铁列
车在前进，宣讲在继续，工农广
场站里也飘出红色经典歌曲的
昂扬旋律， 乘客们被深深地吸
引，不自觉跟唱起来。长春地铁
1 号线“新时代号”主题地铁列
车正式上线， 长春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将“新时代传习
所”推向运营一线，开启“轨道
上的‘新时代传习所’”新征程，
献礼党的 97岁生日。

据了解，为了响应省、市深
入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吉林
省长春市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的号召， 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已
于 2017 年 11 月在轻轨 3 号
线车辆段设立了“新时代传习
所”，并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在
公司内部开展了传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取得了很好效果。此次
将“新时代传习所”推向运营一
线，设立轨道上的“新时代传习
所”，旨在更好地发挥轨道交通
的窗口作用， 让广大市民在乘
坐地铁时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精神。

轨道上的“新时代传习所”
将以“六个一”特色体系为抓手
营造浓郁的传习氛围。“六个
一” 特色体系， 即一条地铁线
路、一列主题地铁列车、一座主
题地铁车站、一支宣讲团队、一
路视频传习、 一月一次互动活
动。 通过在地铁 1 号线上设立
主题地铁列车和主题地铁车站
作为“新时代传所”的流动阵地
和固定阵地， 利用站台上和地
铁车上的视频系统滚动播放传
习内容， 组织宣讲团队定期走
进主题车厢开展形式各异的宣
讲活动， 每个月还将开展一次
与乘客互动活动。 轨道交通集
团还将邀请社会上的优秀宣讲
团队走进“新时代号”主题地铁
列车为广大乘客宣讲，传理论、
传政策、传法律、传科技、传文
化。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在轨道交通扎根开花， 促进
长春轨道交通事业与城市共同
发展。 /记者 王秋月 报道

勇攀艺术高峰 吉歌惊艳京城
国家大剧院与吉林市歌舞团联合演出的原创民族舞剧《天路》首演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长春高校大学生举行专场文艺演出
“八吉·天石珠”
深文交所上线

向党的生日献礼
“新时代号”主题地铁

列车驶向新征程

两年前， 松原市长岭县太
平川镇风水村是一个一穷二
白的贫困村，由于干旱少雨、土
地贫瘠，村内从事传统农业的
农民大多处于贫困线下，“地下
无资源，地上无产业”是风水村
的真实写照。

如今走进风水村， 美丽乡
村的画面映入眼帘，一排排树
木郁郁葱葱，一幅幅风景墙靓
丽抢眼，村部干净整洁，村民幸
福洋溢。 短短两年的时间，是
什么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原来，在2016年4月村“两
委”换届以后，风水村全体党员
干部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上
演了一场精准扶贫、 创新发展
的致富大戏， 打造了风水村在
脱贫攻坚战役中的“风水速度”。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现任风水村党支部书记陈鹏
当初毅然放弃在大连的事业，

回乡创业并竞选村党支部书
记。新的村“两委”班子成立后，
集合了一批干事创业、肯想肯
做的党员和干部。 大家一致认
为，要想向前发展，必须抛弃以
往单一的产业结构和粗放的
管理，走创新发展的道路。 经
再三考虑，党支部将目光锁定
到大棚种植香瓜上,决定打造
风水村“百亩香瓜园”。

风水村利用县里扶持资金
170万元和县发改专项资金
300万元，建设暖棚20栋；陈鹏
个人垫付60万， 组织村民自筹
50万，又建设了日光棚124栋，
每栋棚可利用面积630平方米，
占地面积10公顷。同时，陈鹏等
村干部牵头成立了金地农民种
植专业合作社， 鼓励大家自愿
加入合作社种植香瓜， 盈利归
自己，风险由陈鹏个人承担。于
是， 有41户村民加入合作社种
植香瓜，其中贫困户22户。

香瓜开园之初，村干部担
心销路，为了帮瓜农找销路，大
家发微信发朋友圈、做网络销
售平台，千方百计找销售渠道。
高兴的是，由于自然条件好、光
照时间长、交通便利等区域优
势，再加上瓜农们精耕细作、科
学种植，2017年夏季， 香瓜喜
获丰收，且口感好、日期小、上
市早、含糖高的“风水1号”系
列香瓜销售顺畅，远销长春、四
平、内蒙古，通辽，白城等地。在
开园的短短十几天里已经远
销到全国各地，供不应求，许多
商客打算和风水村香瓜基地
建立起长期合作的关系。

有耕耘就有收获，经过第
一年的辛苦劳作，大棚实现了
大丰收，每栋大棚毛收入实现
1.2万元左右。 拿着卖瓜的收
益，贫困户们激动不已。 加入
合作社的村民张广生包了4栋
大棚种植香瓜，到丰收季节，每

天都摘瓜卖给商贩， 他高兴地
掰着手指头一算，4栋大棚的
收益比家里20公顷大田的收
入还要多！

想要彻底摘掉“贫困村”的
帽子，朝着新农村的方向发展，
村屯面貌就要彻底改善。于是，
在各方努力下， 风水村安装太
阳能路灯120盏， 栽植树木
17700株， 改建东风水村文化
广场、 新建西风水村文化广场
，修建标准化砖围墙3184延长
米，并统一修建了大门垛、安装
铁大门，修屯内排水沟5830延
长米， 全村共有土房77户，已
改造44户。

“农村富不富， 关键看支
部”。正是村党员干部们的勇气
和担当，团结和努力，才让风水
村旧貌换新颜， 走上一条持续
发展的道路，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风水村必定会“风生水起”！

/吉林日报记者 李抑嫱

打造脱贫攻坚战役中的“风水速度”
———记松原市长岭县太平川镇风水村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