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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江南早
已是草木葳蕤、欣欣向荣。即使在京城，
也早早透露出浓郁的春意。护城河两岸的
柳枝，在轻拂的春风里绽放出新绿，长安街
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物流，迅疾冲刷掉新
冠疫情残留的阴影。除了到处可见的口罩
外，中国人的生活已恢复了常态。

今年的两会，如期召开，仿若相约而至
的春燕。当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各地肆
虐、一拨拨无辜、无望、无助、无奈的人不
断被新冠病毒夺去生命时，中国却能举行这
样大规模的会议。浩渺寰球，独此一家。且
不说会议内容，仅就会议本身所展示的气势
和自信，已给世人太多的震撼与惊叹。

这个春天，属于中国。
作为参会者，明显感觉到今年两会与以

往不同：这是一个在特别的春天召开的特别
的会议。最显著的标识，是它所处的历史节
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年、两个
百年交汇之点、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
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之
时，“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十四五”规
划正式开启之际、中国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历史进程……重大的事件、多彩的标记，
浓缩于一个时间节点里，让今年的两会承载

起那么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要
素。它犹如一束含苞待放的蓓蕾，看上去还保
持着原生态，但随着阳光雨露的哺育，随之次
第开放，必然会呈现出它的姹紫嫣红，传送
出它的芬芳清馨。

最让人浮想联翩、遐思神往的，莫过于
中国现代化的正式启程。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梦想，肇始于改革开放时的 1978 年？也
许应当是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抑或可以
上溯到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或 1911

年的辛亥革命？甚至是 1840 年的鸦片战
争？总而言之，以前的历史和奋斗，都是为
2021年做的铺垫与准备，都是中国人一路追
求现代化的梦想与步履。历史将这样记录：
中国人民从2021年伊始，正式跨上实现现代
化的历史台阶，由此开启新的发展阶段。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 2049 年全面实
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伟大
复兴。

当一个人真正置身于现代化场景之中，
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中国现代化密切相
关，都与中国现代化的速度、质量、品位、
丰富性直接相关。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幸
福？又该是一种怎样的自豪与兴奋？现代化
不再是痴人梦想，不再是天上宫阙，那样的
实践，又该是多么生动具象、充满创造激情？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
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
编织你们”。这是王蒙先生在其小说 《青春
万岁》 里写的诗。我想把它改成如下的话：
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用夕阳的金线
和老骥的璎珞编织你们！以此表达吾辈乐而
忘忧、老而弥坚的愉悦心态。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网络
文学委员会主任）

别 样 的 春 天
——两会随感

陈崎嵘

近几天，一位记者采访我时问道：“你
作为文艺界委员，怎么想到提交一件关于
洪湖治理的提案？”我想了想，笑着回答
他：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一样，都曾因发
展过快遭受到污染与破坏，恢复文化的生
态，真诚与淳朴，就会重新滋润我们的心
灵；恢复自然的生态，美丽的乡愁就会重
新成为生活的牧歌。

再说到关于洪湖治理的这一件提案，
若要分类，它肯定是生态的，也即是自然
的。但是，我们会这样理解：它是自然
的，又何尝不是人文的呢？在这件提案的
第一段，我对洪湖的现状大略做了一个简
要的描述：

洪湖是江汉平原四湖流域中下区主要
调蓄湖泊，承载着四湖流域一万多平方公
里的上游来水，通过涵闸定期与长江换
水，是湖北省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
重要节点。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湖北省对洪湖进行严格养殖折围，实
施退垸还湖，开展生态修复，试点生态补
偿，持续做了大量工作，但湖区内源性污
染严重，湖泊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外源输
入性污染导致湖泊外来物种泛滥。治理后
水质有向好趋势，总体保持在Ⅳ类，但与

目标水质（Ⅱ类）仍有较大差距。
读了这段文字，我们就知道，近二三十

年来，洪湖的经济发展了，但湖水却病了。
有了金山银山，却失去了绿水青山。

大约40年前，我第一次到洪湖，坐着渔
民的船，打着浆到了湖心，他撒下网，捞了
一条草鱼上来，他又用一只木桶，舀了一桶
湖水，在船上的柴火灶上，他用湖水煮了这
条湖鱼。春阳在天，涟漪在水，暖风略含一
丝腥味，野鸭在芦苇丛中出没……那一个春
天的午后，我对着最美丽的湖光，品尝到最
鲜美可口的一锅鱼汤。这是我这一辈子吃到

的最可口的鱼汤。现回想起来，当时我真是
有点恍惚了。我羡慕贺龙将军的红二方面
军，在这里创建革命根据地，我甚至忘掉了
战争的残酷，只想到鸥鹭互答、渔歌唱晚的
浪漫。

在上世纪90年代，我再次到了洪湖，首
先看到了湖面布满了围网，湖上的风吹拂过
来，也不似当年那么清新了。我顿时有了一
种莫名的失落感。惆怅是当下的，但美好的
记忆依然让我含着深情写了一篇散文《洪湖
水，浪打浪……》。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
副刊发表，兹后再读，便有了李商隐“此情
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那种感觉。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说过洪湖的历
史，它首先是一座美丽的生态之湖，而后又称
为闻名遐迩的革命之湖。一部歌剧《洪湖赤卫
队》，不但创造了一座艺术的丰碑，更让洪湖
成为众人皆知的地理标志。而后，由于发展理
念的急功近利，洪湖承受了愈来愈重的生态灾
难。洪湖不会喊痛，但我知道它痛；它不会流
泪，但受文化滋养的人民，会替它流泪。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倾尽所有热情滋
养过革命的洪湖，一定会借助生态治理的东
风，把身上的伤疤一块一块地揭掉，把血液中
的浑浊物，一滴一滴地清除。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永远的洪湖水
熊召政

当春风吹绿大地，当阳光和煦迷人，当暖风
如柳拂面，思绪总能回到40年前的教室里，我
们的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吟诵：“盼望着，盼望
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春天是美好的，让人充满活力，播种希望。
而辛丑年的春天注定载入史册，因为她极不平
凡，她跳动着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强
劲脉搏，谱写着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关键节点的新诗篇。作为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后的一次全国两会，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回顾时光，跌宕起伏，波澜壮
阔，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
的艰难曲折，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我们不惧艰难，凝
心聚力，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在这个写满故事
的春天里，昂首看世界，俯身听民意，党和国家
确定了新一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绘制了“十
四五”规划和社会发展和2035年远景目标，与
时俱进、守正创新。

周围是热烈的讨论、衷心的赞叹、不休的思
索、翘首的实干，我的思绪也依然萦绕在常委会
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里，亲耳聆听，何其有
幸。民之所望、心之所向、任务清晰、重点突
出、科学详尽、实事求是。我想吟诗：日月星转
又春风，草长莺飞始苏萌，两会履职参议政，百
年逐梦志竟成；我想歌唱：“新的时代已经来
到，中国速度世界领跑，百年梦圆千秋荣耀，民
族复兴激情燃烧……伟大祖国我为你骄傲”；我
要拿起手中的画笔，勾勒出这个伟大时代的轮
廓，用斑斓的色彩涂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河
山大美。

犹记得去年两会街上的采访：2020年你快
乐吗？受访者答：快乐！因为中国是最安全的。
一句话让人笑中带泪，这是最美的赞歌，这是最
爱的表达，这是伟大祖国给我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和幸福感，感谢伟大的祖国，在万物复苏的 3
月，让14亿中国人积极振奋、勠力同心，在擘
画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崭新的蓝图面前，让我们知
道在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下一阶段如
何做到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放松，如何推动公共卫
生体系日趋完善，如何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如何解决好大城市住房
突出问题，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
税费负担，让百姓的生活得到更加规范的保障，
如何持续推进教育改革，在教育公平上迈出更大
步伐。答案干货满满，无避重就轻，无应付搪
塞，如此细致，细致如此，是过往撸起袖子加油
干的回报，更是未来实干出真知的信心满满。

热切的期盼，满足的瞬间，我是政协委
员。新时代“春天的故事”里，幸福是起点，
也是终点！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

书写新时代
的故事

刘 广
这个春天，和煦而宁静。没有一年前疫情炽烈时

的焦虑和肃杀，心头春风荡漾。春天就像最有情意的
恋人一样，从来不会撒谎和怠惰，总是如约守时地来
到你身边。因为她的到来，你才会从往日的伤痛和阴
霾里走来，相信生命依然美好、而美好的生活依然在
继续中。

这个春天，又是个让人感动和振奋的春天，因为
在人类历史所罕见的全球大疫面前，我们的国家和
民族在抗疫的斗争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
果。生命至上的人性原则，在这个伟大时代、伟
大国度里散发出最璀璨的光芒。历史用无可辩驳
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
民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证明了中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能够焕发出怎样无可比拟的
强大凝聚力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这个春天，我们充满了豪迈和奋斗的激情。过去
的一年，国家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胜利,“十三
五”规划完满收官；“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已经到
来，中国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春天里，每一个热爱自己国家
的人，都有一种将自己生命的激情汇入时代春潮的
热切愿望；同时，有一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光发
热的沉甸甸的责任感。

在今年两会召开之际，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
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我感受到今年的两会所处
的历史时刻之特殊，以及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肩
上责任之重大。此刻，这份责任就体现在我今年参会
所提的提案中。

今年提案的题目是“把文化艺术事业纳入国家乡
村振兴大战略，重点扶持新脱贫地区和民族地域舞台
艺术创作”。这个提案的背景在于，2020年国家完成了
脱贫攻坚任务，在有效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
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之后，中国又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国家乡村振兴的新征程。而国家
乡村振兴，是与脱贫攻坚任务相衔接，让中华民族在新
的历史时代继续前进的伟大战略。因此，除了巩固脱贫
成果，在经济生活上走向更高层面之外，文化艺术事业
在新脱贫地区和民族地域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应该
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
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应该看到，许多在
经济上并不发达的地区和民族，往往是传统文化艺
术精粹的宝藏之地，大量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戏曲
和曲艺等文艺形式，在这些地区有长期的流传和丰
富的呈现。在新时代里，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统
领下，让优秀文化传统和艺术精华为今天社会发展
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为今天文艺舞台创作的繁
荣发展服务，也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为此，我在
提案中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建立专门的管理机制，重
点扶持新脱贫地区和民族地域的舞台文艺创作。具
体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即：为新脱贫地区和民族地
域，建立专门的重点舞台艺术项目评选和扶持机制；
吸收脱贫攻坚“驻村书记”的成功经验，安排国家和
地方各级专家，以驻“院”“团”“馆”的形式，通过“项
目责任制”一对一具体指导和帮扶；安排专项资金具
体实施上述机制和规划。

提案已经发出，在未来的时间里我还将身体力
行、履职尽责，深入基层考察实践，尽我所能将提案
中的文字付诸实际。希望我们在春天里播下的种子，
经过夏日灿烂的阳光、丰沛的雨水，在金色的秋天里
结出累累果实。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国
家一级编剧）

汇入时代的
春潮

赵大鸣

作 为 党 的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后的一次全国两会，雄关漫道
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回
顾 时 光 ， 跌 宕 起 伏 ， 波 澜 壮
阔，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中
国 经 历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艰 难 曲
折，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
奇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
望未来，我们不惧艰难，凝心
聚 力 ， 意 气 风 发 ， 豪 情 满 怀 。
在这个写满故事的春天里，昂
首看世界，俯身听民意，党和
国家确定了新一年的经济社会
发 展 目 标 、 绘 制 了 “ 十 四 五 ”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与时
俱进、守正创新。

这个春天，我们充满了豪
迈和奋斗的激情。过去的一
年，国家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决
定性胜利,“十三五”规划完满
收官；“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已经到来，中国踏上了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春
天里，每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
人，都有一种将自己生命的激
情汇入时代春潮的热切愿望；
同时，有一份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发光发热的沉甸甸的责
任感。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
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
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这
是王蒙先生在其小说 《青春万岁》
里写的诗。我想把它改成如下的
话：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
用夕阳的金线和老骥的璎珞编织你
们！以此表达吾辈乐而忘忧、老而
弥坚的愉悦心态。

春阳在天，涟漪在水，暖
风略含一丝腥味，野鸭在芦苇
丛中出没……那一个春天的午
后，我对着最美丽的湖光，品
尝到最鲜美可口的一锅鱼汤。
这是我这一辈子吃到的最可口
的鱼汤。现回想起来，当时我
真是有点恍惚了。

《春》 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赵士英 作

全国政协委员戚建波作曲的歌曲《我是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