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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二十大报告深刻、
系统总结了非凡十年的非凡成就，我听后倍
感振奋，心潮起伏。过去的10年，是文艺
繁荣的 10年，更是我们影视界难忘的 10
年。那些美好的创作岁月，一幕幕浮现在我
的眼前。

2012年10月8日，电视剧《我家的春
秋冬夏》在上海开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
始，我跟导演夏晓昀、韩洋，摄影阿迪江，
演员杨立新、闫学晶、洛葳等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

那是一部关于养老题材的原创电视剧，
爸爸在步入老年以后爱上了保姆，遭到子女
的反对。历经坎坷，有情人终成眷属。

杨立新老师演爸爸，闫学晶演保姆。这
个题材是现实题材，特别是社会老龄化以
后，对老年人生活与感情的关注，是我们编
剧的责任和态度。

那个时候，我们在松江搭了一个室内的
棚，对门有间小餐厅，上面写着“小炒，米
面”。杨立新老师买了一桶菜油给人送去，
说：“用你的菜，我买的油！”小老板哎哎地
快乐地回应着，炒的小菜个个精彩。晚上收
工后，我们从小饭店里打包了饭和菜，然后

一起涌到剪辑老师的屋子里，看白天拍摄的
回放。杨立新老师说：“我一般拍戏不看回
放，现在看不是看自己，而是看对手，大家
可以一起总结，怎么拍得更好。”导演哦哦
地看着，脸几乎都要贴到电脑上了，他回
头，眼珠子要掉出来：“杨老师、闫老师，
你们演得太好了！”杨老师坐在最后一排，
用他一以贯之不动声色的微笑看着大家。闫
学晶大叫一句：“不！我明天还要拍一条！
要拍得更好！”

第二天，闫学晶重拍她的戏，有一句台词
是：“你们的心是冰也该融化了！”结果实拍的
时候，她的东北话带了出来，将“冰”字的重心
念成了去声，现场忍不住笑场，从此以后，我
们看见闫学晶老师就打趣：“是冰！”

2022年 8月，上海电视台将 《我家的
春秋冬夏》做成了沪语版播放，大家截屏互
相发送，十分感叹。电话那头，是闫学晶老
师爽爽朗朗的笑声：“冰啊！”

这 10年，也是电视剧高速发展的 10
年，荧屏丰富多彩，影视人只争朝夕奋力追
求，大家将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追
求，化作力量在创作中、拍摄里。

2012年12月31日晚上，我们去外滩拍

新年倒计时。那年冬天格外冷，我们从安静的
停车场往外走着，当我们走出停车场的斜坡，
耳边响起人们的欢呼声，扑面而来的是外滩浓
烈得像闪电般的灯光，黄浦江两岸的建筑被恢
宏地涂抹着道道斑斓，黄浦江水波光粼粼，灯
光在建筑上打出“新年快乐”，人山人海的欢
呼此起彼伏……我们大声地呼叫着五四三二
一，在2013年字样出现的时候，大伙儿热烈
地拥抱在一起！

2022年 10月 7日晚，我跟导演夏晓昀、
韩洋，演员洛葳围坐在一起，我们拍了合影，
给杨立新老师和阿迪江发着语音，大家激动不
已：“10年！真快啊！”“都十年了！”

此时此刻，耳边响起《我家的春秋冬夏》
主题歌：“风，就这样吹过”……

风吹过的地方，有涟漪与波浪，就像十年
路途，一步一步都有印记，深深浅浅都是历程。

我们一起拍摄了电视剧 《生活启示录》
《大好时光》《国民大生活》。2014年，我们将
电视剧《我家的春秋冬夏》带到美国纽约，在
那里举办的“海派电视剧展映”上深受欢迎；
2017年，《生活启示录》翻译成蒙古语后在蒙
古国家电视台播出，连续 20天创下收视冠
军，我跟导演夏晓昀，主演胡歌、闫妮一起在

乌兰巴托的发布会，成为蒙古国当年文化的十
大新闻之一。2018年《国民大生活》在韩国
的亚洲电视剧研讨会上展示，还被翻译成蒙古
语在蒙古国播放。

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中国电视剧
蓬勃发展，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十分感
叹也分外感恩。如果不是这个时代，我们不会
有这样的机会相遇，也不可能将创作的作品送
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用影像表达对世间的爱
与坚持。10年，我们收获了友谊，大家彼此珍
惜，也常常为朋友们的进步骄傲。他们有的成
为国内优秀的影视剧导演，有的成为爸爸妈妈，
有的艺术之树长青依旧活跃在荧屏上，有的安
享晚年在家里带孙辈……可是无论何时，只要
大家通了电话，都会响起当年的声音与欢呼，都
会成为生活里的鼓励和勇气。

2014 年 1 月 11 日，在拍着 《生活启示
录》 时，摄影师阿迪江与演员洛葳结婚了。
前面全体剧组的人都参加了婚礼，我有幸成
为他们的证婚人。在我们整个剧组的见证
下，阿迪江对洛葳说：“我会用生命来爱
你。”

2020年 3月，我跟摄影师阿迪江、作曲
家苏隽杰一起，为抗疫创作了歌曲 《答应
我》，因为拍摄有限，大家只能通过视频将自
己的心声传递，后来的片子里，我看见了一家
一家的合影，都是来自我们之前的剧组的朋友
们。其实，我们都在用生命热爱着你我，热爱
着艺术，热爱着世间。

10年在每一个人生长河里都是难以忘记
的岁月，回首非凡的10年，我很庆幸，遇上
了朴素善良的人们，遇上了给我们激情灵感的
你们，遇上了这个美好的时代。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

我的美好时代的春秋冬夏
王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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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会瞩目，
旗帜高擎，
思想引领。
看十年变革，
成就辉煌；
三件大事，
彪炳史册。
六必坚持，
五项原则，
继往开来担使命。
现代化，
具中国特色，
造福天下。

立志千秋伟业，
敢于斗争谱写华章。
誓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
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两个确立”，
重要法宝，
人民至上江山固。
复兴路，
永远跟党走，
实干梦圆。
（作者系全国政协机关服务局局长）

沁园春

领悟党的二十大主题
杨兵

这是一排雄伟苍劲、坚毅挺拔的青松，远远望去，犹如紧密排列的战斗方阵，又如坚不可摧的绿色长
城，在一轮红日的照耀下，格外郁郁葱葱、生机勃勃而又傲然屹立。

坚定青松意，丹青寸草心。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祝福伟大的中国人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

青松伟岸映朝晖
董希源

收看收听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
后，感到热血沸腾，深受鼓舞。

作为供职于博物院的文物工作
者，我特别关注报告的第八个部分“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事业
又提出新的要求，强调“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
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
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
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
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
量。”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的 10 年 间 ，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把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提升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文化事业呈现日益繁
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不断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获得
感得到极大提高。文物博物馆事业积
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凝结

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
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
话，让文物说话”的号召，提出“保护
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
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
方针。在让文物活起来方面，利用多媒
体技术，通过展览、教育活动、综艺、
纪录片、游戏动画、导览讲解、图书和
文创产品等各种方式做了大量开拓性工
作。10年间，我所主持和主抓的文物
展览就有10多个，取得良好的社会效
益，受到观众一致好评。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将以二十大
精神为指导，牢记党的中心任务，积极响
应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多策划像目前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和合共生——
故宫·国博藏文物联展”这样广受欢迎的
展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
含的核心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而加倍努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
研究馆员）

让文物展示文化的“根”与“魂”
吕成龙

坐在电视机前，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作二十大报告，心情振
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报告中
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为
建水紫陶的非遗传承人，我感到
优秀文化的重要力量，相信非遗
传承保护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方
面，前景必然更加光明。

10 年前，从事紫陶制作行
业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但
随着党和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这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断
传承壮大。现在，受益于这项
技艺的相关从业者已经达到了4
万多人。众所周知，非遗离不开
保护和传承。首先是保护，每个
非遗项目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国的非遗事项有 10 个类别，
以传统技艺为例，要沉下心对项
目的历史文化背景、传统技艺做
深入挖掘和整理；二是传承，传
承人最大的责任就是把技艺传
下去，特别是对青年的传承；
三是市场，很多非遗技艺在历
史上就是当地的生活用品，具

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观赏性。非遗
传承在保持传统技艺的基础上，
不能埋在土里或供于高堂，还应
该融入生活与市场需求。

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
作为来自青联界别的政协委员，在
做好文化传承工作的同时，切实团
结引领广大界别群众，争做伟大事
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
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作 为 从 事 建 水 紫 陶 的 手 艺
人，我将做好非遗文化的传承
人，继续保护传承好手中的技
艺，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就业创
业，在保护传统技艺的基础上，
与时俱进地探寻新方法、新路
径 。 呵 护 “ 匠 心 ”、 传 递 “ 匠
行”，不辜负先辈留给我们的文化
馈赠。同时，还把自己的人生目
标与祖国、时代紧密联系起来，
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水紫陶烧制技
艺项目云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做好非遗文化的传承人
田静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
全程认真学习，深感触动，备
受鼓舞。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伟大
的历史时刻，这个时刻将会
在中国今后的历史发展中久
久回荡，并深深铭刻于中国
人民的头脑与心灵中。在这
一历史时刻，“身无半亩、
心忧天下”的责任心，“团
结起来、振兴中华”的使命
感，以及“大河上下、顿失
滔滔”的豪情壮志，一齐涌
上心头。处非凡之境，须有
非凡之为；成非凡之事，须
待非凡之人。正如习近平总
书 记 在 报 告 中 所 指 出 的 那
样：“时代呼唤着我们，人
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
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
代、不负人民。”为了新时
代 这 一 非 凡 之 境 而 努 力 作
为，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一非凡之事而紧
密依靠中国人民，不仅是我
们奋斗的起点，也是我们前

进的方向。
作为一名民族政治学专业和

民族理论政策研究领域的科研工
作者，在时代的召唤和人民的期
许下，我将会更加专注科研、精
研学术，把自身的日常工作与国
家的前途命运深度衔接起来，努
力通过课堂教育和学术研究，为
党和国家协助解决好团结的问
题、解决好人心的问题，并通过
自身所学、所思、所为，不断为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实践贡
献知识与汗水。

为历史奋斗者，个体力量虽
绵薄亦有力；为人民奉献者，个
体回报虽贫匮亦富足；为中华复
兴者，个人生命虽有限亦无穷。
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学术工作者
责任亦重、使命亦大，唯有以更
加饱满的精神、更加昂扬的斗
志、更加坚定的信念，才能立足
本位，深入实践，努力钻研，作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
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

感受学术工作者的使命
青觉

华夏华夏华夏 艺文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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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十月，
云海共色，
天地同歌。
望长城披金，
岱宗着墨；
鲟戏江舟，
鲤跃河伯。
稻香两岸，
菽黄一坡，
农人稼穑无蹉跎。
净疠霾，
正山青水澈，
嘉穗盈车。

百年风雨沧桑，
尤春秋十度霜雪多。
惊千载梦魇，
饥断康成；
万代沉疴，
气朗风和。
嫦娥栖月，
蛟龙穴海，
更有铁马护城郭。
看瀛寰，
待重振丝路，
复兴中国。

（作者系农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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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二十大
杨志华

鉴赏鉴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