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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记者王鹏）以
音乐感悟党史，用歌声铭记初心。
　　教育部于今年 5 月下旬启动“音乐党
史”系列活动，全国百所高校共同参与，通过
区域巡演、重点联演、广泛展演、云端汇演 4
大板块并联推进，组织高校师生广泛开展文
艺展演活动，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深挖育人资源

　　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
都创作出大量优秀的红色音乐作品，其中蕴
含着丰富的时代记忆和精神密码。
　　“音乐党史”系列活动组织高校师生系统
全面梳理建党百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
音乐曲目，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想资源，整
合红色音乐中的育人元素，充分发挥文化艺
术的育人功能，作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有效载体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
教材。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共同改编并演绎交
响清唱剧《江姐》，缅怀革命先烈。上海音乐
学院复排并创新打造新时代版《长征组歌》，
以大型音乐党史课的形式传承伟大长征精
神。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排演歌剧《白毛
女》，内蒙古艺术学院师生排演红色经典歌曲

《黄河大合唱》，新疆艺术学院举办“颂歌百年
辉煌，传承红色力量”音乐会……
　　在跳动的音符中，广大师生回望百年峥
嵘岁月，了解音乐背后荡气回肠的党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在音乐的美育
教育中激发出赤诚浓厚的爱国情怀。

深入基层一线

　　据了解，“音乐党史”系列活动整合相关
地区和高校现有资源，发挥高校专业优势、展
现教育特色。活动有序组织高校师生进社
区、进乡村、进机关、进军营、进企业，进行广
泛展演，充分展现青年学子、教育战线的精神
风貌。
　　天津音乐学院师生走进天津蓟州区洇溜
镇敦庄子村和下营镇刘庄子村，与村民在乡
间地头深情唱响《不忘初心》《映山红》等红色
经典旋律，打通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哈
尔滨音乐学院师生则通过《我和我的祖国》

《游击队之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经
典曲目的演绎，在哈尔滨音乐公园为市民带
来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部分高校还注重将活动与节日相结合。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四川音乐学院以
“学史力行·护佑童心”为主题，在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为病患儿童带去一场特殊的音乐
会。端午节到来之际，南昌大学“音乐党史”
巡演活动分别走进南昌市西湖区铁路二村
社区和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送去精彩的
文艺演出。
　　此外，中央音乐学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32141 部队组织文艺展演，学校师生走进军
营，以经典民族声乐作品回顾百年党史。曲
阜师范大学依托高校文化资源和学科专业人
才优势，加强校地、校企联动，积极面向社会
推出文艺精品。从军营到企业，动人的旋律
在无数观众心中激扬起奋斗力量。

创新传播方式

　　以史串歌，以歌叙史，“音乐党史”系列
活动引导高校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在机场、
广场、革命纪念地等开展快闪活动，举办云
端音乐会、线上拉歌接力等，广泛开展艺术
实践，让高校师生在对红色音乐的编排演
绎中感受传承和发展的力量。
　　贵州大学拍摄制作《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快闪 MV ，以洪亮的歌声、
昂扬的风貌、蓬勃的朝气，向党和祖国表
达最深情的祝福。南昌大学与井冈山大
学学生在井冈山以合唱、朗诵等形式唱

响《灯火里的中国》，展现青年学子的时
代风貌。
　　此外，百所高校“音乐党史”教育展播
已同步在云端开启。厦门大学、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兰州大学、湖南大学、大连理工
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八十余所高校纷纷
在云端汇演，用歌声献礼建党百年。
　　据了解，“音乐党史”系列活动将持续
到今年 7 月，目前已在各地开展活动 300
余场，覆盖对象达数十万人。下一步，活动
将加强辐射推广，及时总结、提炼和转化活
动的特色亮点和经验成效，深入挖掘高校
师生的典型做法和实践案例，集中展示活
动优秀成果，持续营造强大声势。

　　新华社西安 6 月 17 日电
（记者郑昕）西安事变发生地临潼
华清宫五间厅外墙清晰可见的弹
孔、照金薛家寨革命遗址红军寨
里风化的石桌椅、陕西宝鸡长乐
塬抗战工业遗址纺织机上的锈
迹……历史遗迹无言，人们却能
从中体味到筚路蓝缕的艰辛，以
及全民族紧紧拧成一股绳的韧
劲。日前，中央统战部“百年路·同
心筑”媒体采访团走进陕西，在历
史事件的发生地，寻找统一战线
的初心。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枪口一致对外！”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铿锵有力的口号，引得在场
观众动容。这是在陕西西安临潼
华清宫景区上演的一场反映西安
事变史实的演出。它通过观众深
入场景的沉浸感，以及对历史人
物有血有肉的再现，将重大事件
生动地呈现在舞台之上。
　　这部实景演出已上演 4 年
多，上座率始终保持在 80% 以
上。大幕落下，上海游客马小朋一
边鼓掌、一边擦着眼角的泪花。他
说：“中国现在早已经不是被动挨
打的角色了。只要中华民族团结
在一起，就是谁都不可战胜的。”
　　时光回溯到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
将领顺应全国人民抗日的要求，
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号召，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
介石停止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
居间协调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
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从此，十
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
平初步实现，为国共两党的第二
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我
党如果抓住时机、创造条件地做好统战工作，统一战线
是能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的。”西安事变纪念馆业务研
究室主任石八民表示，事变发生后国内国际舆论复杂，
中国共产党能够抓住西安事变这一建成统一战线的契
机，并且通过统战工作实现这个目标，就是因为“团结
抗战、外御其侮”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呐喊。
　　“只要你的主张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
一定会得到响应与支持。”陕西省统一战线智库专家、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方大卫说。

审时度势，广交朋友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游人如织，这里有座
拔地而起的山峰，是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第二
团驻扎过的薛家寨。在山岩缝隙里，仍留存着薛家寨保
卫战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山下不远处就有由我党发起的市集。这里坚持
公买公卖，让群众优先交易，并对白区商贾开放。”铜川
市耀州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宋剑波谈起亭子沟市集时
说：“这种‘经济统战’不仅缓解了红军的后勤难题，也
让红军公道正派的形象通过商人传到了白区。”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红军战士还曾在薛家寨发
明出一种叫麻辫手榴弹的武器，如今还留存于照金镇
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
　　纪念馆副馆长宋建斌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
存续和发展，与根据地老一辈革命家的统战思想密切
相关。红军将领刘志丹通过“三色论”的统战手段，极大
保存壮大了我方力量。
　　“红色就是到农民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建立军队，
灰色是争取改造民间武装、土匪武装，白色即在国民党
军队里‘借水养鱼’。在这一实践中，越来越多武装力量
与红军站到了一条战线上。”他说。
　　“开展武装斗争就要争取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宋
建斌说，老一辈无产者秉持坚定的革命理想与灵活的
工作手法，让“三色论”成为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一脉
相承的部分。

团结起来，共克时艰

　　在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的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
其窑洞工厂最核心处有个“万枚纱锭进窑洞”的造型：
上百枚纱锭为一组，线头聚拢伸向窑洞顶端。
　　“哪怕是涓涓细流，汇聚在一起时就是奔涌的洪
流。”遗址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王敏说。
　　作为中国现今保留完整的近现代工业建筑群之
一，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见证了民族实业抗战救国的
历史，凸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下，全民族
奋勇抵抗的精神意志。
　　武汉会战前夜，抗战初期从沿海抢迁至内地的企
业开始继续向大后方内迁。撤退中，国际友人路易·艾
黎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动员在湖北的 64 家企业迁
出，其中 15 家落脚到了宝鸡。
　　“为了躲避日军轰炸的破坏，作为迁入企业代表的申
新纱厂于 1940 年开掘窑洞工厂，把 1.2 万锭细纱机安装
于洞内开始运转，源源不断向前线输送军需。”王敏说。
　　宝鸡还见证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第一个派出机
构——— 西北区办事处成立。抗战期间，这个由路易·艾
黎等人创办的机构，组织宝鸡上百家企业生产 112 万
余条毛毯，支援了抗战前线。从 1939 年起，西北区办
事处还累计把工合国际委员会的 250 万元捐款送到
延安的事务所。
　　“在窑洞工厂游览路线的终点，我们还能看到‘努
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标识。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
在和平年代，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都不能
丢。”中共金台区委书记宁怀彬说，国家危难之际，全民
族不分老幼贫富，结成统一战线携手御敌，彰显的是一
个共同体顽强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唱响百年辉煌 凝聚奋进力量
教育系统广泛开展“音乐党史”系列活动

  5 月 14 日，贵州医科大学师生代表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广场参加“四地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当天，贵州医科大学、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瑞金干部学院、延安市卫生健康委的党员干部、师生代表分别在属地参加了活动。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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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记者白瀛）建
党百年特别节目《全国
大学生党史知识竞答大
会》6 日起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播出以来，获
得社会积极评价。“大
会”引导广大青少年和
电视观众进一步思考

“中 国 共 产 党 为 什 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等重
大问题。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师刘景尧说，

《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
竞答大会》内容丰富，形
式新颖，融知识性、趣味
性于一体，是一堂鲜活
生动的思想政治课。
　　“这种别开生面的
学习方式，让我进一步
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信心。”华中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
物医学院本科生田清
艳说。
　 　 国 家 天 文 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
心职工郝巧莉认为，在
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大
会”展现了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攻坚克难、探索救
国之路的历程，这正是激励全体党员砥砺前
行的不竭精神动力。
　　上海市外办组织人事处职工程哲说，作
为一档以“青春之我”致敬“青春之党、青春之
中国”的节目，“大会”展现了百年大党的风华
正茂。广大青年要青春向党，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续写中国奇迹。
　　北京敦和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职工姚
晓杰说，“大会”深入展现了党的百年奋斗史，
第一期节目提到了很多地下党员，他们于无
声处听惊雷的牺牲精神触动人心，对理想信
念的坚持与坚守值得每一个年轻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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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记者周圆、樊
曦）“每当我把动车组停稳，走出驾驶室，看到
旅客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为自己从事这份职
业而感到自豪。”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
司济南机务段济南动车车间动车组司机薛军
虽已年过五旬，但谈起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时，
声音仍有些哽咽。
　　 6 月 17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
记者见面会，薛军和其他 4 位来自国铁集团
的基层党员代表，围绕“中国铁路的先锋力
量”分享体会和感触。
　　从业 37 年，取得 7 本火车驾照，驾驶过
前进、东风、韶山、和谐号、复兴号等 29 种车
型，薛军的职业生涯，见证了几十年来我国铁
路的发展变迁。
　　 2017 年 6 月 26 日，复兴号在京沪高铁
正式运营。薛军担当济南西至南京南区段首
发值乘任务。“以前驾驶蒸汽机车，拼的是体
力，如今驾驶复兴号，靠的是智慧。过去蒸汽
机车最高时速 60 公里，现在复兴号运营时
速达到 350 公里。中国速度令世人惊叹！”薛
军动情地说。
　　关注着复兴号运营的，还有中国铁道科
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机车车辆研究所牵引
制动研究室主任黄金。
　　 2013 年，黄金作为优秀青年科研骨干，
被选拔进入复兴号研发试验团队，参与复兴
号系列动车组技术条件的制定及方案设计。
团队成员夜以继日地反复试验，终于实现了
复兴号动车组牵引传动系统硬件和软件全部
自主设计、自主制造。
　　“作为一个铁路科技工作者，看到复兴号

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我倍感自豪。”
黄金说。
　　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动
车组，一代代铁路人敢为人先、勇攀高峰，
创造着中国速度。
　　“人民铁路为人民”，是铁路人的行动
指南。无数铁路人在各自岗位以行动践行
初心———
　　在世界铁路最高处———“天路之巅”唐
古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四季穿棉
袄”，顺口溜道出了这里工作环境的险恶。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工务
段望昆线路养护车间党支部书记于本蕃和工
友们，在“走路都费劲”的环境中，每天检查线
路，至少走 10 公里。10 多年来，日复一日，确
保青藏铁路的安全畅通。“努力成为雪域天路
上一枚不惧风雪的铺路石。”于本蕃说。
　　在祖国西南边陲，南昆铁路经过百色革
命老区，途经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地，是西
南地区老百姓出行的主要通道。然而沿途穿

山越河，自然灾害多发，养护难度极大。
　　汪伯华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
司百色工务段的一名工区工长，扎根南昆
铁路 23 年，将多个“后进”工区管理为“先
进”工区。“我愿意像一颗坚固的道钉，日夜
守护着南昆线的安全畅通。”汪伯华说。
　　在南京火车站，“158”雷锋服务站取
谐音“义务帮”，是专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
旅客提供义务服务的站点。从 1968 年的
军人母婴候车室，到现在全国铁路首家雷
锋服务站，走过了四代人。
　　黄吉莉是该服务站第四代学雷锋领头
人。17 年来，她的电话号码从未换过，仅仅
是担心重点旅客联系不上她。“车票就是请
柬，旅客就是亲人。用心、用情服务旅客，至
真至诚奉献社会。”黄吉莉说。
　　截至去年底，中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
14.6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达到 3.8 万公
里，铁路已经成为美好生活的缩影。新征程
上，铁路人将继续奏响铿锵铁韵。

听 5 位铁路党员代表讲“铁”的担当

总台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广播剧上线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记者白瀛）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策划制作的“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广播剧”《到延安去》

《大凉山》《大营救》《安妮的花海》16 日起上
线播出。
　　据介绍，《到延安去》讲述了一批爱国进

步青年来到延安，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最
终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
事。《大凉山》以四川凉山州的脱贫攻坚战
为背景，再现了各级扶贫干部带领乡亲们
艰苦创业、脱贫摘帽的奋斗故事。《大营
救》再现了 1941 年底日本侵略军进攻香

港之后，中国共产党秘密营救困留在香港
的数百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伟
大壮举。《安妮的花海》讲述了香港青年梁
安莉在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及惠港
政策的感召下，来到贵州山区扶贫、创业
的真实故事。

  5 位来
自国铁集团
的基层党员
代 表 围 绕

“中国铁路
的 先 锋 力
量”分享体
会和感触。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