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陈列着一只棕

色 陶 罐 ，里 面 装 的 是 已 经 发 黑 结 晶 的 食

盐。井冈山斗争时期，物资匮乏，尤其是食

盐和药品。面对困难，红军坚持“只要红军

有盐吃，就得让老百姓的菜碗也是咸的”，

总是把缴获的食盐分给群众。村民李尚发

分到食盐后却舍不得吃，将这罐盐藏在自

家屋子后面的树洞里，以备红军不时之需，

这一藏就是 31 年。直到 1959 年，李尚发才

将盐挖出，捐赠给博物馆。一罐食盐，见证

了党和人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甘苦

与共，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

的初心使命。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

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

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

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

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心易得，始

终难守。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

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

历史如灯塔，指引人们前行。他叫恽

代英，在生活极为艰难、随时都有可能被捕

牺牲的情况下，他这样跟妻子说：“我们不

怕 穷 、不 怕 苦 。 我 们 要 安 贫 乐 道 。 这 个

‘道’就是革命的理想。”他叫韦拔群，在极

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依然坚持游击斗争，因

为他认定：“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坚决

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他叫罗炳

辉，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亲临前线指挥

所参加大反攻，因为他认为：“人生最快慰

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

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

争”。一百年来，多少革命先烈以铮铮铁骨

守初心、以血肉之躯担使命，为争取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前赴后继、抛洒热血；多少先

锋模范以赤子情怀守初心、以忘我精神担

使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呕心沥

血、无私奉献。正是由于始终坚守初心和使

命，我们党才能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

支持，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在濒临

绝境中突出重围，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

初心就是力量，使命就是方向。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

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

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

坚毅前行。”张思德为什么能做到“哪里最

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因为他心中怀

揣“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应该为人民服

务”的不变信念。孔繁森为什么能“一腔热

血洒高原”？因为他深深知道“一个共产党

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黄文秀为什

么会在毕业后毅然返回家乡投入脱贫攻坚

一线？因为她坚定认为“一个人要活得有

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

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

社会作出贡献”。新征程上，只有以党的创

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从党的非凡历

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在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中锤炼初心、体悟使命，才能把初心和

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

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继承前人的

事业，进行今天的奋斗，开辟明天的道路。

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

永远不能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房间

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擦拭。”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

事。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

须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经

常进行思想政治体检，同党中央要求“对

标”，拿党章党规“扫描”，用人民群众新期

待“透视”，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照”，

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

担当使命，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从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到中共一大会址，从陕西延安枣园

革命旧址，到河北西柏坡纪念馆广场，许许

多多党员面对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重

忆入党经历、重问入党初心。行程万里，不

忘初心。始终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

必修课、常修课，时常叩问和守护初心，始

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

志，我们必能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

自觉地牢记初心、担当使命，继续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牢记初心使命 开创美好未来
—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⑦

本报评论部

通过手机简单操作，机器人便能制作

“拉花”咖啡；戴上特殊装置，就能控制无人

机移动方向；对人脸实时拍照，机器人就会

画出素描……在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

谷 ，各 类 机 器 人 展 示 着 科 技 创 新 的 无 限

可能。

在上海浦东，创新是关键词，也是高频

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的历程，走的是一条解放思想、深化改革

之路，是一条面向世界、扩大开放之路，是

一条打破常规、创新突破之路。”前不久，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

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的意见》，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

重大任务，提出“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

杆”“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

高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黄浦江畔再

次涌动锐意创新的澎湃大潮。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张江科学城

一位工作人员感慨：“吸引人才，首先自己

要站在人才的角度思考，创新的条件好不

好，创业的氛围浓不浓，居住、生活的条件

能否吸引人才。”细览《上海市张江科学城

发展“十四五”规划》，“到浦东国际机场平

均时间 20 分钟”“100Mbps以上的无线数据

通信网络覆盖率 100%”等细节，体现着城

市发展的温度，映照着服务人才的周到。

从挂牌设立全国首个海外人才局，到建成

国际人才港，再到率先开展海外人才来华

工作“一网通办”……浦东新区在机构设

置、制度创新、政策改革等方面打出组合

拳，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努力让人才进得

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创新，离不开海纳百川的开阔胸襟。

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

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参观浦

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主题展，一系列“第一”

令人印象深刻。这背后，是一次次大胆试、

大胆闯、自主改的突破。历史和现实充分

证明，因循守旧、自我重复实现不了创新，

关起门来搞不了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提升产业链水平，尤需高水平改革开放带

来的源头活水。正是“站在地球仪旁思考

浦东开发”的理念一以贯之，浦东新区才能

为全球开放合作与互利共赢注入源源不断

的信心与活力。

勇于创新需要气魄，善于创新需要思路。在浦东新区，创新是一种

发展方式，也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比如，针对以往重大市政工程项目

建设推进慢的问题，当地创新建设项目资源性指标统筹机制，将市、区

重大工程储备周期由原来 730 天以上缩短至 295 天以内。无论是“老大

难”问题，还是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唯有因地制宜、锐意创新，才能探

索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当创新融入城市血脉、成为鲜明气质，就能

激活高质量发展因子、不断释放发展新动力，推动城市提升综合能级、

赢得竞争优势。

走在创新前沿的上海浦东，是观察今日中国的一扇窗口。过去 30
多年，引领开放风气之先，浦东积攒了“敢跟全球顶级水平对话”的底

气；面向未来，这片土地矢志挺立时代潮头，激扬“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的志气。奋进新征程，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浦

东新区一定能书写新的辉煌篇章，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

神、中国道路。

（作者为本报评论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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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铅华洗尽。过去昆曲是小众艺术、雅致艺术，如今随着

我国综合国力增强、人们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昆曲逐渐走向大众、

走近青年，国际友人也主动通过昆曲来了解中国文化。昆曲在文学和

艺术上达到的高度，足以证明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瑰

宝，也激励昆曲工作者珍惜韶光、奋发有为。

今天，昆曲工作者不断探索昆曲的发展之路，有与流行元素相结合

的，有挖掘新题材的，有融入现代科技的，而我们则着力推动昆曲文化

的复原和传承。2016 年，我们推出了“观其复”昆曲系列，主打老剧本

复原演出，力求打造符合现代人喜好的原汁原味的昆曲观剧体验。“观

其复”昆曲系列的第一部戏《怜香伴》在北京首演，引起不小的反响。我

们欣喜地发现，听得入神入迷的观众中不乏年轻人。老剧本吸引了新

观众，密码是什么？

多年演艺经历让我逐渐认识到，每一个艺术门类，都有属于自己的

气质，蕴含着时代气息，而这种气质气息就是这个艺术门类最珍贵的内

核。从古朴典雅的装扮到佳句迭出的唱词，昆曲以一种独特的情调、独

特的艺术表达，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观众。

传统并非不创新，古典也并非不时尚。昆曲传承，最重要的是守正

出新。以“观其复”实践看，一方面，剧本只作删减，不作改编，复原过去

“一桌二椅”的舞台布景，不追求华美舞台风格；另一方面，贴合时代审

美需要认真打磨剧本和演技，好的东西继续保持，不合适的地方改掉，

常演常新，越演越新。我们发现，只要找到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切入口，就不难打造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回

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新需求。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中强调：“戏曲

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殷殷勉励，鼓舞广大

师生和戏曲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不断做出新贡献。戏曲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个

重担子，不仅需要下功夫、花力气，更需要沉潜历练、避免浮躁。昆曲不

是文化快餐，它的薪火相传从来需要的都是坚守不渝、开拓创新。

昆曲票友说，对昆曲了解越深，越能体悟昆曲的魅力。对我们昆曲

表演者而言，越是沉浸昆曲文化之中，越是感觉其中别有洞天。随着观

众审美旨趣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伸，相信昆曲发展会越来越好。探

寻至真至善的艺术真谛，砥砺服务人民的从艺初心，学好、演好、传承好

昆曲，我们将躬耕不辍、砥砺前行。

（作者为昆曲演员）

推动昆曲艺术薪火相传
邵天帅

大盒套小盒的商品礼盒，里三层外三层

的快递包裹，产生白色垃圾的外卖餐盒……

近年来，随着电商快速发展、消费需求日益

多元，过度包装现象“反复发作”，而且花样

不断翻新。过度包装不仅给消费者带来困

扰，也成为事关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亟待解

决的现实问题。

对商品而言，包装起着包裹、装饰的作

用。历史上，包装材料一般取材于自然界。

随着生产力大幅提升，包装材料逐渐向纸、

塑料、玻璃等转变。同时，印刷、彩绘等工艺

的发展，助力包装更加精美。因此，包装的

功能也丰富起来。如今，包装的设计制作水

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商品价值，还影

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特别是在网购潮

流下，包装成为快递运输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 保 护 商 品 、避 免 损 耗 等 方 面 具 有 特 殊

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过度包装问题？其实，无

论是华而不实的礼盒包装，还是包裹过于严

实的快递物品，背后都绕不开商家趋利避害

的心理。对于商家来说，面对生产、销售趋

向同质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与其花费大

量时间精力提升产品质量，不如在包装上下

功夫来得“性价比高”。一些消费者对此深

有感触：品质相近的商品，如果包装更加精

美华丽，价格往往会高出一截。为了谋求更

高利润，有的商家便倾向于重包装、轻产品

乃至过度包装。此外，在快递运输中，一旦

商品有损伤，商家往往需要承担相应损失。

为了保证商品完好，包装宁多勿少、层层叠

叠，则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从长期来看，过度包装的负面效应不容

忽视。一方面，过度包装需消耗大量纸张、

胶带、塑料泡沫等材料，带来资源浪费。另

一方面，多余且过剩的包装回收再利用率较

低，尤其是胶带、塑料泡沫等一次性包装材

料常被丢弃，而此类垃圾难处理、难降解，很

可能对水、土壤、空气造成长期污染。此外，

一些劣质包装含有的增塑剂、超标的重金属

以及有毒有机物等，容易通过皮肤接触损害

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其实，过度包装并非新鲜话题，早已引

起社会关注，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行动。去

年 3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印

发《关于开展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工作

的实施意见》；去年 10 月，《快递包装绿色

产品认证规则》发布，这意味着快递包装产

品有了绿色认证门槛。今年 3 月，《邮件快

件包装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了包装选

用要求，提出建立实施包装物管理制度、按

规定使用环保材料、包装减量化措施等，同

时鼓励寄递企业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回收

流程，对包装物进行回收再利用。种种举

措，有力遏制了过度包装现象，推动绿色环

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日常包装虽小，却是事关行业绿色发

展的大问题。解决过度包装问题难以毕其

功于一役。监管部门、商家、消费者还需携

手努力，不弃微末、久久为功，从源头减少过

度包装，才能让“轻包装”、简包装、包装循环

利用成为社会新风尚。

让“轻包装”成为社会新风尚
罗珊珊

■现场评论R■人民观点R

■大家谈R

我们党作为百年大
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
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
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
牢记初心和使命

初心就是力量，使
命就是方向。事业发展
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
初心永远不能改变

■中国道路中国梦R

■人民时评R

利用好科普视听影像作品
潘希鸣

随着技术不断革新，微电影、微动画、短

视频等视听影像走进日常生活，为人们学

习、工作提供重要帮助。在聚焦实体科普场

馆、流动科普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在科普

视听影像呈现上下功夫，这是技术发展的趋

势，也是当下科普工作的潮流。

丰富多元的视听影像能够满足多维

度的受众需求。从安全用药到保健养生，

从生活技巧到应急避险，配以专家讲解的

科普视频让人不再困惑；剪纸动画、水墨

动画、陶艺动画，富有新意的艺术呈现让

科学故事“活”了起来；突显时效性的应急

科普短视频以及颇具幽默风格的网络短

剧，获得人们频频点赞……在新媒体技术

的助力下，以往比较“高冷”的科学知识日

渐“飞入寻常百姓家”。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 年）》提 出“ 大 力 发 展 新 媒 体 科 学 传

播”。利用好科普视听影像作品，打通科普

“最后一公里”，有助于推动形成讲科学、爱

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让科学的

种子在人们心中发芽生长。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馆助理研究员）

智能技术助力科普创新
赵姝颖

近年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科普工

作带来了很多机遇和挑战。勇于面对技术

进步带来的变化，主动把新技术新方法应用

到科普实践，使之既成为推动科普创新的手

段，又成为科学普及的内容，将有力推动科

普创新发展。

做好科普工作，一方面要激发科学兴

趣，另一方面要克服科普工作方法单一、吸

引力不足、产品同质化等突出问题。要运用

“科艺融合”的科普理念，把科学、技术、艺术

有机融合到科普展品或科普活动中，使人们

充分感受到科技的艺术之美和艺术的科技

之美。与此同时，要发挥智能技术优势，创

新科普的内容和方法，将自主研发的机器

人、智慧交通系统等应用到科普夏令营等活

动中，通过智能化、互动式、开放性的科普教

育系统，把学习、测评、比赛、展示等功能有

机融合在一起。

实践证明，推动智能技术在科普工作中

的深度应用，将极大提高科普工作的趣味

性、互动性、实效性和参与度。

（作者为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深挖科普场馆教育功能
叶晓青

在现代科普场馆中，科普特效电影将立

体影视技术、公众体验与科学内容相融合，

成为最受欢迎的科普教育形式之一。

如何让新型影视艺术更好助力科学普

及工作？关键在于深挖其教育功能。上海

科技馆相继创作出四维电影“远古巨兽三部

曲”等作品，让影视技术与科普结合，发挥科

普特效电影的教育功能，既提高了公众对科

学的兴趣，也实现了普及知识、提高审美、增

强自信等功能。

随着 5G 时代到来，科普呈现样态将打

开更多可能性。推动科普场馆在内容创作

上进一步提高品质，满足公众多样化、个性

化的需求，一定可以更好发挥科普教育功

能，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作者为上海科技馆副研究馆员）

增强科普时代感

针对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问

题，交通运输部不久前发布《关于加快推广

应用 95128 出租汽车约车服务电话号码的

通知》，部署推出 95128“一键叫车”服务，

便利老年人约车出行。《通知》要求，各省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建立健全 95128 电话运

行机制，确保老年人交通出行便利。

这正是：

网络约车虽便利，

小屏操作出难题。

“一键叫车”呼即到，

助老出行更容易。

曹希阳图 徐 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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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

创新发展的两翼。做好科学普

及，不仅要确保内容的科学性，

也要着力提升吸引力、时代感。

本 期 大 家 谈 ，我 们 选 登 3 篇 来

稿，和读者一起探讨如何更好推

进科普工作。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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