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之畔，热浪滚滚，涛声阵阵，生机

勃发。

广东省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里，来自

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有的打卡、拍照、

会心一笑，有的驻足、凝神、思绪万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铸就的

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

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

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

化 改 革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作 出 战 略 部

署。展览馆通过一件件实物讲述着波澜壮

阔的改革开放史，让参观者学习历史、感悟

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是
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
财富

上午 10 点半，来自湖南的刘丹专程来

到向往已久的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看图

片、拍实物、体验新媒体产品，流连在 1300
多米的展线。

“拓荒牛”奋力向前、中国（广东）自由

贸易试验区动力充沛、广深港高铁飞驰、港

珠澳大桥飞架……改革开放的画卷在展览

中徐徐展开，壮阔雄浑。

现场，华为、格力、海尔等品牌的各类

产品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打电话、发电报

都是很‘奢侈’的事。现在，智能手机、智能

家电走进了千家万户。”63 岁的观众张锡兰

指着样式繁多的智能手机对身边的年轻

人说。

“再看看脚下的深圳小渔村，变成了国

际大都市”“还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绿水

青山、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安定”……参观

者感慨不已。

正值暑期，来自各地的中小学生纷纷

来此。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边走边

看，边记录边拍照，都有收获。张锡兰说：

“就应该让孩子都来看看中国改革发展的

历程，让他们想一想，如今的好日子是怎么

来的。”

好日子是怎么来的？是用勤劳、智慧、

勇气干出来的！贯穿其中的就是伟大改革

开放精神。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从小岗破冰到深圳试水，从浦东开发

到滨海建设，从海南弄潮到雄安启航……

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不断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绘就了一幅波澜壮

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

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展览中的赛龙舟场景紧张激烈，健儿

们劈波斩浪，奋勇向前。参观者在这里驻

足留影，表示“要像赛龙舟一样团结一心、

勇往直前！”

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体制的改革、

经济的增长，更是理念的变革、思想的解

放、精神的淬炼。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

“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

篱”，彰显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品

质；从“杀出一条血路”，到“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蕴含着开拓创新、锐意变革的

境界追求；从打开国门搞建设摆脱被开除

“球籍”的危险，到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展现了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博大胸怀……伟大改革开放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

励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更好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珠海横琴新区工作的鲁彦在出差间

隙专程来观展。“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做好改

革发展的事业，需要继承伟大改革开放精

神，解放思想、想尽办法、矢志不渝。”鲁彦

说，“我们这代人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精神激励着我们拼搏奋进，让人生在新时代

发光出彩，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

展览中，一片泥泞滩涂上崛起的新一

轮改革开放“桥头堡”——深圳前海，建设

场景热火朝天，展现出无限生机。

“前海与蛇口，仅一山之隔。”深圳博物馆

研究馆员付莹说，当年，开山填海的炮声犹如

滚滚春雷，震醒沉睡的深圳蛇口工业区，“春

天的故事”拉开序幕。随着特区建设如火如

荼，曾经荒山一片的蛇口，发展一日千里。

“如今的广东自贸区生机勃勃，累计形

成制度创新成果 696 项、进出口总额年均增

长 23.9%、粤港澳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向世

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付莹说。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的千古吟唱在社会主义中
国照进现实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如今，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

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

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当这些

振奋人心的数字投射到亿万国人的生活，

便是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

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

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

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实在在。

在 复 原 的 改 革 开 放 前 的 中 英 街 场 景

前，参观者停下脚步。一条中英街，一边是

宝安县，一边是香港，香港那边商店商品丰

富精美，内地这边却贫穷落后、物资匮乏。

“今昔对比，真是沧海桑田啊！”来自甘

肃的徐磊说，现在，线上线下商品琳琅满

目，尤其国货“发光”、“国潮”流行，移动支

付安全快捷，“做中国人特有底气！”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

每个中国人的期盼。

2004 年，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在深圳举办，文博会是我国最早

创立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品和

项目交易平台。去年，首届文化强国建设

高峰论坛和第十九届文博会同期举办，发

出创造新文化、建设新文明的时代强音。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

的精神气质。”付莹说，从数千年大历史观

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

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一次次

突破“山重水复”，屡屡迎来“柳暗花明”，文

明大树由之可久可大、根深叶茂，中华文明

从而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创造能力与创新意

识。“所以要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

刘丹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说起 10 多

年来生活中的变化，她谈道：“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已

经成为我们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事。‘民亦劳

止，汔可小康’的千古吟唱在社会主义中国

照进现实。”

两个孩子的母亲、80 后翁丽萱在 10 多

年前来到深圳，以前，办事难、办事慢、办

事烦等问题大家反映比较强烈；近年来，

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改革，“一网通办”“一

网统管”“一网协同”等改革统筹推进。“我

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用心、用情、用力，

把惠民生的事，一件件办实了、办细了、办

好了。”翁丽萱说。

翁丽萱的老家在汕尾，最初来到深圳，

她深切感受到城乡区域的发展不平衡，“近

年来，广大的中国乡村，从如期打赢脱贫攻

坚战，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民朋友们开

心得很呐。国家的发展迅速、民生温度，让

大家都有获得感，对未来也更充满期待。”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岸、鱼翔

浅底，鸟语花香、田园风光……展览现场，

新时代以来的城乡新貌引人瞩目。当下，

不只有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城

乡居民逐步喝上更干净的水、呼吸更清洁

的空气、吃上更安全的食品、享受更良好的

环境，也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

的生产生活环境。

永葆“闯”的精神、“创”
的劲头、“干”的作风

一幅 68 米的新媒体艺术长卷，在尽显

科技魅力的同时，讲述着动人故事——时

而以水彩画的形式展现 40 年珠江两岸城乡

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时而以沙画的形式

讲述一个粤北山区的孩子乘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进城打工、创业安家的打拼故事；时而

以视频特效展现智能制造、创新引领的广

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看后深受感动。让我联想到 10 多年

来，身边发生的一个个生动故事，还有大大

小小各行各业的创新与进步，奋进的中国

风华正茂。”90 后大学生田雨露说，“生逢其

时，何其有幸，我们要努力成长成才。”

大疆无人机、全球首款石墨烯电子纸、

世界首款量产 8K 电视、水陆两栖飞机鲲龙

AG600、“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

六年级的刘浩宇看得很认真，不愿意错过

每一个展品、每一处讲解，“我在这参观了

半个多小时，还没看够。最大的感受是自

豪，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科学家，让许多

核心技术不再被‘卡脖子’。”

“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中国实行

改 革 开 放 ，顺 应 中 国 人 民 要 发 展 、要 创

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世界各

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

代潮流，推动中国从“赶上时代”走向“引

领时代”。

“嫦娥”奔月、“天问”落火、“羲和”探

日、“天宫”览胜让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浪漫

遥想变为现实，“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全面

建成投运让我国核电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

跻身世界第一方阵，立体交通网络穿山越

海、四通八达，让天堑变为幸福通途……创

新中国活力无限，科技成就灿若繁星，创新

成果熠熠生辉。

“改革开放展览馆开馆以来取得了显

著的社会效益，有助于我们及时留存改革

开放成果。”深圳博物馆馆长黄琛说，“教

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

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

体效能。”

展览本身的高科技展陈方式也给观众

带来了许多惊喜。“城市漫游”的 200 度超广

视野，让参观者沉浸式走进改革开放前沿；

68 米新媒体艺术长卷让人们如身临其境，

全面体验发展的成果；厚度只有 12 毫米的

双面壁纸屏，分辨率高、色彩明快、场景感

强……“有趣味”“有意思”，各个年龄段的

参观者都对此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靠的是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靠的也是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征程上，

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仍然要

靠改革开放。

走 出 展 馆 时 ，眼 前 万 物 葱 茏 ，车 水 马

龙，阳光正好。永葆“闯”的精神、“创”的

劲头、“干”的作风，更多“春天的故事”值

得期待……

图①：展览中“无人工厂”演示场景，机

器人在生产线作业。 朱洪波摄

图②：参观者在观看展品。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图③：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外景。

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供图

图④：深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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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票 2分钟售罄，越剧《新龙门客栈》自首演

以来吸引全国各地观众慕名而来，几乎场场爆

满，一票难求的场景一次次上演。该剧在社交

媒体的二次传播，更是成功吸引了众多年轻人。

传统戏曲可以结合时代特点来创新。经过

创新，传统戏曲的“魂”不变，但魅力会更强。越

剧《新龙门客栈》改编自 1992 年上映的同名电

影。在保留电影版剧情的基础上，越剧加入了

当代人对于武侠故事中责任与胆识的思考，让

传统戏曲和当下观众共鸣。富有传统文化内涵

的故事、蕴含文学意境的唱词，加上旋律悠扬的

音乐、制作精良的舞美，越剧《新龙门客栈》给观

众提供了融合传统和现代的戏曲体验。

不断守正创新，吸收各种其他表演艺术的

手法手段，借助新潮的传播方式，推进传统戏曲

与时俱进，戏曲传承发展留下的经验，放在当下

文艺创作环境中，仍具有借鉴意义。打破了传

统“台上演、台下看”的观演模式，剧场被打造成

一所“客栈”。观众就座于“客栈”内部，成为整

场演出的一部分。演员穿过观众席来到台上表

演，进场口、出场口都成为表演的空间。作为一

场有 130 多个座位的演出，越剧《新龙门客栈》

吸收小剧场演出的诸多形式，增加了演员和观

众的互动环节，带给观众更强的沉浸感。在传

播推广中，该剧通过社交媒体和在线直播等方

式，引发社交媒体分享和讨论，成功“破圈”。

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当下，很多

传统戏曲面临着后继乏人的情况。面对社会和

市场的发展、观众接受方式的变化，传统戏曲受

到了很大的冲击。如何培养年轻戏曲工作者？

如何吸引年轻观众？这些问题亟待解决。越剧

《新龙门客栈》成功背后，离不开老一辈越剧演

员对年轻演员的言传身授。可以说，《新龙门客栈》的成功，也是戏

曲人才培养的成功。这也启示我们，要以作品立人，通过以老带

新，让年轻演员积累更多的经验，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轻的戏曲演员在面对名利时，保持着难

得的定力和专注，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尽管有许多活动的邀

约，她们从不耽误戏曲演员的本职工作。“我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我希望大家更多关注越剧。”年轻演员的谦虚，让

越剧这门戏曲艺术，一次次赢得大众的关注。

越剧《新龙门客栈》、舞剧《只此青绿》等作品的走红，打开了优秀

传统文化的流量转化渠道。传统戏剧在立足自身根本的同时，应当

汲取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创新，探索更广阔的外延，使原有的戏曲形式

更生动、更丰富，更能表现新内容。希望有更多文艺工作者潜心研究

文艺创作规律，深入解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时代同频、直击

观众心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国人独特的价值理念和审

美趣味，经过时代之光的照射，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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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河北香河段，河畅水清，波光粼粼，两岸绿树成荫，

风光旖旎。在位于运河沿岸的香河中心码头，游客人头攒动，一场

表演即将上演。

人群中，49 岁的陈秋来密切注意着现场的秩序和演员状态，

他向鼓手发出号令，一阵激情四射的鼓点瞬间响起，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安头屯中幡”火热上演。

现场，10 余米高、几十斤重的色彩艳丽的中幡，在多名男青年

的头顶、肩上、肘部、下巴、后背等处上下飞舞、交替腾挪，但始终幡

不离身、竿不落地。表演中，幡面彩绸迎风招展，幡顶铜铃叮当作

响，中间穿插挎鼓表演，场面十分壮观，观众掌声与喝彩不断。

一边指挥演员们变换队形和表演动作，一边用手机拍照摄像，

留存资料以便研究改进，陈秋来是河北省香河县安头屯镇人，是该

镇历史悠久的民间表演艺术团体——中幡会的带头人，从事中幡

表演、技艺传承已有 30 余年。

之所以在运河边表演，是因为安头屯中幡与大运河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跟随陈秋来，步入香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件件实物、图片，讲述、追寻着中幡技艺的发展历程。

“它始于大运河，兴于大运河。”陈秋来说，安头屯中幡起源于隋唐，

至今已有 1300多年的历史，“中幡就是从运河传过来的。最早有张、刘

两家船工在河中驶船，途中突遇大风，桅杆被刮倒。船工上前将桅杆扛

起。待船修好后，旧的桅杆就顺手舞动，后一直演化发展至今。”

一提起大运河和中幡，陈秋来笑声朗朗，整个人也眉飞色舞起

来。“过去，安头屯镇中幡表演氛围十分浓厚。只要鼓声一响，全村

人都会聚集到一块。我 16 岁拜师学艺，那会儿场地有限，缺少平

地，大伙就下到没有水的坑底里练习；缺少幡面，大伙就用不绑幡

面的竹竿练习。由于平衡性很难掌握，稍不留神，头、胳膊、脚就可

能受伤，即便这样也要争着练习。”

出于对中幡的热爱，安头屯耍幡人推动技艺在不断传承中发展、

创新。目前，已形成成熟的表演动作 100多个。“老虎大撅尾”“后提大

晃肋”“脚踢断梁”等安头屯中幡表演中的精妙招式，令人拍掌叫绝。

在陈秋来眼中，中幡不仅仅是一项技艺，它更是当地人一种重

要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图腾。“习练中幡是非常艰辛的。几十斤重的

东西在下巴上、头上撞击，不下苦功夫是练不好的。但是幡一旦舞

起来，精气神马上就来了。”陈秋来说，“中幡蕴含着一种协调之美、

稳定之美，也寄予着安头屯人不畏艰难、永不服输的精神。”

作为安头屯中幡会的带头人，如何把这项技艺传承好，是陈秋

来经常沉思的问题。这些年，他花很多心思组建、运营表演队伍，

争取全国各地演出机会，让更多人了解、品味这项非遗。

在演出间隙，他把脚步更多踏向了校园的绿茵场。“前些年，我

发现中幡队员年龄多在 40 岁以上，有的已经 70 多岁，有些青黄不

接，便有了‘非遗进校园’的想法。”在地方学校的支持下，自 2014
年起，中幡会在香河县安头屯中心小学、香河县第十中学开设起中

幡课堂，陈秋来和弟子们手把手教授孩子们学习中幡。

安头屯中幡分为筒、面、楼三部分，由彩旗、飘带、铃铛、楼圈等

共 13 件东西组成，通常重达 10 至 20 公斤。陈秋来带领团队，为孩

子们专门制作了轻便型中幡，便于上手。在陈秋来和弟子们的悉心

指导下，孩子们耍得有模有样。

大运河香河段全长 21.7公里，上连北京通州区，下接天津武清区，

作为出京第一站的香河被誉为“京畿首驿”。2022年 6月，京杭大运河

京冀段全线通航，这让陈秋来燃起了新的信心和希望。“我们一定要把

安头屯中幡这项民间艺术传承好，更好地留住运河乡愁，不断向来往

游客讲好大运河生生不息的发展故事。”陈秋来说。

河北香河县安头屯镇中幡会带头人陈秋来

传非遗技艺 讲运河故事
本报记者 史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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