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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5日电 6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2 期
《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

文章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了解我们党和国
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
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

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要围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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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
强思想舆论引导，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
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文章指出，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

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
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
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
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要努力从党走
过的风云激荡的历史中、从党开创和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
中、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长期实践中，
深化对党的信赖，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念。在坚持党的领

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
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文章指出，要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人们深入理解
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须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大党
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学习了解党史、新中国史，守住
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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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
扫
码
阅
读
全
文

“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
英台，才貌双全……”1954 年 5 月 20 日晚，
瑞士日内瓦湖滨旅馆大厅史无前例地播放了
一部来自中国的戏曲电影，观众是来自不同
国家的记者。当放映到精彩片段时，不少人
感动得泪水盈眶。放映结束，全场爆发出热
烈的掌声，一位美国记者说：“影片太美了！”

这部引起轰动效应的电影，就是中国代
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播放的越剧片 《梁山
伯与祝英台》，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它也
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1953 年 10 月 29
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发一则文化简讯 《五

彩越剧影片 〈梁山伯与祝英台〉 摄制完成》，
介绍了该片的拍摄信息。

“电影是 1953 年 7 月开始拍的，正值盛
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原址仅存的一个摄影
棚里，《梁祝》导演桑弧之子、电影学者李亦中
向记者谈起老一辈上影人当年拍片的情况，

“那时我们国家的电影工业还相当落后，生产
一部彩色电影非常不容易，没有国产彩色胶
片，到国外市场用高额外汇购买也很难。所以，
拍《梁祝》用的是东德过期的彩色胶片。”

胶片总算有了，但由于摄影棚电源与照明
不稳定，彩色底片不能正确感光，拍出来的第

一批样片效果并不理想。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上海市调配了防空用的探照灯发电设备协助
拍摄……就这样，克服种种困难，影片终于拍
摄成功。

“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封堵中国、看衰中
国，认为文化艺术在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得
不到发展。《梁祝》的出现，让这种反华舆论
不攻自破，也有助于国外人士了解和接受中
国文化。”李亦中说。

无论是从中国电影的发展还是从公共外
交、跨文化传播等层面来看，《梁祝》都堪称一
部划时代的电影作品。此后，上影厂又陆续拍

摄出新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故事片、第一部
音乐传记片、第一部彩色立体故事片……不
仅创造了中国影史上的多项“第一”，更在银
幕上留下许多经典的艺术形象。《南征北战》

《渡江侦察记》《红色娘子军》《李双双》《庐
山恋》《开天辟地》《高考 1977》《建党伟
业》《西藏天空》《攀登者》《1921》……一部
部精品力作，记录了新中国发展的生动影
像，向世界呈现着不同时期的中国故事。

“上影厂成立70多年来，始终参与并见证
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腾飞。我们骄傲地看到，目前
中国电影已进入一个快速且高质量发展的新

阶段。”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健儿说。今天，在上影厂原址上，上海电影
博物馆和上影集团大楼拔地而起。走进博物馆，
可以看到3000多件见证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
历史物件，还可以感受最新的光影高科技。

“欢迎您搭乘‘光影电梯’”“此刻您正踏上
‘灯光红毯’”……上海电影博物馆讲解员金燕
向记者展示了一处处令人炫目的互动装置。据
她介绍，博物馆现在年均到访人数20万左右，
既有电影爱好者，也有前来怀旧的中老年人，
还有带孩子来体验电影艺术的年轻父母。

在与博物馆相隔两三公里的上海影城，
观影者络绎不绝。记者采访当天，恰逢多部
新电影上映。“这么多片子，阿拉看哪一部
呢？”一位姑娘盯着售票处滚动的信息屏，转
头问身边的同伴。在可容纳千人的“东方巨
幕”厅前，一对影迷情侣告诉记者，他们一
年要看100多场电影，业余生活充实又开心。

“上海影城建于 1991 年，那个年代，每
月上映的新片屈指可数，也没什么档期排片
的概念。现在，电影片源充足、市场繁荣，
成为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
容。”上海影城原总经理顾艳说。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实现跨越式
发展，在电影设备、特效制作、观影市场等
方面彰显出强劲实力，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城市院线观影人次
17.27亿，银幕总数达到 69787块，位居全球
首位。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
击，中国电影市场在全球业界率先复苏、持
续回暖，全年电影总票房达 204.17 亿元，首
次超过北美，成为全球第一票房市场。

从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梁山伯与祝
英台》，到第一批大规模运用数字技术的国产
电影 《紧急迫降》《冲天飞豹》《横空出世》，
再到 75%特效由中国团队完成的科幻大片

《流浪地球》……这条光影长河奔涌不息、色
彩斑斓，伴随着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
展，也映射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神州巨变。

从 1953 年上影厂拍摄出新中国首部彩色电影，到 2020 年跃居

全球第一票房市场，中国电影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光影长河映射新中国巨变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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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青海考察，
谈到百年党史时，感慨地说了三个

“不容易”。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了，我

们这个党能够发展壮大起来不容易，
夺取政权不容易，建设新中国不容
易。”是的，发展壮大起来、夺取政
权、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样是容易的
事，创业不易，守业更难。

但是，面对这一件件难事，中国共
产党却样样实现了、样样做得出彩。一
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同期诞生的政
党数以百计，最终历史选择、人民拥
护、赢得政权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有
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
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
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惊天动地的奇迹。

事情“不容易”，却总能出彩解
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读懂百年党史，心中自有答案。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从 1921 年 7 月
的中共一大开启的。彼时，13名代表
与会，代表全国 50 多名党员。28 年
后，它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而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
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
根本原因是：它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
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
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这是
它的初心和使命。除了人民的利益之
外，中国共产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
益。也正是由于如此，它才赢得人民
信任，得到人民支持，能够克服任何

困难，能够无往而不胜。
百年党史，写下了太多初心故

事。这初心，写在沙洲村的“半条被
子”上，看到被子，群众就明白了“共产
党是只有一床被子也要分一半给你的
好人”。这初心，写在“打土豪、分田地”
的标语上，写在实行“耕者有其田”，帮
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的日子里。这初
心，写在“人民共和国”的名字上，写在
组织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重整山
河的岁月里。这初心，写在“杀出一条
血路来”的改革里，写在“大踏步赶上
时代”的征程上。这初心，写在十八洞
村、悬崖村的点滴变化里，写在“生命
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
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里……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
史，才能走得远。历史证明，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

系党的生死存亡。事业发展永无止
境，中华民族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伟大
复兴的目标。然而，越是接近民族复
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
乃 至 惊 涛 骇 浪 。 面 对 新 的 “ 不 容
易”，中国共产党人仍需时刻保持警
醒，不断振奋精神，牢记初心使命。

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上海
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
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也正是在这
起航之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

“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
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坚。心有所守，矢志不渝，才能
行稳致远。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千秋伟业 百年风华 ①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纪念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回望百年党史，一组光芒
闪烁的关键词映入我们的脑
海：初心、道路、思想、精神、梦
想、自信、团结、规律、未来、青
年……从某种意义讲，读懂这
些关键词，就能更好地了解和
理解中国共产党取得辉煌成就
的秘诀。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
风华。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
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以史为
镜、以史明志、以史鉴今，方
能砥砺前行。本报今起推出系
列评论，与读者一起感悟中国
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

一颗初心，矢志不渝
■ 正 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