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昨天
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中国共
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研究本市贯彻
落实措施和“十四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规划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
持会议。

市委常委会安排会前学法，邀请中央
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张健围绕学习贯彻《中
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作专题辅导，
并研究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
一战线工作条例>的若干措施》，指出，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
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理解和把握

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切实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不断推动首都统战工作高质量发
展。始终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增
强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
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充分发挥
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压实各级党委统
战工作主体责任，健全大统战工作格局。
坚持守正创新推动首都统战工作，支持民
主党派统筹推进“五大建设”，加强对党外
知识分子思想引导，做好民族工作和宗教
工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党
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持续做好侨务工作。
加强对《条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会议研究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强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指出，要自觉在党
和国家事业大局下谋划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做践行中央关于文化建设战略部署的首善
之区、模范之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之都，努力在“十四五”时期实现社会
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历史文化名城“金名
片”更加闪亮、文艺高峰之作不断涌现、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取得重大成效、文
化产业发展引领区建设迈上新台阶、大国首
都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要深化党的创新

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首都强音，推进首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
展。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
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加强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抓好中轴线申遗保护，推动
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以国家文化公园引领

“三条文化带”建设。丰富高品质文化供给，
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化与科
技、金融的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文化繁荣。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人才队伍建
设。加强规划衔接，分解年度重点任务，项
目化推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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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北段流经京津冀，三地地缘相接，历史相
通，区域文化更是一脉相承。为响应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号召，北京国资公司与北演公司邀请天津
人民艺术剧院共同创制《运河 1935》，邀请河北省文
联副主席陈建忠担当编剧，并汇集京津冀三地资深
创作者——国家一级导演王延松、国家一级编剧王
培公、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高树康及梁松、国家一级
化妆设计师任小秋、灯光视觉艺术家王琦等，为《运
河 1935》保驾护航。可以说这是一部京津冀三地深
度合作的作品，为近年来一直积极倡导的京津冀三
地文化协同发展做出了一个成功的模板。

北演公司董事长张海君表示，这样的深度合作
并非偶然，“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后，北演就倡
导、发起了京津冀演艺联盟，并成为首任理事长单
位。因此在策划之初，我们就有了三地联动的想法，
天津人艺和河北的艺术家们也都积极响应，三地各
取所长共同来打造一部作品。”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副总经理钟海表示，京津冀
三地近年来在文化方面的互动不少，但更多的是展
演、汇演这种相对松散的方式，这一次则是将三家捆
绑在一起，三家联合共同做一出戏，更能体现出京津
冀文化协同发展的概念，而且这个题材也特别适合，
大运河作为一条文化水脉将三地连接在一起，三地
共同演绎这条河上的故事再合适不过。

钟海认为，此次合作不仅是强强联合，更是不同
优势的结合。天津人艺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剧院，
在国内话剧界享有盛誉，演出经验丰富，艺术创作力
量雄厚，做过很多商业剧目，这为该剧艺术质量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障；北京团队的运营能力更强大一些，
题材的选择把握方面也比较强；河北则在艺术创作
方面发力，陈建忠和梁松都来自河北。张海君也表
示，天津人艺的加盟解决了北演没有演员团队的痛
点，“他们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带来了高水平的艺术
呈现，为这部剧的艺术水准提供了保障。”作为河北
省文联副主席，陈建忠也从此次合作中收获不少，

“在这个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能够感觉到北京的文化
企业在舞台剧制作方面具有开阔的视野，对于文化
热点的敏感度值得我们学习；天津人艺作为全国重
点话剧院团显示出来的严谨、开放，和他们在表演中
体现出大码头的文化包容性，让三地合作的融合度
更高。”

《运河 1935》作为一部商业话剧，在各地的演出
都是商业售票，三地合作可以共担分险，使产出效益
最大化。今年 4月，该剧已在天津、石家庄演出，非
常受欢迎。下半年，还有望在河北运河沿岸多个城
市演出，并一直沿大运河南下进行巡演。钟海说：

“《运河 1935》是一次探索创新，也是一个成功的范
例，希望这种合作模式今后能够继续加强和拓展。”

大运河里“淘”出 故事
本报记者 牛春梅

红红色色
“运河的水呀千年流，南到扬州，北到通州，有船水也流，无船水也流，流走多少繁华梦啊，流去多少忧和愁。”5月8日、9日，在

若隐若现的铁片大鼓的吟唱中，经过加工修改提高的话剧《运河1935》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
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古老的大运河从南到北流经四省两市，全长 1794公里。一
千多年来，运河两岸从南到北上演过不知多少爱恨情仇悲欢离
合。由北京国资公司、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天津人民
艺术剧院出品的大运河题材话剧《运河 1935》，则从浩瀚的历史
中截取了1935年这一时间节点，讲述了运河岸边的一段往事，呈
现了在曾经中华民族危难、华北危急的特殊时刻，运河儿女共同
抗日的峥嵘岁月。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
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生死攸关时刻，中共驻共产
国际代表团草拟《八一宣言》，并于 10月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
国报》上正式发表，号召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成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热烈响应，推动了全国抗日救
亡运动的高涨。

《运河 1935》聚焦这样大历史环境下通州运河岸边一个“小
家”的两兄弟。哥哥周勤是追求光明的革命者，因为参加学潮被
通缉远走他乡，弟弟周瑞是运河岸边要努力支撑起一个家的商
行老板。在民族危难面前，两个人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哥哥返回
家乡想要唤醒人们心中爱国的火苗，而弟弟为了养家糊口，被汉
奸利用替日本人存放毒品。面对民族大义，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却殊途同归，用各自的方式捍卫了祖国。正如周瑞所说：“哥，你
是大运河上的太阳，我周瑞也可以是运河边的一盏渔火！”在这
对兄弟的故事中，看得到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也看得到兄弟情
深，更看得到良好的家风对中国人的浸润与影响。

除了两兄弟外，剧中其他角色也都生动、鲜活，为观众勾勒
了一幅运河儿女的群像。朝气蓬勃的望日莲，身上强韧的生命
力令人向往；老而弥坚的姚将军壮志不已令人敬佩；周老先生对
儿子的谆谆教诲，让人明白有坚守的前辈才有不屈的后辈。哪
怕是二娘、大庆这样戏份不多的配角，也都能看到他们的个性色
彩，让整部剧显得更为丰满。

《运河1935》取材于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蒲柳人家》《渔
火》等作品，从“运河之子”的视角去看这条河和两岸人民，以浓
郁的运河风情讲述运河故事。只是创作过程，要比想象中更难。

北演董事长张海君称：“北演一直想做一部运河题材的舞台
作品，但在策划过程中发现，这个题材非常不好入手，问了许多
剧作家都说很难写，最后我们只好回到刘绍棠的作品寻找创作
灵感。看到《蒲柳人家》和《渔火》后才慢慢寻找到望日莲这样一
些运河儿女的形象，才觉得有了一个创作抓手。”

最终，话剧《运河 1935》由著名编剧王培公和陈建忠执笔，他
们前后用了两年多时间，2019年首演前出了五稿剧本，经过一遍遍
修改、打磨，才从二十万字中“捞”出了29600字，形成定稿。此次上
演的新版，又修改了三稿。

今年已经七十多岁的王培公曾创作过轰动一时的话剧
《WM》，也有过精彩的影视作品如《楚汉传奇》《傻冒经理》《父子
老爷车》《孝子贤孙伺候着》。因为年纪大了，他近些年已经“封
笔”不写剧本了，此次是因为和导演王延松一向合作愉快才加盟
该剧。不过，他深知接过的是一个棘手任务——题材很重要，但
却没有一个准确的人物原型和完整的故事可以改造，要比一般
的改编作品难得多。

王培公说：“刘绍棠是乡土作家，他的作品中对环境、氛围、
人物的描写都非常好，笔下的人物都非常生动，只是作品中戏剧
冲突不集中，所以我们是从刘绍棠的笔下提取出我们需要的人
物，‘活’在我们设计的故事和戏剧冲突中。”同时，他们将基于真
实历史的史实背景编排进剧中，使得《运河1935》有了一种强大
的现实主义力量。陈建忠则希望借助两兄弟做出不同选择的故
事，以磅礴大时代中小人物命运的对撞，撞出强烈的戏剧冲突。

几年的创作历程磨练下来，王培公深感运河题材是一个值
得深度开掘的“宝库”，“这里有很多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的故
事，在我们的戏里很多故事都来不及展开，只能提一下，其实每
一段拿出来都能独立成戏。”在他看来，讲好大运河的故事是每
一个创作者的责任，否则大家会对运河越来越不了解。现在他
年龄大了，希望有人能够接过接力棒，继续深度开掘这条伟大的
大运河的故事。

除了文本，《运河1935》的舞台也有不少创新，通过舞台、音
乐、音响的氛围制造，把观众带入运河情境。舞台上以实景呈
现自由来去的渔船，再加上拱桥、芦苇荡等运河特色景观，以
灯光设计和特制水声音效营造运河潺潺流淌的氛围。剧中还
选用了具有当地特色的铁片大鼓，由名家王佩臣的高徒姚雪
芬献声演唱。景色宜人的运河，与风雨欲来的历史背景交融，
大运河与大运河边的生命相互映照，都为整个作品增添了一份
戏剧张力。

剧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设计，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加
入。1935年上半年，电影《风云儿女》火遍华夏大地，主题歌《义
勇军进行曲》更成为鼓舞青年一代的“流行歌曲”。《运河1935》的
故事正发生在同一年，于是王延松导演把这首歌曲拿过来用，并
且在剧中安排了三次出现。“因为那一年这首歌刚刚出来，还不是
现在的国歌，所以我希望观众在欣赏剧情时不要把它当成现在的
国歌来听，而是剧中对运河文化和运河精神的一个折射。”

王延松说，他特意请作曲家孙有亮将现在国歌的大调变成
了小调音乐，所以在剧中人们听到的是觉得有些似曾相识的旋
律。特别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剧中人物并不会唱这首歌，拿的
只是传单上印着的田汉的歌词，声情并茂地朗诵出来，而音乐只
是远处涌动的、有情感的、若隐若现的一种关照。但正是这种若
隐若现的关照，让《运河1935》与时代有了更密切的关系，更具有
历史的厚重感。

红色往事，运河小人物成大时代主角 运河“淘金”，三年八稿二十万字磨一剧 三地联手，资源共享互补短板各展所长

舞台上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呈现一群活生生的人，也正
是该剧导演王延松想要达到的目标，“我希望在折射运河文化
和运河精神的时候，更多地体现出民族命运的整体感叹！在
这里既有《义勇军进行曲》的振臂高呼，也有人性在大时代之
下的选择与挣扎。我希望主旋律叙事不是那种眼熟的套路。
我希望这部戏的叙事富有悬念性，这个悬念的雪球不断地向
前滚动，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真实地夯实这部戏所要表达的
价值观、家国情怀、人性挣扎等，而运河精神就长在戏剧人物
形象系统的有机铺排之中。”

2019年首演过后，出品方收集观众意见，梳理问题与不
足，并先后邀请十余位业界权威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为剧目
加工修改提高提出宝贵建议。

如今，新版《运河 1935》与观众见面，不仅获得现场观众
好评，到场观演的戏剧行业专业学者也给予肯定。中国艺术
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说：“经过精心打磨和不断修改
提高，这部剧的艺术水平有了显著上升。从演出效果来看，观
众是满意的，整体的艺术气韵和表现风格得到认可。这是一
台风格独特、值得称道的比较成功的原创力作。此剧选材好，
立意新，情节曲折，结构完整，反映了 1935 年特定历史情境
下，运河岸边百姓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
英勇斗争，展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抗敌意志的磨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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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冬菊）昨天
是第十三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北京市“5·12 防灾减灾日”暨“云
上学安全”活动在北京城市副中
心北京学校举办，此次活动以“防
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
基础——安全成长 红心向党”为
主题，采取“线下活动体验+线上
播出+教育”的模式，让学生们在
丰富多样的活动中提升灾害防范
意识和应急能力。国家应急管理
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尚勇，北京市
副市长卢映川出席活动。

“学校附近将突发一次严重
破坏性地震，地震波预计 15秒到
达学校……”北京学校 5 年级 3
班的全体师生在听到地震预警
信息后，第一时间采取避震措
施，运用“伏地、掩护、抓牢”的避
震三部曲进行有效防护，提前等
待破坏性地震波到来——在现
场地震消防应急疏散演练中，师
生反应迅速，冷静面对灾害情
况，有序应对撤离。

活动现场，除了疏散演练区，
还设有主题展示区、应急车辆展
示区、体验互动区、主题宣讲区共
五个板块，并着重强化互动体验
和展示参观。

在应急车辆展示区，整齐有
序地停放着应急宣传车、消防宣
传车、救护车、气象应急指挥车等
应急车辆。同学们能够直接参与
专家讲解互动，观摩火灾发生时
烟雾走向、学习逃生方式，了解救
护车、气象应急指挥车的设施装
置和设备功能。此外，演员还带
来了相声、歌曲、魔术、小品等表
演，将校园安全、防灾减灾知识融
合其中。

除了线下活动，广大学生和
市民还可以“云上学安全”。活动
同时在北京时间、“北京应急”官
方微博、官方抖音号、北京交通广
播（应急广播）、今日头条、爱奇艺
等平台播出，全市中小学生和市民可同步在线观看学习。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线下线上相融合的方式，进一
步推动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学习互动，从学生、学校入手，带动
家庭和全社会共同推动应急安全体系化建设，加强全社会防灾
减灾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中国地震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教委、市科委、市消防救援
总队、市地震局、市气象局、通州区领导出席活动。

城市副中心全市首设“环境公益维护岗”
困难群众上岗垃圾分类指导员

本报记者 张楠

为了弥补垃圾分类指导员等岗位人手
不足，同时为困难群众提供就业机会，城市
副中心在全市率先创建“环境公益维护
岗”，目前已有 600余人走上这一全新的工
作岗位，参与到垃圾分类引导及社区疫情
防控等工作中。记者从通州区城管委了解
到，除了“人防”，城市副中心还试点垃圾分
类桶站智慧监管等“技防”新手段，用智能
摄像头、云督导平台实时或回看居民投放
垃圾情况，抓拍不文明投放行为，未来将逐
步用“技看”代替“人看”。

600余困难群众
率先走上“环境公益维护岗”

52岁的田先生如今有了新岗位，此前曾
在一家公司任职的他，如今成了通州区西集
镇的一名垃圾分类指导员。“公司搬迁需要
到外地工作，可是家里的老人需要有人照
顾，我只好放弃以前的工作。正好通州招募

‘环境公益维护岗’，我就报名上岗了。这岗
位好，不仅离家近，还能增加收入。”

“咱们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本区域内垃
圾分类入户宣传、定时定点桶前值守、垃圾
设备容器维护……”和田先生一样，45名困
难群众一起走上了“环境公益维护岗”，经
过岗前指导培训后，正式加入到垃圾分类
指导员的队伍中。

想要提升居民的自主垃圾分类投放
率，“人防”和“技防”是目前的两大手段。
而“人防”主要靠垃圾分类指导员进行定时
定点桶前值守。垃圾分类指导员人手不足
怎么办？通州区城管委环卫科工作人员李

智告诉记者，通州区在全市首创“环境公益
维护岗”。这一全新岗位，既能弥补垃圾分
类指导员数量上的不足，也为困难群众提
供了就业机会。

记者了解到，“环境公益维护岗”主要
招募“4050”等低保困难群众，给予五险一
金及相关劳保保障。“环境公益维护岗”
计划在通州招募 2300 人，目前已完成招
募 600 余人，上岗后的困难群众将主要参
与到垃圾分类引导及社区疫情防控等工
作中。（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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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政 府 今 年
安排46项立法计划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研究“十四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等事项

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

城市副中心构建城市副中心构建““一环六横四纵一环六横四纵””轨道交通格局轨道交通格局
本报记者 孙宏阳

“十四五”期间，通州将围绕轨道建设、
道路建设、绿色交通、静态交通四方面构建
便捷畅达的综合交通体系。昨天上午，记
者从通州区交通部门获悉，到“十四五”末，
通州区将初步形成“一环六横四纵”的轨道
交通格局，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累计总里程
约1500公里，绿色出行比例达到80%。

五年内绿色出行比例将达80%

通州区将建设现代高效的轨道交通，强
化交通枢纽功能，推进高速铁路、城际铁路、
区域快线和城市轨道的“四网融合”。到“十
四五”末，初步形成“一环六横四纵”的轨道交
通格局——一环即M102线；六横包括 6号
线、22号线（平谷线）、八通线、市郊铁路副中
心线、京唐城际、7号线；四纵包括 17号线、
M101线、城际铁路联络线、市郊铁路通密线。

道路建设方面，完成京哈高速拓宽改
造，推进京秦高速西延等项目建设；加密内
部路网，建设潞苑二街等东西向干道，完善
怡乐西路等南北向干道，基本建成“十一横
九纵”的骨干路网体系。同时，完善老城区
次支路系统，优化重点功能区道路建设
等。到“十四五”末，通州城区道路路网密
度达到5.1公里/平方公里。

绿色交通方面，加快场站和公交专用
道建设，集中建设区公交站点500米半径覆
盖率达到95%以上。基本建成环球影城北、
东夏园、通马路 3个交通枢纽和东小营、文

旅区2个公交中心站；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累
计总里程约达到 1500 公里。到“十四五”
末，通州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80%。

此外，建设供需平衡的静态交通。适
度增加停车资源供给，建设通马路交通枢
纽停车场等7个公共停车场，在老城区适量

施划路内停车位，全面实现路内路外停车
规范管理，推进停车有偿错时共享。

（下转2版）

城市副中心加大人行道和自行城市副中心加大人行道和自行
车道建设力度车道建设力度，，到到““十四五十四五””末末，，绿色绿色
出行比例将达到出行比例将达到8080%%。。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接诉即办条例、住房租赁条例
等地方性法规草案力争年内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