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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喜喜迎新年欢欢喜喜迎新年

（上接第一版）
“‘三忆’活动让职工结合学习党史书籍、观

看红色影视剧、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结合国家取
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企业改革发展变化、家庭
生活状况变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精神（延安
精神、“梦桃精神”、西迁精神、兵工精神、巴山精
神、测绘精神等）的传承弘扬，结合职工个人经
历等为具体内容，通过讲述亲身经历、所见所
闻、所思所感，深刻感悟建党百年、建国七十余
年、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国家、社会、人民日
新月异的变化，增强职工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
的认同。”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近年来，全省各级工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充
分发挥广泛联系职工群众的优势，创新手段和
方法，在“五一”“七一”“十一”等重大节日期间，
充分利用班组会、读书分享会、荣休座谈会、学
习交流会、宣讲会等多种形式开展“三忆”活动。

省国防工会开展了军工劳模服务团进企
业讲党史、授技术、解难题、促发展活动，西安市
雁塔区总工会组织开展了“学党史、讲三忆、感
党恩”参观学习暨劳模（职工）宣讲活动，水电三
局工会在项目部一线举办学“四史”讲“三忆”感
党恩经典诵读会活动……

5年来，全省11个市（区）和8个省级产业工
会连续累计开展“三忆”活动 2万余场次，将“三
忆”活动拓展到“一带一路”沿线的陕西企业当
中，让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广泛参与，推动“三忆”走深走实

“不分昼夜地深钻细研，不知疲倦地探索创
新，火车站暗挖隧道双线终于贯通。”在省总工
会举办的“学党史 感党恩 我与祖国共成长”
专题教育活动上，中铁一局城轨公司副总工程
师梁西军真情分享自身的奋斗经历。

多年来，“三忆”活动以职工为本，采取“工
会主席带头讲、劳模先进示范讲、一线职工人人
讲”的方式，重点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
工、青年职工等群体，让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
职工参与其中。

“零门槛”的活动，大大激发了深藏民间的
“高手们”创作和表达的激情，用歌曲、诗词、故
事多种形式来表达自我感受，用真人真事真情
感染人、影响人、提升人，使不同年龄阶段、不同
经历的职工互相感染启发。

“三忆”活动也是一次精神的传承，让没有
经历过艰苦岁月的年轻职工们更加坚定信仰。
80后独生女史倩是水电三局的一名职工，她对
前辈柳红分享的“一个大皮箱”的故事印象深
刻。柳红是水电三局的职工，她曾讲道：“三局
是一个流动单位，一座电站建成了，就要举家搬
迁，所以三局人家家都有几只大木箱。搬家时，
所有的家当装箱，然后两家、三家装一车，搬到
下个工地。”

听完前辈的故事，史倩说：“柳红的坚守给
了我们勇气，我和同事能坚守工程一线，也得益
于‘三忆’活动中这些前辈故事的激励。”随着时
代发展，木箱退出了建设工地，但老一代建设者
仍有木箱情节，它不仅仅是一只箱子，更多的是
对时代的感恩，对青春奋斗的感激，对幸福生活
的寄托。

一条新裤子的故事，让讲述者瞬间成长，理
解父母劳作的艰辛；一只大木箱，装满了水电人
奋斗的青春记忆，成为他们不愿舍弃的家当；一
天 300元的工资，还能按时打入工资卡，展示了
新时代农民工兄弟的幸福与自信……

5年来，5万余位工会主席带头讲述、2000
余位劳模工匠示范讲述、10万余名一线职工参
加讲述，影响带动超过 300万职工参与其中，激
发了各个年龄段尤其是青年职工“听党话、跟党
走”的自豪感。

一个个催人奋进的故事、一场场真挚火热

的宣讲、一阵阵接连不断的掌声，陕西各级工会
多年来持续开展“三忆”活动，走进基层一线，百
万职工踊跃参与，真情讲述自己的故事，推动了
全省工会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走进职
工心里，让“三忆”活动成为加强职工思想政治
引领的“思政课堂”。

守正创新，思想引领提质增效

近年来，全省各地工会不断创新载体、丰
富形式，最大限度释放“三忆”活动的活力和
潜能，还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广大职
工讲“活”政治理论、讲好红色故事，将党的理
论内化于心。

2023年 6月，来自各行各业的 54支代表队
155名选手参加了省总工会举办的陕西省职工
红色经典诵读比赛，通过红色经典名著或其它
红色文学作品诵读抒发职工的爱党爱国之情。

2023年 7月 11日，西安市劳模精神展示馆
获批“全国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个以
劳模贡献、劳模精神及西安发展为主题的西北
地区首座劳模精神展示馆内，各级工会经常开
展“三忆”活动，组织职工学习劳模、先进工作
者勤奋劳动、攻坚克难、敬业奉献、勇于担当的
感人故事。

省总工会积极发掘工会系统红色资源，构
建省市县三级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基地体系，遴
选出赵梦桃纪念馆、西安劳模精神展示馆、红
光沟航天六院旧址等一批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基地，开展“弘扬革命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党
史学习教育实践分享活动，推动宣传教育活动
从室内走向室外。

航天科技六院依托于红光沟航天六院旧址
打造了航天精神文化区，通过一件件展品、一个
个历史现场让广大职工感受老一辈航天人的特
殊记忆，这里也成为职工了解航天事业、接受航
天精神洗礼的现场教学平台。

赵梦桃小组是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旗帜。在
咸阳市总工会开展的“学党史、讲三忆、感党恩”教
育学习会上，工会干部原原本本学习了全国最美
奋斗者赵梦桃的入党志愿书、申请书、自传，继承
和弘扬“梦桃精神”，争做新时代最美奋斗者。

陕西作家和谷以全国劳模赵梦桃及西北国
棉一厂梦桃小组近60年奋斗历程创作的长篇小
说《绽放》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欢迎，铜川市总工
会在2022年组织和谷携《绽放》与铜川产业工人
共话“梦桃精神”，积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
领作用，让“梦桃精神”成为引领职工立足岗位
做贡献、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省国防工会支持职工原创作品，鼓励他们
创作有浓厚军工特色和陕西地方文化属性的优
秀原创职工文艺作品。纪实文学《国家至上》
《中国动力》、建党一百周年献礼诗集《献给太空
的金牌》、长篇小说《大山深处的回响》等一批优
秀书目，通过对身边人身边事的记述，表达了对
党的忠诚和热爱，对优秀职工的崇敬和赞美。

此外，西安市总工会开展了“学党史、迎全
运、庆丰收”农民丰收节慰问暨学党史交流座谈
会；商南县总工会开展“学党史、讲三忆、感党
恩”主题活动；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送文化下基
层，组织红色歌舞剧《南泥湾》走进陕煤集团蒲
白矿区……一系列活动主题突出、亮点纷呈。

“全省各级工会要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细化
工作举措，打造工会品牌。”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李晓英说，陕西有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工运资源，要通过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职工文化活动注入新
的活力和内涵，更好地通过寓教于乐的方
式，教育引导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工会智
慧和力量。 本报记者 李旭东

↑2月2日，“祥龙献瑞 旅途非遗”活动在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站候车室启
动。活动邀请了六位非遗传承人展示传统非遗
技艺，与旅客进行互动。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2 月 2 日，西安铁路局安
康工务段开展送“福”到一线活
动，为奋战在春运一线的职工
送去祝福。 通讯员 张霖 摄

2 月2 日，在四川广元开往陕西宝鸡的6063 次
秦岭小慢车上，背着背篓、拉着板车卖菜的赶集山
民们与铁路职工合影留念。当天，6063次慢火车上
年味十足，车厢里挂满了灯笼、气球，车窗上贴满了
福字、窗花，一路上，载歌载舞、书写春联送祝福，欢

声笑语不断。
据介绍，由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客运段担当的广元开往宝鸡的6063/4次公益慢火
车，自1958年开行至今已运行65个年头，以停站多、
票价低廉闻名。 本报记者 薛生贵 摄

2月1日，在陕建物流集团举办的2024年新春团拜会上，职
工表演自编自演的节目。 通讯员 陈刚 摄

近日，中铁十二局四公司工会举办“书画名家写春联 喜迎
新春送祝福”活动。 通讯员 姜剑君 摄

2 月 2 日，
陕煤集团韩城
矿业桑树坪二
号井团委特邀
离退干部、职
工家属及书法
爱好者为职工
书写春联。

通讯员
王韩腾 摄

2月1日，
延长石油延安
炼 油 厂 举 办

“挥毫泼墨送
祝福 龙飞凤
舞迎新春”写
春联活动。

通讯员
郭慧敏

曹锋 摄

好戏连台，“艺”彩纷呈。1月 31日，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综艺频道在京举
办“艺览 2024——首届中国剧院精品剧目发
布”活动。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推介的 15台中国剧
院精品好剧中，由西演·西安歌舞剧院创排的
舞剧《门》名列其中，将舞台之上的长安风华、
大唐风貌尽绽人前，这也是陕西省唯一入列本
次推介的艺术剧目。

创新演绎，铺展盛唐瑰丽画卷
光影摇曳生姿、星光璀璨耀眼、剧目高潮

迭起……发布活动现场，来自全国的 15 部精
品剧目以“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布局，依次发
布。其中，西安演艺集团的舞剧《门》在“春之
篇”精彩亮相。据主办方介绍，“春”寓意万象
更新、百花齐放，此篇章剧目呈现出创新鲜明
且类型多样的特点。

“与以往多取材于大唐盛世反映乐舞、宴
饮等贵族生活的艺术作品不同，舞剧《门》从
反映妇女劳作的唐代名画《捣练图》切入，聚
焦在唐代开元年间长安城里的芸芸众生，这
是作品的创新点之一。”导演易杰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舞剧《门》用中国画的空间表现形
式构建“板块结构”，整体舞台的氛围打造了
一个独立空间，让观众有“人在画中游”
的观感。

舞动人心，艺术创作与时俱进
用舞剧演坊间人，说巷中事，抒家国

情，舞剧《门》处处体现着主创团队在艺术
手法上的精妙构思。“这出戏是给当代人
看的，演员在舞台上并不炫技，而是倾心
倾力引导今人与古人心灵碰撞。我们希
望《门》带来的美，是意象丰盈的，是可以
引发人生感悟和思考的。”易杰介绍道。

“时代在不断发展，观众的文化素养、
审美、理解能力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西安
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西安歌舞剧院总经理
赵鹏告诉记者。“舞剧《门》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通过现代的全新视角和审美，以小人
物为切入点，演绎一段段缠绵悱恻的人生

故事，引领观众回望别样的大唐盛世，触碰千
年前的烟火气息。”赵鹏认为，要想做一个跨时
代的作品，必须敢于勇破藩篱。

匠造精品，深耕本土文化资源
“出好的作品才是第一步，让好作品演起

来，传下去，留得住才行。”在赵鹏看来，文艺院
团的立身之本就是作品，如果没有叫得响的作
品，那这个院团就不可能有生命力。

近年来，西安演艺集团扎根古都西安的
文化厚土，深挖本土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资源，
创作出舞剧《门》《传丝公主》、话剧《路遥》《柳
青》、儿童剧《遇见星海》《二十四个奶奶》、豫剧
《秦豫情》、秦腔《易俗社》《陕北往事》、杂技剧
《第三战队》等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
作。目前，该集团旗下子公司 17家，文艺院团
10家，运营剧院 22座，已基本形成剧团+剧场
相互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抓精品，抓经营，出人才，出效益’不仅
是西演集团 2024 年的关键词，也是我们一直
以来的经营理念。”赵鹏表示，“新的一年，我
们将继续在文艺、文旅、文娱三个赛道同时发
力，挖掘陕西文化内涵，潜心创作出更多有深
度、有温度、有凝聚力的优秀作品。”

本报记者 宁黛艳

舞剧舞剧《《门门》》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西安舞剧《门》亮相“首届中国剧院精品剧目
发布”活动，获央视推介——

尽绽长安风华 铺展盛唐画卷

“欢迎来到大唐长安，一同感受这盛世的繁华。”“唐玄宗”在
地铁里微笑着向乘客们拱手致意。

2月2日，小年时节，西安地铁9号线华清池站与纺织城站举
办了“穿越之旅”活动，为市民和旅客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
化盛宴。

当天上午，记者刚踏进华清池站内，便看到“唐玄宗”“杨贵
妃”携仕女们迎面走来，让人仿佛置身于盛唐时期的长安街头。

随着古风音乐响起，仕女们翩翩起舞，轻盈地跳跃，每一个
转身、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古韵之美，与车站内的现代元素形成
鲜明对比，仿佛将观众带入了盛唐的宫廷之中。

一曲《惊鸿》舞罢，乘客张丽娅赞叹不已：“这场活动让我真
切地感受到了古都魅力，一定要再去景点看一看。”

秦腔《裱花》更是将活动推向高潮，高亢激昂的唱腔配合着
鼓点，引起站内雷动的掌声，不少乘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这一瞬
间。“我之前对秦腔了解不多，今天看了表演，真是震撼人心。”年

轻姑娘高嘉如激动地说。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活动，更加了解和喜爱传统文化，也祝

愿大家小年快乐。”华清池戏曲大观园的秦腔演员任群英与王莹
在表演间隙对乘客们说。

此次活动时间将持续至 24日，除了精彩的表演，还准备了
丰富的互动环节。角色人物走进车厢与乘客合影留念，送上钥
匙扣、手串等小礼品，整个车厢充满欢声笑语。

“第一次在地铁里看到这样的表演，年味十足。”泉州游客刘萌说。
站内还有书法家挥毫泼墨，写下一幅幅精美的春联，吸引了

许多游客驻足观看。
“家过小康欢乐日，春回大地艳阳天”，市民王明拿着定制的

春联，笑得合不拢嘴，“刚搬了新家，这幅手写的春联非常应景。”
随着活动落下帷幕，表演者们向乘客鞠躬致谢，掌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这一刻，历史与现实交织成一幅美丽
的画卷。 见习记者 陈沐妍

跨越时空 梦回大唐
——西安地铁9号线“穿越之旅”点燃节日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