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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西安铁路局安康工务段利用
“大天窗”对安康东站站场线路进行集中
整治，确保线路设备安全可靠。图为 10

月14日夜间，职工对驼峰429#道岔线路
钢轨接缝进行打磨作业。

□通讯员 贾智炜 摄

请设计大师做技术指导，一
天就要花费2万元；

推动公司成为榆林市首家
为职工缴纳社保的民营企业；

帮助职工子女就近上学，解
决孩子午托难题；

积极维护职工权益，企业未
出现拖欠职工工资现象；

……
近年来，陕西神华服饰有限

公司能够得到良性发展，离不开
中国纺织大工匠、陕西省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公司服装设计师
米宏英的推动。

“舍弃什么都不舍弃技术团队”

“做服装，只有不断创新版
型、工艺，保持设备先进，才有发
展可能。”9月 22日，提及行业特
点，米宏英如是说。

精心设计、裁剪、制版、成衣
……普普通通的布料，在米宏英
的手里都能成为一件件精美服
装。从事服装设计以来，她潜心
钻研技术，研究制作工艺要领，
练就了一套独有的“形对型、看
得准、一摸清”的绝活儿。

“设计和制作过程，我都会
全身心投入，从中获得了快乐和
幸福。”米宏英说。她对服装制
作要求非常高，尤其对西服的
领、袖、袋、襟的制作精细化研
究，严格把控质量。

重视创新、重视技术是米宏
英的理念，在她的推进下，公司要求所
有技术工人每年都要参与上海的展销
会两次；每年都要请国内顶级服装工艺
设计大师来指导……一天 2万元的费
用，只为能让大师手把手教自家工人。
经过多年发展，企业现有职工 60多名，
技术工人达50人。

一件西服要经 170多道工序，米宏
英要求职工做到精益求精。在她的带
领下，“神华”牌西服以风格绅士、外观
挺阔、线条流畅等特点，深受消费者喜
爱；在她的影响下，靠技术发展已成为
神华人的共识；在她的推动下，技术工
人都心无旁骛搞创新。

在技术工人的问题解决后，米宏英
又跑起了业务并干得风声水起。

“多年来，我们持续提升技术工人
水平，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能够接
到大量订单，靠的是过硬技术和质量口

碑。”米宏英说。
在她心中，“舍弃什么都不

舍弃技术团队”的理念已生根
发芽。

“为职工排忧就是助企业发展”

主做工装，服务榆林市场；
企业规模不大，时常面临诸多掣
肘……是什么让工人对企业“不
离不弃”？

米宏英的答案是：为职工排
忧解难就是助企业高质量发展。

2005 年，在米宏英的多方
努力下，公司为全员缴纳了养
老保险，成为榆林市首家为职
工缴纳社保的民营企业。如今
职工有了 5险，成为外人眼中羡
慕的企业。

为职工排忧解难，米宏英不
遗余力。面对职工居住分散、孩
子无人照看的现状，她一方面引
导职工住在公司附近，一方面努
力与各部门协调，解决职工子女
上学问题，最终让职工实现了

“上班安心、看娃放心”的愿望。
去年，米晓霞、樊娥两位职

工的孩子到了上初中的年龄。
按片区应该是五中，离企业远，
孩子接送、吃饭等问题让她们一
愁莫展。米宏英得知情况后，进
行多方协调，让她们的孩子在就
近的六中顺利入了学。

“家里有啥事，单位都想办
法帮忙，我们又怎能不安心工
作。”米晓霞说。

在米宏英的努力下，不但解
决了孩子就近上学问题，而且实
现了职工让孩子到公司吃午饭
并托管的心愿。

“厂房用地是自己的，设备是多年
前采购的，企业也没啥负担。即便碰到
困难，我们也会确保职工工资按时发
放。”米宏英虽然身为设计师，但事关企
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她都事事关心。

3年前，裁剪工赵霞患大病不能久
站，出院后原岗位难以胜任，她的内心
忐忑不安，害怕失去这份工作。可令她
没想到的是，米宏英“居然因人设岗”，
给她创造了量体记录这一岗位，平时只
做一些辅助工作。

如今，企业超过30年工龄的职工有
6人，其中 3人已退休，工龄最长的量体
工关艳梅已在这里工作了38年。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氛围，
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只要秉持企业发
展理念，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职
工的生活就一定会越来越好。”米宏
英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这项生产转运模式改造后，
降低了驾驶室转运过程中的安全
风险，良品率从 95%提升至 100%，
转运效率提升15%，节约了36万元
的成本，团队的创新改造能力也比
以前更强了。”

10月 12日一大早，在陕汽控
股车身厂生产车间，李伟向前来交
流的同行详细介绍新投产的创新
成果“PVC底涂自动化改造”转化
项目。

作为项目的直接使用“客户”，
生产一线班长李泉对这个创新成
果很是满意，“以前 800多斤重的
驾驶室被车间房顶的积放链挂具
吊着走，转运过程出现驾驶室晃
动、磕碰变形等问题，需要班组返
修。现在好了，通过技术改造，驾
驶室‘坐’在地面轨道滑橇上向前
转运，速度又快又稳当，真是个攒

劲的好成果。”
李伟是车间设备技术员、高级

工程师，擅长设备技术改造、机械
设计应用、工艺流程优化等，是厂
里创新人才队伍中的“第一梯队”
成员。多年来，他将日常工作的创
新维度从量变提升到质变，将灵光
乍现式的创意升华成富有价值的
创新，带领团队解决了 10余项重
点难点问题。

今年，厂里在举办年度创新表
彰会的基础上，又举办季度创新成
果发布会，给原本高涨的创新热情
再添一把火——增加优秀创新成
果表彰频次，将工人创新的“巧点
子”转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源
动力”，给予创新团队精神和物质
双重激励，让工人成为“创新英
雄”，把企业打造成“创意工厂”。

生产车间一角，80后工程师牛
黎平，主持完成的“前围下支架自
动焊接弧焊站”创新成果转化项目
投入使用，在季度创新成果发布会
上备受好评。

牛黎平的这个创新成果转化
项目，刚安装到生产现场，就引来
工人围观。“咦，这是啥机器，没见
过。”赵伟利更是迫不及待地询问、
操作起来，经过半天的学习、熟悉，
他对这台机器非常满意，“操作简
单，功能齐全，机器代替人焊接，我
只负责安装零件，检查焊接质量，
自动化生产模式就是好。”

赵伟利是一名焊工，日常工作
的一部分内容是手工焊接三种零
件，焊接过程要换三个工序，不同
的固定零件工装更换起来很麻烦，
而且长时间低头拿着焊枪焊接，他
的颈椎也有了一些劳损。牛黎平
知道这个情况后，成立了创新办公
室，历时两个多月，制作了一台“前
围下支架自动焊接弧焊站”。通过
自动化改造，让三种零件在一台机
器焊接，将原来的 1人 1小时焊接
150个零件，改造成现在的机器 1
小时焊接 360个零件，焊接效率提
升 126%，大幅降低了赵伟利的工
作强度。 □通讯员 朱鹏飞

在这里，以创新论“英雄” 我叫张宇，今年 33岁，2020
年通过招聘来到韩城矿业桑树
坪矿综掘一队，成为一名技术
员，主要负责 TBM 硬岩掘进机
的操作技术。虽然每天很忙碌，
但我始终保持着一颗爱生活、爱
发明的心。

随着矿井四化建设标准的
提升，大量使用综掘设备产生的
一些粉尘会影响职工身体健
康。矿上及时为一线职工发放
防尘口罩及滤盒、滤纸，但在使
用过程中因粉尘影响，很短的时
间内就出现滤盒、滤纸堵塞，造
成呼吸不畅，经常看到工友在磕
碰滤盒清除灰尘。

经过仔细观察和实验，我研
究出一种防尘口罩防尘套，为防
尘口罩加上了一层保护网，可以
有效将大颗粒粉尘、污泥等脏物
隔离在滤盒外侧，减少粉尘等污
染物对滤芯的污染。其优点是
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成本低廉、
更换方便，减轻了粉尘伤害，使
用后有显著效果，此项发明已成
功申报矿上的“五小创新”成果。

来矿之前，我有在陶瓷厂技
术部工作的经验，通过查资料，
了解到矸石的种类多为砂岩和
泥岩，其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
铝、二氧化硅，这种材料能够制
作陶瓷之类的生活用品。利用
矸石粉制作烟灰缸等手工品的想法出现在
了我的脑海，这样不仅将矸石变废为宝，做
出的产品还能供我们日常使用，能为企业节
支降耗贡献微薄之力。

矿工会领导大力支持我的想法，让我利
用业余时间在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实验室里
做实验，并提供了实验所需的物品。通过将
煤矸石粉碎后与两种一定比例的无机胶凝
材料结合，倒入模具中成型晾干，经过多次
调试、实验，第一个由矸石粉为主原料的日
用品终于做成，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这款产品具有固化快、脱模快、强度高、
无需烧制、防水、不变形、不收缩、不开裂、耐
高温、使用寿命长、安全环保、没有气味等特
点，为煤矸石回收再利用提供了思路。

在师傅的鼓励声和工友们的赞誉声
中，我的小发明欲望更加强烈了，用煤矸石
制作花盆、笔筒、砚台的思路在我的脑海里
越来越清晰。

李可染说过：“踩着前人的脚印，最佳结
果也只能是个亚军。”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是
人还是事，都要有所发明创新，才能发展。
没有发明创新，世界就不会丰富多彩。那
么，就让我们一起为热爱的生活、事业发明
创新吧。

□张宇口述 通讯员姜爱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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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航向、正导向，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

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
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谈创作、论方法，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
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
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讲品位、重艺德，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
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
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

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指出“学古不泥
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
创新的重要源泉”；

……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思想的光芒，照耀新

时代中国文艺事业崭新航程。
给耄耋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电影表演艺

术家牛犇写信，勉励他“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
率，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
担当的人”；

在贵州苗寨考察时叮嘱：“一定要把苗绣发
扬光大，这既是产业也是文化，发展好了既能弘
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同时也能为产业扶贫、
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时强调：
“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
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
大事办好”；

……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念之系之，系统

谋划、亲力亲为，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部署一
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凝聚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
与党同心同行，为文艺繁荣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提供有力指导。

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谋
篇布局、把脉问疾，推动建立新时代文艺发展政
策体系，一项项关键政策密集推出——

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文件发布，到全国性
文艺评奖制度改革、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等一系列文艺政策出台，破立并举、激浊扬清，
山清水秀、百花齐放的文艺生态逐渐形成。

2024年 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
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推
动文化创新源泉充分涌流、文化创造活力持
续迸发。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有力指引下，广大文
艺工作者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奋力投身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的伟大实践，以饱含精神力量的作品引导、凝
聚、推动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讴歌时代：“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
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
神图谱”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
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广阔舞台。”

2021年12月14日上午，中国文联第十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开幕式上，面对济济一堂的文艺工作者，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殷切期望：

“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
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
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
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
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十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当代中国文
艺的历史方位，高举时代精神火炬，把握时代跃
动脉搏，以文艺精品书写时代答卷。

“我听说中国电视剧《山海情》近期在科摩
罗热播。”2024年9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会见科摩罗总统阿扎利时欣然说道。

《山海情》生动展现了宁夏西海固人民的奋
斗史、中国反贫困的壮举，凭借真实的再现、精
良的制作、传神的演绎火爆“出圈”。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
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
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
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
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
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习近平总书记深
情寄望。

聚焦重要时间节点，献上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文艺晚会《胜利与和平》、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5周年音乐会《信念永恒》、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文艺晚会《我们的四十年》、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
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
大征程》等一系列精彩演出，奏响民族复兴路上
一个又一个强音。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聚焦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主题，一批优秀作家倾情投入新时代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一篇篇优秀文学作品为乡
土大地史诗般的巨变留下新的篇章。

置身重要历史关头，文艺工作者不辱使命，
创作推出一首首歌曲、一部部影片，记录讴歌抗
疫一线各行各业凡人英雄的事迹，凝聚众志成
城的精神力量……

心怀“国之大者”、脚踩生活大地，广大文艺
工作者积极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
提炼主题、萃取题材，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
创造之力、发展之果，用心用情讴歌伟大时代。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
近年来，“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成果展”在全国多地掀起观展热潮。利用最
新科技赋能，千古丹青数字新生。人们在历史
长河与时代律动中，领略中国古代绘画的宏富
成就，感受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2022年10月15日，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项目即将结项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
示，勉励项目组“继续深入挖掘中华文明赓续传
承的基因密码”。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

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
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
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
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
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
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
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对文艺创作、文艺
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精辟指引。

沉浸式戏剧带来全新体验，网络文艺精品
化发展渐成主流，线上展览、线上演唱会等广受
追捧……

勇做时代“弄潮儿”，广大文艺工作者用跟
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努力开拓文艺新境界，向着
新时代文艺高峰奋勇攀登。

不负人民：“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
人民绽放”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马头琴乐
声悠扬，乌兰牧骑队员们翩翩起舞，为牧民送来
欢乐。

60多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
寒暑，辗转跋涉于戈壁草原之上，服务牧民群众。

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
指出：“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文艺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积极支持
和推广直接为基层老百姓服务的文艺活动。”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
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
展的动力所在。

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
的最高标准，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扎根人民，倾力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

大焉！”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兰州读者

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不断提升人民
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
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

为人民大众服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发
展文化的价值取向。广大文艺工作者走进基层
一线，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

从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赣南采茶
戏《一个人的长征》、豫剧《焦裕禄》等多部戏剧
力作叫好叫座，到全国范围内推进戏曲进校园、
进乡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融入社会生活、
百姓日常，潜移默化间涵养民族气质、筑牢文化
自信。

长篇小说《装台》、电影《奇迹·笨小孩》、电
视剧《大江大河》……全国文艺界坚持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的优良传统，以充沛的激情、生动
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出人民
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展现美好生活新图景、

新风尚。
依靠人民，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起

同作家王愿坚的一段往事：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

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
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
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也需要人民。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
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
史的‘剧作者’。”

来自基层一线的文学创作者多了！文学界
涌现了一批劳动者作家，他们以生活为素材进
行创作，引起广泛关注和共情。

深受村民和网民欢迎的“村晚”火了！2024
年春节“村晚”91个示范展示点各具特色、“乡”
味浓郁，线上线下观众人数超过百万。

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自发投入火热的文艺创作
实践，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登舞台、唱主角。

服务人民，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7.65
亿人次，电影国庆档票房达 21.04亿元，博物馆、
美术馆人头攒动，人们竞相感受文化市场的繁
荣发展，品味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

进入新时代，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供给
的主要矛盾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人们对
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更加凸显。

中国文联持续完善文艺志愿服务长效机
制，把文艺送到基层；中国作协通过“中国文学
盛典”等活动，把优秀作品带给读者；各艺术门
类把握艺术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更好呼应人
民群众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

广大文艺工作者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
中，同人民一道，感受生活的蓬勃、生命的光彩。

凝心铸魂：“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
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前夕，人民大会堂金色
大厅内，伴随着雄壮激昂的《向祖国英雄致敬》
乐曲声，习近平总书记向“人民艺术家”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田华颁授奖章。

这是对德艺双馨老艺术家的充分肯定与赞
许，也是对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深情勉励与希冀。

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广大文艺工作
者满怀豪情，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北京中轴线北延，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广场上，《旗帜》《信仰》《伟业》《攻坚》《追梦》五
组主题雕塑雄伟矗立，震撼人心。

拾阶而上进入展馆序厅，《长城颂》巨幅漆
画壮丽雄浑，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是时代先锋、
民族脊梁。

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
《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国产影片点

燃国庆档，《永不消逝的电波》《草原英雄小姐妹》
等舞剧、《觉醒年代》《问苍茫》等电视剧广受好
评……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近
年来，一大批兼具思想深度、艺术高度和精神
力度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描绘新时代的精
神图谱。

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国气派——
2022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江努日带着徒弟们向总
书记展示了一段英雄史诗《玛纳斯》。

习近平总书记说：“像《玛纳斯》这样的文化
遗产，既是少数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
的宝贵财富，要做好保护、传承、整理工作，使之
发扬光大。”

如今，江努日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歌者，《玛
纳斯》有了越来越多的传承人。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
现中华审美风范。新时代文艺不仅有当代生活
的底蕴，也有文化传统的血脉。

电影《长安三万里》、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电视节目《唐宫夜宴》“圈粉”无数，“诗词热”“文
博热”“国潮风”引领潮流……新时代文艺彰显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与时偕行、守正创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面向未来
的创造，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秉持开放包容，推动交流互鉴——
伴随着跳跃灵动的鼓点，身着各自民族服

饰的中非舞者登场。一场《鼓与舞》的相会，融
合了非洲的鼓舞和中国陕西的安塞腰鼓，热烈
奔放、欢快喜庆……

9 月 4 日晚，习近平总书记欢迎来华出席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非方及国际贵
宾，并一同观看文艺演出。这场中国近年来举办
的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
呈现不同文明相知相亲、相互交融的和谐景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艺通心，更易沟通
世界”。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舞剧《咏春》走出国门、昆剧《临川四梦》巡
演欧洲、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海外热播、

“感知中国”“欢乐春节”等中国文化品牌活动点
亮“中国红”……

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奋力
描绘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如今，中华文化
更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书写
美美与共的时代新篇。

奋进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
文艺担负起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的神圣使命，正在为阔步走向复兴的伟大民族
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为世界展现中华文
化的绚烂图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努力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