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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95周年“红色影片”巡礼：

银幕闪耀共产党人的光辉
据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之际，《大火种》《老阿姨》《难忘的
岁月》《毛丰美》《古田会议》《砥砺》

《我的战争》等一批献礼影片将走上
大银幕。

电影是反映时代精神的风向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展现党领导人民英
勇奋斗、开拓创新的“红色影片”，弘
扬真善美，树立每个时代的党员先锋
形象，不断感染人、鼓舞人，形成难忘
的集体记忆。

银幕留下苦难辉煌
《南征北战》《董存瑞》《铁道游击

队》《永不消逝的电波》《青春之歌》
《红色娘子军》……在这些观众熟知
的“红色经典”中，中国共产党自革命
战争年代起步，一路攻坚克难的伟大
征程，通过一帧帧画面得以重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春电影制
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
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挑起了“红
色影片”创作的大梁。根据八女投江

真实事迹改编的《中华女儿》、展现农
民阶级英勇反抗精神的《红旗谱》以
及根据华北抗日活动中真人真事改
编的《回民支队》等影片，成为一代人
心中历久弥新的记忆。

无论是在硝烟纷飞的战场，还是
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一大批英勇
无畏的仁人志士用生命诠释崇高的
理想信念。早期的“红色影片”，成功
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

从《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英勇就
义的地下党员李侠，到《铁道游击队》
中在鲁南铁道线上神勇作战的游击
队员，再到《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的
领路人洪常青，中国共产党人的苦难
与辉煌，历历在目。

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在回忆参
演电影《青春之歌》时说，在饰演林红
一角时，“我和整个剧组从表演、服
装、灯光、摄影等多角度反复琢磨，向
角色一步步靠近，用精神和信念去打
动观众，让视死如归的女共产党员形
象真正树立起来。”

主旋律创作百花齐放
改革开放后，“红色影片”迎来一

股新的创作热潮。《巴山夜雨》《天云
山传奇》等影片中，故事情节包含对
不同历史时期党员干部工作的反思，
引起观众强烈共鸣。到 1990 年李雪
健主演的《焦裕禄》登上大银幕时，

“红色影片”再次赢得广泛关注。
近30年间，从焦裕禄、孔繁森，到

任长霞、杨善洲，“红色影片”中塑造
的共产党人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在
新时期的“红色影片”中，观众还记得
这样一些影片：《开国大典》《百色起
义》《巍巍昆仑》《大决战》……其中，
摄制于 1991 年的《开天辟地》第一次
以群像式的史诗叙事手法呈现了中
国共产党创建的全过程。导演李歇
浦回忆，当时在保持纪实风格的同
时，大胆赋予每个历史人物以自身性
格，这是一项创举，让主旋律影片既
大气磅礴，又个性鲜活。

2004年，上影出品、李歇浦导演的

《邓小平·1928》又实现突破，影片起用
了一些具有票房号召力的香港影视演
员，为“红色影片”探索市场化之路打
下基础。这对后来全国电影界联合创
作拍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带来
了很大启发。《建国大业》上映时一票
难求，创造了超过4亿元票房。

在 2009 年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和
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
除“大业”和“伟业”两部巨制外，观众
还看到了描写方志敏烈士最后革命
生涯的《可爱的中国》，还原瞿秋白烈
士慷慨就义场景的《秋之白华》等，同
一时期还有《集结号》《风声》等别具
一格的“红色影片”。

党员形象更加“接地气”
随着社会发展，创作环境的改变

对“红色影片”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何在日趋多元的电影市场中赢得
观众喜爱，获得口碑与市场双丰收，
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长影集团总导演雷献禾说，当下

“红色影片”在创作之初就要考虑如
何抵达观众，如何拍得好看，贴近最
广大的观众，探索提升影片的品质。

作为建党95周年献礼影片之一，
雷献禾执导、李雪健和陶慧敏联袂主
演的影片《老阿姨》取材于“将军农
民”甘祖昌与“老阿姨”龚全珍的真实
事迹。为了把这个有血有肉、感人至
深的故事讲好，主创人员反复打磨剧
本，修改30余稿，在情节设计、演员表
演等方面打破窠臼，用现代的拍摄手
法和简洁的故事脉络，把事迹呈现得
朴实、亲切、感人。

除了《老阿姨》，展现《共产党宣
言》中文译本在山东农村传播历程的
影片《大火种》、讲述丹东凤城大梨树
村原党委书记毛丰美感人事迹的影
片《毛丰美》、表现党员干部带着村民
奔小康的影片《我的村民我的村》等
献礼作品，也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
创作手法，树立起当代“红色影片”的
新标杆，在电影市场刮起一股正能量
新风。 ■刘硕 许晓青

6月27日，由吉林省文化厅主办的大型文艺演出《光荣与梦想》在吉林省东方大剧院首演。《光荣与梦想》以红色经
典为主线，运用合唱、舞蹈、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和声光电等技术手段，讴歌中国共产党95年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
图为演员在吉林省东方大剧院演出歌舞《长征》。 ■新华社记者 林宏 摄

据新华社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
湖北省戏曲振兴发展暨戏曲进校
园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 6 月以来，
湖北全省 60 多个专业戏曲院团积
极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预计今
年底演出将达 8000 场次，传统戏曲
在荆楚大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
力和生命力。

湖北戏曲源远流长，剧种丰富，
既拥有汉剧、楚剧、黄梅戏，又孕育出
荆州花鼓戏等具有浓郁特色的地方
戏曲。今年5月，湖北省制定出台了

《湖北省“戏曲进校园”工作落实方
案》等系列文件，楚腔汉调即刻回响
在全省各大中小学，所到之处不断

“圈粉”。
本次“戏曲进校园”活动倡导

“讲”与“演”相结合，名家名角“倾巢
出动”。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黄
梅戏表演艺术家杨俊亲自讲授示范，

彭青莲、詹春尧等老中青艺术家带头
表演汉剧《打花鼓》、楚剧《赶会》、黄
梅戏《打猪草》等经典选段，声情并
茂，寓教于乐。

“在我们戏曲界，现在听到的最
强音就是戏曲的春天到了！”黄梅戏
表演艺术家、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
院长杨俊说，剧院“新瓶装老酒”，用
年轻人的视角，以学生们能接受的
表达方式，让经典的传统艺术走进
校园，走进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和血
脉里。

6月以来，全省“戏曲进校园”活
动如火如荼。湖北省演艺集团在半
个月之内开展 16 场次戏曲普及活
动，预计年底演出达百场；武汉市启
动“千校千场”活动振兴“戏码头”，
楚剧院演员与大学生“戏迷”同台演
绎；宜昌市京剧团安排 55 场京剧选
段送进当地中小学，成立 8 个京剧

兴趣小组；黄冈市黄梅县一所小学
每天课间播放黄梅戏经典唱段，做
到戏曲进校园“有教师、有教材、有
课时”……

“把戏曲院团、地方剧种做实
做活，把群众戏曲红红火火做起
来。”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梁伟年
强调，戏曲发展关系到中国文化本
源，湖北省作为中国戏曲的重要起
源地，必须加大力度推动戏曲发
展，建设文化小康，为全国提供示
范经验。

据悉，湖北还将通过持续开展
“戏曲进校园”工作，形成戏曲艺术
传承发展的长效工作机制。今年
年底湖北“戏曲进校园”计划覆盖
省直和武汉市 100%大中小学，演出
8000 场次。2017 年上半年实现全
省全覆盖，全年演出 10000 场次。

■喻珮

湖北全面铺开“戏曲进校园”
预计年内演出8000场次

据新华社 记者6月27日从故宫
博物院获悉，今年年内，故宫将新开
放断虹桥至隆宗门、箭亭至文华殿
和西河沿三个区域，现有开放面积
从 65%增至 76%。未来故宫还会继
续增加开放面积，有望达到85%。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
“为了实现开放面积76%这一目标，文
物建筑的功能区划在进行一个前所
未有的调整。如逐步把故宫红墙里
面的行政和科研单位，全部搬出红
墙，把红墙内的殿宇还给观众；将西
河沿文物科技保护用房，建设成为文
物科技保护长廊，逐渐向专家学者以

及社会公众采用适当方式开放。”
“2002年，古建筑开始修缮的时

候，故宫的开放面积只占紫禁城的
30%；到去年故宫建院90周年，故宫
开放面积已达65%；2020年，我们上
报国务院的计划是开放到80%；2025
年，故宫博物院将迎来百年院庆，开
放空间有望达到85%。”单霁翔说。

据了解，正在建设中的、总用地
规模达 62.01 公顷的故宫博物院北
院区，将有力改善目前故宫博物院
缺少文物修复和展览等空间的不
足，对故宫博物院的功能给予拓展
与补充。 ■姜潇

故宫今年年内将新开放三个区域

据新华社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宣布，今年共
有 29 项遗产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这其中包括申请自然遗产的中
国湖北神农架和申请文化遗产的中
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艺术文化景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
遗产委员会将于7月10日至20日在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第 40 届会
议，对今年的 29 处申遗遗产地进行
审核。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消息，土
耳其外交部文化事务与对外推广总
干事拉莱·于尔凯尔将主持本届会
议。委员会还将在会议期间对名单

上已有的108处遗产地，及48处被列
在世界濒危遗产名录上的遗产地的
保护状况进行审查。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
布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公约主要规定了文化遗产和自
然遗产的定义以及对于这些遗产的
保护措施等。

首届世界遗产大会1977年在法
国巴黎举行，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例会，每年召
开一次。大会的主要职责是审核、
批准新申报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
录，并对已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的
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张曼

据新华社 与大师对话是许多人
的心愿，但艰深的学术读物常常令
人望而生畏。6月27日，一套旨在用

“小书”解读大师思想的人文社科读
物——“大家小书”系列丛书精装版
在北京大学首发。

该套丛书涵盖文学、艺术、历
史、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门学
科，内容包括夏承焘的《唐宋词欣
赏》、顾颉刚的《中国史学入门》、赵
朴初的《佛教常识答问》、姜亮夫的

《敦煌学概论》、刘叶秋的《历代笔记
概述》等概述性作品，也有竺可桢的

《天道与人文》等贯通科学与人文的
著作。

“‘大家小书’包括两方面的含
义，一方面，书的作者是大家，另一
方面，书是写给大家看的。“小”是就
其篇幅而言，长的十几万字，短的只
有七八万字。适合读者揣在衣兜里
随时阅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
行霈在丛书序言中写道。

据悉，该套丛书自 2002 年由北
京出版集团首次出版，今年是丛书
出版十五周年。出版社精选了其
中的 100 种发行精装版，并启动了

“向大家致敬”人文宣讲活动，将邀
请专家、作者的后人与学生走进社
区、学校和图书馆，向读者讲解人
文经典。 ■赵琬微

“大家小书”百种精装版首发

联合国公布今年29项遗产申请

中国两项在列

开放面积将增至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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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保险”还是“恐惧式营销”？
据新华社 新生儿脐带血，一些人

声称可“治百病”。一些商家更以“给
宝宝最珍贵的人生礼物”“不存未来后
悔”等方式进行营销。脐带血库被称
为“生命银行”，留存脐血花费不菲，但
自体使用率却并不高。

究竟该不该给孩子留存脐带血？
自留脐带血，是一种“生命保险”，还是
一种被夸大的商业宣传？

存脐血花费不少，自体
使用率并不高

脐带血，就是产妇分娩时，从脐静
脉中提取的残留在脐带和胎盘中的血
液，一般都是在医院由医生或助产士
采集，再交由取血员送到脐血库。目
前，全国有 7 家合法执业的脐带血造
血干细胞库。

脐带血库，分为接受捐赠脐带血
的公共库，和接受个人自费储存的自
体库。

北京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简
称北京市脐血库）始建于1996年。记
者从该库了解到，目前北京库存脐带
血造血干细胞20多万份，自体库用了
15例，公共库用了700多例。在这里，
存放一份脐带血造血干细胞，采集和
检测收费6800元，每年还收取冻存费
980元。

自存脐带血因种种原因在关键时

候用不上的案例，国内曾报道多例。
脐带血库能否帮助产妇辨别这份脐带
血是否带有先天性疾病缺陷？回答是
否定的。华南某家三甲医院脐带血库
工作人员说，因为做基因检测要万元
以上的费用，脐带血库并不负担。

“既然使用率这么低，花费这么
高，还有必要存吗？”记者在北京妇产
医院采访时，一位将生二胎的孕妇正
在考虑要不要留脐带血。

很多孕妇都有这样的困惑。对
此，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血液科主
任、中山大学血液研究所副所长林东
军说：“自体库用得比较少，是因为
脐带血应用的疾病发生率为十万分
之几。”

北京市脐血库业务负责人邓钺表
示，脐带血储存是新兴行业，北京市脐
血库真正大量扩容在2004年左右，这
些存脐带血的孩子到现在10多岁，还
没到疾病高发期。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
主任孙媛介绍，二胎家庭有很多产妇
考虑存储脐带血的问题。同胞之间四
分之一的几率配型全相合，二分之一
几率配型半相合。如果经济允许，可
以治疗的疾病很多。

林东军说，随着科学发展，脐带血
造血干细胞以后应用范围可能越来
越广。

脐血并非“包治百病”，
商家不应“恐惧式营销”

北京市脐血库官方网站首页写
着：在全球，脐带血干细胞已被用于移
植超过4万例，治疗疾病近80种。

不过，近年来，质疑脐带血功能的
声音一直未断。有人认为，脐带血功
能被夸大了，纯粹是企业牟利行为。

事实上，脐带血并非“包治百
病”。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
主任方建培说：“脐带血之所以有用，
是因为里面有造血干细胞，但它可治
疗的病种是有限的。”

邓钺介绍，世界范围内，脐带血可以
医治80多种疾病。目前，北京市脐血库
临床应用治疗的疾病已经涉及37种。
除了治疗血液系统疾病，还可治疗免
疫系统、遗传代谢性及先天性疾病等。

母亲有遗传风险的情况下要不要
储存？孙媛说：“遗传性及先天性疾病
不能用于自体移植。”

邓钺对此则表示，有些遗传病需
要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才能
发病。对这些遗传病，使用自体脐带
血即使有所局限，也可起到缓解病情
的作用。

关于脐血是否够用，记者在医疗
机构采访时，有血液科医生质疑：脐血
容量低，恐怕很难满足大体重患者。

对此，林东军介绍，根据临床经
验，按照正常体重来算，大部分是够用
的。如果达不到最低要求，还可以用
双份脐带血。

业内人士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过
分夸大脐带血功效，不应搞“恐惧式营
销”。对自体脐带血能治疗的疾病，以
及不能治疗的疾病，医院以及脐血库
工作人员都应该跟产妇说明白，不能
一味通过“不存未来后悔”等令产妇恐
惧的方式进行营销。

存入自体库，还是捐给
公共库？

来自广东省脐血库的数据显示，
出库的737份脐带血中，有78份来自
自体库。

专家介绍，公共库用得多，自体库
用得少，也和疾病种类有限制相关。
例如，血液肿瘤、淋巴系统疾病，有异
体脐带血的选择，则不选择自体。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脐带血多数
情况下是对他人有用，而不适合自身
使用。因此，建立公共脐血库的意义
远大于自体脐血库。

“在很多时候，由于血液病患者本
身存在基因缺陷，并不适合使用自体
脐带血，还需要转求异体脐带血。”方
建培介绍，自体好还是异体好，不能一
概而论。

但是，脐血库的一些宣传往往忽
视公共脐血库的建设，将“自体脐血配
型率高”作为一种理念灌输于人。一
些业内人士认为，究其根本原因，还是
经济利益在作祟。

记者在北京、广东部分大医院看
到，脐血库宣传员甚至会告诉孕妇，一
定要存自体库。如果存公共库，你的
脐带血可能就被别人用了。

对此，邓钺说：“脐血库并不是国家
投资的单位。符合规则的情况下，企业
追求利润也是正常的。”况且，公司也承
担了公共库的建设，这是公益行为。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说，国内
公共库出库率都比自体库高，说明公共
库建设意义重大。“脐带血行业之所以
这么混乱，是因为顶层设计没做好。目
前国家对公共库建设没有投资，而是通
过自体库养公共库。公共库能卖出的
只是配型的成本，没有利润。”

林东军等专家认为，如果自体库能
像公共库一样开放，也许未来能运用得
更多，但这又涉及自存脐带血个人意愿
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在这方面突
出医疗的公益属性，广泛宣传公共脐血
库的意义，大力发展公共脐血库。

有专家指出，脐带血库的营销不应
只注重“利己”，还应倡导“利他”。应告
诉孕产妇：你帮助别人，将来才有可能
获得别人的帮助。 ■李亚红 肖思思

发现减少乙肝母婴传播新方法
据新华社 北京佑安医院妇幼中

心特聘肝科专家潘启安介绍，孕晚
期妇女服用“替诺福韦”抗病毒治
疗，能将乙肝母婴传播几率降至5％
甚至更低。

近期，潘启安和中华医学会肝病
学分会主任委员段钟平共同撰写论
文《替诺福韦预防高病毒载量的乙肝
孕妇传播乙肝》，发表于《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潘启安及其科研团队对

200名孕妇开展研究，这些孕妇每毫
升血液中的病毒量超出100万拷贝。

受试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不
接受抗病毒治疗，另一组从孕 30 周
左右开始每天口服300毫克“替诺福
韦”。潘启安说，未经治疗的孕妇中
只有2％的病毒载量下降，68％的治
疗孕妇每毫升血液乙肝病毒载量减
少至100万拷贝以下。

“如果孕妇生产时病毒载量减少至

100万拷贝以下，意味着婴儿出生后，再
接种乙肝疫苗及免疫球蛋白注射，基本
上不受乙肝病毒感染。”潘启安说。

据介绍，如果不做预防，乙肝母亲
生出的婴儿 80％至 90％会被感染。
国内外乙肝防治专家认为，这项研究
为减少乙肝母婴传播提供了新方法。

潘启安表示，对参加研究的母婴，
今后还将长期追踪观察，以证实“替诺
福韦”对胎儿的安全性。 ■李亚红

进藏须防感冒诱发高原疾病
据新华社 进入 6 月份以来，西

藏拉萨、林芝等地降雨量明显增大，
高原迎来雨季。当下正值西藏旅游
旺季，医生提醒雨季高原早晚温差
大，游客要防止因感冒诱发严重的
高原疾病。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高山病
及心血管病科医生提醒，雨季进藏
的游客要备足衣物，注意防寒保
暖。虽然高原中午阳光直晒温度
较高，但早晚温差大，初次进藏游

客容易因不熟悉气候感冒。感冒
发热会增加机体耗氧量，加重高原
反应，感冒病毒影响机体，易诱发
高原肺水肿，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
发脑水肿。

医生提醒，初次进藏的游客可
提前服用西洋参、红景天等缓解高
原反应药物，在未携带氧气瓶情况
下不要贸然进入5000米以上高海拔
地区，同时消除心理负担，不必过于
紧张。 ■张宸

留存脐带血：

癫痫病患者当心误食诱导发病
据新华社 6月28日是第十个“国

际癫痫关爱日”，今年关爱日的主题
为“抗痫人生路、银杏叶相伴”。在第
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的癫痫义诊活
动现场，神经外科全军癫痫诊治中心
副主任刘仕勇教授提醒，癫痫患者当
心误食诱导发病。

据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国内
癫痫的总体患病率为 7.0‰，年发病
率为0.288‰，1年内有发作的活动性
癫痫患病率为 4.6‰。据此估计，中
国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
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 40 万，癫痫已
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
常见病。

刘仕勇告诉记者，癫痫发病原因
复杂多样，包括遗传因素、脑部疾病、
全身或系统性疾病等。对于有癫痫
病潜在诱因的人来说，感冒、亮丽鲜
艳的色彩、尖锐的声响、电子屏幕闪
烁、心理紧张等都有可能诱发癫痫。
但临床也发现，不少患者是因误食而
诱发癫痫。

此前，新桥医院收治过一位 25
岁的癫痫患者崔凯（化名）。15年前，
他看到家里一堆红红绿绿的颗粒，以
为是糖果便吃下。后来，崔凯经常出
现嘴角抽搐的症状，严重时还会倒地
四肢抽搐，经医生诊断为癫痫，一直
依靠药物治疗控制病情。

家住重庆市合川区40岁的尹先
生告诉记者，他患神经性头痛有七八
年了，听信当地土医生介绍，吃蛤蟆能
治神经性头痛，他便到农村抓蛤蟆回
家煮着吃。结果没想到头痛没治好，
却因蛤蟆体内的寄生虫患上了癫痫。

此外，新桥医院还曾收治过夏天
在家吃了变质的凉菜，误服农药或药
物导致中毒诱发癫痫的个案。

专家提醒，癫痫患者一定要注意
饮食有节，克服偏食、异食、暴饮、暴食
等习惯，尤其是儿童，饮食过量往往会
诱发癫痫发作。癫痫患者应少吃一些
油腻肥厚的食品及中医所说的“发
物”，鹅肉、羊肉更应少吃。 ■黎华玲

许多老人临终前曾被过度治疗
据新华社 澳大利亚学者的一项

最新研究显示，约三分之一的老人在
离世前 6 个月接受过“毫无意义”的
过度治疗。

这一刊登在英国医学期刊《国
际医疗保健质量杂志》上的研究报
告说，这些治疗消耗了大量人力和
财力，却并未明显改善患者的身体
状况，反而给患者增添了生理和心
理痛苦。

报告说，这些过度治疗在很大

程度上并非患者所愿，而是医院或
患者家属强加给患者的。患者在生
命的最后时光里往往失去自理和表
达能力，所以只能听从医生及其家
属的安排。

据这一报告的主要作者马格诺
利娅·卡多纳－莫雷尔博士介绍，研
究人员查阅了 10 个国家的 38 个案
例，涉及的治疗方法包括外科手术、
化疗、影像诊断、输血和重症监护等。

该研究团队成员之一、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肯·希尔曼一向
反对给予临终老人过度治疗，认为这
样做非但没必要，而且对患者身体有
害。但希尔曼也坦承，在自己母亲临
终前，他也和大多数人一样，采用各
种医疗手段延续母亲的生命，他的母
亲先后进行了22次住院治疗。

希尔曼说，当事情发生在自己所爱
的亲人身上，就无法理性思考。因此，
临终老人能与家人和医生就生死问题
达成共识显得尤为重要。 ■万思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