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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快报

上海音乐学院第三届音乐开放
周7日至13日举行

吕玮是河南省南阳市交通运输
执法局的一名普通执法员。她命途
多舛，2 岁时，她的母亲患上了青光
眼，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14岁时，父
亲瘫痪在床，丧失了全部劳动能力。
吕玮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在艰
难的现实面前，她毅然承担起了奉养
双亲照顾幼弟的重任，这一坚持就是
30多年……

“从父亲躺在床上的那刻起，
我就知道，要和母亲一起把这个破
碎的家撑起来！”吕玮说。1982 年

秋天，吕玮的父亲在生产队干活时
被大树砸伤。经多方救治，虽然保
住了性命，但却从此生活不能自
理，这让原本就十分贫困的家庭雪
上加霜。

吕玮擦干眼泪后，暗下决心：
“千斤的重担我要挑一半！”从此之
后，她便承担起了洗衣做饭、打扫卫
生、给父母买药等任务。为了减轻
家里的经济负担，她还兼职做了许
多零工。30 多年来，吕玮化身为父
母的“小保姆”，化身为弟弟的“大保
姆”，用爱温暖着家人的心灵。她的
大弟吕东周说：“我婚后没有一分
钱，是我姐把她打零工攒下的全部
积蓄拿给我做生意，才有了我今天
稳定的生活。”

吕玮不仅把爱带给了自己的家
人，也把爱带给了婆婆一家人。吕
玮结婚后，每到过年都会前往婆婆
家团聚，为婆婆家置办年货。2009
年的一天，她的婆婆不小心摔倒了，
经诊断为股骨头骨折。吕玮听说

后，立即请了公假回家照顾婆婆。
她每天都给婆婆做饭、洗脚，早晚为
其按摩2小时以上，就这样持续了一
个月。

2012 年，吕玮的婆婆患上了直
肠癌，老人家特别害怕。吕玮贴心
地给婆婆普及医学知识，告诉婆婆
癌症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可怕。
在稳定了婆婆的情绪后，她带着婆
婆进行了 20 个月的放疗、化疗。治
疗过程中，吕玮每天都会骑着电动
车给住院的婆婆送饭，风雨无阻。
街坊邻居们把她的孝行看在眼里，
纷纷夸赞她：“真是个热心肠的好
闺女！”

吕玮在照顾好自家老人的同
时，也对其他人伸出援助之手，走
到哪里就把爱心带到哪里。在她
的老家，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奶
奶 ，无 依 无 靠 ，女 儿 还 有 智 力 残
疾。吕玮经常会登门拜访，为老奶
奶收拾房间、打扫卫生，还定期给
她一些生活资助。每次见到吕玮，

老奶奶都会动情地说：“好闺女，你
的心肠咋这样好？遇到你真是我
的福气！”

吕玮不仅在生活上孝老爱亲，
在工作上也是个热心肠。她积极参
加单位组织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多次和大家一起到“三八”岗维护
交通秩序。2011 年 5 月，她成为了
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后来还在“河
南省红十字会志愿捐献遗体接受中
心”进行了遗体捐献登记。在备忘
录上，她写道：“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就要做一天好事。假如有一天我
离开了这个世界，请遵照我的愿望
把我的器官全部捐献出去，把我的
遗体提供给需要的机构作医学研究
之用。”

吕玮是河南省南阳市交通运输执法局的一名执法员，她的母亲患有青光眼多年，14岁那年她的父亲瘫痪在床。吕玮毅然承担起了照
顾父母、扶助幼弟的重任，一坚持就是30多年。不仅如此，她还悉心照顾婆婆、资助家庭困难的老人，自己还成为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和遗体捐献志愿者。2017年2月，吕玮荣登“中国好人榜”。

照顾残疾双亲30余载孝心大爱温暖人间

图为吕玮（右一）工作照。

上海音乐学院停办近 20 年的
“星期音乐会”，将于5月6日上午在
贺绿汀音乐厅恢复。

首场演出《“民”耀上音》以接续
传统、致敬大师为主题。《梁祝》的首
演艺术家俞丽拿教授的爱徒花卉将
演奏这部著名作品；刚荣获第11届
霍洛维茨国际青年钢琴比赛少年组
第一名的上音附中学子劳睿斯，将
演奏上音老院长贺绿汀的作品《牧
童短笛》。

从 5 月 7 日至 13 日，第三届上
海音乐学院音乐开放周期间，市民
可以在校园内的贺绿汀音乐厅、小
音乐厅、北楼报告厅以及校外的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海外滩源等
场地，免费预约参与一系列开放周
活动。市民不仅有机会听到《中国
序曲》《中国钢琴百年》等音乐会，
还可以走进教室上一堂上音文化
课或排练课，或者在校史馆通过一
场音乐展演了解中国近代音乐
史。此外，上海市学生艺术团罗店
中学管乐团专场、黄浦春天少年合
唱团音乐会、黄浦儿童歌舞剧音乐
教育展示等活动，将音乐开放周延
伸至城市的各个角落。

5 月 5 日零时至 5 月 12 日 24
时，市民可登录音乐开放周官网，
预约“音乐开放周”活动。此后，每
学期双周周六上午 10 时，“星期音
乐会”都将在贺绿汀音乐厅举办，
面向公众免费预约。

市交通委近日发布《上海市规范
发展共享自行车指导意见（试行）》征
求意见稿，明确提出“本市不发展共
享电动自行车”。记者昨天从市交通
委获悉，这一决策的提出是基于本
市城市发展规划、公交优先发展战
略、道路通行条件和交通安全状况
的考虑，其中来自交警部门的统计
显示，本市因电动自行车导致的事
故死亡率高且呈大幅度增长趋势。

市交通委指出，今后是否发展
共享电动自行车，当然要看它对城
市交通安全和市民人身安全的影响
如何。然而，据交警部门统计，本市
因电动自行车肇事的道路交通事
故，2015年发生158起共96人死亡，
2016年发生108起共95人死亡，电
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死亡率由2015年
的 60%上升至 2016 年的 88%，事故
死亡率高且呈大幅度增长趋势。

沪明确不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

据《劳动报》报道，五年砥砺奋
进，喜看发展新章。为迎接党的十九
大和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展现上
海改革发展成就，由市委宣传部、市
委党史研究室、市发改委共同主办的

“逐梦新时代·上海2012-2017”大型
主题展览５月５日在上海展览中心
东一馆开幕。

本 次 展 区 面 积 约 2400 平 方
米 ，分 为“ 崇 尚 创 新·砥 砺 奋 进 ”

“ 注 重 协 调·行 稳 致 远 ”“ 倡 导 绿
色·追求卓越”“厚植开放·海纳百
川”“推进共享·成就梦想”“从严
治党·不忘初心”六个板块，共展

出图片 1300 余张，采用大量生动
案例和市民摄影作品，集中反映
了近五年上海努力当好全国改革
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的
经验和成果，以及上海全面从严
治党的实践。

走进序厅“成就殿堂”，首先便看
到10块8米高的LED屏，通过视频演
绎，上海这5年最具亮点的成就被作
为“重头戏”首先进行展示。

主办方还根据六大主题拍摄了
六部 2 至 3 分钟的主题微电影，通过
真实的故事、鲜活的画面、独特的视
角，以小见大，生动讲述上海成就，丰

富市民观展体验。
展览收集整理了大量各区、各条

线创新发展背后的市民故事，在展览
中予以呈现——

比如“不再一考定终身”反映高
考综合改革效应，“75 岁老人学用
智能手机”折射一号课题“1+6”成
果等等。用更贴近市民生活的视角
和语言，解读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非凡成就，用生动的案例，讲
好上海故事，使观众感受更深刻，
传播更有效。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中有
1000 余幅照片出自市民之手，他们

用视角和镜头语言讲述了自己心
中、眼中的“上海五年成就”。现场
设置了“集成就”互动活动。观众在
观展过程中寻找隐藏的 32 个“上海
五年成就”，通过扫描二维码搜集到
一定数量的“成就”后，就能在参观
结束时获得小礼品。展览尾厅开辟
了互动留言区，鼓励观众抒发观展
感悟。

展览结束后，《“逐梦新时代·上
海 2012－2017”——点赞上海》成就
故事画册也将编撰出版，展现市民
群众在上海改革发展中的获得感、
幸福感。

“逐梦新时代·上海”主题展开幕

不少市民认为，上海推行多年
的生活垃圾分类减量“雷声大，雨点
小”，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市绿化
市容局局长陆月星日前做客由新华
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社
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17 上海民生
访谈”时透露，上海将考虑采用一些
更刚性的措施来推进垃圾分类减
量，今年将全面推进单位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

陆月星坦言，填埋等生活垃圾
的传统出路将越走越窄，只有源头
分 类 减 量 这 条 路 才 能 一 直 走 下
去。不过，分类减量这条路的确很
难走，许多市民都深有感触。数据
显示，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已覆盖全
市 500 万户市民家庭，约占全市六
七成，可实际的垃圾分类质量却不
高 ，导 致 许 多 先 进 工 艺 技 术“ 哑
火”，无法消化那些分类不到位的
生活垃圾。

再以2014年起上海推行的绿色
账户为例，虽然目前已覆盖服务了
200万户居民，用“积分兑换商品”的
模式吸引了不少居民主动做好垃圾
分类，但陆月星坦言，仍有许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对此兴趣不大。

既然通过鼓励，推动垃圾分类
的效果有限，是否可以尝试用立法、
惩戒等刚性手段来倒逼？“我们考察
了国内外先进城市推行垃圾分类的
做法和经验，很少有完全依靠物质
刺激来实现的，他们大多走法制化

轨道，比如处罚不分类行为、对垃圾
征收清运费用等。”陆月星介绍，垃
圾分类工作已被市人大常委会列为
重点立法调研的课题，通过立法把
公众的意志变成法律的要求，共同
规范垃圾分类行为。

在相关立法有实质性进展之
前，上海今年出台颁布了单位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实施方案，已开始在
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试点垃圾强制
分类。

“不分类，就不收运。”陆月星表
示，相关的垃圾产生单位要和收运
单位签订合同，明确强制分类的责
任义务。对于积极参加垃圾分类或
拒不参加垃圾分类的单位，监管部
门还将通过公示等手段，给予激励
或曝光。

除了逐渐尝试一些刚性措施，
上海在推进垃圾分类上还将以激励
为主，比如，让绿色账户更“实用”。

“目前有一个初步思路，如果将来要
立法对垃圾征收清运费用，可以和
绿色账户这样的激励制度结合起
来，建立一个对冲机制。”陆月星表
示，绿色账户的积分一方面可以用
来兑换资源，将来或许还可以抵扣
相关费用。

上海的垃圾分类要吸引更多
年轻人参与。陆月星表示，绿色
账户已和网络平台合作，在线可
兑换的商品和服务将有更多种类
和价值。

沪单位将强制推进垃圾分类

■上海都
谷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10110000424723，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近日，市卫计委传出消息：年
内各级医疗机构将进一步挖潜扩
能、扩大儿科服务供给，实现全市
新增儿科床位 400 张。年底前，所
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全部恢复儿
科门诊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兜底”常见
病、多发病，形成自身诊疗特色，
应是二级医院儿科发展的方向。
作为区域医疗中心的二级医院，
应携手三级医院儿科，实现区域
内资源纵向整合；非区域医疗中
心的二级医院，不妨瞄准疾病谱
开展特色诊疗。

申城年内所有二级以上综合医
院全部恢复儿科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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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想对您说，话到嘴边又咽
下；妈妈我想对您笑，眼里却点点泪花
……”这首传唱 30 年的歌曲《烛光里
的妈妈》近日再次成为舆论焦点：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未经授权改编歌
词，删除原词作者署名并在网上传播，
涉嫌对原词作者构成侵权。

名歌4年内两度遭侵权？
《烛光里的妈妈》词作者李春利近

日介绍，《烛光里的妈妈》是她1987年
献给常年卧病在床的母亲的歌曲，段
品章、张强、毛阿敏是最早演唱的一批
歌手，此后曾被翻唱成不同版本。

李春利说，今年4月24日，她收到
TCL集团一名员工信息，欲替李东生
征得改编该歌曲歌词的授权，但她看
到改编歌词后便谢绝了其授权请求。

李春利说，但她随后发现，早在
2015年2月，经李东生改编后的《烛光
里的妈妈》及歌曲视频已在其个人博
客和微博上发表，并被大量转发。当
年 2 月某电视台播出的访谈节目中，

李东生再次引用该改编歌曲视频和改
编歌词。改编后的歌曲视频也出现于
多家视频网站上。

李春利表示，在今年4月24日以
前，李东生本人或TCL集团工作人员
从未与她洽谈过改编授权事宜。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出示过的一
份证明显示，《烛光里的妈妈》曲作者
为谷建芬，词作者为李春利。但在网
上传播的李东生改编版视频中，《烛光
里的妈妈》曲作者为谷建芬，词作者显
示为“李东生”，“李春利”的名字已经
不见踪影。

据统计，歌词中，李东生的修改达
90余字，如“女儿”改为“儿女”，“您的
黑发泛起了霜花”被改为“辛劳一生已
满头白发”，“您的脸颊印着这多牵挂”
被改为“辛劳一生已满头白发”，内容
有相当的相关性。

李春利律师认为构成剽
窃李东生方面未作回应

李春利的代理律师、北京上泽律

师事务所主任陆军杰认为，该事件重
点有两方面：一是侵权时间长，对方是
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传播范围广；二是
他将原词作者名字删掉。

“我们认为，这已经构成了对原作
品的剽窃和篡改。”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
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歪曲、篡改、剽
窃他人作品的，以改编等方式使用作
品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
品的，都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
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民事责任。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法务部主任
刘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改编权属
于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利，而人身权利
是不能代理的，因此音著协无权代理
李春利行使授权改编的权利，而李东
生方面也没有联系过音著协。

记者尝试联系 TCL 集团方面相
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前，该负责人未
就此事做出回应。

陆军杰表示，律师事务所已准备

向TCL集团发去律师函，要求其停止
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我国音乐侵权现象严
重版权保护迫在眉睫

实际上，这并非《烛光里的妈妈》
第一次遭遇侵权。湖南卫视2013年1
月25日播出的《我是歌手》中，羽·泉
以一首《烛光里的妈妈》获得当场冠
军。但因为羽·泉在没有征得李春利
的同意下改变歌词，且节目播出时词
作者署名错误，羽·泉与湖南卫视一度
陷入侵权纠纷，最终节目组向李春利
致歉后获得谅解。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法务部主任
刘平表示，“像这种改编歌曲不申请授
权其实挺普遍的，在国内，音乐翻唱、
改编造成侵权的现象非常严重。”

公开报道显示，2016 年，音乐人
沈庆因为《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先后被

《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第四季选手未
经授权翻唱和节目制作方上海灿星对
簿公堂。

同一年，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涉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改编《因为爱
情》歌词应用于电饭煲营销，被该歌曲
的词曲作者柯肇雷起诉侵权，并索赔
500 万元。董明珠后在微博发文致
歉，承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支
持包括音乐在内的版权保护。

“我国著作权保护水平与世界发
达国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与我国文
化创意产业、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亦
不相适应。”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
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今年两会期
间指出，由于著作权法的滞后，原创
作者、生产者和传播者的积极性遭受
重创，文创产业面临严峻挑战和巨大
冲击。

刘平说：“社会违规使用音乐作品
和创作者自发维护自身创作权益的事
件越来越多，其问题的核心是漠视和
重视音乐版权保护的两极分化越来越
严重。依据当前中国原创音乐产业的
发展现状，推动中国音乐产业版权保
护已经迫在眉睫。” ■白瀛 何欣禹

《烛光里的妈妈》词作者再遭侵权？

据新华社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
快速扩容，电影制作专业人才匮乏日
趋严峻。业内人士认为，电影教育国
际化，积极吸纳国外优秀教育资源，
已成为适应中国电影人才需求的破
题之举。

2003 年至 2015 年，中国电影市
场一直保持平均35％的高增长率；年
电影票房从2002年的不足10亿元扩
大到 2016 年的 457.12 亿元。目前，
中国电影市场稳居全球第二。

日前在京举行的主题电影论坛
上，业内人士指出，电影的高票房、快
增长吸引了不少“业余人士”，很多行
业外的人，有了钱就想进行业里“玩
玩”，于是新晋导演越来越多，作品艺
术质量参差不齐，专业人才匮乏态势
愈发严峻。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
任尹鸿认为，当前国内电影行业的人
才成长速度赶不上产业发展速度。

“从改革开放初期年产几十部电影，
到现在年产近千部电影，这么大的创
作量，专业人才缺口自然会出现。”

导演冯小刚认为，如今中国电影
人才缺口不仅出现在导演、编剧等最
核心的创作领域，灯光、美术、化妆、
录音等领域也同样缺乏。“中国电影
行业最缺的是属于自己的‘蓝翔技校
’。”冯小刚说，这意味着要为中国电
影培养最基层和具体的技术工种。

如何弥补人才缺口？专家认为，
除了国内现有的专业院校教育外，向
美国等电影拍摄及制作技术相对领
先的国家学习，让电影教育国际化，
通过远程教育、实地教学等多种教育
方式来培养国内目前缺乏的电影制
作人才，是捷径之一。

事实上，近年来，多家国外影视
教育机构已与中国合作设立分支机
构或开展相关培训，如上海电影艺术
学院与纽约电影学院共同成立“纽约

电影学院上海教育中心”，美国查普
曼大学在中国开设电影夏令营等。

北京光景映画电影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炜哲说，国内艺术院校的毕业
生常缺乏实践经验，而公司与美国南
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共同发起的“电影
专业人才升级计划”，旨在加强中国
电影人才在理论与实际操作双方面
的综合训练。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
学院是世界知名的电影教育机构，该
院毕业生共累积获得超过30座奥斯
卡奖杯，其中包括乔治·卢卡斯、约
翰·韦恩等电影大师。

上海电影艺术学院院长江泊介
绍认为，国际联合培养教育机制一方
面可以开展多元化人才培养探索，在
教学组织、课程体系、管理模式等方面
达到国际电影先进水平；另一方面将
进一步开拓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创作道
路，扩大国产影片的海外发行网络，助
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白瀛 徐舟

据新华社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
国际展览局于2010年11月做出一项
历史性决定——将世博会诞生以来
首座世博主题博物馆设在中国上
海。5月1日，这一包罗世界科技、文
化众多成果的博物馆在上海向公众
开放。

这是世界上第一座以展示世博
会发展史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性博物
馆。专业人士认为，博物馆的开幕
象征着曾成功举办一届综合性世博
会、多届专业性世博会的中国，秉持

“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世博会
理念，正在从“世博”更加自信地走
向世界。

2010年5月1日，中国首次主办
的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上海世博
会迎来首批游客。当时的参展国家
和国际组织达到 246 个。此后半年
间，这届盛会创造了吸引 7300 多万
人次参观的世博会纪录。

2017 年 5 月 1 日，经过多年筹
备，由上海市政府与国际展览局合
作共建、国际展览局授权的唯一官
方博物馆和官方文献中心在上海世
博会原址浦西区域开馆。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局
长于秀芬说，这里将成为全球世博
文化与创新的知识库，也为中国、为
上海增添面向未来的文化新地标。

“世博会”的理念精髓始终聚焦
人类文明，世博会博物馆也云集世
界智慧。根据上海市政府与国际展
览局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及协议，国
际展览局对博物馆的展览陈列设计
方案给予统筹指导，推荐国际专家
担任顾问、参与工作，并为世博会博

物馆藏品文献征集提供渠道、资源
和机制保障等。

博物馆 8 个常设展厅面积约
9000 平方米，分为寰宇舞台、进步
之路、乐观信念、挑战重重、世纪盛
会、世界文明、中华智慧、未来愿景
八大主题，展出全球捐赠藏品 3000
多件，并通过仿真模型、互动多媒
体等再现昔日世博盛景。比如，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镇馆之
宝”——大型电子多媒体版《清明
上河图》，就在博物馆内被又一次

“点亮”。
该博物馆设计与布展团队由中

国、西班牙、意大利三国专业人士联
合组成，体现权威性和国际视野。
博物馆向全球敞开大门，提供中英
两种文字导览，国际展览局也将在
此推出特别展。

“祝福开馆！希望从今以后，通
过世博会博物馆，中国、日本，还有
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紧密联系在一
起。”在国际上有“世博奶奶”美誉的
世博会资深“粉丝”山田外美代、上
海世博会外籍志愿者二神敦等，专
门赶在博物馆开幕第一天来到现
场，见证历史一刻。

据悉，今年 6 月至 9 月，哈萨克
斯坦将举办以“未来能源”为主题的
2017 年阿斯塔纳专业性世博会，
2020年综合性世博会则将在阿联酋
迪拜举办。世博会博物馆馆长刘绣
华说，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与世
博会的缘分将持续书写，博物馆将
通过世博会的国际舞台开展学术调
研、藏品文献征集和文化交流等。

■许晓青 吴宇

据新华社 为进一步研究红山文
化，寻找红山文化的核心聚落，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日前启动了对
辽宁西部大凌河中上游红山文化遗
存的考古工作，计划在未来5年内完
成全面调查。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
名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占据独特
地位。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及材料
的丰富，红山文化研究也渐趋深
入。然而，由于受到考古发现的诸
多限制和遗存性质较为单一的影
响，具体生活方式、居住情况、人群
来源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辽宁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编制了《大凌河中上游红
山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计划（2016－
2020年）》，并于2016年通过了国家文
物局批准和辽宁省文物局核准。

该计划在对以往考古工作成果
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通
过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
协调多学科共同研究，以寻找红山
文化的核心聚落，特别是以与牛河
梁遗址等重要遗址相关的居住遗址
为主要目标，推进对红山文化聚落
形态、社会状况、发展规律、生计方
式等方面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为
珍贵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科学依
据，为下一步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和
文物保护奠定坚实基础。 ■赵洪南

首座世博会博物馆在沪启用

辽宁“寻找红山文化核心聚落”

计划5年内完成

5月2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民族翰骨”潘天寿诞辰
120周年纪念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共展出20世纪中国画大师、美术教育家潘天寿（1897－1971）的120余件书
画作品。图为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参观展出的潘天寿作品。 ■新华社记者 鲁鹏 摄

电影教育国际化开始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