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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
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鼓励我们立足
时代发展，创新艺术表达，在更好满足
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的过程中，把中国故事讲生动、讲精彩。

怎样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从延河岸
边走来的艺术院团，国家话剧院近年来
以史料为依托，深入革命文化传统，创
作了 《三湾，那一夜》《红色的起点》

《直播开国大典》等一批话剧作品。其
中，《红色的起点》凸显青春洋溢的革命
精神，以富有时代气息的舞台表达，再
现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直
播开国大典》则聚焦新中国成立这一伟
大历史时刻，以历史人物为原型，再现
新华广播电台如何在有限条件下，顺利
实况转播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宣告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了让故事更加好

看，在《直播开国大典》中，我们打破
传统叙事模式，3条线索交融并进，增
强全剧悬念和戏剧冲突。在视觉呈现
上，借鉴戏曲舞台空间美学，舞台上只
布置桌椅，通过灯光和即时摄影等技术
手段，实现舞台空间和叙事视角的切
换。这样的舞台表现贴近当代观众审美
趣味，能够更加有效地传递作品的精神
内涵。

今年国庆期间，国家话剧院首部文
献剧《抗战中的文艺》成功上演。主创
团队用一年时间查阅文献史料，深入研
究抗战14年历史，以文艺家群体的视角
表现中国共产党如何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救民族于危亡。全剧以活跃在抗战中的
文艺家为主人公，集中呈现鲁迅、田
汉、聂耳等文艺大家的爱国之志和救国
之举。国家话剧院推出这部剧，既是对
历史的回望和致敬，更传递了前辈艺术
家的奋斗之
志、家国情
怀。

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讲
好中国故事，还需要我们深入生活，走
近书写不凡生命诗篇的英模人物，通过
文艺创作让人物事迹和精神为更多人所
知。只有深入生活，创作者才能走进人
物内心，进而从精神层面理解人物，这
样刻画出的人物才清晰准确、真实可
感。为创作话剧《谷文昌》，国家话剧院
的主创团队数次来到主人公生前奋斗过
的地方采风。人物形象的种子逐渐在演
员心中生根发芽，这样塑造的艺术形象
更加令人信服。

无论表现革命前辈还是英模人物，
当创作者自己被表现对象深深打动、在
精神和情感上有所升华时，创作出的作
品才能富有原型人物的精气神。为创作
民族歌剧《扶贫路上》，我们多次深入广
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在主人公黄文
秀工作过的田间地头听乡亲们含泪讲述

她的故事，反复研读她留下的《驻村日
记》。这位年轻共产党员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坚定信念和优
秀品德，成为我创作时的力量之源。首演
结束，当地观众含泪鼓掌的情景让我至今
难忘。只有切身感知人物心声、人民心
声，我们的作品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我们将探索戏剧和互联网技术的融
合，建设戏剧现场云演播平台和数字智
能演艺基地。戏剧和网络的融合不止步
于直播，而是要实现戏剧线下创作与线
上数字化创作的全面融合，通过数字
的、审美的方式，让精彩的中国故事被
更多人看到。

用更多优秀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中国戏剧人义不容辞，
大有可为。

□人民日报 田沁鑫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强调：“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
路线。”在奋进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广大党员
干部必须始终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休
戚与共，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为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汇聚起磅礴力量。

人民是我们日益壮大的根本血脉。
从50人到9500多万人，共产党员队伍的
日益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
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人民是我们党执
政的最大底气。”军旅歌唱家丁晓君每次
含泪演唱《天下乡亲》，每次都让观众泪
崩。“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

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
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歌词
的含义荡涤心灵，让人心潮难平。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有力
地证明了我们党只有始终同人民群众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赢得人民
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从人
民群众中获得力量。

人民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坚强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
量。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
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
力。”我们党在百年峥嵘岁月中，坚持为
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与
人民群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保持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陈毅元帅曾深情
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

小车推出来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来自人
民、根植人民、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
生、因人民而兴。人民是我们取得胜利
的坚强保证，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只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一定能在一
切艰难险阻面前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人民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力量源泉。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所取得成功，
既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也离不开广大
人民群众的大力参与和支持。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强
大力量作支撑。这种强大力量体现在建
小康、战贫困、促改革、抗疫情、治污
染、化风险上；体现在疫情防控的“中
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力量”上；
体现在改革发展、创新发展的“中国奇
迹”上……正是“众人拾柴”、无私奉

献、拼搏创造、不懈奋斗的力量，让我
们越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应对了
一次又一次艰苦挑战，实现了一次又一
次新的跨越，书写了中国百年发展的壮
丽史诗。只要始终为了人民、依靠人
民，就一定能以高质量发展的过硬成果
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篇章，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

“永远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
系”，需要我们始终同人民群众心心相
印、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需要我们
从人民群众关心的每件事做起、从让
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抓起，需要我们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安危冷
暖放在心上、记在心里。永远牢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刻也不脱离
群众。

□季宝干

共产党人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用更多优秀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兴”好有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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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部长，您一路走好!”11月13日上
午，殡仪馆大厅内哀乐阵阵，上百名干部
群众自发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市总工
会法律工作部部长黄旭日……

11月10日晚，在办公室加班的黄旭
日突发心肌梗塞，因公殉职，年仅56岁。

黄旭日，中共党员，1990年7月自苏
州丝绸工学院本科毕业后，一直在市总
工会职工学校工作，2012年 6月借调至
市总工会机关，在市总工会宣传部、维权
保障部、法律工作部工作多年。

刻苦钻研“门外汉”成了法律
“土专家”

黄旭日起初是“门外汉”，到工会法
工部工作后，他没日没夜地钻研学习《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相关法律知识，
顺利通过国家考试,获得了劳动关系调
解员证书，渐渐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
一个法律“土专家”。自此，他积极从事
工会法治宣传、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职工
信访、职工法律援助、工资集体协商、劳
资纠纷调处等工作，牵头创办了职工普
法“实景课堂”，让基层职工接受最鲜活
的法治教育，尽最大的努力为职工发声
维权。

一年365天，黄旭日有100多天奔波
在城乡企业普法的路上，刮风下雨，从不
间断。每次去时，他都会带上很多法治
宣传册，将“老黄维权站”的名片发给职
工，让工人知晓法律知识，知道到哪里维
权。

“今年夏季,一场暴风雨突然而至，
但黄部长跟陈堡镇两家企业约好了去那
里开展劳动法律监督工作，他冒着暴风
雨，坚持赶到了陈堡镇完成了工作。”与
黄旭日同科室的王瑜感叹，黄旭日对待
工作就是认真。

“记得有一次，我和黄部长一起去张
郭镇某企业开展劳动法律监督工作。普
法过程中，企业主一直在接听电话，我很
生气，但老黄仍继续坚持。”市劳动监察
大队副大队长王显斌说，从小事上就能
看出黄旭日对待工作认真细致，对服务
对象和风细雨。

一心为民“老黄维权站”实打
实心贴心

在黄旭日的努力推动下，去年市总

工会成立了以他命名的职工法律服务综
合体——“老黄维权站”，构建了信访接
处、法治宣讲、法律监督，协调调解和法
律援助五位一体的职工维权机制，为全
市职工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全周期的维
权服务。

某厂工人老徐多年前出了工伤事
故，导致左边小臂没了，当时厂里也给他
认定了工伤，但老徐出事前厂里没有给
他办理社会保险，只能按当时的政策给
予一次性补偿金，老徐也就没有按工伤
退休。但老徐现在觉得不划算，一次性
赔偿太少了，他想按工伤来退休。2021
年年底找到了黄旭日，老徐表示要维权，
黄旭日接手了这个案子，从此操碎了心，
跑遍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信局、
市政府等部门。“人社部门向我解释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 62条：‘应当参加工
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
工发生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
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
用’，当时单位给了我一次性伤残抚恤
金，与我解除了劳动关系、终止了工伤保
险关系，所以我也就不好以因公致残办
理退休手续了，看来我退休工资少是提
前病退的原因。”虽然事件没办成，但老
徐对黄旭日为群众解难事的精神逢人便
夸。

老李是一家速递公司的搬运工。去
年 10月份，老李下班骑车回家时出了车
祸，腿断了。公司就其是否属于工伤，跟
老李发生争议。老李得知市总工会有个

“老黄维权站”，就来工会找黄旭日帮
忙。“黄部长跟我说，尽力帮我跟公司沟
通，这次事故我一共出了四、五万的医疗
费，黄部长尽了最大努力，让公司给了我
两个月的工资，还帮我争取到了五千元
赔偿款，大大减轻了我的经济压力，想不
到他却突发去世了……”得知这个噩耗
后的老李泣不成声地说道。

“黄部长去世的那一天，还在为一位
叫小巧的职工维权呢，本来他准备下一
周把双方都请到我们单位，将这个事情
了结了，想不到他却突然去世了。”与黄
旭日同科室的梅颖提起这事，眼泪禁不
住流下来。

近几年，黄旭日协助人社部门，为维
护兴化农民工权益做了大量的工作。
2021 年春节前，26 名农民工向市总工
会、市劳动监察大队求助，反映兴化某公
司拖欠他们的工资，公司负责人李某“跑
路”了。接到求助后，黄旭日与市劳动监

察大队联系，立即展开调查，确认李某共
拖欠 26名农民工 2019年 4月份至 2020
年12月份工资共71068元。监察员第一
时间启动行政程序，责令欠薪单位支付
拖欠工资。经过多次督促，李某一直不
接电话，拒不配合，躲在外地逃避法定责
任。为此，黄旭日和劳动监察大队监察
员一起，多次外出寻找李某，一直没有结
果。通过多方努力，终于在 2022年 1月
17日在河北省找到了李某。在大家的
努力下，李某表示愿意先筹资 5万元支
付农民工工资，并承诺年后将剩下的 2
万余元支付到农民工手中。至此，26名
农民工的血汗钱终于有了着落……“每
年，黄部长都会代表工会作为第三方，与
我们一起前往安徽、河北、南京等地，协
助我们追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王显斌
介绍道。

履职尽责“拼命三郎”求完美
做表率

干一行，爱一行，刻苦钻研的黄旭日
逐步成长为一名业务骨干，在前不久举
行的泰州市集体协商技能竞赛比赛中，
他是全场 7支比赛队伍里唯一能够全程
脱稿的人。泰州市总工会领导看他在组
织、写脚本等方面的能力很强，便邀请他
担任泰州市集训队培训导师兼脚本撰写
策划导师。

“去世前的那一周，黄部长很忙。他
准备去南京参加线下人民陪审员培训，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改成了线上网络
授课。”据梅颖介绍，这段时间，黄旭日为
泰州撰写参加省赛案例脚本，起早带晚，
花费了大量的心血。11月10日晚，他又
在单位加班打磨参赛脚本，打算 12日赴
泰州参加赛前强化集训，16日赴淮安参
加全省集体协商技能竞赛决赛。

当天深夜 11点多了，黄旭日妻子陈
海云等不到他回家，电话联系又无人接
听，当妻子赶到办公室后，发现黄旭日已
倒地不省人事……

11月11日凌晨1时30分左右，黄旭
日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市人民医院确
诊为突发心肌梗塞。

集训队参赛脚本成了黄旭日生命中
交给自己所热爱的工作的最后一份答
卷。

市总工会法工部分管负责人周凤齐
说，黄旭日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还积极配
合单位做好各项工作。疫情防控，他每
次都站在小区门口，举着牌子让路过的

人扫场所码和行程码，即使人流量不大，
他也从不休息。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
中，他很细心，看见哪里有烟头就捡起
来，看见哪里有废弃的网线，立刻就爬到
楼顶去弄整齐。在长安大桥交通卡口协
助交警疏导交通时，他也是最认真的。

“我感觉黄旭日在工作上是一个‘拼
命三郎’，为人也比较谦虚、包容。”据市
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永辉介绍，在
去年考核优秀等次评选中，黄旭日和另
外一位同志得票相同，但最后只能二选
一。“我找老黄谈话时，他就说我不要，第
一不让领导为难，第二我是老同志理应
让贤。”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在黄旭日的努力下，“老黄维权站”
成了市总工会的维权工作品牌，获泰州
市十大法治事件提名；省总工会第二批

“三化”建设成效明显十佳法律援助中
心。黄旭日本人还先后被兴化市委组织
部表彰为 2020～2021 年度优秀共产党
员，被泰州市委宣传部、泰州市文明办、
泰州市总工会表彰为泰州市文明职工；
被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评定为江
苏省金牌劳动关系协调员。

孝老爱亲“崇德向善”传家风
显品质

黄旭日在单位尽心尽责，在家里也
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妻子陈
海云说，跟丈夫结婚快 30年了，从来
没有红过脸吵过架，感情非常好，每逢
节假日或休息时间黄旭日总帮着她做家
务。黄旭日非常孝顺，一有闲暇就打电
话给母亲，嘘寒问暖，一家三口经常在
周末回家探望母亲。“他对我的父母也
非常好，每天都会给他们打个问候电
话，每逢双休日也会陪着二老喝喝茶、
吃吃饭。”

“我上高中的时候，学习很紧张，中
午晚上都来不及回家吃饭，每天都是爸
爸给我送饭。我对爸爸印象最深的一件
事就是每次工会开展送温暖活动，他都
会慷慨解囊，捐钱捐物。”爸爸的去世，给
女儿黄志玮留下了无尽的悲伤和难以言
说的无奈。

事业未捷身先逝，长使英雄泪沾
襟。黄旭日不幸因公去世的噩耗传开
后，生前的泰州、兴化市总工会领导、
同事、亲朋好友等自发来到殡仪馆吊
唁。

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 通讯员 高建国

“老黄牛”生命最后的答卷
——追记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黄旭日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