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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迎来解放。之后
短短数月，全市工人群众用双手缝合战争创
伤，生产迅速复苏，社会秩序渐趋稳定。9 月，
当新中国将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传来，天津工
人阶级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筹备活动当中。

9 月 28 日，全市宣传庆祝周开启。为庆祝
活动临时修建的广场被命名为“人民广场”，这
片总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的荒草地，经过 3 万
人的义务劳动，仅用 3 天就平整完毕，搭建起
主席台，竖起旗杆，铺设了电线和照明灯，做好
了迎接庆祝活动的准备。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10 月 2 日，天津市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
祝新中国诞生。市政府发布通告，全市机关、
团体、学校和企业放假 3 天。当天 30 万市民齐
聚人民广场。广场中央，“开国万岁”“保卫和
平”“保卫生产”12 个大字被灯火点亮，旗海与
灯笼交相辉映。

晚 6 时 30 分，大会开幕。现场群众情绪激
昂，军乐声响彻长空，和平鸽放飞夜空。由东
亚毛呢厂工人加班赶制的国旗缓缓升起，这是
天津市在新中国成立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
旗，见证了全市人民对新政权的衷心拥护。市
长黄敬宣布庆祝大会开幕，强调共和国的建立
使人民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希望全市人民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贯彻《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大力开展生产建设，携
手共建新中国。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出
席大会并讲话。会场上掌声、欢呼声、爆竹声、

锣鼓声交织，气氛异常热烈。
庆祝活动中，工人组成的方队按照预定路

线整齐列队，举行了别具特色的“提灯游行”。
彩灯造型丰富、形态各异，有红星、飞机、坦
克、建筑、鸽子等，小的半尺、大的丈余。机务
段 36 位工友用小车推来了数丈长的火车模
型，场面十分壮观。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不少老工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感叹一
辈子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好年头。庆祝活动一
直持续到 3 日凌晨 4 点，成为天津一次盛况空
前的人民大联欢。

1949 年国庆前后，天津五金、化学、塘大海
员、纺织、保教、铁路等行业相继召开首届工人
代表大会，陆续成立了工会组织，工人入会率
大幅提升。全市推行《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
（草案）》，私营企业启动劳资协商，造纸、卷
烟、三轮车等行业签订集体合同。工人们真切
感受到当家做主的尊严，深刻认识到旧社会做
工是为了“东家”，如今是为了国家，庆幸终于
彻底摆脱了压迫和剥削，过上了“人”的生活。

按照市委积极审慎的方针，1949 年 9 月、
10 月，全市新发展党员 2688 人，其中工人占比
高达 76%，充分彰显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重要地位，为 1950 年 1 月天津召开首
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工人不仅打破了
身份枷锁，更实现了阶级命运的根本性转变。天
津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投身国家建设，推动天
津这座北方工业重镇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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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春日不仅闻得花香，还能食花味。
儿时母亲做饭，常将应季的花作为食材，我对物
候最初的感知是从味觉开始的。后来到云南旅
行，发现当地人也喜欢以花入馔。

春日之花，玉兰与梅为盛。玉兰花的常见吃法
是裹面糊后油炸，炸出类似薯片的口感。烹饪时
先调好面糊，再将洗净的玉兰花片挂浆，待油温升
高，将它“刺啦”下锅，炸熟后捞起。玉兰花瓣厚
实，一口咬下去，先是酥脆，而后花气袭人，花朵的
汁液和花香占据唇齿，微苦中带着清澈的回甘。

这种吃法，可以追溯到明清。明王象晋《群芳
谱》载，“花瓣择洗净拖面，麻油煎食至美”。清德龄
的《御香缥缈录》也提到慈禧太后夏吃荷花片，春吃
玉兰片，做法相似，凡花瓣肥厚者，多可面拖油煎。

“在夏季里，常教御膳房里采了许多新鲜的荷花，摘
下它们最完整的瓣来，浸在用鸡子调和的面粉里，
分甜咸两种，加些鸡汤或精糖一片片的放在油锅进
而炸透。”“在春天……依着利用荷花的方法，煎成
又香甜又清脆的玉兰片，随时吃着它消闲。”

春日，约三五好友，将树上的花瓣摘下，炸成
玉兰片，做成零嘴儿，围炉而坐，食之如置身玉树
琼花下。少时觉得，玉兰花朵硕大，不及梅花清
雅，后看过了园林的百年玉兰树，粗细错落的枝

条，花朵如蝴蝶振翅，温婉又热烈。花与影，移步
换景处，皆成一幅幅画，柔婉繁密的春日气韵由
此顿生。

相较于玉兰，梅花的吃法就更丰富了。受母
亲影响，我曾试着仿宋人做法，制作梅花汤饼和
梅粥。梅花汤饼就是用梅花模具压成的面片。浸
过梅花、檀香末的水和面，再用梅花样的铁模子
凿好，梅状面团煮熟后放入鸡汤内食用。做法虽
简单，难得心思精巧。心中有梅，再尝梅花汤饼，
见这浮动在汤上的朵朵白梅，哪里愿意去分清是
面团凿成的，还是花树上落到碗里的呢？

梅粥的做法更简单，白米粥煮熟后，撒入梅花
即可，粥带着浮动的暗香，享用着它，四季在我心
中的烙印就更深了。春夏秋冬如同年岁的航标，
若感受不到航标，会怅然若失的。吃花亦是惜
时。杨万里《落梅有叹》诗曰：“才看腊后得春饶，
愁见风前作雪飘。脱蕊收将熬粥吃，落英仍好当
香烧。”人们不忍看梅花凋零，收集花瓣做成香粥
一瓯，或者放在香炉中当作天然的香料。梅粥在
清朝又名“暗香粥”，人们惜花怜时，岁时之中，既
有哀愁，也有沉浸花月之中的情动。

以花入馔，自古流传至今，成为日常生活的趣
味。春日花香可嚼，趁着阳春烟景，不妨吃去！

此时 春风浩荡
别问 我遇到了多少风雪
多少的悲欣交集
我把自己变成季节轮回中的
一粒种子 春天一来
就是新的开始
打起精神 充满好奇
我努力发芽
长成一个不一样的
一年四季

此刻 春雨绵绵
不说 我从哪里汲取力量
山河远阔 人间烟火
我是自己家族长河中的一颗水滴

带着祖辈的基因 一半刀耕火种
一半清醒释然
不只是生生不息的传承和记忆
还要折射太阳的光辉 映照
多彩的四季

至此 春天盛大
静思 我是谁我要什么
星河滚烫 历史悠长
我是沧海桑田中的一个偶然存在
我知道我有光，但不耀眼
我有剑，却斩不断羁绊
我要不徐不疾不卑不亢
在时间的褶皱中 赓续
岁月的水墨记忆

清明·静思
□水湄

□记者秦帆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红桥区委宣
传部获悉，“书香天津”阅读分享会在
水游城西西弗书店举办，红桥区作协
主席、知名作家李晓重携现实主义力
作《驻站》，与文学爱好者共聚一堂，
分享创作感悟，探讨文学与时代的深
度联结。

活 动 开 场 ，李 晓 重 从《驻 站》的
创作初衷谈起。李晓重的作品以扎
根 天 津 本 土 文 化 、书 写 警 察 职 业 精
神著称，其小说《驻站》改编的电视

剧 在 央 视 热 播 ，成 为 近 年 现 实 主 义
题材的标杆之作。红桥区全民阅读
推 广 人 焦 璐 用“ 铁 路 公 安 的 铁 骨 铮
铮”与“运河人家的市井温情”概括
其创作风格。这部以铁路公安民警
为 主 角 的 长 篇 小 说 ，源 于 李 晓 重 数
十年扎根基层的亲身经历。书中通
过 鲜 活 的 小 人 物 群 像 ，展 现 了 铁 路
工 作 者 坚 守 岗 位 、守 护 平 安 的 动 人
故事。李晓重说，创作《驻站》的动
因 源 自 自 己 一 次 深 刻 的 生 活 体 验 ，
自 己 本 身 就 是 一 名 铁 路 公 安 民 警 ，
工 作 和 生 活 在 这 个 群 体 当 中 ，有 更

多 的 优 势 和 机 会 去 收 集 素 材 、记 录
故事。当讲到如何将现实题材创作
出 富 有 吸 引 力 的 文 学 作 品 时 ，李 晓
重 强 调 ，闭 门 造 车 肯 定 写 不 出 来 好
的作品，必须走进生活，汲取养分，
收 集 活 生 生 的 素 材 ，这 是 创 作 出 好
作品的基础。

活动中，李晓重还热情地与大家
分享了央视热播剧《驻站》背后的创
作感悟和文学表现。主持人也带着大
家一点一点走进了李晓重老师的创作
世界：“红桥区是天津的发源地之一，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您在创

作中如何体现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特
色？天津的历史文化在您的作品中扮
演了怎样的角色？”李晓重说，这里的
历史建筑、民俗风情与市井生活构成
了独特的创作富矿。天津话的幽默与
犀利，是他经常用来刻画人物性格的
神来之笔。“正是这座城市生命的脉
搏，正是这种浓厚的地方文化，成就
了作品的灵魂。”

同时，李晓重还与大家分享了他
的 阅 读 体 验 ，交 流 了 他 在 创 作 过 程
中 ，如 何 不 断 从 文 学 经 典 中 汲 取 养
分，塑造出更为深刻的角色和情节。

探讨文学与时代深度联结

“书香天津”分享《驻站》创作感悟 □记者王洪宇

本报讯 日前，第三届交
通运输优秀文博馆集中展
示暨交通运输党建与文化
交流会举办。天津轨道交
通运营集团天津轨道交通
廉洁文化教育阵地获得“内
容设计奖”。

天 津 轨 道 交 通 廉 洁 文
化教育阵地由决策篇、文化
篇、主题展览篇、纪法篇、警
示篇等 5 个主题展区组成，
将纪检监察工作的百年沿
革、天津轨道交通集团筚路
蓝缕的奋斗历程等生动呈
现，营造出激浊扬清、干事
创业的浓厚氛围。

天津轨道交通廉洁文化教育阵地获奖

□记者秦帆

本报讯 由江西文演集团、北京
舞蹈学院共同出品，新华社新媒体中
心、北京猿动力泛娱文化集团、中共
新余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江西文演
演出院线公司制作运营，上海晶英文
化传媒（集团）中国巡演推广总运营，
上海晶英文化传媒集团与天津保利
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晶英文化演
出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舞剧《天
工开物》4 月 3 日 10:18 重磅开票，8 月
29日至 30日在天津大剧院震撼上演。

“现象级”舞剧爆火出圈
明制美学含金量满满

舞剧《天工开物》自2024年首演以
来，全网曝光量超过 4 亿，综合上座率
超 90%，累计观众 4 万余人，是当之无
愧的舞剧“黑马”，爆款舞剧“新顶流”。

该剧被誉为“文艺界的大作，舞
剧界的大片”。舞美通过对明代画
卷、建筑、器物、服饰、家具等资料的
研究，总结出明制美学“大、巧、简”
的美学特征，以别出心裁的舞台呈现
形式，让古老的传统工艺在舞台上焕
发出新的活力，深受观众喜爱。

除了雅致古朴的明制美学颇受
年轻观众喜欢以外，舞剧的“含舞量”

也让观众大呼震撼。“全员会飞”“中
国人会飞这件事瞒不住了”“再一次
被中式美学震撼”“中国的舞蹈圈不
受牛顿统治”等互联网热评，在观众
的热情种草下，激起了年轻人对传统
文化和国风美学的认同，燃起了强大
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

青老“宋应星”
同台起舞“绘”名篇

舞剧《天工开物》将宋应星的人
生经历与他的著作《天工开物》的篇
章穿插并行展开。北京舞蹈学院青
年舞团演员马蛟龙饰演老年宋应星，
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吕科镝、
江西省歌舞剧院舞剧团青年演员安
一宁饰演青年宋应星。引领观众走
入这位传奇人物的世界，展现宋应星
从小就对自然科学满怀兴趣，演绎他
的 6 次科场失利，以及他即便在亲人
不理解不支持的情况下，依旧醉心于
创作“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科学
技术百科全书的故事。

主演马蛟龙在采访中表示，“对
老年宋应星的把握要很精准”“我是
舞蹈演员，更多通过身体、中国舞自
带气质演人物。”马蛟龙不断想象《天
工开物》诞生的时代，“如果生活在宋
应星的世界中，我会怎么做？”

主演吕科镝在采访中表示，“宋
应星这个人物要在身体、外在形态、
服装等各个方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给人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上半场，
会看到一个“鲜衣怒马”的少年郎对
世界充满好奇，在经历挫折和人生的
迷茫之后，他的内核逐渐稳定，但是
心底对世界的探索却从未改变。”

即将火爆开票
舞台展现中国文化自信
上海晶英文化传媒（集团）总裁陈

英武表示，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
中国十七世纪影响世界的百科全书，
对全球发展影响深远，是老祖宗留给
我们中华儿女的宝贵财富。舞剧把古
老的匠心精神和传统工艺的魅力用舞
台艺术的手法展现给大众，让更多人
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激发大
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意识。

晶英文化将携手《天工开物》陆续
登陆北京、上海、重庆、成都、青岛、宁
波、南昌、福州、沈阳、郑州、昆明等二
十余座城市上演近50场演出。以舞蹈
为载体，用艺术连接传统与现代，向全
球观众传递中国科技与传统文化的深
邃底蕴。“天工开物，永不止步！”此次
巡演不仅是一次艺术之旅，更是一场
中华科技和文化自信的展示。

□记者金静

本报讯 日前，“杏福鲁
家峪 花香西龙春”第八届
杏花节开幕式在蓟州区西
龙虎峪镇鲁家峪村举行。

开 幕 式 设 置 在 杏 花 林
中，舞台四周杏花环绕，微风
拂过，花瓣轻舞飞扬，为现场
增添了灵动浪漫的氛围。游
客一边欣赏节目，一边呼吸
着夹杂杏花芬芳的空气，沉
浸在无与伦比的体验中。开
场舞《中国威武》，舞者们身
着轻盈飘逸的服饰，用优美
灵动的舞姿，演绎杏花在春

风中绽放的全过程，瞬间点
燃现场气氛。京东大鼓团队
带来的原创《最美蓟州杏花
村》，旋律悠扬，歌词饱含对
家乡的热爱，唱出了当地人
民的幸福生活。

此次杏花节文艺演出不
仅为游客带来了一场高品质
的文化盛宴，也展示了西龙虎
峪镇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推动
当地文旅融合，提升地方知名
度起到了积极作用。据了解，
西龙虎峪镇将继续挖掘特色
文化资源，打造更多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书写文旅融合发
展的崭新篇章 。

蓟州区西龙虎峪镇举行第八届杏花节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记者温
竞华）记者从中国科技馆获悉，第十五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暨中国科
技馆特效电影展映活动将于 4 月 8 日
至 5 月 5 日在此馆开展，集中展映 50
部国内外特效电影。售票通道于 4 月
1 日 18 时开启。

本次展映的特效电影来自中国、
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 14 个
国家，包括球幕影片、巨幕影片和 4D
影片，涵盖自然环境、航空航天、前沿
科技、奇幻动画等题材。其中，《霸王
龙》等 21 部影片为中国首映，《未来城
市》等 4 部影片首登亚洲银幕。

适逢中国科技馆特效电影展映 15
周年，本届展映活动特别推出“每日首
场电影 0 元票”惠民举措，每日最多可
有近 1200 人次免费观看电影。《蓝鲸》

《北极：冰冻星球》《后院风光》等 21 部
历年经典影片和优秀国产科学电影，
都可免费观看。

本届展映活动由中国科协、北京
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指导，中国科技馆、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主办。全国
24 座科普场馆将逐步加入电影展映行
列，观众或可在自己的城市观看部分
特效电影。

电影购票、活动预约及相关信息
将在中国科技馆官方网站和公众号
发布。

3月31日，话剧《珠穆朗玛》在位于拉萨的西藏大剧院正式
首演。《珠穆朗玛》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
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为核心主题，通过几代
西藏建设者的故事，展现了“十八军”进藏以来西藏的历史变迁
与一代代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的故事，抒写了一曲牺牲奉献和
民族团结的颂歌。 新华社记者旦增尼玛曲珠 摄

舞剧《天工开物》明日重磅开票

8月在天津大剧院震撼上演
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
展映50部国内外特效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