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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党话跟党走舍小家为国家

水下洛神舞惊鸿 唐宫夜宴曲绕梁

□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雪梅

作为大一新生，我来到刘江先生笔下的“诗画三峡，平湖万州”，
到这里的第一课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三峡移民的伟大壮举。

“树有根，根在泥巴里头；人也有根，根在心窝里面。这种感觉外
人永远不晓得……”当我走进三峡移民纪念馆，进门一面墙上交错的
数字吸引着我的目光，131万指的是移民总人数、2指的是移民城市的
数量、10指的是移民县城数量……

为了建设三峡水利工程，131 万人告别故土。从 1992 年到 2010
年，从云阳、万州、巫山、奉节到重庆、四川、山东、上海，移民涉及面之
广，动迁规模之大，创举之多，中外史上前所未有。

在纪念馆的一面移民干部展示墙前，我不禁流下泪来，为保障
移民工作的顺利推进，不少移民干部积劳成疾，但那时他们心中坚
信党的领导，履行着一名干部的职责，冯春阳、向思凤、张大明、冯守
川……一名名年轻的干部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灌注在了这场举世壮
举中。当我在纪念馆读着他们多年来历经的艰辛，触摸着他们的历
史，我被深深触动。

为了建设三峡水利工程，100 多万人可以团结一心，坚信党的领
导，舍小家为国家，作为“00后”的我们，必须牢记这样的牺牲和付出！

我一定会以三峡移民为榜样，努力学习、积极实践，为成为一名
优秀的幼儿教师打基础，为国家培养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献出自
己的力量。

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 李伶俐/摄

——传统文化“破圈”创新探索观察

国家反诈中心App已接受
群众举报涉诈线索65万条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 李伶俐
□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雪梅

2021年，是刘芳从重庆到浙江定居的第20
年。

20年前，带着简单的行李，刘芳一家从重庆
辗转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定居。跨越1000
多公里从袓国西南内陆到东南沿海，只为响应党
的号召，支持三峡工程建设。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大坝工程正式动工。因
工程建设需要，当时湖北省兴山县、重庆市云阳县
等多个县城整体搬迁，重庆、湖北等地共131万人
像刘芳家庭一样，远离家乡，到新的地方定居。

处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万州区，是三峡移
民中第一移民大区，全区累计动迁人口26.3万
人，移民规模占到了重庆总量的四分之一、库区
总量的五分之一。为了纪念三峡移民们的付出，
国务院规划在这里修建了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

跟随万州区妇联主席程禾的脚步走进纪念
馆的二层，那些展现移民场景的壁画、照片令人
震撼。“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三峡移民这一伟大壮
举的辉煌历程，读到三峡工程中，百万移民‘舍小
家为国家’的故事。”

在展厅里，徐继波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他
们家是三峡外迁移民第一个家庭，那年，他们一
家从云阳县南溪镇出发，迁往上海，临走时，他
抱走了一盆父亲送给他的黄桷树苗。纪念馆展
厅里，还陈列着徐继波外迁时的车船票，一张张
带着岁月痕迹的票据，无不诉说着这段不平凡
的旅程。

为了保证移民工作的顺利推进，当时还有很多干部牺牲在了工
作一线，他们有的积劳成疾，有的遭遇意外。巫山县政府干部冯春阳
在动员群众搬迁途中，被奔腾咆哮的大宁河吞噬了生命，遗体找到的
那一天，正是他告诉妻子要回家看看的日子，一双发旧的绿胶鞋、一
把锈迹斑斑的手电筒，是当年他在移民工作中的标配。

为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在新家园里能扎稳脚
跟，迁入地政府也积极为他们安排工作和住房，为他们送去生活物
资，国家各项扶持项目也向库区倾斜。

刘芳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当年他们一家来到平湖市钟埭村时，吃
饭的锅都还没有，村干部得知后立即给他们拿了过来，不仅有锅，还
有煤气灶、柴米油盐，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在当地政府的帮助
下，他们一家在钟埭村安置了房子、分配了土地。这几年，随着美丽
乡村建设，钟埭村变得越来越美，2019年刘芳家开起了农家乐，有时
营收一天就上万元。

重庆市万州区响雪绣坊负责人石琴掌握着一手精湛的刺绣技
术，当年她开始创业时正是三峡移民时期，为了在新家园扎稳脚跟，
有移民妇女找到她向她学习刺绣技术。为帮助移民妇女灵活就业，
万州区妇联持续支持她将培训课程送到全区更多姐妹身边，帮助她
们灵活就业增收。后来，石琴当选为万州区妇联兼职副主席、全国妇
女手工编织协会常务理事。她说：“如今我们走在帮助妇女增收的道
路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任重道远。”

“和移民们一起移出来的，还有他们的好家风。”重庆市铜梁区妇
联主席张燕说，在巴川街道接龙村8组，有一位邻里夸奖的好媳妇，她
叫白祥英，三峡移民时，她从云阳移民到铜梁侣俸镇保乡村，2006年
又嫁到巴川街道接龙村。面对家人生病，白祥英不离不弃，她放弃了
外出务工，把村里外出务工人员荒废的地都要了过来，成为一名菜
农。邻里们说：“她就是一个最吃苦耐劳的善良好儿媳，是三峡库区
的好女儿。”

三峡工程建设历时17年，其时间跨度
之长，任务之艰巨浩繁。建成后的它成为中
国西电东送工程中线的巨型电源点，向湖北
省、河南省、湖南省、江西省、重庆市、江苏
省、浙江省、安徽省、广东省等地送去用电。

三峡移民被称为中外水利建设史和工程
移民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其中饱含着库区
人民在国家建设时期，能够舍小家顾大家，听
党话、跟党走的决心，是一段值得学习和铭记
的历史。

□ 新华社记者王丁 桂娟 双瑞 史林静

端午假期，河南卫视特别节目《端午
奇妙游》火爆全网。其中，演绎水下飞天
的舞蹈《洛神水赋》，精彩再现了曹植名篇
《洛神赋》，不少观众直呼“爱了”。从憨态
可掬的“唐宫小姐姐”到“翩若惊鸿，婉若
游龙”的“洛神”，从“元宵奇妙夜”“清明奇
妙游”到“端午奇妙游”……近来，河南不
断从中华璀璨的历史文化中取材，打造出
优秀文化产品。

国潮风起，文化大美。漫长的中华文
明历程留下灿若繁星的历史文化遗产，新
华社记者采访发现，越来越多的文艺项
目、产品，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厚积薄发，用
创新的形式和匠心为传统文化赋能，不断
释放传统文化中的活力、魅力，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融入当代人们生活。

共鸣：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水随舞动，衣袂翩跹。舞者或拂袖起

舞，或拨裙回转，或刚劲有力。河南卫视
“端午奇妙游”系列节目网络走红，水下舞
蹈《洛神水赋》演绎绝美“洛神”；《龙舟祭》
重现传统端午祭礼；《兰陵王入阵曲》在时
空交错中展现家国情怀……

据官方统计数据，自播出以来，“端午
奇妙游”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达到了35
亿，48小时内热搜上榜19次，视频的播
放量超过1亿。为什么短短几分钟的洛
神舞蹈能够引发网友的共鸣、共情？除了

“水下”的噱头，更多缘于鲜明的中国特色
和共同的文化记忆。

文化自信在历史传承中坚定，文化血
脉在交融创新中延续。

“飞天壁画活了”“大国底蕴”“还有多
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热评背后是
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
河南卫视总监刘林军说：“年轻人对于文

化的追求不再是充当门面，而是一种内在
的自省的追求，而他们体现出来的这些特
质，让我们做文化类节目越来越有信心。”

此前，河南卫视春晚节目《唐宫夜宴》
就已吹来一缕传统文化创意表达的清新
之风，衍生节目和文创产品也频频圈粉。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淑
华认为，一些中国风节目“出圈”背后，是
创作者满足当代观众审美需求的诚意和
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敬意。“类似‘端午奇
妙游’等精彩作品的诞生也有文化自信的
身影，它触动了观众内心对于传统文化、
历史传说、艺术审美的钟情与厚爱。”

解密：以创新致敬传统
水下洛神惊鸿一舞，唐宫夜宴三日绕

梁。不少网友表示，这才是国宝的正确打
开方式，是历史遗存时尚表达的示范。

从《唐宫夜宴》《帝后礼佛图》到《洛神
水赋》，创作团队没有将文化符号简单堆

砌，更没有一味追求排场宏大，而是精心
挖掘传统文化和现代表达的契合点，创新
形式为传统文化赋能，让那些古朴的文明

“活”起来，穿越历史，更穿透荧幕隔阂。
“端午奇妙游”执行策划徐娜说，创

作团队扎根于河南深厚的历史文化，结
合端午的传统习俗和当代人的需求、期
待进行了再创作。“文化是一个生命体，
我们正与时俱进地嫁接优秀文化，激发
文化自信的深沉力量，努力创作更多更
优秀的作品。”

一流的文化，要有一流的表达。近年
来，河南不断创新表达方式，激活文化遗
存活力，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
传统文化、历史遗存融入当代人的生活。
河南博物院推出“失传的宝物”考古盲盒
让游客挖“宝”；古都开封清明上河园让人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
“文艺创作者要在对历史尊重和弘扬

的基础上，生动表达它们的独特魅力，用

创新的视听艺术方式呈现历史文化中耀
眼的元素，放下包袱和年轻人进行交流对
话，以创新致敬传统。”龙门石窟研究院院
长史家珍说。

传承：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洛神水赋》播出后，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文推介，称
是“难以置信的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官方微博也转发相关舞蹈视频，并引用
《洛神赋》中的名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
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来点评。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如何更好推动
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
文化人？如何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
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
的优秀文化？

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
祥地，从夏至宋占据国家政治经济中心三
千年，绘就了光辉灿烂的文明画卷。“十四
五”开局之年，为加快构建全国重要的文
化高地，河南规划了清晰的目标和“蓝
图”：到2025年，把河南打造成为全球探
寻体验华夏历史文明的重要窗口、全球华
人寻根拜祖圣地、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
长、河南省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新斌
认为，以西安—洛阳—开封为东西轴线的
中国大古都“黄河时代”，是中国重要的文
化底色构成。

“未来我们需要更好地挖掘中华传统
文化富矿，打造出更多立得住、叫得响、传
得开的地标性文旅项目、标志性文旅品
牌，以它们为载体，让人们在感知黄河、感
悟黄河文化中，进一步坚定中华民族文化
自信，把更多中华文化之美传播出去。”河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姜继鼎说。

演员演绎水下飞天舞蹈《洛神水赋》（视频截图）。新华社发（河南广播电视台供图）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徐阳晨 发自
北京 6月17日，据公安部消息，2021年1
至5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1.4
万起，打掉犯罪团伙1.4万余个，抓获犯罪
嫌疑人15.4万名，同比分别上升60.4%、
80.6%和146.5%。成功劝阻771万名群众
免于受骗，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991亿元。
2021年5月，全国共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8.46万起，与4月相比下降14.3%，案件持
续高发的势头得到了一定遏制。

据了解，公安部于今年4月推出了国
家反诈中心App。5月12日，公安部刑侦
局官方微博发布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
传手册》，努力为人民群众构筑一道防诈反
诈的“防火墙”。国家反诈中心App会及
时发布典型案例，普及防骗知识，提升群众
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对收到的涉诈短信
和电话、登录的涉诈网址，会尽可能识别并
发出预警提示；群众可以通过App一键举
报涉诈信息。目前，国家反诈中心App的
全国注册用户已超过6500万，已向用户发
送预警2300万次，接受群众举报涉诈线索
65万条，在防范诈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下一步，全国公安机关将继续会同有关
部门，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平台，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反诈宣传活动，提高反诈宣传的覆盖
面和精准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识骗能力。
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营造全民参与、全社会反
诈的浓厚氛围，打一场反诈人民战争。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春霞 发自
北京 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据介绍，《规则》是最
高法颁布的首部指导全国法院开展在线
诉讼工作的司法解释，首次构建在线诉讼
规则体系。

据介绍，《规则》确立了在线诉讼“公
正高效”“合法自愿”“权利保障”“便民利
民”“安全可靠”五个基本原则。明确了在
线诉讼的适用范围涵盖了绝大多数民事、
行政、特别程序和执行案件，对于刑事案
件适用在线诉讼，坚持审慎稳妥推进，主
要适用于刑事速裁、减刑假释等案情简
单、程序简便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
任刘峥表示，在线诉讼的基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增强
诉讼便利、降低解纷成本、保障司法公正，
绝不能以减损当事人诉讼权利为代价，来
换取审判效率的提升和法院的便利。

刘峥介绍，《规则》从基本原则到各个
程序环节都贯穿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的价值取向。对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
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庭审过程不得在互
联网上公开。对涉及未成年人、商业秘
密、离婚等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
审理的，在线庭审过程可以不在互联网上
公开。

《规则》将于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发布
确立在线诉讼五个基本原则

6月17日在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拍摄的象群（无人机视频截图）。
记者从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了解到，6月16日18时至6月17日18时，象群总体向南偏西方向迁移

7.4公里，持续在易门十街乡附近迂回活动。独象离群12天，位于象群正东方向，与象群直线距离18.8公里。15头象均在监测范
围内，人象平安。象群活动时间明显提前，活动频次明显增加。 新华社发（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供图）

一路一路““象象””北北！！活动频次增加活动频次增加

（上接1版）周总理是父亲陈宽宏速记记
录得最多的领导。周总理每天工作时间
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很多会议都是深夜
零点才开，结束时已经凌晨三四点。有
一次，周总理开完会已是第二天早上七
点半，走出大会堂上车时，陈宽宏看见总
理累得腿都抬不起来，只好由警卫员帮
助坐进车里。

1983年，离乡近20年的陈宽宏终
于“落叶归根”，调回上海市政府办公厅
秘书处任职；1997年，陈宽宏进入华源
集团，任办公室主任和纪委常务副书记，
2007年退休。

陈大量说，父亲退休后，开博客、写
回忆录，他汇集了自己在中南海的回忆
点滴、熟知的历史故事以及生活历练的
体会，积累了众多素材，并于2014年开
办“老陈故事汇”，把自己在中南海的经

历与新老村民和学生们共享。到2020
年年底，共在包桥村、嘉定区中小学等多
个地方讲述他的中南海故事，大大小小
共开展了100余场讲座，讲述了50多个
故事，7000余人受益。

“父亲不仅自己爱党爱国，节俭为
荣，还将其作为家风家训传承下去。”
陈大量说，“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
教育我们要有环保意识，每次逛街吃
完东西的食品包装纸从不乱丢，整理
好丢进垃圾箱，自己的事情都是自己独
立完成，不要依赖父母。父亲还常给我
们讲述毛主席女儿李讷结婚时，要求办
婚宴不超过两桌，置办的嫁妆是39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故事，并告诫
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
崇尚简朴、反对奢华的精神品德，将老
一辈领导人艰苦朴素的精神传递给后

代。”
正是在陈宽宏的言传身教下，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陈大量积极践行社
会责任，第一时间向上海劳动保护用
品行业协会捐赠了4000只乳胶手套、
2000只一次性平面口罩、240只KN95
系列口罩和18副防护眼镜等物资，当
晚统一送到湖北省疾控中心，又为众
芳社区洪德二坊居委会无偿捐赠了
100只防护口罩，共同抵抗新冠肺炎疫
情。

继承红色家风，传承革命传统。退
休后的陈宽宏荣获嘉定区关心下一代工
作优秀志愿者、嘉定区十佳志愿者、嘉定
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等称
号，陈宽宏一家荣获“海上最美家庭”称
号。陈大量表示，自己要像父亲一样把
红色家风传下去。

（上接1版）
“以前学校附近有些文具店会夹带卖

一些小食品，好多都没有办理经营许可证，
遇到检查就东躲西藏，存在食品安全隐
患。现在经过统一规范管理，校园周边食
品安全乱象得到了有效改观。”吴佩君说。

在抽查到当天第三个点——一家规
模相对大的餐饮企业时，发现了问题。

在该餐饮企业的原料仓库，吴佩君
和同事发现仓库储存的一种植脂淡奶的
商品信息和法检报告上的信息不符合，
虽然商品本身没发现问题，但这显然暴
露出仓库工作人员在进货环节上对安全
的疏忽。在对烹饪间的检查中，吴佩君
还注意到角落里的两个灭火器中的一个
瓶身没有维修标签，另外该店还存在仓

库物品摆放杂乱的情况。
吴佩君和同事立即对该店存在的情

况提出改正意见。吴佩君告诉店里的负
责人和工作人员，首先，日常要严把食品
采购关。其次，所有进库房的产品都要分
类存放。灭火器充装后每1年必须充装
一次，以保证安全有效。她要求店里的负
责人要经常组织工作人员学习《餐饮服务
单位食品安全自律“十三点”》等制度。

“这样的现场培训指导我们随时开
展，对我们来说，食品安全并不局限于食
品方面的安全，还包括食品安全的外延，
比如消防安全。我们的工作目标就是让

‘要我改’变成‘我要改’。”吴佩君说。
吴佩君，从事市场监督检查工作27

年，历经风雨。她曾经面对抗拒执法的

商户持刀相向，理性温情执法，最终获得
商户的认可；面对生活困难的违规商户，
她坚持正常执法的同时多方帮助，使其
走出困境。

多年来，吴佩君走遍了分管领域的西
固区2906户流通经营户、1980家餐饮单
位。在她和同事们的努力下，西固区荣获

“国家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区”称
号。她个人先后荣获“全国市场监管系统
先进工作者”“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
先进工作者”“兰州市食药系统十佳岗位
标兵”等称号。2021年被兰州市西固区
推荐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候选人。

“食品安全工作做得好，我们赢得的
是民生；对商户而言，把食品做规范了，
才能使生意更好更长远，我们之间是共
赢的！”在平凡的岗位上，吴佩君用实际
行动赢得了同事、行政相对人、辖区百姓
的信任和好评。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一刻也不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