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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阐释（七十二）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让文明风尚吹遍绿城

（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
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
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
福祉。旧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实现国家富强
和人民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华儿女最强烈、最执着的
愿望追求。

之八

最温暖，她是精神的“灯塔”

为祖国、为人民，常香玉永远是
倾尽全力，一往无前。豫剧大师、爱
国艺人、人民艺术家，这些头衔一直
在她的身上熠熠生辉，她就像一座精
神的“灯塔”，照亮无数后继者前行的
道路，感召无数后辈在豫剧之路继续
乘风破浪。

由于常香玉为人民做出了重要
贡献，党和政府曾给予她高度的评
价。文化部为了表彰她在艺术上的
杰出成就，曾于 1952 年为她和梅兰
芳、周信芳等 7位表演艺术家颁发荣
誉奖。1995 年，她被全国总工会命
名为劳动模范，同年被中国文联命名
为优秀文艺工作者。2004 年 7 月，
常香玉逝世一个月后，国务院追授她
为“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
常香玉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
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 9月，常香
玉被授予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称号。

“没有常老师，就没有豫剧的今
天，老一代艺术家让豫剧走向了全
国。当年常老师是中国剧协副主席、

河南省剧协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
今天我接下了这个接力棒、扛起了这
个大旗，我能力有限，水平有限，但我
有决心和信心让豫剧走向世界。”豫
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说，他将与广大
戏曲工作者一起，以常香玉为榜样，
学习她对艺术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
艺术品格；学习她德艺双馨、无私奉
献的品质和崇高精神，为繁荣和发展
我省戏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
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范军，是常香玉
跨行业收的唯一的男弟子。“恩师 71
岁把我收为弟子，81岁离开我们，十
年间，她对我的教诲就像一本耐读
的书，常读常新，我从中汲取了太多
精神的力量。”范军说，恩师心里永
远装着观众，永远装着人民，为所有
从事艺术的人们做出了生动的表率
和垂范。

“常老师平常对我们这些弟子要
求很严，她老人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
是：‘演戏没什么诀窍，就是练，只有

勤学苦练，才能熟能生巧。’”常派弟
子王希玲说，正是在常老师的教导
下，她练就了“用眼睛说话”的绝活，
常老师对艺术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
态度，激励着无数后来人。

对艺术，永葆初心，勤奋耕耘。
而对她自己，却是克勤克俭、严于律
己。常香玉的儿子陈嘉康介绍，母亲
平时的生活十分简朴，那座不起眼的
小平房,一住就是 17个年头,刷的是
白粉墙,铺的是水泥地,用的三斗桌、
书柜是当年单位发的,她一辈子很少
穿新衣服,衣服总是补了又补,缝了
又缝,枕头是用旧衣服裹的。离开人
世时,她穿的仍是已经穿了多少年的
旧衣服。

斯人远去浩歌在，人间常留香玉
香。虽然大师已离开我们十七载，但
她那舒展奔放、吐字清晰的唱腔，刚
健清新、细腻洒脱的表演，永远定格
在了人们的心间。她那高风亮节的
精神品格、无私忘我的赤子情怀，永
远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

豫韵流芳溢满馨“香”
戏比天大艺德如“玉”

（上接一版）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3 年出
生在巩义一个贫苦家庭，为了不当童养媳，9岁
起随父学艺，10岁登台，13岁当主演。小时候学
戏，父亲恨她吐字不清，嘴皮子不用劲，竟然将她
的嘴抠出血。她含着血、流着泪，一字字一句句
反复练习，终于练出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
飘”的硬功夫。

在长期的演出中，常香玉博采众家之长，集
豫剧之大成。她打破豫剧门户之见，把豫东、豫
西、祥符、沙河、高调等五大豫剧地域声腔派系熔
于一炉，而且广泛吸收了河南曲剧、越调、京剧、
昆曲、河北梆子及河南坠子等戏曲和曲艺的艺术
精华，创造性地形成了以发声科学、吐字清晰，唱
腔韵味酣畅、声情并茂，表演细腻大方、刚健清新
为主要特点的常派艺术。

她始终将火热的心与观众紧紧相连，为了满
足观众的不同需求，让戏“顺民心,反映时代”，常
香玉坚持“戏随时代走，艺随精神长”。她和丈夫
陈宪章一起，在改造传统题材的同时，积极演绎
现代戏。《拷红》《白蛇传》《大祭桩》《花木兰》《破
洪州》……这些传统剧目的改编，使历史与时代
产生强烈的共鸣，成为常派艺术的传世之作。《朝
阳沟》《李双双》《红灯记》……来源于生活，服务
于人民，这些现代戏的探索，努力跟上时代前进
的步伐，让常派艺术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从艺 70多年来，常香玉创作演出的剧目达
上百部，演出的场次不计其数，其中，《花木兰》最
为风靡艺坛，家喻户晓。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都曾观
看过常香玉的演出。

“常老师生前经常教导我们，‘对于一个演
员，什么最大，唱好戏最大，戏比天大’。”谈到恩
师对戏的痴迷，常香玉学生、香玉剧社“玉”字辈
学员韩玉生感佩不已，“常老师这一辈子真是和
戏摽上了劲儿，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豫剧事
业。即使是缠绵病榻，她常常担心的还是豫剧将
来的传承发展问题。”

只要是为人民而演，哪怕是病入膏肓，她
都要拖着病躯赶来。“2003 年 12 月的一天，身
患重病的常香玉在北京住院。当得知奥运工
地有一场专门慰问河南民工的演出,她不顾身
体虚弱与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在小女儿常如
玉的搀扶下登上舞台,清唱了一段《柳河湾》。”
韩玉生哽咽地说，这场戏，成为她一生舞台生
涯的绝唱。

2004年 6月 1日，常香玉永远离开了她挚爱
的豫剧事业。她用一生的时光，践行着“戏比天
大，艺无止境”的人生格言，使豫剧这个乡间小戏
一跃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中国第一大地方剧
种，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而且走出了国
门，拥有亿万观众和戏迷。

最感念，是她的赤子情怀

在位于北京的中国航空博物
馆，和“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合影的
游客络绎不绝。这架经历过战火洗
礼的米格-15 战斗机，是中国人民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亲历者。而
它，正是由常香玉捐献的——这架
战斗机，被誉为常香玉“最杰出的一
部剧目”，也是她爱党、爱国、爱人民
赤子情怀的最有力的证明。

1951年夏，全国上下掀起抗美
援朝的热潮，作为新中国一名艺术
工作者，常香玉日夜难眠：国家有
难，我能做点啥？思来想去，常香玉
和丈夫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为
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捐飞机。

当时，一架飞机需要 15 亿元
（旧币），对年仅 28岁的常香玉来说
是个天文数字，怎么办？她和丈夫
决定义演筹钱。常香玉不仅卖掉
了剧社的运输卡车，取下金戒指，
拿出多年积蓄，作为捐献义演的基
金，还带领香玉剧社 59 名演员，辗
转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
沙等，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逾
万里,半年时间演了 180场戏，观众
达 30多万。

180场义演，常香玉场场都亲自
登台担纲主角，一路上，她和大伙儿
一样，坐硬座车，睡硬板床，吃极简
单的饭食。她把义演收入一点点积
攒起来，最终捐款金额达到了 15.2
亿余元，终于完成了为志愿军空军
捐献一架战斗机的心愿。

这是她一生最伟大的爱国壮
举。这件事，极大地鼓舞着当时全
国军民的爱国心，首次将豫剧推广
到了全国，也是她一系列壮举的开
始——1953年，为了慰问在朝鲜战
场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她冒着
枪林弹雨和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
率团为一线战士演出 175 天，那年
30岁的她，第一次将豫剧带出了国
门。以后的几十年，爱党、爱国、爱
民的赤子情怀贯穿了常香玉的一
生，她用自己毕生的实践，昭示了她
的一颗滚烫的爱国心、一腔浓浓的
赤子情。

1953 年随常香玉一同赴朝鲜
义演的韩玉生，至今还记得当时的
情景——朝鲜战场中的一个掩体
内，常香玉饰演的巾帼英雄花木兰
也正在征战沙场。此时，阵地突然
遭到美军飞机袭击，几颗炮弹在周
围炸响，照明用的汽灯被震坏，台下
的战士们纷纷用身边的手电筒照亮
舞台。“常老师和香玉剧社的演职员
们被战士们的热情深深感动，顾不
得随时可能会受到轰炸的危险，更
加充满激情地演出了常派经典剧目
《花木兰》，当演到花木兰擒了敌寇
头子的时候，台下观看的战士激动
地振臂高呼，高喊着‘向花木兰学
习’，久久不绝……”化身为古代巾
帼英雄的常香玉，点燃了这些为国
征战的铁血男儿。回想起当时激动
人心的场景，已是耄耋之年的韩玉

生至今久久难忘。
“常香玉不到 20 岁的小小年

纪，就用义演的收入为乡亲修筑堤
坝，拦挡洪水。”“要不是常香玉的救
济粥，俺早就饿死了。”……在巩义
当地，常香玉的善事经常被村民一
而再地提及，他们的言语间总是充
满了发自肺腑的感激。

在祖国和家乡最需要的时候，常
香玉总是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在长
江抗洪、救助残疾儿童、帮助下岗职
工等公益事业中，我们总能看到她忙
碌的身影、一次次慷慨解囊的义举；
在茫茫戈壁，在东海战舰上，在煤矿
的巷道，在田间地头，都留下了常香
玉的身影和美妙的唱腔；她还自筹资
金22万元，设立“香玉艺术奖”，奖励
豫剧艺术优秀人才，为豫剧发展注入
生机与活力……

常香玉的女儿常小玉告诉记
者：“母亲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亲
身体验了从不登大雅之堂的艺人向
人民艺术家转变的历史过程。她对
党、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凡是党
的号召、人民的需要，她都竭尽全
力。”常小玉说，母亲生前最开心的
事就是：为人民演戏。

唱戏先做人、无德艺不立。德
艺双馨是常香玉一生的追求。她将
初心融入血脉，把使命扛在肩头，忠
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将高风
亮节的精神品格永留天地人心之
间，留给我们绵长的精神遗泽。

沿红色陇海 寻百年奋斗路

《豫见最美铁路》系列报道启动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宣传部举办，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承办的“豫见最美铁路·追寻百年陇海
红色印记”大型网宣活动在郑州机务段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由40多名主流媒体记者和铁路摄影达人组成的
“豫见最美铁路”发现团跟随青年志愿者的讲解瞻仰了“二七精
神”组雕，观摩了火车司机们的呼唤应答手语演练，并模拟驾驶
了韶山、和谐、复兴等各型机车。

据悉，“豫见最美铁路”发现团将在4天的时间里，从郑州出
发，一路探访开封、洛阳、三门峡等地，参观郑州机务段、圃田车
站、兴隆庄车站、焦裕禄纪念馆、兰考车站、洛阳机务段、杨连第
大桥等5家铁路运输单位和多个红色教育地标。

妈妈如厕孩子走失
民警急寻母子团聚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妈妈上完厕所发现
在外边等待的孩子不见了，瞬间急哭并拨打 110 报警求
助。中原公安分局民警接警后，连续搜寻数小时，最终在
一处拆迁民房内找到孩子。

5月 13日 8时 10分，中原公安分局莲湖派出所接到报
警，一名男童在陇海西路与凯旋路交叉口处走失。警情就
是命令，民警迅速联系报警人吕女士。

经了解，走失的男童11岁，但智力发育存在障碍，吕女
士是在带男童参加儿童福利院组织的活动时，上完厕所出
来后发现男童不见了踪影。

得知情况后，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在陇海西路方圆一
公里的范围内进行排查走访，一路着力调取临湖路地铁站
和陇海西路沿线视频监控查找线索，但连续寻找排查 3小
时仍未发现男童踪影。

民警再次与吕女士沟通，询问男童平时喜欢到什么地
方，又了解到男童喜欢坐公交车，而分析发现男童走失处
恰好为 302路公交站点，判断男童可能乘坐公交车离开了
陇海路区域。

民警立即驱车赶到二七区马寨 302路公交终点站，在
郑州科技学院区域展开寻找，并调取公交车站的监控视
频，同时走访公交车长和乘客，确认男童上了 302路公交
车，但在终点站下车后不知去向。民警继续扩大寻找范
围，最终在一处拆迁的民房内找到了走失的男童。

当民警将走失的男童平安送回吕女士身边时，吕女士
将孩子搂在怀中痛哭起来，情绪稳定之后她激动地连连向
民警表示感谢。

专项整治交通运输
执法领域突出问题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全市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对专项整治总体要求、行动重
点、主要任务、时间安排以及工作要求进行安排部署。

据了解，此次活动公布并组织实施“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
清单；开展执法大调研、大走访活动，深入企业、社区、工地、站
场，与企业、群众互访交流，帮助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引
导市场主体守法经营，降低违法违规风险；严格落实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坚持执法为民，开展“执法体验周”“基层站所开放
日”活动，设立便民服务站，设立公示栏，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
普法责任制，展示交通运输执法队伍良好精神风貌，将更多为民
服务举措融入执法工作中。

此次活动将全面提升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努力实现“六个转型”（由传统执法向科技执法转型、由单项
执法向综合执法转型、由任性执法向规范执法转型、由管理型执
法向服务型执法转型、由注重处罚向注重效果转型、由单打独斗
向联合执法转型），全面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水平。

16日晚，在中原工学院服装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2021
届优秀毕业设计作品展演中，大学生模特在展示毕业生服装
设计作品。本次展演，服装学院从173个系列服装设计作品
中，挑选出40多个系列的优秀作品，由服装表演专业学子精彩
演绎。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两馆三讲堂”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接地气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李娜）

二七区五里堡街道辖区有党员 2200 余
名，其中 70%都是老党员，为让辖区党员
群众更加生动、直观地学习党史，接受红
色教育，连日来，街道从党史学习教育的
阵地建设、宣教形式、受众对象等方面动
脑筋、下功夫，通过整合现有资源，打造

“两馆”、创设三类“微讲堂”，努力让党史
学习教育更接地气。

特色两馆新阵地，党史学习更便
捷。街道在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新打造
了“信仰”微型党史馆，呈现中共一大至

党的十九大的辉煌历程，设置专门的党
史教育活动室，打造了“四十二种中国精
神”和“二七精神”宣传教育文化墙，让每
一位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群众都能感受
到一次党史氛围的熏陶。同时升级改造
五里堡南社区党史馆，增加了十九大以
来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板块，新设置了向党表
白板块。目前，“两馆”已接收辖区党员
群众及中小学生参观 30余次，受众人群
1000余人。

党史理论微讲堂，学习内容更系

统。为了让机关在职党员沉下心来学、
静下心来思，街道专门开设了党史理论
微讲堂，每周五下午，机关四个党小组组
长轮流领学《中国共产党简史》。党小组
长黄倩华表示：“原来我了解的党史知识
都很零碎，对于一些大的历史事件仅仅
知道个概念，现在街道开展的党史理论
微讲堂是按照《简史》目录一章不落地制
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每次学习后还有
交流讨论，沉下心来系统学习党史很有
收获。”

党史故事微讲堂，学习载体更生

动 。 街 道 策 划 开 展“ 党 史 故 事 汇 ”活
动，通过故事生动还原历史，唤醒红色
记忆，进而引导党员群众传承红色基
因，牢记初心使命。“党史故事汇”活动
已举办了 15 场次，涵盖了 7 岁至 75 岁
人群。

周末邻里微讲堂，学习形式更灵活。
针对辖区老党员多特点，街道各社区结合
实际组织开展“相约周末”邻里学党史活
动，同唱红歌、分享红色故事，在感悟历史
中接受精神洗礼，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心
决心。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身边正能量

1978年4月，常香玉在京广线列车上演出 河南豫剧院一团供图

演出剧照 河南豫剧院一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