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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来临之际，黄埔处处张灯结

彩，花团锦簇。灯光秀、中华灯、立体花

坛、无人机表演……广州市黄埔区、广州

开发区正以崭新的面貌进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典时间。

走在黄埔街头，高高悬挂在道路两侧

中华灯上的旗帜，一抹抹“中国红”在湛

蓝色天空的映衬下愈发鲜艳。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巨型立体花坛、“鲜花机器人”等一系列

展现爱国主题和黄埔城市特色的园林景观

设计装点了城市空间，营造了热烈的国庆

气氛。

国庆前夕，黄埔区广州科学城、中新

广州知识城、黄埔港、广州国际生物岛等

片区联动上演“我爱你中国—庆祝新中

国70华诞”主题灯光秀。当熟悉的旋律

奏起，多片区域同时点亮，进入一片红色

的海洋，庆祝新中国70华诞。

创新灯光秀一直是黄埔区羊城新八景

“科城锦绣”的闪亮名片。灯光秀综合运用

喷泉、灯光、激光装置和投影成像技术，将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的文化符号和未来愿

景巧妙地植入一幕幕缤纷多彩的情境，展

现了黄埔的新气象、新理念、新发展。

在饱含深情的歌声中，700架无人机

威武齐发。从“到黄埔去”的盛情邀约到

“我爱你中国”的真情表白，无人机变化

排列出多种图案献礼国庆。

喜迎国庆的快乐氛围也在黄埔各个社

区流淌，一串串灯笼高高挂起，社区焕发

着蓬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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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铺就沧海桑田的宏图画卷；奋斗，成就今
日中国的盛世荣光。

9 月 29 日晚，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热
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4000多名观众一
起观看文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共同庆祝新
中国70华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振奋人心的旋
律响起，晚会序幕拉开。整场晚会以“奋斗”为主线，通
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形式，全要素运用交响、合唱、
舞蹈、朗诵、情景表演等舞台手段，再现一代又一代中
华儿女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伟大历程。

这是对中华儿女救亡图存、浴血奋斗的庄严致
敬——

“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组织，永不叛
党！”一开场，交响乐与舞蹈《起来 起来》中早年共
产党员的入党誓言，就将人们的记忆带回到中国共
产党成立之初的难忘岁月。

晚会总撰稿朱海说，讲新中国的历史，要从中国
共产党成立讲起，才足以表达新中国何以建立、共产
党人初心何来，才能让人更深刻理解中国革命、建设
与改革之路。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歌》《西江月·井冈山》《过
雪山草地》《延安颂》《渡江 渡江》……红旗招展、硝
烟弥漫，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重现眼前。雄壮的交
响、浑厚的合唱、富有张力的舞蹈，以时间为脉络，讲
述中国共产党如何浴血奋斗建立革命武装、力挽狂
澜抵御外敌入侵、前赴后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赢得
全国解放的非凡历程。

“很‘燃’！”朱海这样理解这“始于 1921 的奋
斗”：奋斗未有穷期，奋斗成就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
利，伟大的新中国同样需要不懈奋斗。

这是对中华儿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热情讴
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开国大典的历史画面出现在舞台背景大屏上，将人

们的思绪带到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那个令人
难忘的时刻。

人民从此当家作主！《翻身农奴把歌唱》唱出人
民得解放后的扬眉吐气，《我们走在大路上》舞出革
命气势的不可阻挡，《我为祖国献石油》再现新中国
建设者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激情燃
烧的岁月、热火朝天的年代，让在场每一位观众都心
潮澎湃。

“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晚会第二篇章“艰苦奋
斗”执行导演靳苗苗动情地说，“我们的父辈就是在
食不果腹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以昂扬乐观、意气风发
的精神面貌建设自己的祖国，非常了不起！”

有奋斗，就有牺牲。交响情景表演《共和国之
恋》，还原“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牺牲前的情景：飞
机失事前，郭永怀与警卫员死死抱住，用身体保护重
要的数据资料。舞台背景屏幕上，火光冲天。看到
这里，现场爆发热烈掌声，多少人的眼中噙满泪花。

这是对中华儿女阔步前行、团结奋斗的深情礼
赞——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
次伟大革命……”伴着清脆的钢琴独奏，一段浑厚的
画外音掀开了晚会的第三篇章。

“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舒心的酒啊
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

《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
好一幅绿意盎然的美丽画卷！一首首经典旋律触发
共鸣，不少观众随着音乐忘情哼唱，仿佛回到了那个
春潮涌动的年代。

大屏幕上，一个个经典时刻振奋人心：十一届三
中全会胜利召开，蛇口“开山炮”拉开经济特区建设
序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奥运会成功举
办、中国军团登顶金牌榜……

“回顾这些年我们国家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让
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来自甘肃的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鄢卫平医生看完演出后，难掩心中的激动。

一切，皆源于奋斗的底色。
舞台上，精彩不断。《东方之珠》《七子之歌》《故

乡的云》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眷恋、对国家统一的热切
期盼；《战决口》《生死不离》《长江之歌》展现中华儿
女血脉相连、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这是激荡着新时代中华儿女不忘初心、接力奋
斗，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澎湃交响——

“我是多么地幸运，降生在你的怀里，我的血脉
流淌着，你的神奇和美丽……”在《天耀中华》壮美激
昂的歌声中，晚会进入最后一个篇章。

歌舞《一个都不能少》折射全面小康的千年梦
想，《强军战歌》展现威武之师的铁血荣光，《我的绿
水青山》是中华儿女美丽的田园、共同的守望，《复兴
的力量》告诉世人中国道路是何等宽广……

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
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一代又一代不懈奋斗的中华儿女，正是谱写民
族复兴伟大史诗的时代主角。英雄出自人民，人民
就是英雄。

“赤子之心向未来，我将无我，托起复兴日
出……”伴随《赤子》深情的歌声，“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等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们一张张照片出现在大屏幕
上，深情展现国家对英雄们的礼赞与致敬。

“这首歌要致敬的，正是那些怀着赤子之心为人
民共和国不懈奋斗的中华儿女们。”青年歌唱家雷佳
此前接受采访时说。

今夜，我们致敬奋斗——
唯有不懈奋斗，才能开创美好未来。
今夜，我们歌唱未来——

“奋斗吧中华儿女，新时代的步伐不可阻挡。奋
斗吧中华儿女，新时代的前程无比辉煌……”

文/新华社记者 刘 华 王卓伦 朱基钗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致 敬 奋 斗 的 中 华 儿 女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侧记

“让各族人民共创美好未来、共享中
华民族新的光荣和梦想”。在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全面分析当前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形
势，明确提出新时代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重点，擘画了各
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恢
弘画卷，为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指明
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
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只有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促进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
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
命运共同体，我们才能汇聚起实现民族
复兴的磅礴力量，让亿万人民的伟大梦
想变成璀璨现实。

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就要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
持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各族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
小康和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
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
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5点要
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指导
性。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领会、深刻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和
丰富内涵，不断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就要结合实际把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
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
族。我们要把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
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要顺应我国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的形势，出台有利于构建
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政策举措和体制机制，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体系，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面深入持久开展起来；要全面贯彻
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各民族
合法权益。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是56个民族共同的梦。各族人民亲如一家，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就一定能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灿烂的未来。（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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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外某桥梁专家在南京实地勘察后，
留下一句话：在南京造桥，不可能。然而，1968年，
就是在这个“不可能”的地方，一座用我国自己研制
的特种钢材建造的大桥，建成通车了。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经历了10年时间。1958
年11月，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成立。1960年1
月，大桥主体工程江心桥墩正式开工。工程技术人
员潜入水下60多米，进行水下电焊和水下切割。到
1966年4月，江中9个桥墩已全部造出水面。在“文
化大革命”动乱最严重的时候，大桥的建设仍加紧进

行。1968年，大桥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建设者们全
力以赴，全市人民也热情援助。

当年的施工队长宋培起说：“许多人也许不知道
大桥工人的辛苦。冬天，在空旷的江面上，寒风凛
冽，手摸钢铁能粘掉一层皮，一天下来，常常手指都
无法伸展。夏天，混凝工人仍必须每天闷在严密的
模型板和钢盘中间，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模板里面
不通风，温度要比外面高出10摄氏度。一天下来，
他们的衣服上就结了厚厚的一层盐霜……”大桥建
设者们大兴勤俭节约之风，划线工“量体裁衣”，节约

钢材；钢筋工精打细算，不浪费一根钢筋；电焊工连
用剩下的一寸长的焊头也舍不得丢掉。

经过建设者和南京人民的共同努力，1968年9
月30日，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同年12月
29日，公路桥建成通车。

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长 4588 米，铁路桥长
6772米，是当时中国最大、桥梁技术最复杂的铁路、
公路两用桥。建桥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所创造的
大量新工艺、新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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