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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1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越南国家主席梁强互
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越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和具有战略意义
的命运共同体。建交75年来，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的峥嵘岁月中，双方并肩战斗、相互支持，“越中情谊深、同志
加兄弟”成为两党两国关系最生动写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中，双方互学互鉴、携手共进，全面战略合作持续深化，志
同道合、命运与共成为两党两国关系最鲜明特征。我2023
年成功访问越南，双方宣布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
运共同体，两党两国关系迈入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越两国继续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攸关
两党两国的前途命运、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对本地区
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我高度重视
中越关系发展，愿同你们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75 周年暨

“中越人文交流年”为契机，牢记初心使命，深化战略互信，加
强务实合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继续同舟共
济、携手前进，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不
断取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事
业、促进人类发展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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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梅常伟）在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央军委17日在京举行慰问驻京部
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观看演出，向在座的军队老同志，向全军
离退休老干部，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春节临近，首都北京洋溢着喜庆祥和氛围，中国剧院张
灯结彩、暖意融融，为建立、保卫、建设新中国，为国防和军队
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驻京部队老干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

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老同志中间，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同大家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
情况，共同回顾过去一年党、国家和军队事业走过的不平凡历
程、取得的重大成就。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弘扬光荣传统、永葆政治本色，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继
续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积极贡献。

“强国复兴的脚步震撼大地，奋进攻坚的队伍旗帜高
扬……”欢快热烈的歌舞《我的战位我的年》拉开演出序幕。
演出以文艺轻骑队为兵服务的方式呈现火热强军实践，贯穿
铁心向党、聚力攻坚的内涵意蕴，突出反映新时代人民军队
的新风正气。混声合唱《追随》，深情表达广大官兵全面贯彻
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共同心
声。歌舞器乐表演《说打就打》、《胜战荣耀》，生动反映实战
实训练兵场景，展现了官兵英勇无畏的钢铁意志和随时准备
打仗、随时能打胜仗的战斗姿态。表演唱《边关战歌》，抒发
戍边官兵扎根边防一线、忠实履行使命的情怀担当。《党的女
儿》、《沂蒙颂》选段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我们走在大路
上》等经典歌曲联唱，重温峥嵘岁月，激发奋斗豪情。情景歌
舞《再唱洗衣歌》，演绎军民鱼水情深、合力强边固防的感人
场景。短剧《本色》、小合唱《接过你的钢枪》，讲述革命先辈
战斗故事和青年官兵强军故事，彰显人民军队传承红色基
因、践行初心使命的坚定信念。混声合唱《光荣奔赴》，以激
越高昂的旋律将演出气氛推向高潮，展示全力以赴、务期必

成，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的决心和信心。整台演出
简约朴素、军味战味浓郁，体现了强军文化砺战打赢、守正创
新的宏大气象。

张又侠、何卫东、刘振立、张升民一同观看。
观看演出的还有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领

导和部队官兵代表。

中央军委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习近平向全军老同志祝贺新春

1月17日下午，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观看演出，向在座的军队老同志，向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新华社记者李刚 摄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国家主席梁强
就中越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躬耕舞台为人民
长江日报评论员刘功虎

湖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张明智离开了我们，享年82岁。
张明智是湖北武汉文艺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一个响当当
的曲艺家，为人民放歌65年，视舞台为生命，曾说“死也要
死在舞台上”。

张明智的舞台，为人民带去了欢乐。一人击鼓说唱、一
人二胡伴奏，他魂牵梦萦的舞台随时在社区搭起来，操场拉
起来，田间地头摆起来。就在不久前，老人还在武昌昙华林
登台表演，直言“上台是一种幸福”。张明智的舞台始终是
面向人民的，在文化生活还不丰富的年代，他的湖北大鼓给
多少人带来了欢笑和快乐。张明智在舞台上活跃了一个多
甲子，今天文艺生活极大丰富了，他仍然人气不减，这仿佛
一个奇迹，因为人们现在经常见到许多明星艺人只是各领

风骚三五年。
张明智的创作，来自人民生活。他很小就入行，走的不

是学院派的路子，表演就是学艺，学艺就是表演，从生活中
来、到生活中去。大鼓这种民间曲艺形式，天然地贴近普通
大众。张明智的大鼓作品，从题材到唱词都是从大地里头发
芽，从百姓生活中长出，写身边的家长里短，唱百姓的喜怒哀
乐。人们看他的大鼓表演，就像看自己的生活，欢声笑语又
心领神会，同时带给人百味生活的咀嚼和思索。以为取材市
井生活、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种观念不正确。文艺千
百条，最根本的是扎根人民生活，文艺之树因此才能常青。

张明智的舞台魅力超越艺术。他一辈子热衷艺术创
新发展，打破了“一人多角”表演体系的限制，推出了男女

对唱、大鼓群唱的新形式。从早期录制盒式音带、DVD到
如今借助网络视频平台传播作品，从固定剧场走向群众艺
术馆、大专院校等场所表演曲目，他一直坚守艺术传承人
职责，希望推动大鼓曲艺与时俱进，不断增强生命力和活
力，希望这门曲艺走向更广阔舞台。有的传统曲艺今天观
众寥寥，发展停滞，甚至活在博物馆里成为保存的对象，而
大鼓这门曲艺仍然受到许多地方、许多观众的喜爱，张明
智功不可没。

湖北大鼓很多曲目带有喜剧色彩，张明智留给世人的形
象也是一张张笑脸。一个热爱生活、
深爱人民、敬畏舞台的艺术家，人民群
众也必将打心眼里惦记他、怀念他。

代表委员热议提升武汉都市圈能级

“湖北鼓王”张明智逝世

“总想告别舞台，却总是告别不了”

■长江日报记者刘海锋 通讯员田峰 郑琦

1月17日23时35分，广州白云车站候车大
厅人头攒动。一手提着零食，一手牵着10岁侄
女的郑凤娟在4A检票口翘首以盼：“春节团圆
是年复一年，日子更要‘年富一年’。”

一旁的李国斌，穿着红色棉袄，侧着身子附
和道：“奔波一年，总要回家看看。收成嘛，自然
是一年肯定好过一年。”

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武铁春运临客
K4108 次列车乘客。从广州白云至武昌，1064
公里，13小时的行程满载着收获和期盼。

“不管在哪，家人最重要”
19岁宜昌姑娘带着广州特产回家过年

“车辆检查完毕，状况良好。”18日零时30
分，K4108次列车检车长王鹏完成发车前检查
任务，K4108次列车宛如绿色巨龙整装待发。

一分钟后，随着 6 条检票通道同步开启，
1855名旅客依次通过。14节车厢前，28名值乘
人员两人一组站在车门两侧，引导旅客上车。

不到10分钟，原本空空荡荡的车厢热闹起
来。在2号车厢，19岁的刘诗雨和两名同学人
手一个大行李箱，艰难地向座位靠近。看到 3
名女生瘦弱的模样，大家立刻腾出空间，方便她
们通过。“00后”乘务员李志宏眼疾手快，将3个
大行李箱搬到了行李架上。

凌晨1时11分，列车准点发车。乘客们安顿
下来后，纷纷拿出零食饮料，唠起了家常。人群
中，有人问刘诗雨：“小姑娘，你还是学生吧，放假
回家过年吗？”刘诗雨回答：“我是宜昌人，在潜江
职业技术学院读书，今天刚刚在广州结束了幼师
的实习。”

得知刘诗雨在自己老家潜江求学，郑凤娟顿
时打起了精神。“我在广州海珠区的服装厂上班，
十几个年头了，每年都是这个时间回家过年。”

“那您过完年还回来吗？”“回”，郑凤娟摸了
摸小侄女的头，语气坚定地说道，“在这里每个
月能挣1万元呢，我弟弟、弟媳都在这里，侄女
也在广州上学了。”郑凤娟与弟弟、弟媳相视一
笑，转头又问：“你呢，以后会来广州发展吗？”

“还不确定，武汉那边也有很多工作机会，不管在哪，家
人最重要。”刘诗雨在广州实习期间，每个月都会将部分工资
转给父母，她的行李箱里，还装着不少广州特产。

凌晨的车厢里，有人刷着手机短视频、有人低声轻语、有
人埋头休憩……临客K4108次列车，载着大家的收获和期待，
一路向北。

“有盈余”“收入还算可观”
列车车厢里阵阵欢声笑语

18日清晨，列车冲破夜色，行驶至湖南衡阳，短暂的6分
钟停车时间，旅客抓紧上下车。今年春节，6岁的小男孩周煜
晨跟着妈妈和姐姐离开衡阳，一起前往湖北仙桃外婆家过
年。

“大、大、大！”周煜晨拿着自己的新玩具“金箍棒”，尽情
地向邻座的乘客展示：“我最喜欢孙悟空，我的愿望就是买根
可以变大变小的金箍棒。”男孩可爱的模样，引得乘客们一阵
欢笑。

正在一旁打扫车厢的乘务员张凌澜停住了脚步。“姐姐
的愿望是赶紧洗个头，嘿嘿。”22岁的张凌澜是河南信阳人，
去年从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入职江岸车辆段。今
年春运，她作为临时乘务员被借调到武汉客运段武昌南线车
间值乘春运临客，加上16日深圳东至武昌的临客K4176次列
车，她已经连续值乘了60多个小时。

今年 50岁的李国斌在广州海珠区开了一家小服装厂，
2024年一年，除去支付夫妻二人的社保和房屋租金，以及两个
孩子的学费外，还略有盈余，“我的愿望是把两个孩子都供出
来，一直读到博士，学有所成。再把两口子社保交足，老有所
依”。

往年，任印能都是乘坐高铁回家过年，今年由于出发太
晚，无奈选择深夜的绿皮车。任印能在广州开了一家宾馆，
遇到节假日和旅游旺季，收入还算可观。在广州闯荡十余
年，他一步步将小旅社升级成了宾馆，从相对老旧的白云区，
搬到了繁华的珠江新城，网红景点“小蛮腰”抬头可见。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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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列车车厢内乘务员贴窗花，营造春节氛围。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摄

■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1月18日，武汉说唱团发布讣告：著名湖北大鼓表演艺术
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湖北大鼓代表性传承人、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一级演员张明智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5年1月18日上午5时23分，在同济中法新城医院逝
世，享年82岁。

当日，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武汉著名表演艺术家陆
鸣回忆：“张明智就是为湖北大鼓而生，倾注了一生心血。”张
明智的徒弟徐宁表示：“老师是湖北大鼓的代言人，观众也离
不开老师。”武汉市曲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姚俐玲敬佩不已：“一
位80多岁的老人在舞台上演出，靠的是对湖北大鼓的挚爱和
自身的坚韧不拔。”

在长达20年的采访生涯中，记者多次采访张明智，见证
了他为湖北大鼓的传承与发展所做的努力，在2024年8月全
程记录了他带着徒弟演出新作品的场景。张明智多次表示

“身体不好，要告别舞台”，但是他总是没法离开舞台，“只要舞
台需要自己，就一定上台演出，就算是死，也要死在舞台上”。

张明智1943年5月生于武汉，1959年考入武汉市艺术学校
第一届曲艺科。张明智9岁起学艺，11岁拜师。1959年第一次
登台，最后一次演出是2024年10月在昙华林，在舞台上表演时
间长达65年。张明智创作了上千段鼓曲，其中《天上人间》等代
表作广为传唱，一度走出国门。张明智也收获了“湖北鼓王”的
称号，在很多湖北人心中地位很高。 （下转第四版）2024年8月26日，张明智为花城社区居民表演新作《破镜重圆》。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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