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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电影的时候，真的挺骄
傲……”他说。那一刻他选择让飞
机掉头回来接孩子。

“看到现在的他健健康康，开开
心心，我特别宽慰……”她说。那一
刻她选择在飞机上为孩子做临时护
理。

“我要做的就是让他的手臂功能
慢慢恢复，回归正常生活……”他说。
那一刻他选择争分夺秒为孩子接上断
臂。

9 月 19 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飞行员汤辉忠、乘
务员赵燕以及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
医院显微修复重建外科副主任黎立，
作为参与救治和田断臂男孩的“接力
队员”，出现在电影《平凡英雄》的首映
现场。电影中震撼人心的画面，把他
们带回 2021 年 4 月 30 日那个不凡的
夜晚。

汤辉忠和赵燕是当天从和田飞往

乌鲁木齐的CZ6820机组成员，本着
对生命的敬畏，对职责的敬畏，他们
完成了护送男孩抵达乌鲁木齐的任
务。

“从我进入航校学习开始，老师就
经常讲要对飞行有敬畏之心，讲人民
航空为人民的初心，那时候对这个概
念还不是很清晰。进入南航工作以
后，看到前辈们的事迹，真正担负起民
航人的使命时，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
人民航空为人民。”汤辉忠说。

作为机长，汤辉忠说自己面对飞
行作的每个决定都基于专业技术能力
和严谨的判断。在整个航程中，通过
多方努力，汤辉忠和副驾驶把飞行时
间缩短了17分钟，为随后医护人员的
手术赢得了宝贵时间。汤辉忠说：“不
管遇到何种情况，我作决定的依据都
要很明确，心里要有底，这个至关重
要，守护好每一位乘客的安全是我最
大的责任。”

乘务长赵燕在飞机上始终关注着
孩子的状况，承担着临时护理的任
务。影片中李冰冰扮演的乘务长落泪
向配合救治的全体乘客致谢，而现实
中赵燕也被机舱里的上百位乘客的自
律和豁达感动。

“飞机落地之后，乘客们按要求
坐在各自座位上，为孩子开辟出绿色
通道。当我送完孩子返回时，看到他
们依然静静坐着，我很感动。”赵燕
说，“接力的顺利完成，得益于每一
个环节的畅通、信息的准确及时，我
们在空管、机场地面、乘客等多方的
配合下，才完成这场高效的生命接
力。”

逐渐恢复健康的男孩已经回到和
田家中，开始了他的小学生活，这对赵
燕来说是极大的宽慰。“很高兴看到他
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地生活，经历这
样的坎坷后，他今后一定会更坚强，更
勇敢地生活下去。”

回忆那一夜，黎立很感谢参与接
力运送男孩到医院的每个人。“是他
们为我们赢得了救治的时间，实现了
救治的过程。”黎立说，“孩子的手臂
保住了，但对我们医生来讲，是要让
他通过康复治疗，在今后拥有一只有
用的手臂，能回归正常生活、回归校
园。”

目前来说神经修复术后的康复在
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黎立希望通过
救治男孩的经历去做这方面课题的研
究，用临床经验和临床实践，得到一套
有中医特色的有效康复方案，在未来
帮助更多人。

《平凡英雄》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组织策划，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天山电影制片厂、中国南方航空集
团有限公司出品，由《烈火英雄》导演
陈国辉执导，李冰冰、冯绍峰、林永健
等主演。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

再回生命接力那夜，他们初心不改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9月20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马伊宁）19 日，根据 2021 年救
治和田断臂男孩真实事件改编
的电影《平凡英雄》在乌鲁木齐
首映，影片中返回廊桥“二次开
门”的原型机组——中国南方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CZ6820机
组人员集体现身，为《平凡英
雄》加油。

2021 年 4 月 30 日 23 时 42
分，当日南航新疆和田飞往乌
鲁 木 齐 的 最 后 一 班 航 班
（CZ6820），为救助一位意外绞
断手臂的男孩延后起飞，返回
廊桥二次开舱门，使男孩在黄
金 8 小时内得到成功救治，创
造了生命救援的奇迹。

“虽然是亲历者，还是感觉
剧情跌宕起伏。尤其是演到机
组人员和全体旅客为叫醒昏迷
的孩子唱歌，还有孩子血管接
通手臂变红的那一刻，我忍不
住流泪了。”机长原型汤辉忠
说，拍摄过程中，扮演机长的演
员多次和他沟通细节，在自豪
的同时，他倍感身上责任重大，

“每一个平凡的飞行员，都会以
一杆一舵为人民负责、一起一
落让旅客放心的责任感、使命
感，守护好每一个旅客的出行
安全。”

观看影片时，乘务长原型
赵燕也几次拭泪，“这场爱心接
力虽然过去一年多，但每个细
节仍记忆犹新。”她回忆，当得

知接过的袋子里装的是孩子断臂的那一刹那，自
己有点紧张，但很快就镇定了。在救助过程中，她
始终表现出一名乘务长应有的状态。“作为观众，
看到演员把我当时没有表现出来的情绪全部展现
出来。很欣慰孩子回归正常，这也是我们所有人
的期望。”赵燕说。

南航董事长马须伦表示：“这次生命接力彰显
了央企担当、中国力量。南航将坚持人民航空为
人民，全面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建设美好新疆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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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融媒讯 （记者 卢瑛 阿
巴拜科日）根据救助救治新疆和田断
臂男孩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平凡英
雄》，9月19日在乌鲁木齐市首映。

该片重现了2021年，和田男孩在
意外绞断手臂后的 8 小时内，和田和
乌鲁木齐两地医护人员、南航机组人
员、警察等各行各业的人，如何在危难
中挺身而出与时间赛跑，让男孩顺利
抵达乌鲁木齐市完成手术，保住了手
臂的故事。始终将他人生命放在首位
的平凡英雄们，用实际行动弘扬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看到断臂男孩的电影上映，我心
里非常激动，这让我回想起大家全力
救助孩子的紧张场景，看到孩子现在
恢复健康，我作为救助的一员，感到特

别欣慰。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在群众
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必须挺身而
出，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
命。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用心
地服务群众，竭尽所能帮助有困难的
人，做一名尽职尽责的人民警察。”
地区公安局机场分局民警麦麦提江·
麦麦提说。

时隔一年多，和田断臂男孩小麦
已回到家健康快乐地生活。他健康活
泼的样子让关心他的人们倍感欣慰。

“今天我在手机上看到《平凡英
雄》这个电影的预告，作为一名参与
救助断臂男孩的医生，我感到无比自
豪，全院医护人员也很高兴。小麦现
在的精神状态很好，肢体投入活动也
在逐渐恢复。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
人、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和使命。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用心为患者
服务，做一名尽职尽责的好医生。”
地区人民医院骨二科主治医师翟荣宽
说。

“没想到断臂男孩的事情会拍成
电影，听说小麦的胳膊恢复得很好，真
为他感到高兴。作为当时参与过救助
的一名护士，我只是做了一件非常平
凡的事情，却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这
是对我的鼓励，更是对我的鞭策。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也希望
小麦在今后的生活中越来越好，开开
心心地过好每一天。希望这部电影带
给更多人正能量。”地区人民医院骨二
科护士李小艺说。

曾参与救助救治断臂男孩的“平凡英雄”：

希 望 带 给 更 多 人 正 能 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视察期间，
来到新疆博物馆，观看了英雄史诗《玛
纳斯》说唱展示，57 岁的江努日·图日
干巴依是表演者之一。回忆起当时的
情形，他依然激动不已，“总书记对《玛
纳斯》的关注和对传承人的关心，让我
深受感动，同时获得了极大鼓舞。”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爸爸。”江努
日说，五六岁的他还没上小学，不识
字，就开始咿咿呀呀学唱《玛纳斯》了，

“跟父亲同唱《玛纳斯》的画面，是我童
年最快乐的记忆。上学认字后，能读
书了，我会把更多故事情节加到演唱
中，表演水平渐渐超过了父亲。”

他 13 岁那年，阿合奇县举办过一
场盛大的《玛纳斯》演唱活动，江努日
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玛纳斯奇”
居素甫·玛玛依。

少年江努日勇敢地走到大师面
前，毛遂自荐唱了一段。居素甫听罢，
慈爱地摸摸他的头，赞道：“吐字清晰，
懂得抑扬顿挫，很有潜力。以后要让
故事情节更丰富生动些。”从此，便收
下这个弟子。

乌恰县到阿合奇县相距数百公
里。每次去“面授”，江努日一早就坐
上中巴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
八九个小时，傍晚才到老师家。一次，
中途遇到暴雨，他不得不在哈拉峻乡
住了一夜，第二天接着赶路。“平时通
过电话，由他的优秀学生给我指导。”
江努日说，直到2014年老师逝世，他共
上了30多年“大师课”，“跟着老师，学
到了很多很多。原来我只能唱两个半
小时，现在能唱8个多小时。”

《玛纳斯》的传承保护离不开国家
的大力支持。2006 年，《玛纳斯》被列
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名

录，2009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不断加
大对《玛纳斯》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今年4月，《玛纳斯》8部18卷2000余万
字的汉文全译本正式出版，标志着我
国《玛纳斯》的传承与保护进入新的发
展时期。

江努日告诉记者，这些年，得益于
国家和自治区的传承人培养计划，他
先后多次参加各级培训，2018年、2019
年还连续两次到北京，参加三大史诗
培训班。2019 年，江努日成为自治区
级非遗传承人，演唱技艺不断提升，他
的说唱更加动人心魄。

在草原上，他是人们争相邀请的
“玛纳斯奇”。在喜庆的婚礼上、在热
闹的大型文艺活动现场，他如痴如醉
地唱着史诗中的英雄传奇，传扬着中
华民族精神，赢得了掌声和喝彩。

如今，江努日已经培养了 50 多位
弟子。这回跟他一起，为总书记演唱
的14 岁少年玉米塔力·耶提库就是他
的得意弟子之一。

“我对总书记说，我想让全世界了
解认识《玛纳斯》。习近平总书记说，
是要传播到全世界。它们既属于少数
民族，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宝
贵财富。中华文化要和世界文化更好
地开展交流互鉴。党中央重视和支持
这项工作。”江努日一直把总书记的话
记在心中，“《玛纳斯》的发展根植于中
华文化的沃土，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中丰富着自身的文化内涵。今后我
要尽力多发掘和培养年轻一代‘玛纳
斯奇’，让这项技艺走到全国舞台甚至
世界舞台上去。”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张海峰

我为总书记演唱《玛纳斯》

乌恰县 14 岁少年玉米塔力·耶提
库永远忘不了两个月前第一次走出家
乡演出的那一幕——2022年7月13日
上午，他和同伴们在新疆博物馆为习
近平总书记展示英雄史诗《玛纳斯》说
唱，更让他激动的是表演结束后的合
影，自己就站在总书记身边。难忘的
经历和珍贵的瞬间，无声地为这个帕
米尔高原的少年赋予了光荣使命——
用文化力量浸润动人新疆。

在新疆大地的文化宝库中，《玛纳
斯》只是其中的一颗明珠。穿过历史
尘烟，交河故城等遗址屹立在天山南
北、汉代“司禾府印”等文物安放于博
物馆……驻足现实，舞蹈《阳光下的麦
盖提》正成为民族团结的文化符号、阿
勒泰的李娟在文学殿堂向万千读者讲
述魅力新疆……无论是扑面而来的千
年沧桑，还是现代文化的迷人芬芳，都
在这十年光阴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涵养着动人新疆。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馆藏古籍
修复、石窟寺专项调查等保护措施的
实施，新疆多地历史遗存重现风华；依
托项目资金扶持、创新性发展等激励
机制，我区现代文艺精品力作迭出。
毋庸置疑，这些流淌在新疆大地的文
化涓流，正是由无数朵心灵共情的浪
花奔涌而成，它们合力叙述着动人新
疆的前世今生，汇聚成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灿若星河的文化瑰宝是各族天山
儿女团结一致、勇往直前的精神之源，

但要让每一朵浪花迸发出滋润人心、
凝聚人心的力量，依然任重道远。让
历史发声、让文物说话，我们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比如诸多时光深处的记
忆，还没有被唤醒；那些各民族共同书
写共同创造的悠久历史，并没有被广
泛知晓。回望当下，讲好新疆故事、传
递新疆声音，我们依然有诸多不足。
比如一些反映正能量的文艺作品，还
缺乏打动人心的感染力；不少具有中
华文化底蕴、彰显优秀民族文化特色
的文化产品，难以占领市场广泛传播。

要使新疆动人心，必让文化润人
心。要端正历史文化认知，必须突出
中华文化特征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
要多角度全方位构建展现中华文化共
同性、新疆同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历史事实的话语体系和有效载体，让中
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到充分展
现、直抵人心。立足当下，要进一步探索
科学的激励机制，让更多具有正确的国
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爱党爱国爱疆的文艺人才脱颖而出。加
快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反映新疆
历史、符合现代文明理念、反映各族群众
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深入人心。

文化的繁荣兴盛，是事关人心向
背的深刻命题，需要文化领域的每一
个人如同奔腾的浪花，追逐文化创新
发展的制高点，在新的历史起点推动
新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动人新疆汇
聚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代表北京市评选文华大奖的舞剧
《五星出东方》，以国家一级文物“五星
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为题材，由
北京市委宣传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出品。剧目讲述了汉朝戍
边将领奉在精绝古城与北人首领之子
建特、精绝首领之女春君之间，从剑
拔弩张到并肩携手、从素不相识到深
深认同，结下深厚情谊的动人故事，
诠释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结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的主题。

舞剧《五星出东方》的创新之处在
于，它打破了原有的舞剧定律，以喜剧
的方式展现了厚重的历史，恰到好处地

递进情节，让观众觉得好看好懂。《五星
出东方》在真实严肃的历史背景下，运
用诙谐幽默的喜剧风格，同时融入现代
人的肢体语言，讲述了一个具有战争、
敌对等多种沉重元素的故事，用轻松把
敌意、冲突、矛盾在不同的场景中慢慢
融化，呈现了民族题材、文物题材舞剧
独特的审美。在艺术上，《五星出东方》
包含灯舞、将士舞、仕女舞、洗澡舞等多
个舞段，显示了主创深厚的艺术功底和
丰富的艺术想象力，颠覆了观众对舞剧
的传统认知。专家评论说，这部舞剧的
舞蹈编排凸显新意。从西域舞到汉唐
古典舞，从民风民俗舞到宫廷乐舞，以
及华彩式舞蹈，作品在舞蹈编排设计上

将不同舞种进行了非常自然的融合与
对话。

更难得的是，为了准确生动还原两
千年前西域即古代新疆的历史人文风
貌，让观众看到真实的历史，舞剧《五星
出东方》在创作中深度发掘汉代时期中
原与西域的独特文化审美，把文化元素
置入不同时空与情境，通过器乐、歌舞
等多元表现形式，在舞台上让文物活起
来，用舞蹈讲故事。

《五星出东方》自2020年2月全面
启动创作工作，6月组织主创赴新疆乌
鲁木齐、和田地区进行实地采风，历经
一年半的剧本创作和舞段排练，于
2021 年 6 月在京成功首演。一年多以

来，在全国多地开启巡演30余场，反响
热烈，一票难求，其间还曾登录中央电
视台《国家宝藏》在内的多个热门电视
节目。在巡演与复排的过程中，《五星
出东方》的主创们还在以精益求精的最
高标准，对剧目各方面细节进行调整和
打磨，2022 年8月开启巡演前，主创团
队还为舞剧结尾新增了“生生不息”舞
段，通过讲述主角奉的命运，强化主题
氛围，凸显剧目主题思想。

北京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
佳琛表示，从一件国宝到一部舞剧，《五
星出东方》仅编剧就12易其稿，它的创
作过程也经历了一场艺术考古之旅。
该剧总导演王舸在获奖后说道：“舞剧

《五星出东方》历时两年的创演之路，从
对文物题材的成功破解，到舞台叙述的
创新表达，再到戏剧样式上的突破呈
现，走到今天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据北京日报 记者 韩轩

用 舞 蹈 讲 故 事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文化力量润泽动人新疆
□ 侯辉

据北京日报讯 9 月 15 日至 21 日，
由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2008-2022
双奥之城 双奥会刊”主题展在北京王府
井步行街开幕。百米双奥“卷轴”将带领
市民共忆双奥之城的精彩瞬间，共读双
奥会刊的甄选内容，感受新时代首都发
展的生动实践。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
方 中 文 会 刊》拥 有 独 立 的 出 版 物 号
（CN11-0317）和有纪念意义的独立邮发
代号（1-2022），完整记录了冬奥会期间
的赛事进程、运动员的高光时刻和幕后
故事，以及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的历史性
变化，具有完整的历史记录价值和不菲
的收藏价值，目前会刊已入藏中国国家
博物馆、中国体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
北京奥运博物馆。

北京秋高气爽，王府井步行街的
“2008-2022双奥之城 双奥会刊”主题展
给市民和游客带来阵阵“清凉”。羽生结
弦的冰上舞姿、谷爱凌吃馅饼的可爱表
情、残奥运动员的自强不息……一张张
精彩的图片和冬奥会刊报纸版面将大家
带回到了半年前的那场冰雪盛宴。“我最
喜欢谷爱凌，她的比赛场场不落。”“羽生
结弦尝试4A没成功真是太遗憾了。”主题
展前，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展板上的图片
勾起了大家很多回忆，有的还不时举起

手机，将这些珍贵的画面留存。
除了带领市民回顾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的精彩瞬间，这场主题展
还巧妙地融合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精
彩画面，让市民和游客通过一场展览串
起了两个奥运会，感受北京这座双奥之
城的独特魅力。

北京是全球唯一一个双奥之城，作
为在双奥之城创办双奥官方中文会刊的
媒体，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与两个奥运会
的举办同频共振。为了让市民重温双奥
记忆，回顾奥运健儿赛场风采，感受北京
这座千年古都因双奥绽放的新活力、给
市民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北京日报
报业集团特别策划了“2008-2022双奥之
城 双奥会刊”主题展，同时这也是今年
北京日报创刊70周年奉献给北京市民的
一场文化盛宴。

主题展分为双奥之城、双奥之赛、双
奥之人、双奥会刊四大版块，总展览面积
700 平方米，观众可以通过长约百米的

“卷轴”式参观路线，沉浸式回顾双奥之
城的精彩瞬间，感受千年古都遇上现代
奥运的火花与生机。

据悉，在展览期间，观众还可以下载
北京日报客户端参与线上答题活动，有
机会获得冬奥会刊原始版合订本，将双
奥之城的双奥记忆带回家。 林畅

“2008-2022双奥之城 双奥会刊”主题展览亮相

双奥会刊已入藏四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