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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艺术

2002年夏天，在澳大利亚旅游文化节上，
一件绣有12位花神的中国刺绣作品引起了组
织者和各国游人的极大兴趣。这幅长1.4米、
宽1米的杰作，出自古城洮南下岗女工丛翠莲
之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江南和中原的汉民
族文化与北方的契丹、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族
等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孕育了独具特色的
塞外文化。古城洮南的刺绣，就是这些文化奇
葩中颇有代表性的一枝。它既有南方的细腻、
阴柔、精巧，又有塞北的粗犷、豪放、简洁。其
主要流派可分为四类，即拉绣、苏绣、盘绣和直
针绣。拉绣的代表作《九个石榴一个手》和《十
二生肖》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是母亲为孩子
们祈祷健康和吉祥的红布兜兜上的普遍图案；

苏绣是南方传统刺绣落户塞北草原的结晶，其
代表作是绣在百姓人家的鞋、枕套、服饰及窗
幕上的牡丹、蝴蝶等图案；盘绣是直线和弯线
的巧妙结合，代表作是民间千层底鞋上的万
字、云字等图案；直线绣是极具韵味的针法，画
面既简洁又富于变幻，多用于居室挂画和饰品
上。据统计，洮南刺绣的针法多达300余种。
除了传统的民间针法之外，许多现代年轻的绣
工又以奇特的构思、夸张的手法、大胆的实践，
创作了新一代全新的刺绣佳品，无论是人物
画、现代画、风俗画，都让人耳目一新。

洮南的董立玮在传统技艺基础上，推陈出
新，一改手绣以丝为细的旧念，采用少数民族
韵味的个性化装饰手法，大胆利用现代的粗丝
线、厚缎料，根据不同图样一起并用了平针、包
梗针、缎针、长短针、打籽针、三角针、锁针等多
种针法，使作品的画面呈现出恢宏大气、跌宕
起伏、高雅古朴、凸凹有序的浮雕式效果，创造

出“纳绣”工艺。多年来，她的纳绣作品屡获大
奖。2006年，其作品《关东四神》被长春文化
部门推荐去法国进行文化交流，她本人更是被
评为优秀民间艺术家，并被指定为白城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曾一度沉寂
的洮南刺绣又焕发了青春。以丛翠莲为代表
的一大批能工巧匠，在不断挖掘整理民间传统
刺绣工艺的基础上，正在打造着洮南刺绣工艺
的新品牌，并吸引着国内外游人的目光，令古
城洮南名扬四海。

（白城市文联供稿）

吉林省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是新中国汽车工业“长
子”——一汽的总部所在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汽于1953
年在长春市奠基兴建，于1956年建成投产，圆了中华儿女长久
以来的造车梦；持续发展壮大，大踏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意气
风发地向着世界一流汽车企业奋勇前进，努力为实现汽车强国
的梦想而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六十余年来，吉林省全力支持一汽及全省汽车产
业发展，政企携手谱写了“产业报国、工业强国”“强大民族汽车
工业”的壮丽篇章。多年来，汽车工业增加值占吉林省工业1/4
以上，利润占全省工业一半以上，汽车销量占国内市场的比重超
10%，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支柱产业。

一、艰苦创业，开辟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
有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中央为了加快国
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建立现代工业体系，集中资源建设一批
重点工业项目。汽车是工业文明的标志、制造业的明珠，汽车工
业对国民经济、生产制造业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因此，党中央
把建立新中国汽车工业提上议事日程，把建设一座现代化汽车
制造厂列为“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以战天斗地的志
气、骨气，创造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白手起家、奠基立业的辉煌成
就。

党中央高度重视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的筹建工作，对
工厂选址、工厂设计、厂长任命等工作直接过问与决策。根据当
时的战略考虑，加上东北地区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工业基础较
为雄厚，长春位于东北三省的中心，综合考虑东北的交通、经济
发展与水、电、钢材等供应情况，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政务院
财经委批准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兴建。1953年6月，毛泽东
同志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
并亲笔题写“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953年7月15日，一
汽在举国期盼中隆重奠基，开启了可歌可泣的脚踏荒原、艰苦创
业历程。在党中央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举全
国之力支援一汽建设的号召下，吉林省“把道路修到厂区，把煤
气通到生活区，把干部调到工厂，把房子腾给建设者使用”，长春
市一批又一批机关干部、大中学生、解放军驻长部队官兵等到工
地参加义务劳动。九台县饮马河农民为一汽赶制了29180片冬
季施工用的草帘子。一位老大娘自己养鸡下了几十个鸡蛋，拿
到工地上，一定要送给一汽的建设者。

一汽人以产业报国、工业强国的高度政治自觉，凭借革命激
情向未知领域进军，白天施工、晚上学习，甩掉了不会造汽车的

“白帽子”，创新实施“火车头取暖”“大流水描图作业”等方法，确
保了施工进度，圆满完成了三年建厂任务。1956年7月13日，
一汽建成投产，新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解放”牌卡车成功
下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从此，“解放车轮遍
九州”，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了迫切的重大装备保
障。

一汽建成不久，党中央以非凡的远见卓识，推动国产轿车横

空出世，开启了中国人自己生产轿车之路。1958年2月，毛泽
东同志在一汽视察时，殷切询问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
的小轿车。为了支持一汽研制轿车，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
把自己乘坐的轿车送给一汽作参考。为党分忧、为国争光，一汽
在无资金、无图纸、无技术、无经验、无人才情况下，勇于创新、敢
为人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于1958年5月12日研制成功了
新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轿车，先后向中共长春市委、吉林省
委报捷，并于5月13日送往北京向党的“八大”献礼。5月21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乘坐了东风牌轿车，高兴地说：“坐了我
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8月1日，一汽研制成功了新中国第一
辆高级轿车——红旗牌轿车。从此，红旗牌自主轿车频频亮相
于重大国事活动，彰显了大国威仪，振奋了民族精神，赢得了“国
车”“中国第一车”的荣誉，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自主汽车品牌。

一汽建成投产后，不仅多快好省地为新中国建设输送了大
量汽车，而且还为新中国汽车工业输送了宝贵经验和大批人
才。一汽创造的“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干部、技术人
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的成功经验，成为著名的“鞍钢宪
法”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汽向
国家有关部门和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单位输送了上万名领导干部
和技术、生产骨干人才，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摇
篮”。

二、改革转型，推动新中国汽车工业实现从
小到大的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汽车工业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谱写了自强不息、波澜壮阔的恢弘篇章。

改革开放为汽车工业发展壮大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政
策支持，拓展了广阔空间。1978年，一汽组织人员对日本汽车
工业进行长达半年的实地学习考察，看到了差距、开阔了眼界、
解放了思想，深刻触发并推动了一汽人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探索
和实践，迈出了中国汽车工业对标先进、赶超世界的第一步。
1980年，一汽第六届党代会决定进行产品换型、工厂改造。对
此，党和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一汽提供了自主销售增产产
品、利润递增包干制度、特殊折旧政策等多项优惠政策，成为一
汽自筹资金、换型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和活力保障。一汽以“背
水一战、愚公移山、万无一失、务求必胜”的勇毅，推动解放牌卡
车“一步跨越三十年”，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成功实现新老产
品“单轨转型、垂直转产”，创造了世界汽车工业史上绝无仅有的
奇迹。1987年1月1日一汽正式完成换型改造，焕发出新的生
机活力，并带动一批关联企业升级，为市场经济下中国汽车工业
发展奠定了基础，闯出了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道路。国务院对
一汽不停产、不减产换型改造的难度和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为
一汽颁发了“一吨重”的大奖章。

1986年5月15日，在吉林省支持下，一汽同长春市、吉林市
等四家汽车工业企业，本着“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实行
紧密联合。四家汽车工业企业保持独立的法人地位，但是供、

产、销、人、财、物，由一汽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经营。这种
新型的横向经济联合，对一汽上轻型车、上轿车起到了促进作
用，当时被称为“吉林模式”。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为了发展壮大国民经济和满
足人民对轿车的需求，党和国家决定发展民族轿车工业。1986
年4月，“七五”计划第一次“把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
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为轿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在
党中央的运筹帷幄之下，我国汽车工业进入改革转型时期，开始
大规模发展轿车工业。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激活了家庭轿车消费市场，满足了人民致富
奔小康的出行需求，并以快速增长的市场总量，为汽车工业提供
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吉林省政府将一汽的15万辆轿车基地建
设项目列为全省的1号工程，成立由省、市有关领导组成的建设
总指挥部。按照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在吉林省、长春市的大力
支持下，一汽逐梦轿车、加速转型，自主发展、开放合作，建设了
一汽轿车、一汽-大众、一汽丰田等现代化轿车工业基地，形成
了商用车、乘用车并举的产品格局和国内国际的战略布局，产销
规模在行业率先突破百万辆，积蓄着赶超世界先进汽车企业的
力量。

三、创新发展，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汽车产
业转型发展的新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为建设汽车强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战略机遇、更为
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汽车工业昂首阔
步地向着世界一流目标凯歌前行。

吉林省坚持“目标同心、产业同心、品牌同心、创新同心、合
作同心、服务同心”，“举全省之力、聚全省之才、集全省之
智”，坚定不移支持一汽改革创新，成立“支持一汽改革发展
联合工作组”、制定《吉林省支持中国一汽改革发展的意见》、推
动长春等六市政府与一汽集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设长春国
际汽车城……，推动一汽实现配套回归、产能回归、排产回归、结
算回归、创新回归、人才回归，努力把一汽这个吉林最有含金量、
最值得骄傲的名片擦得更亮，以一汽为“龙头”带动吉林省汽车
产业全产业链升级，倾力打造现代汽车产业集群。

一汽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主动顺应
全球汽车产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制定“831”战略和“3341”行动计划，以振兴“红旗”为
标志性工程，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创新驱动为根本动力，重构
价值链、产业链经营单元，集聚重头资源加快向新技术新业务转
型升级，加快打造世界一流汽车企业。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一汽视察，并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一定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定要把民
族汽车品牌搞上去，努力成为世界汽车行业排头兵，为新时代中
国汽车工业和一汽指明了发展方向。

吉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汽车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中高端产业
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相继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吉林实施纲要》《关于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的
政策意见》《关于加快建设汽车零部件产业体系政策措施的通
知》等一系列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为我省汽
车产业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保障。2021年4月24日正式发布
的《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25年，吉林省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达到
70%，汽车产业规模突破万亿级。

一汽把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一汽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首要任务，作为所有工作的重点和核心，
坚决把“红旗”“解放”“奔腾”三大自主品牌树立起来，扎实推进
自主创新的技术攻关计划，全力夺取高质量跃迁发展新成就。
2020年，一汽克服疫情和汽车市场下滑等不利因素，实现整车
销售370.6万辆，同比增长7.1%；营业收入6974.2亿元，同比增
长12.9%；利润468亿元，同比增长6%，成为汽车行业唯一一家
达成销量、收入、利润均增长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其中，“红
旗”销量突破20万辆，同比增长100%；“解放”销售47.4万辆，
同比增长41.1%，蝉联国内市场重卡“五连冠”、中重卡“四连
冠”。完成专利申请3508件，其中发明专利1757件，行业排名
第一，多项成果打破国外技术、资源垄断。在新能源、智能网联、
安全技术、健康技术、智能制造、智能芯片、新型材料等领域，已
有73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一批L4级自动驾驶汽车投入
示范运行，成为汽车工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
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是强大中国汽车工
业的根本保证、独特优势。吉林省汽车工业、一汽所取得的一切
成就，根本在于党的领导。新时代、新征程，打造世界一流汽车
企业、建设世界一流国际汽车城，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坚守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改革求变，为新时
代吉林振兴增添新动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再立新功。

新程壮阔任驰骋，击鼓催征展宏图。一汽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一汽重要讲话精神，把做强民族汽车品牌、实现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一汽最大的政治、第一位的要务，以一汽“十四五”规划发
展纲要，统领高质量转型发展布局，锚定“11245”战略目标，全
力以赴、披荆斩棘，奋斗奋进、勇创佳绩，开创新时代中国汽车产
业转型发展的新格局，走出一条新型绿色低（零）碳发展的新道
路，坚定不移向着世界一流汽车企业目标奋勇前进，全力以赴满
足人民对美妙出行、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为建设汽车强国、制
造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吉林日报》）

吉林省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
●齐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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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持铁石同坚志，即有金刚不坏
身”，出自明人吕坤《呻吟语》，意思是
只要保持自己的志向如铁石一般坚
硬，任何事情都不会把自己击败。对
于立志的重要性，王阳明认为，“志不
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志不立，
天下无可成之事”；清人陆世仪在《思
辨录辑要》中则说：“人不可无志，无志
即无耻，无耻则放僻邪侈，无所不为。”
事实证明，一个人的志向如何，直接影
响着成就的取得，也只有为志向坚持
付出，才能实现心中的理想抱负。

志坚如铁石，坚守如初，令人坦然
面对生死。在谈到为什么参加革命
时，瞿秋白如是明志：总要有人走在前
面，准备牺牲，为大众开辟一条通向光
明的出路。1935年，36岁的瞿秋白在
福建长汀因突围失败而被捕。敌人得
知其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
都被他严词拒绝。他对劝降者说：“人
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
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不久后从
容不迫慷慨就义，他用生命践行了入
党初心，表达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
诚、对革命事业的矢志不渝。

立志在坚不在锐。对很多人来
说，难点不在于是否立志，而在于是否
坚持坚守，“不以摧困折辱而易其节，
不以富贵显荣而改其度”。事实上，有
的人在拥有权力、财富、名誉、地位
后，风格突变，“贵易交，富易妻”
者有之，“口言善，身行恶”者有
之，常忧不足、贪婪无度者有之，细
究其因，就在于志向受到了外界不良
习气的侵蚀，慢慢发生了改变，导致志
向不葆、有始无终。

“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思想
是行动的先导，如果在逆境时志挫气
衰，心就会动摇，就可能会怀疑原本坚守的正确，行动就有可能偏
离原来的轨迹。“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
之志。”如果不能在逆境时一以贯之、坚持坚守，又如何能成就一番
事业？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在《爱晚庐随笔》中认为，有志之士身
处逆境，“不为所动，且能顺应而忍受之”，在忍受的同时，坚强之气
存乎胸中，“刚则志不挫，志不挫则气不馁”，最终能不为逆境所困。

对共产党人来说，但持铁石同坚志，就要坚守初心使命，勤勉
干事创业，永葆清白之身。回顾长征胜利，张闻天同志感慨，“没有
理想，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这是理想信念之力；焦裕禄临终嘱
托，“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这
是担事干事之志；导弹司令杨业功的父亲因病住进了基地医院，
院里主动提出医药费全免，杨业功直言不可，一分不少的将费用
交到了医院，这是清廉清白之志。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定理想
信念，矢志不渝，我们党才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
一个胜利。

百年征程苦难辉煌，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抖擞精神再出发，奋
进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赶考之路，需要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壹其心，执其义，守其恒”。秉承坚如铁石之志，为民务实担当，把
志向和初心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努力为党和
人民争取新的更大光荣。

近来，艺术史上的大师纷纷做客北京的
博物馆，马克·夏加尔的画作在中国转了一
圈后，终于来到了北京，目前“遇见夏加尔：
爱与色彩”在遇见博物馆的北京线下展馆展
出。夏加尔1887年出生在俄国的一个犹太
家庭，一生漂泊不定，但他的画作中总是充
满了童真、浪漫。在他的笔下，能看到非常
典型的俄国的冬天，大雪覆盖了五颜六色的
房子的屋顶，天空中有鹿拉着雪橇，这幅绘
制于1929年的《俄罗斯村庄》是本次展览中
颇受关注的画作之一。

夏加尔是现代艺术史上的另类，很难将
他归属于某个画派中，他自成一派，他的个
人经历对于他的创作至关重要，正如展览标
题所揭示的，夏加尔一生受到爱情的滋养，
一些意象反复出现在他的画作中，如花。在
夏加尔看来，生命的终点是一束花。花在夏
加尔的画作中经常担当主角，除了花之外，
画面一无所有，他大胆而精准地使用各种色
彩画花，显示了其对色彩的高超理解。

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艺术为人民——
刘文西艺术大展”，用三个展厅的规模呈现
刘文西的艺术之路。刘文西本是浙江人，二
十五岁来到西安美术学院工作，自此之后，

他一辈子扎根黄土地。刘文西的成名之作是
1960年绘制的《毛主席与牧羊人》，刘文西
画了很多描绘毛泽东形象的作品，但其实他
一辈子都没见过毛泽东，他的创作奥秘就在
于采风，而且是频繁的采风，年复一年的采
风，他说自己徒步走遍了毛泽东转战陕北期
间去过的所有地方，这其间他吃了不少苦。

采风让他对陕北有了别人难以比拟的
感情和理解，而这都表现在他的画作中。
2005年起，已过古稀之年的刘文西开始创
作长卷《黄土地的主人》。这幅长卷超过百
米，分为十三个部分，本次展览完整展出全
卷。站在这幅长卷前，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疾
病在身的老画家完成的作品，但事实就是如
此。《黄土地的主人》的主角都是普通人，是
绥德的汉子、米脂的婆姨，是坐在包谷堆上
喝粥的娃娃，是打腰鼓的壮实的年轻人。

2019年，刘文西绘制了生命中的最后
一幅画《中国声音，人民同心——陕北过大
年》，观众可以在本次展览中看到这幅画。
该画参选了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大家都劝刘文西放弃参展，但他执意参加，
刘文西说：“参加美展不在意是否入选，不在
意是否获奖，主要是向人民做一次汇报，我

还在画画，我还在创作……”
为人民创作，这是刘文西坚持的创作理

念，他曾写道：“作品是画家的生命，精品是
生命中的生命。画家靠画来说话，画是献给
人民的也是献给历史的，作品的优劣只有人
民和历史才能给其定位，因为人民和历史总
是最公正的。画家应该是最贴近生活、贴近
人民的人，应该是最有思想的人，应该是最
勤劳、最勇敢、最吃苦的人。画家要一辈子
把心思放在画上，放在人民身上。”

同期，国家博物馆推出了“长城内外皆
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展”，通过240多
件精品文物讲述内蒙古地区的历史与文化，
展览以长城为焦点，长城的修建并没有阻止
长城内外两个区域的交流，实际上长城内外
两个区域在历史上有频繁热络的政治、经
济、文化联系，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长城
沿线不断交流、融合，共同塑造了内蒙古地
区的文化面貌。

近年来，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北
京的博物馆推出了多个地域文化的展览，如
前年首都博物馆推出了浙江历史文化展，国
家博物馆推出了新疆文物精品展。这些展
览汇聚了各地包括省级博物馆在内的多个

博物馆的文物精品，一展通览地域文化精
华，受到观众的追捧与喜爱。目前，清华大
学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华夏之华——山西
古代文明精粹”，以三个展厅的规模介绍山
西地下文物，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地上文物
看山西”，这固然不错，但这样容易使人忽视
山西的地下文物，实际上山西的地下文物也
精彩绝伦。在本次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仰
韶时代的陶器、龙山时代的玉器、商周时代
的青铜器，还有近来备受关注的北朝壁画，
站在壁画的复制品面前，观众不妨感受一下
何谓“线条的盛宴”。

博物馆中看地域文化
●易舜

刘文西画作《沟里人》，丰收的庄稼人背
着重物，心里满是欢喜。

（图片来源于国家博物馆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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