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6日下午， 丰台
花乡看丹地区迎新年军民
联欢会精彩上演， 为700多
人献上了一场文艺盛宴。
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带来
的相声为联欢会定下了欢
乐的基调， 男声独唱 《鸿
雁》 唱得深情感人、 村民
们用欢快的舞姿生动演绎
的 《洗衣舞》 令人印象深
刻。 可以说， 这次联欢会
内容丰富多彩， 下面让我
们听听参与者亲身的感受
吧。

方宏伟： 我是一家国有企业
的职工， 今年10月退休了。 单位
每年都有年终奖， 听说今年因效
益好， 可能要发五六千元的年终
奖金。 我打电话给原来工作的车
间主任 ， 他说因为我已经退休
了 ， 所以没有我的年终奖 。 请
问： 我是10月份退休的， 是否可

以领到1月至10月的年终奖呢？
胡芳 ： 年终奖是奖金的一

种， 虽然也属于工资范畴， 但是
目前劳动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规
定用人单位必须给员工发放年终
奖 。 发不发年终奖 ， 发放的标
准、 时间和条件， 一般是由劳资
双方协商确定， 或由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来确定。 因此， 建议您
看一下您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中关于年终奖的相关约定， 如果
约定清晰， 就依约定执行。 如果
没有约定， 您也可以看看你们单
位的规章制度， 其对年中退休是
否可以享受年终奖有无明确规
定。 当然在实践中， 劳动仲裁员

或法官在裁量是否应当发放年终
奖时， 也会综合考虑单位规章制
度的合法性及合理性等问题。

我年中退休
能否领到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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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高大上的
太庙国学讲坛接地气

在太庙里听国学讲坛， 这对
于普通职工来说无疑是一个学习
的好机会， 职工期望值高， 主办
方的压力自然也不小， 下面就让
我们听劳动人民文化宫副主任李
颖介绍一下， 他们为此都做了哪
些事？

记者： 如何让 “高大上” 的
太庙国学讲坛接地气？ 课程设计
上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李颖： 的确有。 太庙国学讲
坛自去年启动以来， 坚持定期举
办讲座， 邀请知名专家在劳动人
民文化宫举办国学讲座活动， 首
都广大职工通过12351职工热线
报名到现场进行刷卡听课， 同时
以 “请进来” 和 “走出去” 相结
合的方式根据基层工会提出的文
化需求送国学讲座到基层。

“太庙国学讲坛” 这一公益
活动是由劳动人民文化宫联合中
国紫禁城学会共同打造的， 每个
课程都经过专家的仔细甄选， 活
动自今年 “五一 ” 期间启动以
来， 深受广大职工的欢迎。 去年
年底， 劳动人民文化宫还针对本
次公益活动召开研讨会， 征求职
工对 “国学讲座 ” 的意见和建
议， 为明年推出更贴近职工的活
动内容做准备。

点评： 如果想用一个词形容
你心中的太庙国学讲坛， 想必第
一个蹦出来的绝对是 “高端大气
上档次”。 但也不缺乏 “低调奢
华有内涵” 之处。 从开办以来到
现在的20讲， 场场爆满， 不难发
现讲坛真的接上了地气。

记者： 不久前， 由北京市总
工会、 北京电视台 《书香北京》
栏目共同策划推出的 “太庙国学
讲坛” 系列特别节目在劳动人民
文化宫太庙举行。 这是不是意味
着 “太庙国学讲坛” 将会面对更
多的市民？

李颖： 正在尝试。 今年， 随
着太庙国学讲坛项目渐渐成熟，
文化宫尝试采取多渠道的教育方
式， 利用多媒体平台弘扬中华民
族的优秀文化， 传播普及推广国
学传统知识， 与电视台合作进行
国学录播， 着力打造有影响力的
国学电视节目。

下半年， 太庙国学讲坛与北
京电视台携手合作， 邀请著名专
家学者王立群、 刘心武成功录制
完成了书香北京栏目太庙国学讲
坛四场讲座活动， 并于10月4日、
5日、 11日、 12日在北京电视台
青少频道播出， 内容包括著名作
家刘心武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著名学者王立群智解成语 《成语
中的古代礼仪》， 预计收看观众
达到33.6万人次， 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

点评： 场地限制了听众， 但
今年 “十一 ” 联手北京电视台
《书香北京》 栏目组推出的系列
特别节目， 却让更多听众走进讲
坛。

歌唱既充实自己又愉悦别人

惠振敏 ： 当熟悉的音乐声
响起， 我们沉浸在了优美的合唱
声中， 歌曲中那种对家乡的热爱
之情引起了我们深深的共鸣。

苏凤红： 谢谢！ 能够在舞台
上展示我们的歌喉， 能够唱歌给
村民听， 我们感到很自豪！ 此外
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声乐指导老师
许俊魁， 她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心
血。 这次我们的合唱一共有30多
名村民参加， 最小的50岁， 最大
的80岁了， 由于年龄大， 很多人
记不住歌词， 许老师就一句一句
教， 一句一句反复提问， 经过一
个多月的训练， 最终取得了不错
的舞台效果。

许俊魁 ： 这是我乐意做的
事。 我以前是看丹中学的退休教
师， 教过音乐， 退休后没事干，
就加入了村里的青松合唱团， 教
大家唱唱歌。 合唱团里以村民为
主， 很多人都没有声乐基础， 但
大家都充满学习的热情 ， 每周
一、 周三、 周五上午7点半到8点
半都是我们的合唱时间。 一大清
早 ， 聚在一起唱唱歌 ， 清清嗓
子， 这一天都有了好心情。 我们
从唱歌中得到了快乐， 感受到充
实， 通过我们的演出， 又能够给
村民们带来快乐， 这让我们很有
成就感和满足感。

惠振敏： 恩， 村里的青松合

唱团这些年参加过不少村、 乡、
区、 市的演出， 在为别人带来欢
乐的同时， 多次为村里争得了荣
誉。 在今年的联欢会上， 他们的
演唱高亢、 悠扬而动听。

村民与相声名家近距离接触

杨艳： 是的， 除了 《洪湖浪
花》， 大合唱 《坐上高铁去北京》
也十分优美悦耳。 这次联欢会，
还有幸邀请到了著名相声演员李
金斗， 李金斗老师带来的对口相
声将整场联欢会推上了欢声笑语
的巅峰， 看丹小学师生们的健美
操 《律动校园》 洋溢着青春的热
情和魅力四射的活力， 看丹幼儿
园的孩子们用舞蹈把 《七月火把
节》 演绎得惟妙惟肖， 海军部队
献上的乐器合奏 《壮志飞扬》 更
是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

惠振敏： 这场联欢会我们准
备了1个多月， 有15个节目， 全

是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 为了
让联欢会有更多欢乐元素， 我们
专门请来了著名相声演员， 让大
家从精彩幽默的相声中感受到快
乐！

李蕊 ： 轻松欢快的 《洗衣
舞 》 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 这些表演者最小的都50岁
了， 他们那优美的舞姿， 满面的
微笑， 让我们感受到了舞蹈之美
和生活之美！

联欢会为单调生活注入活力

苏凤红： 谢谢！ 《洗衣舞》
是我们改编的藏族舞蹈， 整整排
练了两个多月。 每周一到周五上
午都在练习 ， 由于村民年龄大
了 ， 记性不好 ， 身体也比较僵
硬， 我们需要把复杂的动作分解
开来， 一个个动作练习， 很多时
候， 一个动作就要练习上百遍。
虽然辛苦， 但是， 我们在舞蹈中

享受到了愉悦， 柔韧性更好了，
身体更健康了， 还能给村民们带
来快乐， 这真是一种难以言传的
美妙。

李蕊： 《甲板上的牛仔》 唱
得非常活泼， 动感十足。 让人感
受到了一阵轻松愉悦的氛围 。
我是做会计的， 平时的工作比较
单一， 村里举行这么大规模的联
欢会， 让我们特别放松， 为单调
的生活注入了活力。 看很多村民
上去表演， 让我也有了想活动的
激情。 有时间了， 我也培养一些
文体方面的爱好， 保持愉悦开朗
的状态 ， 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
中。

惠振敏： 我们的表演者里有
退休职工， 有在职职工， 有学校
的师生， 还有海军军乐团的演奏
者们， 这场看丹地区迎新军民联
欢会办得十分热闹。 年底了， 我
们想以这样的方式让村民放松一
下， 开心一下。

惠振敏： 丰台花乡看丹村工会主席
许俊魁： 丰台花乡看丹青松合唱团指导老师
李 蕊： 丰台花乡看丹村会计
杨 艳： 丰台花乡看丹村安全员
苏凤红： 丰台花乡看丹村村民

看一场联欢会
为丰台村民送去了多少欢乐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