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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的聚光灯、 近千名观众， 普
通人或许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登上这样
一个舞台。 可是， 在东城区总工会搭
建的 “五月的鲜花” 群众歌咏比赛的
平台上， 基层职工有一圆舞台梦的机
会。 他们有的是环卫工， 有的是教师，
有的是小店里的学徒工， 但他们一直
在为自己的梦想坚持着。

现在， 这一活动， 已经成为东城
区职工的文化盛会， 在坚持群众性的
基础上， 艺术性也不断提高。 自2010
年第一届 “五月的鲜花” 群众歌咏活
动以来， 东城区已连续五年举办该项
活动， 参与职工总数也由初期的10万
人一下子增长到现在的20余万人。 每
年 ， 各级工会的演出节目近3000个 ，
自创作品近400个， 一大批职工文艺人
才脱颖而出。 职工 “五月的鲜花” 的
舞台， 充分感受工会热情和活力的基
础上， 以更积极的心态参与到文化活
动中来。

器乐团的成立也归功于
“五月的鲜花”

“爱我中华！ 五十六个民族， 五
十六枝花， 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五十六种语言， 汇成一句话———爱我
中华！” 这便是东城区2015年 “五月的
鲜花” 初赛的比赛现场。 2015年6月24
日下午， 记者来到东城工人文化宫四
层多功能厅， 这里， 正在进行东城区
职工 “五月的鲜花 ” 歌曲类的初赛 。
“请50号选手上场。” 随着工作人员响
亮的声音，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职工，
拿着一把吉它走上台 ， 坐在椅子上 ，
开始边弹边唱。 男职工一点也不拘谨，
面对坐在他对面的几位评委和几十位
观众， 熟练地弹着吉它， 唱着歌， 有
时还闭上眼 ， 头随着音乐微微摇摆 ，
沉浸在美好音乐之中。 男选手表演结
束后， 一位年龄在五六十岁间的女选

手上台开始演唱。 “小时候， 听妈妈
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女选手面带微
笑， 尽情地唱着， 虽然与专业演员有
一定差距， 但作为一名喜欢唱歌的职
工， 敢于在众人面前放开歌喉， 参与
“五月的鲜花” 的歌曲类的比赛， 这种
精神就值得鼓励。

便宜坊器乐团的职工， 也边弹边
唱 ， 鼓声 、 琴声 、 歌声融合在一起 ，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听觉 “盛宴”。 说起
便宜坊的器乐团， 那可以说是远近闻
名， 便宜坊集团的工会主席王久宏说
起这些的时候， 也是面带笑意。 “器
乐团的成立也归功于 ‘五月的鲜花’，
没有 ‘五月的鲜花’， 也不会有这个器
乐团。 器乐团成立之初， 我们哪能想
到会有现在的效果。 从活跃职工文化
生活， 到增强企业职工的凝聚力， 再
到社会影响力， 社团还是助力不小。”
与其他行业不同， 餐饮业受制约的因
素比较多， 时间、 地点、 场地等等原
因都导致职工的文化生活也相对匮乏。
“如何让职工走出来， 充分利用下午2
点到4点难得的休息时间参与工会的社
团活动， 这就是我们工会需要考虑的
事情。” 王久宏告诉记者， 为了最大程
度的吸引职工的参与热情， 就仅仅一
个器乐团， 工会就采购了包括萨克斯、
鼓 、 琴等多种乐器供职工自己选择 ，
采用自学加传授的方式， 每隔一周利
用两个小时难得的休息时间， 进行彩
排合练。 “我们的这个团队比较特殊，
成员构成主要是厨师和服务员， 参与
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职工的热情
还是很高的。”

为了配合职工最大限度的利用好
这两个小时， 工会聘请了资深的老师
传授技巧， 以便让职工更快地融入团
队的各项活动之中。 如今， 便宜坊器
乐团表演的节目不仅登上了集团半年
稽考大会， 东城区 “五月的鲜花” 的

舞台， 更多的是走进了社区、 走进学
校，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便宜坊集团的
和谐氛围和职工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

“海选”的形式，广泛招
募团员

几年来， 东城区总工会从多方面
下手， 为职工的文化活动提供多方面
的支持， “引入资源” 就是其中的一
点， 通过资源的引入为职工文化活动
提供了营养更加丰富的土壤。

2012年， 东城区总工会与林兆华
工作室合作， 创作了讲述劳模故事的
话剧 《因为有你》， 话剧以社区医生、
一线民警、 技术工人等成为劳模的普
通职工为原型， 讲述了劳模在平凡工
作岗位上无私奉献、 用自身的光和热
感染周围人的故事。 话剧由专业演员
与东城区职工共同演出， 在东四工人
文化宫连演20场， 得到了热烈的反响。

职工高涨的参与热情， 也坚定了
东城区总工会筹建职工艺术团的决心。
在职工器乐团和话剧团的组建中， 东
城区总工会采取 “海选” 的形式， 在
全区职工中广泛招募团员。 只要热爱
艺术， 只要心中有梦想， 就有机会加
入东城区职工艺术团队， 登上梦想的
舞台。

“文化就像金字塔的顶端 ， 而工
会的其他工作是基础。” 东城区总工会
主席张晓林说。 随着东城区职工器乐
团、 话剧团相继成立， 区总工会邀请
名师指导， 在乐器、 排练场地等方面
大力支持 ， 无不为他们搭建了学习 、
展示的平台。 特别是职工话剧团的成
立和发展更是独具优势。 依托与林兆
华戏剧工作室合作， 职工话剧团有了
更高的起点、 更丰富的培训资源和更
多的演出机会， 广大团员们活跃在职
工文化的舞台上 ， 为 “文化东城 ” 、
“戏剧东城” 的发展壮大增添了一抹靓
丽的色彩 。 在东城 ， 工会搭建舞台 ，
职工群众唱主角， 各种职工艺术团队
呈现出百花争鸣局面。 广大职工在充
分感受工会热情和活力的基础上， 以
更积极的心态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

著名导演排练 群众演
员参演

“打 倒 ， 打 倒 ！ ” “好 ， 好 ！ ”
“我们不要这样的领袖， 不要！” 13名
东城职工话剧团的演员， 或振臂高呼，
或愤怒跺脚……这不是排练， 而是林
兆华戏剧创作中心年度新戏 《人民公
敌》 的演出现场。

2014年10月27至30日， 由当代中
国戏剧的标志性人物林兆华导演的话
剧 《人民公敌》 在保利剧院首演。 在
这部戏的第四幕中， 话剧团成员以群
众演员的身份登上了正式的话剧舞台。
在这部戏里， 群众演员没有固定的台
词， 导演要求大家自己发挥， 通过肢
体、 语言表达高兴、 愤怒等情绪， 这
考验着每一位参演职工的话剧功底 ，
因此即使在休息时间， 大家也会抓紧
排戏。

东城职工话剧团成立的时间不长，
正式成立在2014年的8月11日。 一直对
话剧感兴趣的刘宏宇是职工话剧团的
联络人， 无论是定期例会， 还是排练
演出， 都由他通知联络。 刘宏宇笑称
现在这些成员可是东城区总工会职工
话剧团的 “黄埔一期”， 在形象一点，
他们就是东城区职工文艺的一名志愿
者。

“从无到有啊， 我们不但有定期的
全体会 ， 还分出了编创组 、 演员组 ，
今后还要扩编。” 刘宏宇是北京市24中
学的教师， 在学校， 他是学生话剧社
的指导教师。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看
到街道贴出的海报， 东城职工艺术团
招人， 于是他通过网上报名， 并顺利
地通过了考试。 与他共同进入话剧团
的， 还有东城区各街道、 环卫、 城管、
法院以及非公企业的职工。

“我们成立以来办了两件事儿， 一
是为五月的鲜花编创了一个小品 《圆
梦》， 那完全是我们原创的； 二是参加
《人民公敌》 的演出。 今年的节目还在
策划当中 ， 肯定会让职工们眼前一
亮。” 刘宏宇对职工话剧团在短时间内
取得的成果感到很满意。

180天的歌声唱响东城
自2010年第一届 “五月的鲜花” 群众歌咏活动以来， 东城

区已连续五年举办该项活动， 参与职工总数由初期的10万人增
长到现在的20余万人。 每年， 各级工会的演出节目近3000个，
自创作品近400个， 一大批职工文艺人才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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