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大讲堂结束后， 很多职工依
然在自己的座位上回味着 一 段
段 美 妙 的 旋 律 ， 不 愿 早 早 离
去 。 他 们 有 的 观 看 着 自 己 用
手 机 录 制 的 视 频 ， 伴 着 里 面
的 音 乐 轻 声 哼 唱 ， 有 的 三 两
成群 ， 交流着自己这堂课上的
收获和见解。

“咱这大讲堂办得越来越好
了 ， 还请来了民乐的大 师 为 咱
们 演 出 ， 这 回 可 是 开 了 眼 界
了 ” “以 前 听 这 种 演 出 都 是
在 电 视 上 ， 在 现 场 听 还 是 头
一回 ， 感觉就是不一样 ” ……
职 工 们 纷 纷 表 示 ， 这 种 民 族
艺 术 和 传 统 文 化 增 添 了 他 们
工 作 之 余 的 趣 味 ， 让 他 们 领
略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

这 种 正 能 量 不 仅 提 高 了 他 们
自 身 的 艺 术 修 养 ， 还 让 他 们
在 工 作 中时刻保持精气神 ， 可
谓一举多得。

一位职工更是大讲堂的 “老
主顾” 了， “去年就经常参加一
些课程， 比如风光摄影和书画鉴
赏 ， 学到了不少东西 ”。 这次 ，
他发现大讲堂的授课模式更丰
富， 艺术品鉴的方式更能激发他
的学习兴趣。 “觉得这些课程更
有针对性了， 更接地气了， 还让
我们有机会见到一些名人大家，
我个人表示非常满意。” 职工们
对大讲堂开办以来的一些课程也
是好评不断。 他们希望大讲堂能
够继续办下去， 越办越好， 使每
堂课都能让大家受益。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民乐大讲堂侧记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
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
的爱也真 ， 月亮代表我的心
……” 在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三层的会议厅内， 几位民乐大
师用二胡、 琵琶、 古筝等民族
乐器合奏的曲目 《月亮代表我
的心》 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职工
听众， 大家伴着音乐和节拍一
同深情演唱起来,现场的气氛
也达到了高潮。

9月28日下午， 由北京市
职工文化协会主办的首都职工
素质建设工程公益大讲堂第八
讲—《民族音乐的审美和表达》
在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和职工
朋友们如期见面。 本期讲座设
在国庆前夕， 并以民乐欣赏为
主题， 内容丰富生动， 氛围轻
松愉悦， 既普及了国粹文化、
充实了职工生活， 又用美妙的
音乐为祖国母亲庆生， 可谓一
举两得， 令前来欣赏学习的职
工们不虚此行。

定在下午一点半开始的大讲
堂， 不到一点钟就有观众陆续进
场。 “听说请来了民乐大师， 想
在他们练习时就欣赏一下。” 一
位年过五旬的职工十分兴奋地
说。 大讲堂还吸引了大批来自文
化宫等单位的职工艺术家， 而几
位民乐大师也早就开始了全神贯
注的试音、 调音练习。 一时间，
台上优美的音乐声和台下热闹的
讨论声此起彼伏， 俨然一首天然
的交响曲。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 一首首
曲子被几位大师用各有特 色 的
民 族 乐 器 演 奏 的 严 丝 合 缝 ，
浑 然 天 成 ， 将 二 胡 的 行 云 流
水 、 笛 子 的 旷 远 悠 长 、 琵 琶
的 柔 情 似 水 等 融 会 贯 通 ， 给
职 工 听 众 呈 现 了 一 组 听 觉 和
心 灵 上 的 盛 宴 。 随 后 ， 几 位
大 师 分 别 单 独 用 演 奏 和 讲 解

的形式向大家介绍了每种民族乐
器的音色等特点 ， 并分别演奏
《春江花月夜》 等脍炙人口、 广
受好评的经典曲目， 让职工听众
在欣赏民乐的同时， 对民乐的特
色与内涵加深了解。 能够如此近
距 离 的 欣 赏 到 大 家 演 奏 的 经
典 ， 职 工 听 众 们 在 台 下 兴 奋
不 已 。 他 们 有 的 闭 上 双 眼 ，
融 入 被 乐 曲 编 织 的 故 事 中 ，
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 有的和
邻桌听众交流意见， 不时赞许地
点头； 有的干脆拿出手机进行拍
摄， 记录下这宝贵的瞬间。

最后， 在 《难忘今宵》 《月
亮代表我的心》 《花好月圆》 等
乐曲的伴奏声中， 职工听众们终
于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兴奋， 开
始用手打起节拍， 随着音乐一同
齐声歌唱， 依依不舍的结束了大
讲堂的鉴赏学习。

在大讲堂进行过程中， 记者
采访到了北京市职工文化协会秘
书长张国林 。 据张国林介 绍 ，
首 都 职 工 素 质 建 设 工 程 公 益
大 讲 堂 作 为 每 年 职 工 素 质 建
设工程的几项重要任务之一 ，
被 予 以 高 度 重 视 。 大 讲 堂 计
划每年举办15-16场， 《民族音
乐的审美和表达》 这一讲是本年
度第八讲。

“我们充分考虑到职工在日
常生活中的爱好和需求， 有针对
性的为他们定制了一些课程， 还
请来了各个专业领域的名家前来
授课， 场面十分火爆。” 张国林
介绍道。 去年， 职工文化协会在
北京职工服务中心 、 大兴区总
工 会 、 工 体 等 多 个 单 位 ， 开
展 了 16场 职 工 素 质 工 程 公 益
大 讲 堂 ， 包 含 了 各 类 摄 影 知
识 、 中 外 文 化 比 较 、 中 华 诗
词 诵 读 、 商 务 礼 仪 、 瓷 文 化
等内容 ， 范围很广 ， 还请来了
王寅等各领域的佼佼者， 大受职
工欢迎和好评。 此外， 大讲堂还

配有专门的讲义、 录像和光盘，
便于职工学习， 弄得有模有样。
张国林说， “我们是职工文化协
会， 就是要以文化为中心， 通过
传播有特色的优秀文化， 来全面
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

在去年的16场大讲堂中， 形
式多以专家授课为主。 “在去年
的这些课程， 内容相对单一， 形
式侧重讲课多一些。” 据张国林
介绍， 职工文化协会及时总结经
验， 不断融入新意 ， 从过去单
一 的 授 课 模 式 转 换 到 现 在 以
品 鉴 和 互 动 为 主 的 多 元 化 授
课 模 式 ， 并 重 点 与 职 工 分 享
一 些 优 秀 的 民 族 文 化 ， 如 国
粹京剧 、 戏剧、 诗歌、 民乐等
内容。 “全面贴近民族和文化，
通过民族文化鉴赏提高职工的
文 化 修 养 与 审 美 观 ， 让 更 多
的职工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洗
礼， 可以全面提升职工的综合素
质。 只有让职工享受他们上的每
一堂课， 我们的课程才会更有意
义。” 张国林说。

为职工呈现听觉和心灵盛宴

【主办方】

希望以此提高职工文化修养

【职工艺术家】

大讲堂让职工感受艺术魅力

【职工听众】

希望大讲堂能够继续办下去

职工的综合素质展现了其所
在岗位的工作能力， 体现着企业
和单位的综合实力，职工的文化
素质也可以反映出企业和单位的
精神风貌。

国粹和民族艺术等作为中华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音乐、绘
画、 书法等形式是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 。历史为骨 ，艺
术为翼 ，职工通过欣赏和品鉴
传统艺术 ，既能扩充知识、丰富
业余生活，又能提高自身修养、为
日常工作提供良好动力。

职工素质工程公益大讲堂与
时俱进， 有针对性的侧重民族艺
术与文化，采用以品鉴为主、兼有
授课的多元化模式，有重点、循序
渐进的向职工们传授经典知识、
分享民族技艺、弘扬优秀文化，既
可以提升职工的文化素质， 又可
以传递正能量， 助力精神文明建
设。让职工享受每一堂课，在课程
中收获知识、了解文化、学习技艺，是
大讲堂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

让职工享受每一堂课

【记者手记】

职工素质
反映企业精神风貌

当本年度第八期大讲堂随着
动听的旋律和婉转的歌声结束
时， 来自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纳税
服务处的刘珂君情不自禁地站起
身， 为这精彩的场面鼓掌。 身为
职工艺术家的她， 深知民族音乐
等优秀文化对日常工作起到的正
能量作用， 对大讲堂的艺术品鉴
课程赞不绝口。

“我自己特别喜欢声乐 ， 经
常在工作之余进行练习， 有时还
会参加工会组织的演出。 每次练
习完毕， 都会感觉十分清爽， 可
以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日常的生
活和工作中 。” 在刘珂君看来 ，
大讲堂形式好、 益处多， 能够全
面提升首都职工的文化素质建
设， 令首都职工的综合素质走在
前列。 “不管是民族音乐、 书法
绘画还是传统舞蹈， 都能够陶冶

职工自身情操， 使工作更顺利、
生活更丰富、 家庭更幸福。”

“现在我国音乐受到韩流等
外国音乐的强烈冲击， 我们的民
族音乐更应该站稳脚跟， 把属于
我们民族特色的声音弘扬出去，
展现我们特有的精神风貌。” 刘
珂君对这些年首都经济的发展和
职工素质的提高感同身受。 她认
为， 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和传
统优秀文化的弘扬是分不开的。
“现在职工们经常学习和强调的
的 ‘工匠精神’， 都是多少年来
祖辈留下的光荣传统， 通过欣赏
和学习优秀的民族艺术， 能够让
职工们更好地去理解这些优秀的
精神， 让他们精神焕发地投入到
自己的工作中 ， 取得良好的成
绩。” 最让她引以为傲的就是此
前轰动一时的 《中国税务者之

歌》， 这首歌展现了税务工作者
服务大众、 乐于奉献的良好精神
风貌， 是税务职工们将艺术和工
作有机结合的最好体现。 “这首
歌让我明白， 职工的艺术作品源
于工作， 反过来还可以继续为工
作提供动力， 让每个职工都成为
受益者。”

作为一名职工艺术和民族文
化的传播者， 刘珂君认为， 文化
建设是宏观的， 必须依靠一些载
体让民众真正的融入进去 ， 而
大 讲 堂 就 是 一 个 非 常 好 的 形
式 。 “对 民 族 艺 术 和 传 统 文
化 的 学 习 是 一 个 从 感 知 到 认
识 的 过 程 ， 是 一 项 长 期 的 工
程 。 有 针 对 性 的 开 展 传 统 文
化的鉴赏和学习， 按照一定的
节奏， 循序渐进， 才能让职工们
真正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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