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经历过潘家园市场的从无到有，也将见证市场的新一轮“变迁”———

活 在 潘 家 园
本报记者 李丹青

北京市三环路东南角、潘家园桥西侧，是
目前中国最大的旧货市场———潘家园旧货市
场，占地面积4.85万平方米的地界，经营商户
4000余家。

6月26日，37摄氏度的周日， 是市场一周
内客流量最大的时间点， 也是商户缴纳今年
下半年摊位费的最后期限。

此前一周， 北京召开的非首都功能疏解
控人口稳增长工作推进会议传出消息， 潘家
园地区进入朝阳区5年疏解方案，今年将启动
前期调研，并腾退1000个摊位。

尽管官方一再表态，潘家园市场不会迁出
北京，而是要转型升级。但记者走近商户，却能
感受到“搬迁传言”带给他们的不安。

每况愈下

午后2时，正是一天中最犯困的时候。 燥
热的潘家园市场里， 走马观花的顾客和无精
打采的店主随处可见。

小林坐在木雕店门前，低头玩弄着手机。而
他的大伯林庆财———这家木雕店的老板，67岁
的福建仙游人也坐在门框边，倚靠着柜台打盹。

上世纪末，在老家供销社干了20多年“固
定临时工”的林庆财下岗了。他从在北京做生
意的老乡那里打听到， 仙游县历史悠久的木
雕在北京销路不错。1998年，林庆财来到潘家
园，租地摊卖木雕。

伴随着民间古玩艺术品交易的兴起逐步
发展起来的潘家园市场，形成于1992年。林庆
财虽不是最早一批商户，但开店18年的他，见
证了市场从一个破破烂烂的大棚， 发展到现

在细分为地摊区、古建房区、古典家具区、现
代收藏区、石雕石刻区、餐饮服务区等6个经
营区的大型古玩艺术品市场。

刚来时，林庆财在大棚区租了个摊位，租
金一年不到1000元。随着生意越做越大，2002
年，他咬牙斥资从一名租户手里，买了现在经
营的这家店铺的使用权。如今，他和市场的租
赁合同一年一签，租金半年一交，半年2.5万
元。林庆财告诉记者，市场里的不少店主都是
从“大房东”、“二房东”手里转租的店铺。

对于搬迁传言，他更多的感觉是茫然，特
别是近两年，生意每况愈下。

前些年生意好时，林庆财全家都做木雕。
35岁的小儿子在家加工，运到北京和深圳，林
庆财老两口、妹妹一家、大儿子一家在北京销
售， 而女儿负责在深圳销售。 用林庆财的话
说，“我们一大家子都是连体的。 ”

如今， 林庆财和大儿子一家共7口人，在
潘家园附近租了套机械厂房改建的120平方
米二层小楼，一楼放货，二楼住人，年租金10
万元。林庆财告诉记者，一年的日常花销在40
万~50万元，2015年以前生意还行， 这两年越
来越差，今年最差劲，“能够保本就不错了”。

中专毕业后的小林在北京帮伯父打杂，
刚满20岁的他似乎对“谋生”没有太多的概念。

说话的间隙，有3拨顾客驻足询价，但一
单都没有成交。

风轻云淡

对于潘家园将进行的“转型升级”，在林庆
财店铺的二楼经营字画的张钰似乎不以为意。

平时，他基本不在，店铺交给母亲打理。
正是这种和市场若即若离的关系， 让50岁的

张钰在聊起潘家园市场的未来时， 语气显得
有些“风轻云淡”。

去年， 花了58万元买了新店铺的使用权
后，张钰想把它打造成精品店，时常在周末时
来店里看一下， 这也是张钰在市场里的第二
家店。 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坐在二楼的走廊
里，捧着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得津津有味。

画画、写字、看书，是张钰每天的生活、更
是工作。 每天“早8晚8”甚至“早8晚11”，虽然
辛苦，但他喜欢做这些。 他的两家店铺里，摆
卖的字画多数出自他本人之手。上世纪末，辞
掉了体制内工作的他由于从小学画， 便在潘
家园卖起了字画。

与林庆财同期进驻市场的张钰， 是个土
生土长的北京人， 眼看着潘家园市场从无到
有。 他告诉记者，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
始，在劲松南路和旁边的楼群里，有一个老百
姓自发形成的旧货市场， 多卖一些家中闲置
物品来贴补生活。

随着规模越来越大，1992年，潘家园街道
办事处建了90多间铁皮房，将其归拢到一起。
渐渐地，有北京市民拿家里的传家宝来卖，市
场上除了杂货也开始有了古董。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张钰觉得市场越来
越不“纯粹”。前些年，真有“淘货”的和“捡漏”
的，他也时常在这儿淘买瓷器。 但近年来，他
觉得市场也越来越复杂。

即便在圈内小有名气、 多次在画展上斩
获殊荣， 张钰也能感受到近两年字画市场生
意的下滑。 春节后，在新盘下来的店铺里，张
钰还没有续到新的客户， 成交的都是母亲以
前的老客户。

在张钰看来， 潘家园市场是他的一个对

外的“窗口”，如果“窗口”没了，他可以去别的
地方甚至出国，“但心理上总还是有些难以接
受。 ”

无可适从

和财力雄厚的室内店主相比， 河南南阳
来的33岁的张超磊（化名）有些势单力薄。 他
从别人手里转租了大棚一区一个1.4米×1.4
米的柜台经营和田玉，每年租金近6万元。

自称市场里“工龄算短”的张超磊在2011
年前后来到潘家园。 刚来时， 张超磊搬个马
扎、带着货，在地摊区到处跑，摊位费15元一
天。 几次下来，他弯得腰疼，也发现和田玉还
是得摆在柜台里好看， 便咬牙租了大棚里的
柜台，当时年租金不到4万元。

那一年下来，张超磊赔了近5万元。 但天
生乐观的他没有就此放弃，只当交了学费。第
二年，他慢慢知道玉石生意该怎么做，该怎么
跟顾客讲话，不仅没再赔钱，还多少赚了点，
“感觉自己打了胜仗”。

几年下来，张超磊培养了一些客户。他告
诉记者，做这一行靠生客是没有办法维持的。

为了省钱，他在十里河桥附近租了个7平
方米的小房间，一个月700元，即便假期妻子带
着6岁大的孩子从老家过来，也是挤在这里。

对于潘家园市场要腾退1000个摊位的说
法，张超磊的心情有些复杂。 对于未来，他暂
时还不敢有太多打算，只能“走着看着吧”。

潘家园市场每天下午6时关门，大棚区多
数摊主5时前后就开始收拾货品， 准备撤离。
面对不可预知的转型升级， 这群生活在潘家
园市场的人们， 也将成为市场新一轮变迁的
见证者。

（上接第1版）

发扬传统、改进作风，始终保
持同人民群众心连心

党员作风正，群众心气顺，干群就能同甘
共苦、团结奋斗。

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委书记江阳说，作
为基层党组织的“指挥员”，只有自己作风正，
带领的一班人作风正， 才能赢得广大百姓的
信赖。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发
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做到心中有党、
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在基层工作
实践中，要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
好群众不满意的问题。 ”

“党员作风代表党的形象。 ”浙江省湖州市
委常委、组织部长干武东表示，要结合当前“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奉献精
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广大党员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为群众多办好事、多做实事。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委书记、 西柏坡
管理局党工委书记李旭阳说， 平山县目前面
临着脱贫攻坚重任，党员干部应当牢记宗旨，
强化铁一般的担当，感恩人民、造福人民，主
动担起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责任。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中央党校经济学
部教授田应奎说， 要让各地区各部门把作风

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建章立制，
持之以恒。

拒腐防变、锻炼本领，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
是腐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发人深省。

在山西省高平县， 野川镇党委书记吴华
芳坦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深
省。必须严格按纪律规矩行事，敬畏人民，敬畏
组织，敬畏法纪，做到警钟长鸣、拒腐防变。 ”

伟大的斗争，宏伟的事业，需要高素质干
部。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加快知识更新、加
强实践锻炼，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

２０１１年入党的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镇人
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娄华说， 只有不断
学习，才能及时更新知识储备，与时俱进，更
好地适应执政新要求、 改革开放新要求和市
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作为一个有８８００多万名党员、４４０多万个
党组织的党，作为一个在１３亿多人口的大国长
期执政的党，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 广
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永不停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
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引领中华民族迈向更
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７月３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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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云岭响起的礼赞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记

新华社记者 梁天韵

出北京城，向西１００多公里，顺着一条奔
流的小溪， 就可以到达群山环抱中的房山区
霞云岭乡堂上村。 ７０多年前，歌曲《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山窝窝唱响，从此传
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

１９４３年秋天的一天，１９岁的晋察冀边区群
众剧社成员曹火星和战友来到霞云岭， 他们
“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动员
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白天演出， 夜晚创
作”。

时值抗日战争的第六个年头， 也是战略
相持最为困难的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消极
抗日的政策，为抗战局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就在这本不起眼的山间村落， 共产党的
基层组织扎根壮大，建立起平西根据地，先后
开展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工作。

沉思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 感染
于当地群众火热的抗日斗争， 满怀救国激情
的曹火星， 在村中驻地西中堂庙， 就着马蹄
灯， 用一个晚上的时间， 一气呵成创作出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成歌的那个秋日拂晓， 当疲惫而兴奋的
曹火星推开房门， 正巧遇见前方空地上嬉戏
玩耍的８名儿童团员。

“曹火星喊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 他唱，我

们跟着哼。 ”当年１４岁的堂上村村民李万代回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

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
伴随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浩荡进程，

这首歌的歌词也不断变化。
创作之初，歌词中有一句 “坚持抗战六

年多”，传唱至１９４３年，被群众自发改为 “坚
持抗战七年多”，最终定格在 “他坚持了抗战
八年多” 的胜利之时 。

除了歌词，歌曲名称改变的背后，也不乏
掌故。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
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１９５０
年， 毛泽东主席听到女儿李讷唱这首歌后，
亲自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没有共产
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２００１年６月初，李讷对
这一说法予以肯定，说“确有此事”。

７３载传唱不衰的背后， 是激昂旋律唱出
了人民心声， 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代传
承。

“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 ”曹火星曾
在回忆录中写到，“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
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
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做主，搞土改发
展生产， 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
事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
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 ”

“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中华
民族的光明和前途在哪里？”———曹火星的追
问在霞云岭得到答案。

而今，这方红色沃土，再一次成为人们回
溯信仰追求的胜地。 建党９５周年之际， 随着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广泛开展，一批又一
批新老党员来到霞云岭堂上村， 在依山而塑
的９６０平方米党旗见证下， 举行入党宣誓，重
温入党誓词，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新华社北京７月３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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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淬炼出的“大机神医”
（上接第1版）
“我刚上班的时候在绥化机务段，单位调

整合并后来到了哈尔滨， 看到了两台古老的
大型养路机械。 ”刘柏松说，看到大型机械内
密密麻麻的红绿灯和开关时，眼睛就发亮。

“一有空，我就会帮修车师傅搬搬扛扛。
不为别的， 我想看看人家拆开的机器是什么
样的，人家是怎么修机器的。”实际上，刘柏松
就是在“偷艺”。

分内工作与分外工作

从2000年开始开大型养路机械车的那几
年，刘柏松经常要到野外作业。每天他们早早
出工，五六个小时完成工作后返回驻地休息。

但刘柏松却是个闲不住的人。
以往，他驾驶的捣固车的电磁阀、传感器

等部件要是坏了，更换新件是最经常的做法。
每天收工闲下来的刘柏松忍不住拆了起来。
“反正也是坏了的零件，也没有人要求我必须
修好，就是喜欢尝试。 ”

看不明白的时候，他就找来一本《捣固车
原理》，先从书的后半本———电气设备开始看
起，边看边拆边琢磨。

2002年， 爱琢磨的刘柏松发现了一个问
题，自己在开机车时，要想按动设置在坐椅左
下方的手动喇叭会比较麻烦， 而且会有短暂
地影响瞭望。

“我当时就琢磨， 要是能用脚来控制多
好，即方便又提高了行车安全。”于是，刘柏松
凭借经验找来了一些废旧的气动阀、电控阀、
三通风管，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研究完成了第
一个“创新项目”。

从此，大型养路机械车司机刘柏松做好分
内工作的同时，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分外工作。
直到2005年，他成了一名专职的检修车间职工。

五年的司机生涯中， 回看他的许多创新
成果不难发现， 基本都是从平时工作中遇到
的困难里挖掘出来的。

一次偶发的情况中， 机车上的一个传动
轴脱落把发动机油底壳打碎了， 幸亏发现及
时没有造成润滑油泄光、 机器磨损等严重后
果。但刘柏松开始琢磨，三根传动轴上的48个
螺丝怎么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呢？最终，他巧妙
地利用螺丝、螺母间的位置关系，通过用油漆
划红线、看位移的“简单”方法使得这个问题

“一眼”就能解决。
类似的成果还有很多。 对于为什么总是

能想到解决办法， 刘柏松笑着说：“就是工作
需要。 遇到了问题，就忍不住天天琢磨，就有
灵感了。 ”

由于“分外”工作的出色，还在当司机时刘
柏松就经常被找去帮忙处理机车的问题了。

别人的时间与他的时间

刘柏松所在的机械段检修车间是一个不
为人所熟悉的地方。

这里近130余台机车涵盖了铁路修建、保养
所需的钢轨铺设、打磨、砟石整形、清筛等各个

环节，它们在铁路建设发展中的地位不可小觑。
这一点或许可以从价格上略窥一般。“最

贵的一台机车价格上亿元。”哈尔滨铁路局哈
尔滨工务段机械段党委副书记张强告诉记
者，刘柏松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个人的不断
努力， 把不少以往需要花钱换件的改为了自
己动手维修，十几年的20多项创新、革新为企
业节约了上千万元的资金。

就刘柏松而言，除了儿时对机械的好奇、
工作后对机车构造的琢磨之外， 还有什么能
够成就他的“高超医术”呢？

“学习。 ”任滨是刘柏松所在的检修车间
党支部书记， 就是这位几乎一辈子都在和机
车维修打交道的老前辈把刘柏松从司机岗位
调入了更能发挥实力的维修岗位。

“别人休息打扑克、聊天的时候，这个小

伙子自己拿着一本书在那儿学，就冲这一点，
我认为他有培养价值。 ”任滨坦言，当年就是
看中了刘柏松的学习劲头。

为了弄明白自己驾驶的捣固车电器原
理，他把《捣固车原理》的后半本都研究明白
了。 到了维修岗位后，他把前面版本的机械、
液压部分也都弄懂了。

“这样的话，我就明白机车内是一个整体
的闭合系统，任何环节出问题我都能知道怎么
查找。 ”刘柏松为了通透地了解机车原理，除了
自学《机械设备工艺》、《电气设备原理》等专业
书籍外，甚至还自学了高等数学课程，为的就是
把机车上每一个环节的运行原理弄懂、弄透。

“做我们这个工作，必须能够静下心来做
好一件事， 把点滴小事做到极致是我对自己
的要求。 ”刘柏松说。

□人民日报评论员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长期坚持、 永不动摇的历史
结论。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就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
国道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
人民的判断。 50年时间， 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超过
200倍；30年时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超过5亿，人均预
期寿命已领先中高收入国家；10年时间，13亿中国人几
乎人均一部移动电话，近7亿中国人搭上网络快车……
神州大地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生动而深刻地表
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
由之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
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
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
理由自信的”，原因正在于此。

道路决定命运，信心凝聚力量。 我们走自己的路，
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
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
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
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

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
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 把四项基
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
有丝毫动摇。

中国道路是一条从历史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 现
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到2020
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
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行百里者
半九十”，面对机遇和挑战，唯有“咬定青山不放松”，始
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始终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
现“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相互促进、统筹联动，才能
不断谱写中国道路新篇章，中国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中国道路是一条不断自我完善的改革之路。 坚持走
中国道路，就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
深化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
邪路。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我们要以勇于自
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体制
机制中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
盾，同时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让
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
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已经创造了
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还将继续书写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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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天盖地的洪水向村庄汹涌灌去”
（上接第1版）
官兵们即刻就近挖土装沙包。 他们将卡

车装满沙袋，增加重量，然后驾车逆流而上，
用车体充当堤坝。 “车停好后，能感觉到水的
冲击力。 但抬眼向外看去，车并没有被水冲
动，成功堵住了1.2米深的急流，为修筑堤坝
争取了宝贵时间。 ”贵州籍战士廖远富说。

从7月1日21时30分许至2日凌晨2时许，
官兵奋战5个多小时，往溃口填堵1000多个沙
包，终于将溃口堵住。

84岁的陈保贤老人被消防官兵救出后说，
险情发生后他一直没有特别慌张，坚信有人会
救他出去。 “我儿子在镇上工作，一早就跟我打
电话，让我不乱跑，消防会来救我。 ”

三店街七里村何刘湾村民何雄斌原本在武
汉市区打工，因为侄子办酒席，7月1日晚赶回村。
当晚他接到住在邻村舅舅的电话， 说涂河闸上
游已决口。 何雄斌随后开车把家里亲戚7人送到
镇上， 此时镇上所有宾馆都住满了避险的受灾
群众。 无奈之下，他弟弟一家三口折回了村子。

没多久，他弟弟就打来电话告诉何雄斌，

水已漫到家里二楼，整个村都停电了，家家户
户的冰箱、洗衣机都漂在水里。 返回去救人的
何雄斌进村时有些路还能蹚着水， 出来就只
能游泳。 最深的地方水深已达1.5米。 500米的
村路，他硬是游了一个小时才出来……

7月2日天亮后， 救援人员再次进入各个
村庄时，发现除了独居老人，留在家里等候救
援的基本已都是青壮年———他们将第一批被
救的机会让给了老人和儿童， 往往不等救援
人员开口就将冲锋舟上的座位留给了他们。

记者看到，在没有受灾的城镇上，居民们
纷纷打开家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受灾群众。 已
经放假的校长、老师们重新回到学校，打开一
间间教室和寝室安置受灾村民。在安全区域，
一个个帐篷也支撑起来作为临时安置点，受
灾村民们都得到了安顿。

目前，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已陆续赶到这
里，送来受灾群众急需的生活物资。而抗灾抢
险第一线的官兵和救援人员， 也收到了志愿
者送来的饭菜和清水。

（本报武汉7月3日电）

本报太原7月3日电 （记者刘建林）记
者从山西省晋城市外宣办获悉，今天下午1
时50分左右， 山西沁水中村煤矿透水事故
中，被困井下的12名矿工中的8名矿工已经
通过矿井内的电话与指挥部取得联系。 目
前这8名矿工状态良好， 其余4名矿工仍然
没有消息，救援排水工作仍在进行。

2日22时53分，沁水中村煤矿2405回风
顺槽掘进工作面发生透水事故， 当班下井
94人，其中82人安全升井，另有12人被困井
下，其中包括掘进队4人、运输队6人、通风
队2人。据介绍，这次事故透水量约有1万多
立方米。目前正在通过井巷抽水展开救援，
另外还在进行地面打钻作业以期与地下建
立直接联系，预计到明天凌晨可以打通，并
最终形成巷道和地面钻孔共计每小时400
立方米的抽水量。

据山西省安监局、 山西煤监局报告：7
月2日22时53分， 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
中村镇的山西沁和能源集团中村煤业有限
公司2405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发生透水事
故。 经初步核实，事故发生时，当班下井94
人，其中82人安全升井，另有12人被困井下。

接到事故报告后，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即派国家煤监局副局长桂来保率工作组紧
急赶赴事故现场， 指导地方全力做好抢险
救援等工作。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省长李
小鹏分别做了重要批示，山西省委常委、副
省长付建华带领有关厅局负责人赶赴现场
指导救援工作。

经初步分析，矿井是在进行掘进作业时
发生透水事故，造成作业人员被困，事故的
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目前正在采取一系列
措施进行营救。

据了解， 发生事故的山西沁和能源集
团中村煤业有限公司属于地方国有煤矿，
生产能力为年产90万吨。

晋城煤矿透水事故救援仍在继续
已取得联系的8名被困矿工状态良好

7月3日，救援排水工作仍在进行。 大伟 摄/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