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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自2月5日《我要你平安回来》歌曲MV上线发布以来，沈阳音乐学院师生
创作了20余首公益战“疫”歌曲。当年鲁艺人创作《黄河大合唱》等作品投入抗
日战争，今天鲁艺传人创作新作，以音乐的力量助力抗击疫情，展现了鲁艺人始
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光荣传统。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我省词
作家一直用手中的笔为武汉鼓劲，为
中国加油。他们以歌词的形式记录
并歌颂驰援武汉的广大医务工作者
等奋战在一线的战“疫”勇士，表达了
文艺工作者的拳拳之心。据介绍，我
省词作家现已创作百余首歌词作品，
在“辽宁音乐文学”等微信公众平台
推出。

为了鼓舞士气，凝聚力量，词作
家杨国兴创作了抗击疫情歌词《情
暖人间》，并请作曲家刘丹谱曲。
杨国兴说：“疫情无情人有情，严冬
虽寒情暖心。我们就是要通过这首
歌，让更多的人心相伴、爱相连、手
相牵、心相通，坚定信心，打赢这场

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81
岁的词作家吴善翎连日来创作了

《逆行》《祝福与祈祷》《多年之后》
三首词，均由作曲家谱了曲，并在
省、市音协抗疫作品集中发表。吴
善翎说：“这些作品抒发的都是我
的真情实感，我远离前方身处家
中，不能直接参战，只能用笔把所
见所感写成歌词，为全民抗击疫情
略尽绵薄之力。特别是我选择了一
个独特的角度创作了《多年之后》，
相信每个经历者都将是一份难忘的
记忆。”

一个月来，词作家贾铮创作了
《我要你平安归来》《谁愿意》《你说
你只是医生》《来，我们拥抱吧》《爱

的支点》《嘿，大哥》《平凡的人》《无
界》等14首歌词。他告诉记者，诗为
心声，词乃情物，正是这些天所发生
的一个个感人故事，激发了他的创
作热情和灵感，为战“疫”勇士们写
作，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
担当。

据省音协音乐文学学会匡算，
现已有 50 多首歌词被谱成旋律，30
多首被制作成音频传唱出去，由省委
宣传部制作的歌曲MV《我要你平安
归来》《万众一心强中华》被中宣部选
中在央视平台播放，歌曲《情暖人
间》《相信中国》《背影》等有力度有
温度的作品在中央、省“学习强国”
平台播放。

百余首歌词展现战“疫”感人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市档案馆日前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档案资料，包
括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形成
的与疫情相关并具有保存价值的各
种文字、图表、音像、实物、电子等不
同形式的档案资料。

据介绍，征集范围包括疫情防
控期间发生的重大活动、重要事件、
重大项目、重要成果等形成的档案
资料；疫情防控期间市民自发组织
的各种公益捐款、志愿者活动等形
成的有关资料；为疫情防控作出贡
献的先进人物、典型事迹、感人场景

等资料；疫情防控期间居民在家庭
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与疫情防
控有关的视频、音频、图片等；以反
映、描绘、歌颂战斗在一线的工作人
员敬业奉献为内容，创作的优秀文
学、绘画、书法、摄影、音乐、视频等
艺术作品；反映疫情防控期间的市
情、市貌等各种照片、视频等资料。
按要求，疫情期间征集的档案资料
以能够通过网络传输的载体形式为
主，实物档案等其他载体档案资料
原件可待疫情结束后向沈阳市档案
馆移交。征集时间截至疫情结束后
3个月内。

沈阳市档案馆
征集战“疫”档案资料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记
者从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了解到，近期，我省多家文艺
院团创作了抗击疫情主题舞蹈作品，
通过“学习强国”、微信公众号等媒体
平台进行推广，受到关注。

辽宁芭蕾舞团原创芭蕾作品
《天使之歌》，由辽芭青年编导刘婷
婷编舞，首席演员敖定雯、王占峰
表演。该作品反映了奋战在抗击
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的感人故
事。在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公众

号、辽宁芭蕾舞团微信公众号陆续
推出。

鞍山市演艺集团6名舞蹈演员
各自居家编创、录制了舞蹈短视
频，由该演艺集团工作人员进行整
合，并将展现鞍山市疫情防控中的
感人画面与舞蹈视频进行剪辑制
作成抗击疫情主题舞蹈作品《最美
的温暖》，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推广传播。据了解，我省多家文
艺院团目前正在继续创作抗疫题
材舞蹈作品。

多家文艺院团
创作抗击疫情主题舞蹈作品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由
于疫情期间暂时停止演艺活动，辽
宁大剧院取消了多场演出，同时在
辽宁大剧院微信公众号中开设“云
剧场”，通过“云剧场”向广大观众推
介舞台艺术作品加以赏析，大力普
及艺术知识。近期，“云剧场”推介
了 3 部舞剧，分别是辽宁芭蕾舞团
原创芭蕾舞剧《花木兰》、辽宁歌舞
团舞蹈诗剧《月颂》，以及著名舞蹈
家杨丽萍创作的经典舞剧《孔雀》。

3月5日“云剧场”推送的内容，

以舞剧片段结合赏析的形式，向观众
介绍舞剧《孔雀》分为春、夏、秋、冬四
个篇章。全剧围绕生命与爱这两个
永恒的主题展开，以舞台艺术演绎人
类共同的情怀，向观众传递着艺术家
对艺术与大自然、生命的思考。

观众们对于线上精彩剧目分享
赞赏有加，不出家门，就能欣赏到省
内外经典舞剧，同时还能学习如何
欣赏舞剧。据了解，辽宁大剧院“云
剧场”还将继续推介省内外优秀舞
台艺术作品。

“云剧场”推介省内外舞剧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今年
是雷锋同志诞辰 80 周年。由省委
宣传部指导，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辽宁省
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的“80，雷锋正
年轻”主题朗诵微视频征集活动吸
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踊跃参与。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涌现
出很多雷锋式的感人事迹和人物，
他们是被称作“最美逆行者”的一线
医护人员，是奔波在巡查抗疫一线
的社区工作者，是自愿为封闭社区
提供服务的志愿者们，是为驰援武
汉捐款捐物的爱心人士，他们是新
时代的雷锋。

朗诵微视频征集活动把朗诵雷
锋日记和抗击疫情联系起来，一方
面聚焦战斗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一方面邀请在这次抗击疫情战斗中
默默为社会贡献力量的普通人走到
镜头前，介绍自己的抗疫工作与切
身感受，并选读一篇雷锋日记。征

集活动开始以来，已收到朗诵视频
作品 70 多条。参与朗诵的有辽宁
奔赴湖北襄阳一线驰援的白衣战
士、有主动为医务工作者义务理发
100 多人次的理发师团队、有抚顺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雷锋班班长、有
坚守在列车运行一线的沈阳铁路局
职工、有身在辽河油田坚持生产的
采油工人、有居家为学生尽心尽力
上网课的教师，还有城市送水工、快
递员、个体商户、基层戏曲演员、幼
儿园孩子……他们用平实真挚的话
语，讲述着自己的点滴付出，表达着
抗击疫情必胜的信心和干劲。

本次活动征集上来的作品已从
3 月 5 日起，陆续在辽宁省文化艺
术研究院官方抖音账号发布，并汇
入全省学雷锋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上线启动仪式将以云端朗诵会——
众人隔空共同朗诵一首雷锋日记
的方式开始推送。征集将持续到
本月底。

“80，雷锋正年轻”
朗诵微视频征集活动启动

《同舟共济携手同行》《爱的支点》
《爱是你我心连心》《献给白衣天使》
《你不是一座孤岛》《最可爱的人》《中
国加油》《生命的渴望》《一切都会好起
来》《爱》《望江南·红棉赞——致敬钟
南山》《逆行者》《壮行的背影》《胜利在
召唤》等，一首首公益战“疫”歌曲深情
讲述一线勇士抗击疫情故事和人民群
众抗击疫情的顽强精神。

这些歌曲由沈阳音乐学院的翟
纬经、朴英、付莉、郭晓铎、吴尘、于
学友、高虹、韩春凌、刘航、杜志学等
师生创作。他们将抗击疫情关键时
期的动人故事、感人场面转化为生
动的文艺作品，传递人间真情，弘扬
正能量 。

特别是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
学院院长于学友作曲的《我要你平
安归来》，影响广泛。

冯子祥教授创作的歌曲《同舟共济
携手同行》表达了社会各界为战胜疫情
而筑起的精神长城。歌词中写道：“回想
并肩的峥嵘岁月，历尽沧桑从未闪躲。”

“中国加油，同心协力；抗击病魔，
共济风雨。中国加油，姐妹兄弟，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歌曲《中国加
油》，旋律优美、情感真挚，由沈音声乐
歌剧系副教授刘航作词、作曲并演唱。

刘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
加油》创作缘于浏览微信朋友圈，他被
好友发的诗朗诵《温暖》深深地打动，
遂创作了《中国加油》这首歌词并发给
好友。刘航说，他的好友觉得歌词很
有意义、很感人，并提出一些建议，还
对歌词做了些改动，使歌词更加饱满
生动。刘航的好友还请来著名作曲家
朱一文共同研究旋律，经过反复推敲、
视唱，最终定稿。朱一文连夜把编曲
做好，又联系到录音师王禹，王禹连
夜赶回录音棚录制。“大林老师在三亚
设备有限的情况下，做后期缩混，整个
音乐部分才得以完成。”刘航说。此
外，刘航还创作并演唱了《不问归期》

《感受》2首歌曲。

讲述
抗击疫情故事

沈音师生创作歌曲为战“疫”加油
本报记者 杨 竞

沈音师生积极发挥专业优势，
发扬鲁艺精神，连夜创作词曲并赶
制MV，用音乐艺术的力量声援战
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为抗击疫情呐喊助威。作品歌颂
了抗疫征程中的动人故事，抒发了

对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者们的
无限崇敬与赞美，表达了对这场战

“疫”必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坚定决
心与坚强信心。

这些歌曲有的拍成MV在国家
级的网站、客户端播出，有的视频在

微信、公众号等媒体进行传播。
采访中，师生们表示，作为鲁

艺的传人，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抗
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用音乐
作品凝聚精神力量，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助力。

用音乐作品凝聚精神力量

沈音青年教师任程创作、演唱
的《胜利在召唤》中写道：“我心系着
你，你心系着我，祖国危难时刻，你
奉献所有”“面对疫情不低头，抗疫
一线你倾尽所有。期待你平安归
来，胜利在向你招手……”任程用歌
声唱出对战斗在最前线的医务工作
者的敬佩和关爱，并期盼战“疫”早

日取得胜利、白衣天使凯旋。
沈音退休老教师张玉晶等创

作的《必胜歌》《学习钟南山》《中国
我幸福温暖的家》等作品，讴歌了
广大医务工作者逆向而行的英雄
之举，舍小家顾大家、治病救人、救
死扶伤、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翟纬经谱曲创作了歌曲《最可

爱的人》，付莉作词并谱曲创作了歌
曲《献给白衣天使》，歌曲《盼君安》
由吴尘作曲、高虹作词。歌曲《追光
者》由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教
师顾秋鸿作曲、现代音乐学院教师
顾元成演唱，表达了全国人民众志
成城、团结一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

退休老教师也参加创作

以艺战“疫”ZHANYI

刘航在录制歌曲《中国加油》。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上接第五版）

五、健全严密有力的基金
监管机制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保
命钱”，必须始终把维护基金安全作
为首要任务。要织密扎牢医保基金
监管的制度笼子，着力推进监管体
制改革，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信用管
理体系，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
欺诈骗保行为，确保基金安全高效、
合理使用。

（十五）改革完善医保基金监管
体制。加强医保基金监管能力建设，
进一步健全基金监管体制机制，切实
维护基金安全、提高基金使用效率。
加强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机构内控机
构建设，落实协议管理、费用监控、稽
查审核责任。实施跨部门协同监管，
积极引入第三方监管力量，强化社会
监督。

（十六）完善创新基金监管方
式。建立监督检查常态机制，实施
大数据实时动态智能监控。完善对
医疗服务的监控机制，建立信息强
制披露制度，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
医药费用、费用结构等信息。实施
基金运行全过程绩效管理，建立医
保基金绩效评价体系。健全医疗保
障社会监督激励机制，完善欺诈骗
保举报奖励制度。

（十七）依法追究欺诈骗保行为
责任。制定完善医保基金监管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监管权限、程序、处罚
标准等，推进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建立医疗保障信用体系，推行守信联
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加强部门
联合执法，综合运用协议、行政、司法
等手段，严肃追究欺诈骗保单位和个
人责任，对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坚决打击欺诈骗保、危害参保
群众权益的行为。

六、协同推进医药服务
供给侧改革

医药服务供给关系人民健康和
医疗保障功能的实现。要充分发挥
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深化
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推进医保、医疗、医药联动改革系统
集成，加强政策和管理协同，保障群
众获得优质实惠的医药服务。

（十八）深化药品、医用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制度改革。坚持招采合一、
量价挂钩，全面实行药品、医用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以医保支付为基础，
建立招标、采购、交易、结算、监督一
体化的省级招标采购平台，推进构建
区域性、全国性联盟采购机制，形成
竞争充分、价格合理、规范有序的供
应保障体系。推进医保基金与医药
企业直接结算，完善医保支付标准与

集中采购价格协同机制。
（十九）完善医药服务价格形成

机制。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医
用耗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全国交易
价格信息共享机制。治理药品、高值
医用耗材价格虚高。完善医疗服务
项目准入制度，加快审核新增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建立价格科学确定、动
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疗服务价格
结构。建立医药价格信息、产业发展
指数监测与披露机制，建立药品价格
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完善价格函
询、约谈制度。

（二十）增强医药服务可及性。
健全全科和专科医疗服务合作分工
的现代医疗服务体系，强化基层全
科医疗服务。加强区域医疗服务能
力评估，合理规划各类医疗资源布
局，促进资源共享利用，加快发展社
会办医，规范“互联网+医疗”等新服
务模式发展。完善区域公立医院医
疗设备配置管理，引导合理配置，严
控超常超量配备。补齐护理、儿科、
老年科、精神科等紧缺医疗服务短
板。做好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受理与审评，通过完善医保支
付标准和药品招标采购机制，支持
优质仿制药研发和使用，促进仿制
药替代。健全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和
分级应对体系。

（二十一）促进医疗服务能力提

升。规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诊疗
行为，推行处方点评制度，促进合理
用药。加强医疗机构内部专业化、精
细化管理，分类完善科学合理的考核
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与医保基金支
付挂钩。改革现行科室和个人核算
方式，完善激励相容、灵活高效、符合
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健全
绩效考核分配制度。

七、优化医疗保障公共
管理服务

医疗保障公共管理服务关系亿
万群众切身利益。要完善经办管理
和公共服务体系，更好提供精准化、
精细化服务，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
推进医保治理创新，为人民群众提供
便捷高效的医疗保障服务。

（二十二）优化医疗保障公共服
务。推进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实现医疗保障一站式服务、
一窗口办理、一单制结算。适应人
口流动需要，做好各类人群参保和
医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加快完
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深化医
疗保障系统作风建设，建立统一的
医疗保障服务热线，加快推进服务
事项网上办理，提高运行效率和服
务质量。

（二十三）高起点推进标准化和
信息化建设。统一医疗保障业务标

准和技术标准，建立全国统一、高
效、兼容、便捷、安全的医疗保障信
息系统，实现全国医疗保障信息互
联互通，加强数据有序共享。规范
数据管理和应用权限，依法保护参
保人员基本信息和数据安全。加强
大数据开发，突出应用导向，强化服
务支撑功能，推进医疗保障公共服
务均等可及。

（二十四）加强经办能力建设。
构建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经办管理
体系，大力推进服务下沉，实现省、
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全覆
盖。加强经办服务队伍建设，打造与
新时代医疗保障公共服务要求相适
应的专业队伍。加强医疗保障公共
管理服务能力配置，建立与管理服务
绩效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政府合
理安排预算，保证医疗保障公共服务
机构正常运行。

（二十五）持续推进医保治理创
新。推进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法人治
理，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
务，探索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医保治
理格局。规范和加强与商业保险机
构、社会组织的合作，完善激励约束
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医保管理协
作机制，实现全流程、无缝隙公共服
务和基金监管。更好发挥高端智库
和专业机构的决策支持和技术支撑
作用。

八、组织保障
（二十六）加强党的领导。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把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作为重要工作任务，把党的领导贯彻
到医疗保障改革发展全过程。严格
按照统一部署，健全工作机制，结合
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将
落实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纳入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重点任务，确保改革目标
如期实现。

（二十七）强化协同配合。加强
医疗保障领域立法工作，加快形成与
医疗保障改革相衔接、有利于制度定
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部门
协同机制，加强医保、医疗、医药制度
政策之间的统筹协调和综合配套。
国务院医疗保障主管部门负责统筹
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会同有关部
门研究解决改革中跨部门、跨区域、
跨行业的重大问题，指导各地区政策
衔接规范、保障水平适宜适度。

（二十八）营造良好氛围。各地
区各部门要主动做好医疗保障政策
解读和服务宣传，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合理引导预期。充分调动各方支
持配合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凝聚
社会共识。重要改革事项要广泛听
取意见，提前做好风险评估。遇到重
大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
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