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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烟火人间Z 委员笔记

红色电影是一场场润心春雨。我上初中的时候，学

校里每月都要组织看红色电影，记忆比较深的是 《地道

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 等，那时候同学们排成

队，集体在学校里看，看完之后，还要写作文交给老

师，回到家还会模仿电影的经典人物和场景。电影里的

红色之声，我一直都记着，《烈火中永生》 里“头可

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雷锋》 里“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

服务中去！”等历久弥新，弥足珍贵，不断地滋润着我

们的心田。

从内心来讲，这也成为我带领代村“一班人”克服

一个个困难，取得一个个胜利的源泉和动力，也是我们

在新时代还要坚持看红色电影的原因。

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灵魂，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精神动力，是帮助我们树立发展信心、振奋精神的内

生力量。而在实践中，我们感到乡村文化繁荣，首先是

保护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等，而更重要的则是如何把文

化植入村民内心，形成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良好氛围，继而提升乡风文明程度。这些年来，我们紧

紧围绕如何让“文化入心”开展了系列工作，比如，坚

持每年评先树优，每年组织“村晚”，每月坚持看红色

电影等，起到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塑人的作

用。下面我就讲一讲建设代村红色影院，坚持看红色电

影的事。

记得 2000 年村里由于“人地不均、零散经营”的

突出矛盾，曾经在一起上学，一起种田的乡亲，日子过

得很紧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两委”成员一起

征求村民意见建议，制定土地调整方案，那时我们的

压力很大，“人少地多”的户极力阻挠，有的骂街，有

的往村干部家里扔石头等。那时我们就说，“只要是公

平的，为了大家好的，我们就坚定不移做，不能被困难

压倒。”

我们有了革命先辈们敢攻坚、勇冲锋的状态，还有

了发展依靠群众、发展为了群众、发展成果群众共享的

目标，困难就迎刃而解了。我们经常把困难当成“垫脚

石”，而不是“绊脚石”，因为困难能磨炼意志，破解了

困难就提升了才干。

红色电影是一尊尊英雄塑像。近两年，《志愿军》

系列电影在全国热播，比其他商业片更受欢迎。我觉得

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弘扬主旋律、正

能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爱国主义精神更加强烈了。连

续两部 《志愿军》 系列电影，我们都组织了党员、村民

代表、企业管理人员分批分期进行了观看，在观看时有

很多同志的眼睛湿润了，他们觉得英雄们“不怕牺牲、

勇于战斗”的精神感染了自己。

我也是泪点比较低的人，看到英雄们明知可能会牺

牲，仍然不顾一切向前进的壮烈场景，就会掉眼泪。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王成；为了不暴露目标，被

烈火燃烧的邱少云；为了胜利用身体堵枪眼的黄继光等

这些英雄形象都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党员群众在看

电影过程中投入感情去看，就起到了教育群众，引领群

众的作用。

在新时代，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流

血牺牲少了，但我们仍然要学会“照镜子”，用革命先

辈的“红色形象”，塑造新时代“红色形象”，坚定不移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各自领域当好“奋斗者”。

今 年 8 月 ， 村 里 的 食 品 加 工 产 业 进 入 生 产 旺 季 ，

3000 多 万 元 的 柠 檬 加 工 订 单 必 须 要 在 12 月 份 完 成 生

产。食品公司这支青年团队，派出 3 人在四川柠檬基地

采购，3 个多月坚守基地，没有回过一次家。在家里生

产的，村干部带头，24 小时轮班作业，确保了高效高

质完成了生产任务。11 月 10 日，村里按计划组织观看

了老电影 《上甘岭》，看完之后，食品公司刘聪给我

说，“看了上甘岭，才知道什么叫苦，我们受这点苦，

算不上苦”。

红色电影是一座座精神堡垒。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

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

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2021 年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党中央批准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成为我们奋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动力。

我们坚持每月组织看红色电影，主要的就是学习精

神，每部红色电影的重要内涵就是一座座精神堡垒。看

《建党伟业》，学建党精神，看 《志愿军》 系列，学抗美

援朝精神，前段时间看刚上映的反映沂蒙革命老区抗战

的电影 《大突围》，让我们深化了对沂蒙精神的理解。

所以说，看就有收获，学就有提升。

弘扬伟大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摆脱贫困落

后，创新发展的制胜法宝。在村庄重点项目建设中，村

干部以项目为家，抢进度、保质量，形成了“百日会

战”的传统和“战斗”精神。2010 年 10 月，代村商城

一期工程动工。在建设过程中，“一班人”带领建设团

队打“攻坚战”，用 100 天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建设，实

现了“当年规划、当年建设、当年投入使用”，用“百

日会战”创造“代村速度”，赢得了发展的先机。随后

的十几年，我们先后实施了沂蒙老街、农企园、银湖湿

地公园等多场“百日会战”，成果的取得来源于伟大精

神的滋养。

红色电影是一次次思想洗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出核心价值观

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

想道德基础。我觉得红色电影是致敬历史的，也是面向

未来的，所以我们也广泛地组织观看各个时期弘扬主旋

律、正能量，反映社会道德建设的电影、纪录片、专题

片等，比如，“时代楷模”系列、感动中国系列、纪录

片 《大国崛起》 等，这些都是红色文化的传承，对促进

乡风、村风、民风建设都有很强的示范引领作用，对党

员群众是一次次思想洗礼。

2019 年 7 月，我们组织观看了“时代楷模”黄文秀

的事迹片，一起看的不管是老年人，还是中青年都受到

了很大的触动和感动。已经 80 岁的退休村干部李学全

看完影片感慨地说，“这丫头太不容易了，现在的年轻

孩子都得向这样的人多学习，人家多吃苦，多勇敢！”

青年党员、村民、员工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都开足了

马力，铆足了干劲去工作，在各自领域创造了不凡的业

绩。刘雁滨是返乡大学生，他放弃优越的家庭条件，选

择了在村里工作，在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方面干得很

好，被评为全国首届乡村振兴青年先锋。还有村干部刘

建永被评为山东省劳模，聂晓燕被评为山东省“三八”

红旗手，刘聪被评为市劳模，王传海被评为县劳模等

等，他们都在用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村里层面，我们积极对标英雄楷模，以红色文化

培树典型，坚持每年评选代村道德模范、代村好人、代

村最美退役军人、新天地之星、美在农家示范户等，以

评先树优，促进党员群众创先争优，形成了很好的风

气。我觉得这是推进学习与践行的重要环节，不能学了

不行动。看红色电影实际上是潜移默化中提升乡风文明

的无形力量。

红色电影是一面面红色旗帜。坚持看红色电影最大

的收获是思想上的收获，党员干部“四个意识”不断增

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对“两个维护”“两个确

立”的认识更加深刻。很多党的创新理论，在电影中得

到艺术化、创新性展现，红色电影是我们利用会议首学

党的创新理论制度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学习渠道，党史

学习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主题教育期间，我们组织看

红色电影更加频繁，这样党员群众学起来更加生动易

懂。通过学习，我们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发展思路

更加清晰，这关键在于红色旗帜的引领。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时候，我们组织党员干部集

体观看了电影 《邓小平》，向伟人致敬，回顾改革开放

提出的历史背景和进程，以激励我们在农村改革创新方

面再有新突破，新变化，也就在这一年我们按照乡村振

兴战略总要求，以改革创新为驱动，推进实施了“田园

新城”规划。

我们采取了联村共建、连片发展思路，主要是发挥

了代村“带”村的作用，这个“带”是带动的意思，带

动周边 11 个村，2.6 万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几年下来，

“田园新城”基础建设、产业项目、民生项目都取得了

很好的成果，11 个村庄村集体平均增收 50 余万元，村

民人均增收 5000 元，拓宽群众致富增收渠道，解决了

周边村集体经济薄弱问题，群众生活越来越好。

现在看电影已经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日行不

觉”的好习惯，每个月初或周末，老年人夫妇相伴着，

中青年人带着孩子一起去代村影院观影，好多家长用电

影中的故事教育子女，教育他们将来要成为对国家、对

社会有用的人，勇敢有担当的人。从实际效果上看，坚

持看红色电影不仅推动了村庄创新发展，沿着共富之路

阔步前行，也提升了乡风文明程度，促进了和美乡村建

设，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兰陵县卞庄街道代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在代村看红色电影在代村看红色电影
王传喜王传喜

6 元一袋的延边朝鲜族手工泡菜、20 元 4 斤的冻带鱼、5 元一斤

的花生米、3 元一碗的大碴子粥、2 元一个的玉米面酸菜大包……

11月的一个早上，我来到了长春最大的早市永兴农贸市场，此时

此刻上午 9 点，早市正在上演着一幕幕热气腾腾、欢乐可爱的生活

剧。不远处的烟囱耸立，身边一袭大花袄的大妞笑容灿烂，耳边传来

阵阵脆朗豪爽的东北话，这独有的充满了烟火气的东北早市，我喜欢。

永兴市场地处老城区，市场分为东西两侧，经营总面积近 1.7 万

平方米，经营品类过万种，经营业户千余家。这里，生鲜果蔬物美价

廉，粮油日杂应有尽有。

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卖大酱的大哥，他卖的酱叫“特色农家

酱”，卖酱的大哥头戴一顶紫色绒线帽，卫衣上印有金光闪闪的皇

冠，十分霸气豪迈。

他扯着嗓子喊：“嘎嘎香啦嘎嘎香！”一位大姐上前，问这酱多少

钱一桶？那个桶，相当于我们上海杏花楼装芝麻粉的那般大小。大哥

抑扬顿挫道：“5 元一斤！”大姐气壮山河：“买三桶！”

我有点惊讶，这得吃多久啊。大哥接招儿：“买四桶得了！一百

块钱 4 桶！”大姐掷地有声：“好嘞！”说时迟那时快，大哥大勺大勺

地往桶里盛酱。大姐继续唠嗑：“这酱就是盐和豆子吧？”大哥掏心掏

肺语重心长：“就是豆子跟盐和水，其他啥都没搁！”

此时此刻边上的伙计也接过了话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

剂！”大姐哦哦地点头，然后感伤起来，回忆绵绵往事：“我为啥要吃

你家的酱？因为你家的酱啊，跟我家的酱是一个味儿，我家老太太以

前做的，可惜老太太已经不在了……”

这就是吃情怀了，惹得一边看“戏”的我也忍不住要想买。大

姐、大哥瞥我一眼，一看我南方人的样子，忍不住言传身教起来：

“你啊，买回去以后，想生吃就直接拿菜蘸酱，想熟吃就把它做成鸡

蛋酱，完了做菜的时候一起炖也成。”

我问大姐你买了四桶回家搁哪儿啊？大姐说我搁外头啊，这可得

吃一大冬天。我茫然地看着他们说，上海现在外头还有十几度，大哥

大姐同情地看着我，同时道：“那还叫冬天？”

我买下了 7 元一瓶的酱，快递寄回家又花了十几元钱，可买得很

开心，被陌生的大哥大姐一五一十地言传身教，心里更加热热乎乎，

逛早市的脚步也格外疏朗轻快。走过一些摊位，价格实在令人叹为观

止，也忍不住记了下来：东北大花背心，45 元一件；五仁月饼一元

一个，大五仁 10 元 8 个；当地油豆 2 块 5 毛一斤，新小米 4 元一斤，

小西红柿 2 元一斤，辣椒 5 斤 10 元；周边还有卖锅包肉的，15 元一

份；炸的蔬菜丸子，7 元一斤。

此时此刻，一阵脆生生的吆喝传了过来，拐角处，一个卖卤菜的

摊位上，一男一女俩正抑扬顿挫着叫喊着：“好吃不贵啊！经济实惠

啊！”话音刚落，浓香阵阵，让人驻足停留。只见热气腾腾的猪蹄、

猪头肉被轰轰烈烈地摆在大盆里，老板扯着嗓子呼天抢地：“我卖急

眼了！”然后举着一只大肘子伸过来：“18 啦！18 啦！18 一斤的大肘

子，18 一朵花啦！”细看那肘子，皮光润亮，煮卤的时间一定恰到好

处，香浓阵阵，令人垂涎欲滴。如果再来一杯小酒，啃一口肘子，那

个酣畅淋漓的劲儿啊，就是火辣辣、暖洋洋的好日子喽！

说起了酒，这不正来了。广场上，只见一辆大车上墩立着至少 6

个大酒罐，酒罐有半人多高，酒罐上的标记一目了然：红高粱三年陈

酿 10 元，高粱窖王 30 元。“自己酿自己卖，买 10 斤赠 5 斤”。看看

吧，气氛都到这个份儿上了，再不吃点啥真是白来一趟。我买了 10

块钱的大饼，结果老板递过来 10 块钱共 8 个大饼，还分了两袋装！东

北人真是实在啊！

不知不觉已是中午时间，有些摊头开始撤了，这里早晨五六点钟

营业，直到中午。那家卖延边泡菜的摊主告诉我，他家东西好，一般

一小时卖完就收摊了，来的多半是附近居民。一边的地摊上摆着旧杂

志，有 2003 年的 《青年文摘》 和 2004 年的 《上海文学》。我蹲下来

翻，老板说：“喜欢？送你了。”

离开早市的时候，一个穿着一身大花袄、头戴绿色头巾的姑

娘 站 在凳子上，挥舞着二人转手帕，她笑容美丽、声音漂亮：“来

来，这边瞅瞅，这边瞅瞅！嘎嘎香的大瓜子先尝后买嘞，不香不要

钱嘞……”

回到上海以后，我很快收到了长春快递过来的“东北农家酱”，

我按照卖酱大哥说的，分装在不同的玻璃罐里，放入冰箱。晚上，我

倒出一点点在碗里，用黄瓜蘸着酱，味道浓烈且十分奇特；再拿出早

市里买的那个大烧饼，烤软和了掰着吃……嗯，嘎嘎那个香啊。

长春早市给我留下了绵长的回味。早市是细碎生活的点滴，也是

一个城市活力的体现。我喜欢这样面对面的热情，喜欢这些掷地有声

的吆喝，更喜欢平凡质朴的人们身上那乐观潇洒的劲儿……

小小日子，烟火人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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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里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塔克拉玛

干沙漠“锁边”工程完成“合龙”：11 月 28 日上午，在

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随着最后一棵沙漠玫瑰花苗被

栽种到沙土中，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空白区实

现“锁边合龙”。至此，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

全部完成。

看着电视机里清晰的画面，排列整齐的网状防沙

障，劳动大军兴高采烈地埋下最后的红柳和玫瑰花苗

的场面，我的眼圈湿润了，眼一酸，鼻一颤，滚烫的

热泪顺着脸颊流到嘴角。了不起的工程啊，前无古人

的事业，问苍茫大地，问当今地球：有哪一家能敢担

此重任？有谁能给总面积达 33.76 万平方公里的沙漠

“上拉锁”“缝镶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

国人民才能做到！绝对是举世无双的丰功伟业，绝对

是造福华夏的民心工程，绝对是民族振兴的伟大

壮举！想到这些，内心视像如转轮：忽

而是黄尘滚滚的一片苍凉，忽

而又幻化出水草丰美、鲜花盛开、飞鸟翔集、游鱼畅

游。多么让人激动！

尤其是我们这一辈与祖国同时诞生的老人，盼了多

少年，干了多少年，今天终于看到了这个让人心花怒放的

时候。回想走过的路，塔克拉玛干大漠的锁边，是党和

国家“三北治理”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是“三北防护

林”建设中最艰苦、最艰巨，付出的代价最大的一段。

记得上个世纪 70 年代我在部队当兵，就经常参加

内蒙古防护林工程的助民劳动，八九十年代，开始分管

援疆、援藏，乘坐飞机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上空，俯

视脚下连绵无垠的沙漠，心中的那团火啊，恨不得顷刻

间化作甘霖降落地表，让玉泉喷绿，大漠开花。

2010 年 6 月 25 日，从济南乘机飞新疆喀什，看着

黄沙滚滚的大漠，信口吟诵了十首援疆“竹枝词”，几

乎每一首都和沙漠密切相关。其中有一首“百里大漠百

里风，百里热浪百里腥，犹见百里赶驼人，手把水壶啃

馕饼”。这样的镜头对我刺激太大了。因此，我们必须

做好援疆建设的工作。让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焕发生

机。好在 2011 年以来，国家支援西部发展的战略，收

到越来越好的成效，近年来新疆、西藏、青海、甘肃、

宁夏、内蒙古等地，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当我三次

走过库布齐沙漠的时候，看到绿进沙退的变化，心里就

有说不完的高兴。这次，塔克拉玛干沙漠又被拉链“锁

边”，它标志着我国“三北治理”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

胜利。我想，西部的腾飞指日可待。待到大漠成绿洲、

遍地稻花香的时候，我们都会向辛勤的建设者们深深地

鞠上一躬，给他们道一声“辛苦了！”

皮山传来好消息，

咱给大漠做新衣。

锁边合龙镇风沙，

中国人民有志气。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待到大漠成绿洲
王树理

Z 名家名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