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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讲究起笔、行笔和收笔。起笔
精彩生动，行笔流畅连贯，收笔深沉饱
满方为佳作。人生亦然。青年时代，往
往处在书写精彩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选
择的方向、投入的力道、秉持的心态，都
决定人生延长线的多种可能。

电影《大漠巾帼情》就是讲述如何在
接力奉献中画好人生延长线的故事。有
的人，人生延长线是一眼可望到尾的直
线，平淡无奇；有的人，人生延长线是一
条向下倾斜的曲线，精彩定格在前半生；
还有一些人，人生延长线是一条向上扬
起的弧线，像嘴角的“微笑”般幸福圆
满。影片主人公刘青苗显然属于后者。
“微笑”的人生，永远是奋斗出来

的。画好人生的延长线，无关乎所处的
行业、所在的地域、所有的天分，只关乎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接力奉
献、创造价值。

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的传奇故
事，在陕北榆林这块厚重的土地上孕育
了44年，今天终于搬上银幕。这杯珍藏
了44年的醇香佳酿，让我们一起品尝。

一

44年可以改变什么？

44 年可以改变人的容颜。44 年
前，风沙肆虐的毛乌素沙地，54名平均
年龄只有 18岁的女民兵，战天斗地，在
茫茫沙海中留下时代印记。如今，这些
治沙“元勋”们已年逾六旬，岁月在她们
身上打下烙印，她们也给历史留下宝贵
的精神财富。

44年可以改变家乡的气质。让沙
漠颜值更高，使家乡气质更佳。当“美
丽中国”叫响华夏之际，谁能想到，20
世纪 70年代初，为保卫家乡生态，一群
弱女子卸了红装，爱上“武装”，用自己
的双手扭转了家乡的命运。

44 年可以改变的还有很多，不变
的是 40多年来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治沙精神，继往
开来、薪火相传的革命传统。

当第一批治沙连女民兵卸下铁锹，
拾起针线活计，开始新生活之后，她们
也许没有想到，留下的精神财富被一代
代补浪河优秀女儿拾捡起来，接力传递
到今天。
《大漠巾帼情》首映现场，老中青三

代观众为这种精神所感染、所触动。当
治沙连第 12 任连长边兆芳站在台前
时，场内经久不息的掌声即是最好例
证。如同影片中的雷班长一样，边兆芳
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既要画好自
己的生命延长线，还负责女民兵们生命
延长线的指向。她们的光荣事迹，描绘
出榆林“既要煤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绿
色发展之路。

人生在世，谁不想给生活添上多彩

的几笔，亲情、爱情、战友情……像连长
边兆芳所书写的“中国梦·我的梦”一
样，唯有把自己置身新时代的背景下，
才能实现自身最大价值。

二

《大漠巾帼情》讲述了治沙连女民
兵马翠跟女儿刘青苗从冲突到和解的
故事，探讨现代化浪潮下革命文化接续
传承问题。

母亲马翠，治沙连老民兵代表，无
私奉献，性格倔强；女儿刘青苗，迪厅潮
流熏染下的年轻一代，叛逆任性，追求
自我。电影开场，母女间的对立就暴露
无遗。半圈低矮土围墙、一群白色吃草
的羊、几间萧条小平房，一切都还是农
村娃记忆中家的样子。寥寥几笔，像中
国画的白底勾描，勾勒出影片故事的大
环境。当然，其中少不了弓腰背玉米秆
的老娘。这种宁静，被一对衣着时尚的
情侣所打破，破洞裤、网袜、狂打耳钉的
耳朵、多彩的头发……这些与周遭环境
格格不入的另类打扮宣告着：两人是彻
头彻尾的闯入者。

7月的榆林酷热难耐，母亲与女儿
的矛盾一点就着。女儿误入歧途，母亲
心急如焚。

好在治沙连成了容纳娘儿俩矛盾
的熔炉，故事就此沿着两条线展开：马
翠跟老姐妹们回忆当年治沙的苦与乐，
刘青苗在治沙连磨砺考验中成长。当
故事线最终相交，母亲已经病倒，女儿

从落后到先进，成为一名合格的治沙连
民兵。

在治沙连这个熔炉里，经受住考验
的成了永恒。像刘青苗一样，多少人的
人生延长线在此转折，延伸出生命的多
种可能。

三

曾记否，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
代，女孩子拿刀杀猪被奉为“壮举”。这
种“壮举”在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得
以升华，集中表现在马翠等“老姐妹”
身上。

与之对应的形象就是新生代民
兵。她们贪吃、晕血、懒惰、任性……但
敢爱敢恨，热情张扬，勇于挑战。这在
刘青苗的身份转换中，表现得最为明
显。从落后分子到班长再到连长，刘青
苗慢慢地将母亲的坚强继承，人生的蜕
变快速显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徐伯
伯。着墨不多，却令人印象深刻。他经
常开着“大嗓门”拖拉机，给种树的民
兵们送水，照顾青苗家的羊。民兵们看
到徐伯伯，似乎就看到希望。某种程度
上，徐伯伯就是黄土地上补浪河人的理
想化身。

影片中的人物，共同特点是坚守自
我。这在欲望疯长的年代，难能可贵。
画好人生延长线，不代表没有“竖、撇、
捺、弯钩、横折”，再完美的“微笑”曲线，
放大来看，少不了循环往复、来回曲

折。关键在于坚持梦想，坚守自我。
坚持自己的梦想，勇敢走自己的

路，可能会走弯路，也可能会绕远路。
但若少了挫折，没了弯路，我们也就错
过了人生延长线上绝妙的风景。

四

《大漠巾帼情》于 5月 31日在人民
大会堂首映时，被定位是“军旅题材公
益电影”。有观众感叹，如果更聚焦于
“民兵类题材公益电影”的标签就更好
了，笔者深以为然，如此不仅内容指向
更加准确，而且特点更加突出。

近年来，民兵类题材还是电影创作
的处女地。当下，一些人对民兵的认知
并不清晰，有些年轻人脑中的“民兵”还
停留在“洪湖赤卫队”“铁道游击队”等
概念上。
《大漠巾帼情》确实是一部优秀的

民兵题材电影。首映现场，人头攒动
中，来自各地的民兵代表格外引人瞩
目，远到海南三亚，近到河北塞罕坝，他
们三五成群，身穿作训服，纷纷在拍照
处合影留念，脸上无不充满自豪。

许多人都有军旅情怀，假如圆不了
参军梦，民兵是个不错的选择。生命的
价值需要接力奉献，人生的精彩离不开
奋斗拼搏。期待更多的民兵故事搬上
银幕，展现民兵这个群体的生命延长
线，亮出“民兵题材”的招牌，向全世界
骄傲呈现。

制图：刘 京

在接力奉献中画好人生延长线
——评民兵题材电影《大漠巾帼情》

■红 桃

在海拔 4500 米的西藏萨嘎，6月
才是春天来到的季节。

6月的春天里，年轻的指导员汪
坤正准备休假回家。一年一次的假
期本不过是寻常事，但这次有些不
同——他准备骑自行车回去。骑自
行车当然也算不上什么稀奇，可汪坤
骑行回家的路长达 3000多公里，沿途
要翻越八九座雪山，其中两座海拔超
过5000米……

于是，这假期、这行程就有点不
同寻常了。按汪坤的说法，是一次
“疯狂”的行动。不过，在旖旎万千的
6月，归心似箭地骑行在开阖极致的
高原上，与“疯狂”的心情真是完美契
合。心情好，自然一切都顺利，甚至
是十分惬意。蓝天白云、风和日丽，
骑着性能良好的山地车，以 50 公里
的时速呼啸而过时，飞翔般的自由感
都快让汪坤飘起来了。这趟骑行尽
管“疯狂”，却一点也不冲动。从动念
头到踏上行程，汪坤足足准备了半年
之久。

半年前，汪坤刚到边防某团特务
连任指导员。这比他原来所在的连队
海拔又高出四五百米。在西藏，海拔
高度与艰苦程度成正比。汪坤是个
不怕吃苦的人，甚至可以说乐于吃
苦。就像他当年一意孤行决定考解
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习侦察与特种
兵指挥专业——这是一个“硬汉级”
的专业。硬汉天然就是为吃苦而存
在。当然，决定骑车回家并不完全是
为了“自讨苦吃”。

到了这个全军海拔最高的团部

后，汪坤发现不怕吃苦的不止他一个
人，而是他们这一代，准确地说，是他
们这批选择上军校、选择特种兵专业
的同龄人。因为军校同学偶尔互通消
息时，居然都说很羡慕他！西藏是多
么“牛”的地方呀！世界屋脊，他几乎
又接近屋脊之脊，军旅生涯在这样的
地方度过，简直就是拥有了一笔“牛
资”！有几位同学还无比向往地表达
了想自驾、骑行、徒步到西藏的愿望。
这些让汪坤再次看待自己所在的“高
处”——既然站在比许多人“高”很多
的地方，那就不要浪费资源。骑自行
车休假回家的念头由此而起。

有了念头就要有行动。而行动是
“不打无准备之仗”。如同侦察作战一
样，汪坤运用专业知识和能力开始了
精心筹划和准备。女朋友从内地选购
好山地车、各种装备、各种配件寄给
他。汪坤详细的计划书厚达 30多页，
里面有路线图，预计每天的行程，沿途
住宿、餐饮……他将此行视为一次专
业的实践和锻炼。

尽管万事俱备、准备充分，可一旦
上了路，很多情况依然要超出预期。

飞一般的好感觉没有持续太久。
50 公里的时速根本无法持之以恒。
第一天的下马威在马拉山上到来了。
这是一座不那么出名、海拔却一点也
不逊色的大雪山。经过 4个多小时骑
行，中午时，他接近山顶。山顶没有什
么积雪，但寒意甚浓的风力至少有八
九级。逆风而上，别说速度，连蹬下踏
板都困难。那短短的、几乎可以望见
的两三公里，汪坤差不多用去一个小
时。到了山顶马拉山的标志牌拍照
时，汪坤觉得真有点累。但这个念头
一上来，就被狠狠打压下去——这才
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果任凭这个念
头主宰，斗志就会被消磨。于是，休息
了下，吃了点东西，汪坤开始下山。下

山的路同样艰难，不断拐弯，不断急
转，速度上不去，明媚阳光很快也成了
灼人烈日。

征服第一个 100公里用去近 6个
小时。这与原计划有些出入。若要半
个月回到家，至少要保证每天 200 公
里左右的路程，同时还要有充足的体
力。不过第一天是适应性训练，汪坤
想，没按计划完成可以原谅。可接下
来就“太难适应了”。骑过 130 公里，
与疲劳感一同袭来的是与坐垫接触的
两股和大腿的疼痛。开始是摩擦得不
舒服，后来坐下去汪坤感觉简直就像
坐老虎凳！看起来特种兵训练也有死
角啊。

到达计划中的宿营点后，汪坤唯
一的想法是迅速把自己平摊在床上，
放松每个骨关节，扎扎实实休息。可
是不行，出发前计划每天要写的日记
必须完成。而且原以为骑行回家对一
个特种兵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现在
看一点也不小。冲着自己的轻敌也不
能这么舒服地休息。

第二天，红肿的腿和屁股痛得根
本无法落座、甚至走路都有点困难。
汪坤咬着牙想，总不能就此打退堂鼓
吧，那样的话也太怂了。再说，无论什
么苦，也就是一咬牙、一坚持、一挺就
过去了。记得在学校第一次训练跳
伞，当时实在是又紧张又害怕，无论教
员怎么说壮志凌云，手心里的汗都止
不住地流，最后，心一横、眼一闭，他
想，就当向死而生吧，跳出了机舱……
此后在学校坐了 9次飞机，没有一次
是跟飞机一起落地，全是跳下来的。
跳着跳着，胆量就出来了。很多事情
不都是这样吗？这一天的 100 多公
里汪坤基本是屁股少挨坐垫，站着骑
完的。

骑行的一路几乎都是极限。当突
破身体的耐受极限，疼痛的肌肉终于

适应“折磨”变得麻木的同时，又会迎
来寂寞和事故的挑战。翻越海拔
4798米的业拉山口，汪坤记忆太深刻
了。这里是横断山脉最大的一道天
险，是著名的七十二道拐所在处，在之
字型盘旋山路上骑行真是又刺激又危
险，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人生得意须
尽欢……那天汪坤控制着速度，享受
着这种危险而美妙的体验。过了山
口、休息拍照时，他遇上一位求助的骑
友。这位骑友从上海一路骑来，胜利
在望时，车胎扎破了，补胎片也用完
了。汪坤当天的计划路程不到 80公
里，所以拿出补胎片，帮助对方补好
胎。可让汪坤没想到的是，再次上路，
开始下坡时，发现刹车有点失灵。他
心一紧，出了一身冷汗，只能控制速
度，小心翼翼慢慢骑。可屋漏偏逢连
阴雨，快下山时又被塌方堵住……天
黑尽后，在寥廓高原的星空下，骑在漫
漫长路上，一种浸入骨髓的孤独让他
感觉天地之间只有他一个人存在、一
个人行走。在无边而无知的黑暗里当
独行者，那感觉真不好受。

然而，只要前进，再难的坎儿也会
跨过。

路程一段一段被抛在身后，终于
跨过金沙江，进入四川……18 天后，
有如降落一般，汪坤回到家里。回家
的兴奋一扫疲惫，他期望母亲像迎望
凯旋的英雄，为他的骑行惊喜、惊讶。
可是母亲见到他却平静如常，只淡淡
说了声，哦，黑了，瘦了。仿佛他只不
过去爬了趟峨眉山。汪坤先是一傻，
继而又有了落地般的踏实。因为在母
亲看来，这其实就是一个侦察与特种
兵专业出身的西藏边防军人应当的行
动，圆满完成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好
大惊小怪。这个结尾为这次行程画上
完美的句号，甚至让他在内心更坚定
了西藏边防军人的勇气和自信。

一个特种兵的骑行
■纪 莹

近日，“暴走漫画”通过“今日头条”

平台发布含有丑化恶搞董存瑞烈士和叶

挺烈士作品《囚歌》的视频，通过其自营

网站提供丑化恶搞董存瑞烈士的网络动

漫产品。文化和旅游部指导陕西省文化

厅、西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依法立

案调查，并在全国部署查处丑化恶搞英

雄烈士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严肃查处

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

精神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进一步规

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烈是

军之剑、国之干、民族之魂，他们经得起

崇敬目光的打量，经得起岁月长河的淘

洗。尊崇英烈，是人类最深沉的情感；保

护英烈，是对历史最基本的敬重。黄花

岗七十二烈士视死如归，“刑场上的婚

礼”壮烈如诗，22勇士飞夺泸定桥惊心

动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惊天动地。无

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慷慨悲歌，很多连

名字都没有留下，最后化作无名的墓、无

字的坟，用血肉之躯立起一座座精神丰

碑，赢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

强。不忘历史、缅怀英烈，是一个民族基

本的价值准则，是一个国家团结统一、向

上向善、创造未来的精神动力。

然而，现实中，总有一些人或是打着

“还原真相”“重新评价”的幌子，或是借

着“学术研究”“历史考证”的名号，歪曲

历史，裁剪事实，抹黑英雄。于是，黄继

光堵枪眼“不合理”，邱少云火中捐躯“不

真实”；刘胡兰“精神有问题”，雷锋日记

“全是造假”；狼牙山五壮士是“土匪”，虎

门销烟的林则徐更是“把中国踹入万劫

不复的深渊”……凡此种种，无中生有，

篡史乱今，挑战正义良知，消解主流价

值，突破做人底线，严重损害国家尊严，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对此，我们必须高

度警觉，有力批驳，依法严惩。

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贬损英烈

的民族没有魂。如果一个国家的英雄人

物可以被肆意毁谤，这个国家的整体历

史也将在被怀疑和扭曲中走向虚无。在

当年苏联，青年近卫军英雄奥列格·科舍

沃伊的故事，被一些人说成是其母亲编

造的离奇骗局；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的

事迹被“考证”为假的，称她并没有烧掉

德军的马厩和草料，反而烧掉了村民的

木板房；就连列宁，也遭到无端攻击和

谩骂。由此带来的，是思想的混乱、精

神的虚无、信仰的坍塌。当文明的灯火

被吹得七零八落，加剧的是国家的动荡

和分裂。

“法立，有犯而必施。”打击毁谤英烈

的言行，法律是最有力的武器、最管用的

手段。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正式施行。惩治亵渎英烈

的行为、明确保护英烈的责任主体、强化

英烈事迹和精神宣传教育……对于伤害

民族情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危害

公序良俗、侵犯英烈肖像及名誉等恶搞

行为，构建起法律的全方位体系。这既

是对一些诋毁、丑化行为的当头棒喝，更

是向亵渎英烈行为的公然亮剑。

英雄烈士名誉保护的底线是法律，

底线之上是社会舆论、道德、文化的引

导。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要努力满足人

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

要创新内容和载体，改进方式和方法，还

要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现

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文化产品生产，使

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大众文化、引导大众

文化，为群众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

的道德滋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无论时空如何变迁，英雄烈士的事

迹和精神，始终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

行道路上的明灯。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尊

崇英烈的浓厚氛围和良好风尚，既标注

法律底线，又画出道德高线，让一切侵害

英烈尊严的行为都受到法律严惩和道义

审判，中华民族历史与价值的天空一定

会更加清朗、澄澈。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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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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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
振
江

金城阔论新时来，

夜听黄河冰凌开。

秉烛再作键盘响，

梦里又登点将台。

兰州集训有感
■张建林

久砺柳营锤铁身，

归来故里可惊人？

临危始见君神勇，

褪去戎装亦是金。

赞英雄退伍军人
■李佳君

有一种职业最神圣，

手握钢枪保卫和平。

如果有天战争真的来临，

他们都会成为杀敌英雄。

那些肩负使命最可爱的人，

把荣誉视为自己的生命。

有种职业受人尊崇，

长大后立志去当兵。

毕业季我做出重大决定，

让青春绽放我投笔从戎。

我的青春我做主心生豪情，

到军营谱写我军旅人生！

啊，我的决定我的梦想，

多年后会感到当初的决定很光荣！

决 定
（歌词）

■李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