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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巾帼情》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拍摄的反映民兵题材的电影，故事原型是陕西省榆林市榆林区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
这是一支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连队，自成立以来，40多年扎根大漠，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治沙造林，无论环境多么艰
苦，劳动多么艰辛，都没有动摇治沙姑娘们征服沙漠、改善生态的决心和信心。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她们推平沙丘800多座，
营造防风固沙林带33条,让14425亩荒沙披上了绿装，创造沙漠治理的不俗业绩。2018年11月，该影片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首
映，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与热议。

在我的理解中，治沙连是个大熔炉，
将那些来自不同家庭、不同性格与爱好
的女孩子，塑造成一个个坚韧不拔、百折
不挠的合格战士。她们克服了自身的惰
性，学会了勇敢与坚强，懂得了忠诚与信
任。她们在重重困难面前没有退缩，没
有逃跑，最终战胜自己，成就自我。

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故事。主角
是生长在新时期的女性，与前辈相比，
生活环境、思维方式已经大不相同。对
于刘青苗和那些女孩子来说，身上有着
新时代气息，向往着自由。进入治沙连
后，她们不仅一步一步地超越了自我，

收获了真正的友谊，而且实现了人生的
跨越。

拍摄中最艰苦的戏是在沙漠，天上
是烈日当头，地上是滚烫的沙子，难以
立足。沙漠现场汽车无法进去，我们每
天只能步行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现场，
大家从早到晚身上都汗涔涔。看看现
在生活条件已经很优越的我们，再想想
那群姑娘，我们由心底感到敬佩，越是
深入了解，越是不敢想象她们曾经面对
了多少困难，而她们又是如何一路头顶
烈日、脚踩黄沙坚持下来的。

再次向这群伟大的女民兵致敬！

奉献的人生是崇高的
■《大漠巾帼情》演员 高艺嘉

一把铁锹、一支钢枪、一支队伍，一
抹绿植……上世纪 70年代，第一代补
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民兵怀揣一颗红
心来到茫茫无际的毛乌素沙漠，40多
年来，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创新
进取”的治沙精神，在毛乌素沙漠中顽
强生长，战风斗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绿水青
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要靠我们精
心呵护。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近年来，该连队在军地各级的高度
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深度挖掘功能定
位，把加强自身建设与发展文化旅游和
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先后建起了军旅文
化园、乡风民俗等文化旅游场所，前来
旅游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在欣
赏大漠风光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国
防教育，传播了治沙精神，弘扬了现代
文明。

长路漫漫，把这个连队建设好、发
展好，我们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一颗红心四十载坚守
■榆林市榆阳区人武部政委 张同斌

我是治沙连第十二任连长，也是第
一批老民兵之一。电影《大漠巾帼情》
播放后，勾起了我对治沙往事的回忆，
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热火朝天、苦战黄沙
的艰苦岁月。

1974年 5月，年仅 16岁的我和 54
位平均年龄只有 18岁的战友一起，为
响应党中央“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
召，奔赴风沙肆虐的补浪河大水湾黑风
口，一头扎进荒漠深处。

来之前就听说条件艰苦，但没想到

会这么恶劣。大风卷着黄沙可以呼呼
地吹上一整天，交通靠走、运输靠手，种
树治沙完全要靠人力。经过几代人的
艰苦奋斗，凭着一股战天斗地的拼搏精
神，愣是让沙漠变成了绿洲，我们兑现
了当初的誓言和承诺。

40多年的时间转瞬即逝，现在绿
洲面积越来越大，我们这些老民兵心中
别提多高兴了。我常跟后辈说，无论啥
时候，艰苦奋斗的本色不能丢，吃苦耐
劳的作风不能忘啊！

不丢吃苦耐劳本色
■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第十二任连长 边兆芳

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的故事终
于搬上荧幕，每一帧都饱含着奉献与热
忱，几代人的坚守和信仰的传承，谱写
成一曲绿色生命的赞歌。

《大漠巾帼情》以马翠、刘青苗母女
二人的冲突、和解为主线，描绘出40多
年来治沙精神接力传承的脉络。40
年，而人生又有多少个 40年？当初冬
天跳进冰碴子水里的姑娘、刨树苗扎了
满手血的姑娘、为了治沙多次推迟婚期
的姑娘……如今都已经年逾花甲。但
这并不是结局，当刘青苗从雷连长手中
接过连旗的瞬间，时空在这一刻重叠，

老、中、青、新四代女民兵汇聚成同一个
名字——“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

往后，还有很多个40年，也会有很多
个“刘青苗”，她们在迟暮时依然可以骄傲
地说：“我把青春留在了这里，我不后悔！”
她们将治沙精神融入血液、植入骨髓，在
生态环境建设中练兵鏖战、接力传承，用
大漠女儿的赤诚构筑起绿色天堑。

《大漠巾帼情》，情在马翠等老民兵
的赤诚奉献，情在青苗等新时代民兵的
勇于担当，情在
每代人的青春
芳华。

绿色生命的赞歌
■退伍大学生士兵 孙民贤

那是一代人艰苦卓绝付出的年代，
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年代，我们的父辈唱
着团结就是力量，克服困难，笑对一切。

当孩子长大，父母似乎就成了对抗
对象，就像刘青苗逃离农村。联合国以
及国家授予榆林治沙人很多荣誉，但很
多年轻人仍旧难以理解，在沙土地上死
磕，种树的老民兵，到底图什么？她们不
知道，从她们一出生，就已经被母辈注入
希望。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叫翠、青的女
民兵很多，这表现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的人们对绿色的渴望。

一个寻找自己自由天地的女孩，如

何认同母辈埋头苦干、艰苦朴素的文化，
成了这部电影中的矛盾点。是什么让她
们主动留下？无关利益，无关前途。采访
中，一个女孩说，她们通过参与治沙连博
物馆的建设，了解到母辈的艰辛，那一刻，
她们找到了留下来的归属感。

在故事中，刘青苗开始不理解马翠，
但是为了摆脱母亲无休止要她去治沙的
阴影，她下了去民兵连的赌注。青苗在连
队的锻炼，在沙漠里的历练，在这里留下
了青春的汗水，留下了她存在意义。只有
足够的靠近，才能足够的理解。面临母亲
的去世，她最终理解了母亲坚守的意义。

靠近才能足够理解
■《大漠巾帼情》编导 赵丽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每个人都
希望自己的青春是绚烂美好的。但有
这样一群女孩子，她们丢掉发饰，剪掉
长发；她们卸下红妆，穿上迷彩。冬去
春来沙相伴，斑白了青丝、憔悴了容颜，
她们用一腔热血在沙漠编织出了别样
的无悔青春梦。她们就是补浪河女子
民兵治沙连的民兵。

作为 90后，出生在祖国发展大好
的时代中，很难想象在大漠中治沙种树
是多么艰辛。也许有人说，现在的年轻
人谁还会愿意吃这份苦？但事实就是
有人依然愿意。治沙连女民兵换了一

茬又一茬，顽强的、不畏艰辛的治沙精
神却在大漠深处随着种下的小树苗一
起愈加茁壮成长。

希望通过影片，能让在优越的条件
中生活的年轻一辈人明白，岁月如此静
好，只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当我
们在空调房一边吃着西瓜、玩着手机，
一边抱怨生活的无聊时，多想想这群可
爱的女民兵，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多
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向所有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
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前辈们真
挚地道一声感谢！

沙漠中编织青春梦
■网评人 秦嬴博

传承红色基因是对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一场检阅，杨业功、林俊德、
张超……这些耳熟能详的英模人物
和先进典型，用信仰定力 、血脉忠
诚、责任担当为我们立起了基准和
标杆。近日热映的电影《大漠巾帼
情》，生动刻画了补浪河女子民兵治
沙连的形象，为我们用“标兵”传承
红色基因提供了借鉴、拓展了思路。

传承红色基因不单单是为了学习
书上、墙上的文字图片，也不单单是为
了观看革命影片或陈列馆里的文物。
必须摆脱呆板、空洞的展示和说教，以
生动的人物、鲜活的事例来反映和阐
释基因故事。应把纯正先进典型的政
治本色摆在首位，强化创新理论武装，
接续精神谱系，将红色基因之根深植
于心、外化于行，培育一批新时代的优
秀“基因”传承人。组织先进典型走近
基层官兵，讲述党史军史，讲述个人受
恩于党、感恩于组织的故事经历，用强
大正向的红色基因“精神磁场”引领感
召官兵。

红色基因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
只有紧跟时代不断自我完善，才能永
葆生命力。军队先进典型政治要求特
殊，红色基因是其有别于道德模范的
显著特征，应树立“宣扬军队典型就是
传承红色基因”“培养一个先进典型就
增加一个红色基因传承人”的广泛认
识，借船出海、不断拓展传承渠道，用
先进典型的感召力成风化人、育脑育
心。为先进典型谋事干事成事提供平
台和资源，打破常规进行培养锻炼，在
崇尚典型、学习典型、运用典型中增强

基因传播力。利用新兵入伍主题教育
和重大节日、纪念日等时机，常态化组
织先进典型分享成长故事、学习收获，
让大家了解先进典型是怎么“炼成”
的，在潜移默化中拓展传承影响力。

围绕备战打仗主业建立“基因
库”，总结梳理各个作战领域各个战斗
岗位的典型人物，让每名官兵都学有榜
样、赶有目标，凝聚敢打必胜的决心意
志。建立先进典型保障机制，为战斗英
模、重大典型解决身体病残、家属就业、
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让红色基
因传承充满温度实感，使红色基因传承
更接地气，更加大众化平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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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影片?一支连队?一种精神

当电影遇上这群民兵姑娘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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