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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一声石破天惊的礼赞
一个昭示真理的宣言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啊
历经过多少惊涛骇浪
战胜过多少暗礁险滩
从孱弱走向伟岸
从低谷跃上峰巅
哪一段步履没有人民的搀扶
哪一个辉煌没有人民的巨献

从星星之火的历史深处
总能听到人民发出的声声呐喊
从嗷嗷待哺的革命成长
总能看到人民点燃的缕缕炊烟
怎能忘记

沂蒙红嫂用乳汁救活子弟兵
沙家浜凭芦苇荡掩护伤病员
延安老乡靠扁担
为红军送去小米饭
黄桥人民把烧饼送到新四军前线
更有淮海战役
滚滚如流的支前小推车
摆渡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小木船
人民啊
你们是滔滔大海
你们是巍巍群山
你们是养育中国革命的父母
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

百年的奋斗
让山河巨变
百年的梦想
让我们的脚步更矫健
可是啊
不论何时都不能忘记
是人民把我们养大
是人民在我们的基因里注入了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密码

不论何时都不能忘记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依靠人民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不论何时都不能忘记
我们是人民的儿子
我们的根已深深扎进人民的沃土
人民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
人民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
人民的春天就是我们的春天

人民是天
人民是地
人民是共产党存在的全部意义
太阳为谁热
月亮为谁圆
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
要把身俯下去亲吻大地
把心贴近人民一起呼吸
让我们随着党史教育的深入
让灵魂再受一次洗礼
把报答人民养育之恩的心愿
刻进我们的骨髓里
直到永远 永远

人民就是江山
——纪念建党一百周年

■陈宏程

一场瑞雪过后，我踏着积雪，来到
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纪念馆于
1964年 8月 15日奠基修建，1965年建
成开馆。后经过多次扩建，形成了今
天的格局和规模——由雷锋纪念碑、
雷锋墓、雷锋雕像和雷锋纪念馆组成。

纪念馆的西北墙有个角门，距离
雷锋生前驻地不过几百米，雷锋经常
在这个角门出入；与纪念馆毗邻的雷
锋墓地，是雷锋生前经常为孩子们讲
故事的地方；雷锋纪念馆内，陈列着党
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的题词、雷锋文
物资料……轻轻地走过这些地方，泪
眼中寻觅雷锋当年走过的路，记忆深
处浮现出雷锋的音容笑貌。

这就是雷锋啊！他把毛主席著作
当作“粮食”“武器”“方向盘”，如饥似
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英雄人物传记和
文学作品经典，从中汲取丰富的营
养。有人说，这么年轻的士兵，工作是
那样繁忙，又用了那么多时间做好事，
哪来的时间学习呢？这简直是一个
谜！然而，当我们读到他在日记中写
下的那段“钉子精神”的名言时，这个
谜也就不解自开了。雷锋说：“一块好
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
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
挤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
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
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
于挤和善于钻。”雷锋正是以这种可贵
的“钉子精神”，废寝忘食，刻苦钻研，
不断从革命理论中汲取丰富的养料，
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

这就是雷锋啊！他对党有着赤子
般的情怀，怀有无限的热爱之情。在

他人生的道路上，究竟有多少次向党
倾诉衷肠，有多少次表示过要时时听
党话、处处跟党走，谁也无法说清。“唱
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
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
首被雷锋摘抄过的诗句，如今已成为
时代美好的赞歌。正是不忘党的恩
情、不忘党的教导，坚定了他前进的方
向，给予他无穷的力量，使他义无反顾
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实践了“永远
做您的忠实儿子”的人生誓言。

这就是雷锋啊！他把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化在血液里，体现
在一点一滴之中。校园里，他动情地
给孩子们讲着英雄的故事；列车上，他
挽起袖子与列车员一起打扫卫生；雨
夜中，他用身躯为旅途中的大娘遮风
挡雨；病房里，他把分给自己的中秋月
饼悄悄留给住院的战友；工地上，他带
病推着装满泥土的小车一溜小跑；邮
电所窗口，他用化名给灾区人民寄去
自己节省的津贴……对于雷锋的行
为，有人不理解，甚至称他为“傻子”。
对此，雷锋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如果
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愿做这样的

‘傻子’的人，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
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这就是雷锋啊！他甘愿做一颗永
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
闪闪发光。当农民，他是农场的拖拉
机手，用自己饱满的热情在希望的田
野上辛勤耕耘；当工人，他常常干最苦
最累的活，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
的保尔那样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
己；当战士，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军旅生
活，一心一意当个好兵，不知疲倦地为
国防事业默默付出。正是干一行、爱
一行、钻一行的品格，铸就了雷锋的

“螺丝钉精神”，使他完成了从平凡到
伟大的升华。

时代造就雷锋，雷锋精神引领时

代。如果谁不明白，党和国家领导人
为什么同为一个普通士兵题词？如果
谁不理解，一个平凡的名字为什么妇
孺皆知、响彻大地？那就请你走近雷
锋吧！雷锋的品格会启示你，江河不
择细流，伟大出自平凡。

当每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
都会深情地呼唤雷锋的名字，如同呼
唤自己的亲人。因为雷锋的“钉子精
神”，已深深嵌入我们的骨髓，化作我
们对真理追求的不竭动力；雷锋的“傻
子精神”，已深深融入我们的血脉，化
作我们甘为孺子牛的炽热情怀；雷锋
的“螺丝钉精神”，已深深植入我们的
心田，化作我们在本职岗位建功立业
的自觉行动。星光闪烁，却并不遥
远。你我主动改变，就是为社会增添
点滴正能量；你我每天进步一点点，就
是向理想境界一步步攀登。

当每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
都感受到春光的明媚、正气的充盈。
雷锋的名字，从来没有被遗忘；雷锋的
精神，教育和鼓舞一代代后继者；“雷
锋现象”已经超越时代的界限，成为一
种深厚的文化积淀。“雷锋啊，我的战
友！你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延续；你的
热血，在我的身上沸腾。”许许多多的
人，从雷锋的品德和精神中汲取营养，
并把自己的言行注入雷锋精神中，去
丰富它、发展它，使它在影响和产生雷
锋式的新人时，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

当凛冽刺骨的霜风化作吹面不寒
的和风，当晶莹剔透的雪花化为润物
无声的细雨，当沉寂辽阔的阡陌变成
人影忙碌的绿野，又一个春天来临
了！每一个春天，都意味着新的起
点。或挥别过往，从头再来；或乘势而
上，再攀高峰。向雷锋学习，精神坐标
指航程；与雷锋同行，亦与春风共芬
芳。每一个善意的举动，每一次平凡
的生长，都通往温暖人心的春天。

亦与春风共芬芳
■向贤彪

人迹罕至的边境线，由一茬茬戍
边将士用热血与青春无声地守护。他
们用身躯捍卫祖国尊严，用生命诠释
使命。他们的身影高高挺立，如钉子
般揳入边境线，眼睛日夜警惕，刺破雨
雪风霜。

界碑巍然屹立，日子才能踏实安
稳。戍边军人用爱和忠诚，托举起祖
国灿烂的晨曦。胸膛里的火焰，锻造
一颗勇敢的心，震撼无边的孤寂和高
原的星辰。心存经纬，胸有丘壑。使
命召唤，无惧生死。

使命，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军
人的使命，要用血与火来熔铸，要用生

与死来磨砺。他们是儿子、是父亲、是
一个家庭的希望，他们更是中国军人、
是中华大地的守护神。使命大于天，
责任重如山。

胜利只偏爱坚韧不拔、英勇顽强
的军人。我军从创立之日起，就开始
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一代又一代
革命军人凭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
踏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经受千
锤百炼，锻造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
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特质，铸就了
捍卫和平的能力与担当。高昂的战斗
精神、过硬的战斗作风，以前是也将永
远是人民军队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气
度和精神名片。

经受过战争洗礼并赓续传承的战
斗精神，永远都有着钢铁般的质地和
金子般的光华。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
代，军人的职业荣光永远都彰显着血

性担当。当江河怀抱群山、草木呈现
盎然的姿态，戍边将士的忠诚无畏，永
远矗立在丰碑里。不是所有的足迹，
都需要写成诗句。或许，他们没有衣
锦还乡的传奇，没有值得炫耀的经历，
但他们的青春和梦想被汗水与奋斗浸
染，他们在坚守中体味幸福、在奉献
中获得满足，所有的付出都将化为英
雄的荣光。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如
果我没有惊天动地，请相信我也曾为
你扑进了风雨。如果我没有惊天动
地，请相信那面军旗上有我生命的美
丽。”

青春无悔，翻越凛冽。誓言铿锵，
穿透历史。军人生来为打赢。身为新
时代中国军人，我们的青春应随强军
事业的脉搏一同跳动，担负起备战重
任，不惧弹火硝烟的淬炼砥砺，一切只
为锻造出闪耀着胜利光芒的尖刀。

军旗上有我生命的美丽
■孙旭冉

热风冷眼热风冷眼

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为了电影
《守望相思树》的宣发，我再次踏上回乡
的列车。记不清这是项目启动后第几次
回乡了，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象，我
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千里冰封的阿尔
山，回到庄严肃穆的国门，回到哨所前那
棵傲然挺立的“相思树”下。

一

听说“相思树”的故事是一次偶然的
机会。那次，跟一位老乡叙旧聊天，我期
待拍摄一部军旅题材的电影，希望朋友
能给一些意见。没想到，朋友马上跟我
说：“你是军属，又是从内蒙古电视台走
出来的新闻工作者，内蒙古三角山哨所
有一个动人的‘相思树’爱情故事……把
这个感人故事搬上银幕，是很有意义的
一件事。”

20世纪 80年代，在一次巡逻途中，
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时任边防连连长
李相恩为救战友生命壮烈牺牲，妻子郭
凤荣为寄托哀思，在丈夫驻守的哨所旁
种下一棵樟子松，取名“相思树”。郭凤
荣没有再嫁，独自抚养幼子长大，而且从
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用一生守候
着这棵傲雪挺立的“相思树”……2010
年，她身患癌症，临终前嘱咐家人把她的
骨灰撒在丈夫牺牲的地方，终生陪伴丈
夫驻守边关。

听到这个故事的那一瞬间，我被这
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深深打动，甚至觉得
那已经不是普通意义的忠贞不渝，而是
军嫂特有的信仰——人在时，我与你相
思相依；人去后，我与你相守相望……

此后，“相思树”像一颗种子一样留
在我心里，久久挥之不去。我的父亲曾
是一名军人，如今自己也成为一名军

嫂。2019年，自己在党媒工作已整整15
年，我越来越觉得应该为郭凤荣嫂子做
点什么，为军嫂群体做点什么。

带着朦胧的想法，我去请教做电影
的朋友们。得到的答案出奇地一致——
这种题材没票房，赔钱的买卖就算了。
难道动人的爱情、执着的坚守、无私的奉
献真的没有市场吗？执拗的我不知道哪
来的动力，不仅没有放弃，还找到了和我
一样相信真情能创造奇迹的人。编剧胡
金岚曾是一名从事宣传工作的民警，报
道过公安战线数十位英雄的故事，采访
过众多警嫂。和平年代，军嫂、警嫂在很
多地方是一样的。为了心中的爱情，为
了丈夫的事业，她们活好自己、守好家，
同样是最可敬可爱、值得讴歌的人。

我们俩一拍即合，说干就干。胡金
岚不愧是公安题材专业编剧，在讲好“相
思树”故事的基础上，很快拿出一版集爱
情、戍边、追逃、缉犯为一体的精彩剧
本。单看内容是挺精彩，可剧本里的嫂
子还是郭凤荣嫂子吗？面对这样的灵魂
考问，我们当机立断，真正深入生活，扎
根实地采访。

就这样，我们走进了三角山哨所。
蓝天白云下，那棵被蓝色哈达缠绕的樟
子松巍然挺立。我们不仅采访了哨所官
兵，还采访了多位退役老兵，其中包括李
相恩连长的战友。他们的经历不尽相
同，但他们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们。正
是一代代戍边军人和他们的亲人用艰苦
与牺牲、用隐忍与坚守，在风雪边防线上
锻造了一道巍峨屹立的钢铁长城。

回到北京，我和胡金岚几乎同时想
到了一个词——还原。真实永远比任何
编造更有力量。我们要用最平实的方
式，还原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向英雄致
敬、向军嫂致敬。

二

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对人生中第一
部电影充满信心，可我很快被泼了冷水。

剧本出炉后，胡金岚给我介绍了青
年导演丁震。丁震的父亲是我国第四代
导演、中国人物传记电影泰斗级导演丁
荫楠老师，拍摄了《周恩来》《孙中山》《邓
小平》等许多脍炙人口的电影。丁震从
小受父亲影响，不仅传承了一身正气，更
承继了细腻、悲悯的艺术风格。我们价
值观相同，自然一见如故，大家都满怀热
情，下决心把这部片子打磨成一部精
品。可是，在电影正式立项启动后，资金
还是出了问题。之前表示要积极参与电
影筹备的朋友，听说我选了这样一个题
材时，纷纷消失了。我们的团队没有退
缩，而是使出浑身解数，讲好“相思树”的
故事。丁荫楠前辈当面对我说：“你们做
的这个题材是主旋律、正能量，我会全力
支持你们！”当主创团队成员共同拥有一
个超越了金钱的奋斗目标时，这种力量
一定也是金钱买不来的。

总听人说，在影视圈，没有人会为情
怀买单。以前我不相信，但经历过无数
次找投资被拒绝之后，我不得不面对现
实。连续的失败让我异常沮丧，无意中
翻出对李心的采访录音。李心大我一
岁，是李相恩烈士、郭凤荣嫂子唯一的儿
子，目前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他的
声音平和、低沉，我听到一个从小经历人
生苦痛的男人对现实生活的满足、对所
有过往的感恩、对父母的怀念、对未来的
期盼……我下决心，一定要让他在大银
幕上看到自己父母的爱情，看到那个年
代人们的家国情怀！

身为总制片人，为影片筹措资金，是
我必须承担的职责。这也是影片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生存的必要条件，更是我
们向全社会、全世界讲好“相思树”故事
不可或缺的前提基础。从小家庭生活优
越的我，第一次张口向同学借了钱。还
有身边的其他好朋友，他们都在以各自
的方式对这部电影的启动给予最大程度
的支持。

三

2019年 8月 22日，我们的电影《守
望相思树》正式开机。开机仪式上，几位
电影表演艺术前辈宋春丽、赵晓明、祝新
运、韩月乔老师表示，一定要当好绿叶，

为整部电影添彩。主演朱研（饰演军嫂
诺丽丽）、李槐龙（饰演牺牲连长张忠
良）、呼斯楞（饰演战士巴图）等青年演员
也纷纷表示要竭尽全力，用心诠释好角
色。连续数月的筹备终于告一段落，我
的心放下了一半。可没想到，真正的考
验才刚刚开始。

开机第一天，执行制片就告诉我制
作费用超出预算约 30%，必须赶快追加
资金。接着，生活制片又来提示，阿尔山
地区已经进入雨季，接下来的十几天将
阴雨不断。然后，负责道具的人员也来
了，由于年代久远，20世纪 80年代的道
具枪没地方找……此时的我已经被困难
缠得麻木，深知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
题。我把所有问题都记在本子上，开始
一件一件、一点一点解决。

就在我们准备迎接胜利曙光的时
候，主演朱研在拍摄地突然遭遇车祸，
锁骨粉碎性骨折、4根肋骨骨折，急需立
即回京做手术。不知当时哪来的勇气，
我选择让摄制组修改剧本继续拍摄，自
己护送朱研从阿尔山连夜赶往北京。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黑暗的夜晚。夜是
漆黑的，我的心更是找寻不到一丝光
亮。

好在手术顺利，朱研得到最好的治
疗。可是，主角受伤，后边的戏怎么办？
导演和剧组人员默默担起了这份压力。
直到在拍摄现场发现了一盆枯死的发财
树，丁震的灵感被触发了。于是，借助写
信来完成后边的故事讲述、用发财树的

“前世今生”表现当代年轻军嫂情感并照
应“相思树”的想法应运而生……

影片拍完了。精益求精的丁震又亲
自操刀，历经50多次精剪才终于完成最
后的工作。

四

如今，电影《守望相思树》成功上
映。虽然受到疫情影响，虽然没有更多
经费做宣传，虽然留下了一些创作上的
遗憾，但电影上映后，立刻引起广泛关
注。特别是军人军属群体，大都是流着
泪走出影院的。一位老兵专门找到我
说：“这部电影就像一首写给军人和军嫂
的抒情诗，催人向上，感动人心！”一位教
授看后对我说：“电影堪称精品，没有炫
目特效，没有流量明星，朴实无华，赞美
边防军人和军嫂的故事讲得如此跌宕起
伏、细致动人，很不容易。”三角山哨所战
士王挺流着泪说：“老连长和郭凤荣嫂子
把一生献给了边关，我们也要用生命守
卫祖国！”

当《守望相思树》在 2020年被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列入庆祝建党100周年
重点献礼影片的时候，当我把电影光盘
寄给李心的时候，我忽然明白，能把英雄
老连长李相恩和嫂子郭凤荣感天动地、
家国大爱的故事搬上大银幕，能为忠贞
坚守的军嫂群体发声，再多的困苦都是
值得的。

俗话说，饮水思源。这部影片源于
三角山哨所，源于那棵风雨中屹然挺立
的樟子松。带着真诚的感恩，我和丁震
导演在阿尔山最冷的季节回访了哨所。
我们要向哨所报告，向郭凤荣嫂子的在
天之灵报告——一个真实、质朴、美丽的

“相思树”故事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留下
了它的足迹，“相思树”故事留在了世人
心里，激励一代又一代军人军嫂为强国
强军贡献力量。踏着厚厚的积雪，我和
官兵重走老连长牺牲的那条路，并在连
长和嫂子的墓前祭扫。扫尽墓前的冰
雪，我向这对英雄夫妻深深鞠躬，表达我
的感动和感恩。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任何时候，我都
不能忘记自己的家乡，不能忘记自己的
军旅缘，不能忘记支持过我的好心人，更
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新闻工作者。
勇敢承担起时代赋予我的使命，讲好中
国故事，是我必须走好的路。

（作者系电影《守望相思树》出品人、
总制片人、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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