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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中，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历经硝烟炮火，谱写

了悲壮的英雄史诗，最终迎来了天安门城

楼上那响遏云霄的声音。而纪录片《决战

兰州》将视角聚焦在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

42天的兰州城下，一场载入史册的城市

攻坚战即将打响……这部纪录片共分为

《惊城》《鏖战》《洞开》三集，自从在央视国

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播出后，便引起了

观众的强烈反响，“这是一部历史影像教

科书，看得让人感动”“饱含血肉真情的战

场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军人的精神底

色”等好评也说明了这部纪录片的品质。

“那是一个夏天，天气并没有想象得

那么炎热，一路杀到兰州城。没成想，遭

遇了一场猝不及防的恶战……”纪录片

《决战兰州》以参战老兵白玉洁的回忆为

开端，老人沙哑的声音好似拨开了历史的

云雾，把观众的思绪带到了当年的战场。

这部纪录片主要采用了口述历史的表现

手法。参加兰州战役的老兵们的深情讲

述和战争画面的详尽解读，让观众能够如

身临其境般真切地了解这场战役。“他牺牲

了，他牺牲了，他也牺牲了，这一个也牺牲

了，还有好多人牺牲了，我都记不起他们的

名字了，现在想起来，很怀念他们……”老

兵抚摸着泛黄的黑白老照片，人性的情感

张力禁不住让人热泪盈眶。

纪录片《决战兰州》

致敬英雄先烈
■米继贤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让人敬仰，
总有一些事令人震撼。河北农业大学
教授李保国 35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
走入群众和庄田，带领农民脱贫致富。
在他人生的奉献和追求中，始终蕴含着
对农民和土地深沉、炽烈、持久的爱。
讲述李保国感人事迹的同名电影《李保
国》，深情讲述了“太行新愚公”李保国
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动人故事。

李保国出身农村，却并不贪恋城市
的繁华。他学业有成之后秉持着“老百
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的信念回
到了农村。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
也是太行山区农民最亲近的朋友。在
扎根山区的30余年间，他每年有二百多
天待在田间地头，先后完成了 9部教材
的编写，带过 60多位研究生，把学问做
到了太行山上，把学生带到了果园子
里。他为农民培训班授课 800余次，帮
助农民增收 28.5亿元，最后积劳成疾。
2016年 4月 10日，永不疲倦的李保国突
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后被追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
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一件件具体而生动的故事，润物细
无声的感情流露，让观众品读到了“太行

新愚公”李保国
的 时 代 精 神 。
电影《李保国》
是一部主旋律
电影，通过质朴
自然的刻画，将
主人公扎实苦
干、奋发作为、

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舒缓地表露出来，
令观众在动容时又感到温暖。

有电影人曾说，每一部喜剧的背后
都有一个悲剧的内核，或许只有经历过
艰辛与起伏，收获的幸福才会更加醇厚
和持久。影片以当地群众对李保国的
误解为开端，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故
事跌宕而来，而令人捧腹的故事背后正
是李保国的坚守与执着。

因为农民对知识讲座的重视程度不
高，李保国自掏腰包，对能听完课的村民
进行奖励；他劝群众购买套在苹果上的
生产袋，却被群众当成卖袋子的骗子，还
拿他发下去的生产袋糊了窗户；群众把
一筐表皮发白的“红富士”倒在他的眼
前，甚至连村支书杨双牛都对他产生了
误解，彼时的李保国生气、郁闷，但仍然
坚持下来，直到苹果丰收、漫山红遍……

一部能打动人内心的电影，必然是
一部细节刻画充实而细腻的电影。剧
中的李保国有血有肉，感情丰沛而强
烈。他会在丰收时喜悦，躺在红苹果树
下流露微笑；他会在困难时焦急，为“红
树莓”运输问题硬闯扶贫会场；他温柔
又浪漫，知道自己对妻子有所亏欠，于
是陪妻子跳舞，想为妻子过一个惊喜的
生日；他坚毅又执着，面对严重的病情，
抛下一句“活着干，死了算”，拔掉输液
针头，匆忙奔向田间；他一心想的是群
众，说“（我）最骄傲的是，把我变成了农
民，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我”；面对
想要去美国的学生，他的教诲严厉而恳
切：“最高的山就是太行山，别整天想着
爬多高，你得想想你那个根扎多深。”

电影上映后，引发了许多人的感慨。
“控制不住辛酸与激动的泪水，虽然这是
一部人物传记电影，可却令人非常感动，
使人铭记。”“不要因为这样一个片名和题
材错过了一部笑中带泪的好电影。”
“李保国教授的事迹让人心生敬佩，

所以当制片人找到我时，我心里就想，这
个人，我演定了。”回忆当初为什么接演这
部电影，主演林永健依然很感慨。拍摄
前，他和主创人员来到李保国工作生活过
的内丘县岗底村安营扎寨，天天跟老乡们
聊天，去果园里转悠，慢慢感知李保国的
音容笑貌。电影上映后，连李保国的妻子
郭素萍都对林永健的表演表示了认可。

影片结尾处，李保国身着红色冲锋
衣大步走在前面，身后跟随着不计其数
的青年学子，画外音雄浑而激昂：“虽我
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
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
也……”在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召唤下，在
农村的田间地头，一定会有更多的李保
国站在那里，为了他们热爱的土地，为了
农民脱贫致富，挥洒汗水，奉献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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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从今天起，当年您手中的红
旗由我继续扛。从踏进军营的那一刻，
我就定下决心，在部队好好干，让您传给
我的红旗高高飘扬……”近日，第 78集
团军某旅新兵营摄制的微电影《你的红
旗由我继续扛》中的真情独白，引发官兵
的强烈共鸣。片中祖孙两代人的时空对
话，给初入军营的新兵很多启示。

影片选取了大学生新兵丁涛从军入
伍的故事。影片的开始，穿着便装的丁涛
在家中和外公聊天，听外公讲述那个为了
国家和人民而浴血战斗的年代。年轻的
脸庞上满是崇敬的神情，一曲荡气回肠的
英雄赞歌埋在少年心底。从小就喜欢听
外公讲部队的英雄故事，丁涛对军人的铁
血与奉献充满敬意，梦想着穿上军装，同
时也对军营充满了无限的向往。

随着镜头的转换，身着迷彩服的丁
涛在疾驰的火车上望着窗外，憧憬着即
将到来的部队生活。忐忑与期待交织，
复杂的心情又让他不由自主地开始想家，
但低头看看胸前的红花，抚摸着期待已久
的迷彩服，窗外仿佛又浮现出外公的身
影。外公坚毅的脸庞印刻在他的心中，使
他更加坚定从军报国的志向。时光流转，
丁涛踏入新兵营，勇敢迎接各种挑战。紧

张的生活节奏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
各项训练课目接踵而至。第一次训练队
列、第一次手榴弹投掷、第一次战术、第一
次摸枪……丁涛每次想起外公，仿佛总
能看见外公当年在战场上扛起红旗的身
姿，外公那些年也是和自己一样吧，从无
数个第一次开始，一步一步努力，最终走
向战场，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影片通过质朴的对白、写实的新兵
营生活，以及对主人公的心理描摹，展现
了新兵初入军营的心路历程，同时又结
合记录历史的影像资料，将军人的责任
与使命阐释得更加深刻。影片在新兵营
播出后，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不仅让
新兵真切感受到当兵入伍对保家卫国的
重要意义，更加激发了新兵的训练热
情。新兵李清说：“我也会继承丁涛外公
那一代老英雄的战斗精神，努力提升自
身的军事素质，成为优秀的尖兵，在军营
实现人生价值。”对于承担新兵训练的新
兵班长们，这部微电影就像一盏明灯，使
他们更加体会到身上所承担的使命和荣
光。新兵班长夏长意说：“通过观看微电
影，让我对战争年代的英雄们肃然起敬，
同时让我认识到，承担新兵的训练任务，
有着沉甸甸的重量，那是一种责任，更是
一种传承的使命。我会努力把新兵培养
成一名合格的军人。”

上图：微电影《你的红旗由我继续

扛》剧照 张 伟摄

微电影《你的红旗由我继续扛》—

荣光照亮军旅路
■白 羽 张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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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是荣誉的勋章，在幸存的老兵身

上永远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在纪录片

中，我们能看到老兵段忠宪被子弹打碎的

肩胛骨，聆听何志瑛头部受伤后简单包扎

又继续战斗的故事……然而在老兵眼里，

战友的牺牲才是最大的痛苦。8月26日，

白发苍苍的老兵们相约前往战斗过的地方

去看望逝去的战友。由此通过老兵讲述，

观众能够走进营盘岭、沈家岭等战场旧址，

体会那场鏖战的艰辛。高耸的山峰、坚固

的碉堡、埋藏着大量特殊地雷的堑壕，再加

上敌人的反冲锋战术，绵延20多公里的阵

地让当年的解放军攻城部队举步维艰。调

整作战计划后，1949年8月25日，兰州战

役全线总攻命令下达，战争的闸门已经打

开，一线阵地炮火纷飞。善于捕捉战机的

王学礼，“董存瑞”式的英雄曹德荣，扛着红

旗在阵地上奔跑、为炮兵指引雷区和火力

点的周万顺，一个人坚守阵地、连续投了

180多枚手榴弹、直到中弹牺牲依然保持

投弹姿势的李国宾……老兵杨兴龙无法

忘记牺牲的司号员杨胜林，根据他牺牲

时的背枪顺序，杨兴龙还原了一个战场

瞬间——杨胜林拿着牺牲战士的一支枪

跟着连长去拼杀，连长牺牲后他背上连长

的手枪，跟着指导员去拼杀，指导员牺牲

了，他背上指导员的手枪和通信员再去拼

杀，他扛起牺牲战友的武器奋勇冲锋，直到

倒在血泊中……英烈们用决胜意志和坚

定信念书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1949年8月26日，攻城部队会师兰

州城内，兰州一役取得胜利。“他们并非

不食人间烟火，却仅仅凭着最朴实不过

的为人民而战的信仰，甘愿为大多数人

的幸福而去奋斗，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

生命。有些人虽然未能迈入新中国的大

门，但他们被战火洗礼过的灵魂，将与祖

国和人民的命运融在一起……”这部纪

录片通过多维视角，依托一位位老英雄

的内心独白，全景式地透视了这场影响

深远的兰州战役，让观众忍不住落泪。

铭记历史才会校准航向，不忘初心

才能开创未来。纪录片的最后，5位幸

存的耄耋老兵走上沈家岭阵地，洒下祭

奠的白酒，呼唤逝去的名字，标准的敬礼

成为天地间最震撼心灵的姿态。

图片制作：孙 鑫

在2018年古装宫斗剧和玄幻剧霸

屏的暑期档中，一部电视剧如同一股清

流般涤荡而来，为我们揭开了一段感人

至深的共和国往事。上个世纪60年代，

一群心怀崇高理想的热血青年，放弃大

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主动扎根西南偏

远地区，甘愿默默无闻地投身到新中国

的“两弹一星”研发事业……而这部剧

也在社会中引起了广泛影响，以口碑带

动收视率上涨。很多年轻人看后表示，

人生的价值在于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

信仰与梦想。这就是电视剧《那些年，

我们正年轻》的非凡魅力。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是一部充满

情怀的年代戏。在怀旧的镜头之下，我

们仿佛跟随剧情穿越到了那个具有别

样意义的三线建设时期。当时国际形

势日趋紧张，我国周边的局势并不太

平。在电视剧一开始，就用记载历史的

影像资料将观众带入到献身国防建设

的时代氛围中。面对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麦克纳马拉的论断：中国至少五年不

会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因为美国和苏

联都用了十二年，那么中国至少需要十

年。乔院长在会议上拍板决定，“三年，

我们就用三年完成两弹”。中国第一代

航天人的壮志雄心，拉开了该剧的大

幕。为了国防建设，为了中国“两弹一

星”升空，像张利军、马朝阳、陆若文、向

晴等充满斗志和理想的年轻人来到大

西南某导弹基地，为研究出“国之利器”

而奉献着青春年华。观众从剧中能够

看到研制导弹过程中的艰难坎坷，在研

究人员的集体智慧攻关下，地空导弹打

靶试验成功、DF-2导弹腾空升起、人造

卫星发射成功……一个个载入史册的关

键时刻的展现，禁不住让人热血沸腾。

那些年，在老军工的引领下，一批批年轻

人爆发出青春昂扬的活力，投身到国防

建设的洪流中，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骄人

成绩，但又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保密要

求，他们只能始终默默无闻地扎根在本

职岗位上，让观众看到了一代人真挚而

朴实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和钦佩。

为了增强年代的厚重感，剧组在取

景布局上尽可能做到还原历史。熏黄

的茶缸、木制的棋盘、老式的建筑风格、

时下流行的音乐、人物的着装服饰、1∶1
比例陈列的导弹等细节刻画，让观众找

到了那个年代的真实感。剧组还专门

到“两弹一星”研究基地实地取景，高度

还原制造导弹、火箭零部件的厂房场景，

用中央台新闻电视制片厂、中国档案馆

等地取得的影像资料原原本本呈现导

弹与火箭的发射过程……一种独特的

年代质感扑面而来，让经历过这些历史

事件的前辈们重忆往昔，让新一代的年

轻人心驰神往。“我们不希望被特效、后

期等技术手段拖累，而是希望呈现一个

尽可能真实的三线时期。”“凡是真实的

东西和真诚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会

过时，也不会是不合时宜的。”主创人员

的诚意让这部作品赢得了广泛赞誉，那

段火热激情的奋斗岁月传递给人们一

种澎湃的青春正能量，符合了不同层级

的观众的审美需求。历史并未走远，而

我们从未忘记。

好的文艺作品要能够体现时代精

神，引领社会风尚，要能够用心用情用

功去抒写伟大时代。电视剧《那些年，

我们正年轻》的剧情主线是研发、制造

导弹和火箭，也融入了特殊年代里的爱

情、亲情与友情。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一

个时代的青春故事，更能够见证一批航

天人物的英雄事迹。剧中，两弹结合的

核导弹试验日期定下来后，担任试射导

弹核武器操作手的第一作业组七勇士

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全部写下遗书，一

旦发生意外，核武器爆炸的威力能将附

近的一切化为灰烬。七勇士中就有担

任燃料技师的司令员女儿向晴，她抱着

必死的决心告别心爱的张利军。在发

射控制地下室，七勇士对着国旗宣誓，

“为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为了建设祖

国、振兴中华，我们决心勇敢无畏、沉着

镇定，誓死完成中国人民的重托，献出

我们的一切”。这个场景深深触动了观

众的泪点。实际上，这是在航天史上曾

经发生过的故事，剧中加入了很多类似

的特别典型的真实故事，让人懂得生命

的意义在于奉献。老工匠刘连柱有一

手精湛的绝艺，他为导弹和火箭研究贡

献了自己毕生的才智。剧中，刘工匠因

为爱徒梁玉强干活时废了一块料而罚

他下跪。在刘工匠看来，干废了一块料

相当于糟蹋了一家老百姓一年生活的

口粮；办了退休手续的刘工匠替病重的

高占武参加了最后一次火箭发射任务，

不幸牺牲在火箭爆炸中，匠人情怀让人

感动落泪。而高占武是张利军、马朝阳

等人的导师，他不仅培养了青年一代的

科研工作者，还为了航天梦想，献出了

青春和生命。面对集体转业脱军装的

要求，他顾全大局，无条件脱下挚爱的

军装；哪怕是癌细胞扩散，他也心怀祖

国的航天事业，仍然要驻守在设计室和

车间。而张利军、马朝阳等人从血气方

刚的青年成长为航天事业的核心力量，

他们在一路奋斗的历程中书写了人生

的华章，表明了一个道理：个人的成长

成才目标与国家民族的事业紧密联系

起来，就能实现青春的最大价值。

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讲述

了一个时代的青春赞歌，谱写了动人的

航天史诗，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波澜壮阔

的年代。对于主创团队而言，如何去展

现这段宏阔的历史，如何解密那些鲜为

人知的国防建设故事，如何将真实发生

的历史事件进行合理而又鲜活的艺术

创造，的确难度很大。剧本三易其稿，

经过七年时间打磨，翻阅大量相关题材

的报告文学，实地采访多位有过亲身经

历的老人，该剧最终以一种生动写实的

视角绘声绘色地描摹了一代航天人对

理想信仰的追求。

“一个人的青春年华就那么几年，

很快就过去，那我特别希望你们这群年

轻人，把你们宝贵的年华，全部用到事

业上……”在剧终之时，高占武说过的

话萦绕在耳、掷地有声，也寄托了对新

一代年轻人的厚望，只有一代代青年

的接力奋斗，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

希望。通过观看这部彰显一代航天人

情怀与初心的作品，希望能够给予当

下的年轻人更多的参考与启示。

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

谱写一个时代的青春赞歌
■■夏董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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