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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我全程聆听了习近平主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内心深受触动。几天

来，我反复认真学习讲话精神，作为一

名军队文艺工作者，深感肩负的使命

职责重大而光荣。

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导演的

电影《守岛人》正在院线热映，反映的

是“人民英雄”王继才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不平凡业绩的故事。作为一名导

演，我学习完讲话后，在备受激励的同

时，愈发坚定了我为党和人民潜心创

作的信念。

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辟地

概述了党的百年历史经验、伟大成就

和建党精神，为我们认真学习党史、深

入认识党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经过百转千回，走过万水千山，我们终

于找到了一条最适合中国的光明大

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向历史和世界

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集中全国人民

的意志和力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一路走来，党的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

是我们军队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

的底气。砥砺前行，光明在前，我们要

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养分，真

正肩负起军队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

当，用优秀的作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

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

初 心 易 得 ，始 终 难 守 。 习 主 席

“七一”重要讲话昭示我们，必须坚守

理想和初心。2019 年农历大年初四，

我第一次登上开山岛，去寻访王继才

和王仕花的理想与初心，一步步走近

夫妻俩守卫开山岛 32 年的故事。那

天上岛，细雨蒙蒙，船距离码头还很

远时，就看到有个瘦瘦小小的身影，

一直在向我们招手。船靠岸，王仕花

熟 练 地 拉 起 缆 绳 ，一 把 将 我 拉 到 岸

上。我注意到，王仕花的手很粗糙，

开山岛的风雨在这样一个瘦小的身

躯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

听着王仕花的叙述，我内心充满

了对这对夫妻守岛精神的崇敬。他们

的情感是质朴的，信念是崇高的，在对

开山岛的那份深情中，找到了一种共

同的幸福和温暖。32 年守岛的背后，

是对理想的坚守，是共产党员对初心

的坚守。最令我惊讶的是，王仕花的

回忆里并没有苦涩，而是充满了革命

理想高于天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我

想，这便是对坚守理想和初心的最好

诠释。与王仕花第一次见面后，我告

诉自己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好，把他

们带给我的真实感受传递给观众。此

后，我一次次带着团队登上开山岛，每

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收获，每次去对我

而言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习 主 席 在“ 七 一 ”重 要 讲 话 中

说 ：“ 人 民 是 历 史 的 创 造 者 ，是 真 正

的英雄。”说得多好啊！党的百年华

诞 到 来 之 前 ，电 影《守 岛 人》在 全 国

公映。虽然已数不清有多少次看影

片中王继才、王仕花升国旗，但在首

映式上，我坐在观众中间，看着银幕

上 国 旗 高 高 升 起 在 小 岛 上 时 ，我 依

然 没 有 忍 住 泪 水 ，又 一 次 被 这 两 位

普通共产党员对理想和初心的坚守

所 感 动 ，我 由 衷 地 感 受 到 一 股 磅 礴

的力量在胸膛里跳动。欣逢这样的

时 代 ，何 等 幸 运 ！ 为 这 样 的 英 雄 作

传，何等幸运！

10 年前，建党 90 周年时，我导演

了 电 影《湘 江 北 去》。 影 片 讲 述 了

1918 年青年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

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时代洪流，为国

家寻找出路的故事。从那时起我就

开始思考，到了建党百年时我要“拍

什么”。带着这样的思索，10 年间我

致力于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陆

续执导了《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血战

湘江》《海棠依旧》《古田军号》等，接

连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中

国电视金鹰奖的作品。如今，历时两

年创作的《守岛人》终于完成制作并

公映。至此，从讴歌领导中国革命走

向胜利的革命者，到表现新时代平凡

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我完成了这 10

年不寻常的创作之路。这是我的荣

幸，也是我一直想对党和人民表达的

一份赤子深情。

军事文艺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传播党的声音、提振部队精

神士气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守岛人》上映后，在基层部队也

产生了强烈反响，很多官兵看完电影

后激动地表示要向英雄、榜样学习，为

党旗、军旗添彩。真实的故事最能引

发共鸣，真实的情感最能打动人心。

我想，正是由于拍摄过程中我们最大

限度地还原真实的场景、讲述真实的

情感，《守岛人》才能与今天的青年党

员、普通观众产生共情与共鸣。描摹

新时代奋进历程，传承赓续红色基因，

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军队文艺工作

者的使命责任。新时代军旅电影的繁

荣发展需要赢得更广泛受众的青睐。

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扎根于生

活、服务于基层，上海岛、赴高原，到最

前沿的部队一线去；将目光继续投向

那些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努力用质朴准确的艺术语言、生动鲜

活的人物塑造去抒写和讴歌他们，吸

引感染更多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受

众，引导他们投身到民族复兴和强国

强军的伟大事业中来。

只有不断创作出优秀作品，讲好

中国故事，讲好强军故事，才能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我深感责任重

大、任务艰巨，也更加坚定理想和初

心，满怀信心与激情。我期待和年轻

一 代 军 事 文 艺 工 作 者 一 起 携 手 、努

力，辛勤浇灌军事文艺之树，使之茂

盛，使之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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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当兵入伍来到炮火纷飞

的边防前线。作为同年兵中为数不多的

高中生，我担任了连队文书和文化教员。

一天晚上，我在会议室帮助战友补

习完数学后，正准备离开。指导员突然

问：你写入党申请书没有？我愣了一

下，如实回答：我工作还没干出成绩，离

党员的标准有差距。指导员说：你的想

法不对。没有思想上的先进，哪有行动

上的积极主动？

那天晚上，指导员的话一直在我脑

海中萦绕，我猛然醒悟：思想是行动的

先导，只有思想上入党，才会有训练工

作中的高标准。想到这里，我翻身起

床，一口气写下了 6 页的入党申请书。

时值严冬，寒气逼人，我心中却如火烤

一样，暖融融的。

1984年 9月，我考入军校，学校带领

我们到红军山参观见学。当我仰望高耸

入云的纪念碑，心潮激荡，仿佛置身于四

渡赤水、激战娄山关的峥嵘岁月……回

到学校的第二天，我就把第二份入党申

请书交给了区队长。

从学校回到边防营实习半年后，我

休假回到老家。一到家，父亲就关切地

询问我在部队的工作情况。说起入党，

我流露出不是很迫切的思想。我消极

的想法，当然逃不过父亲的慧眼。他认

真地对我讲：组织没批准，说明你离党

员的标准还有距离，绝对不能放松要

求。只有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才能

行得正，走得远。身为民兵排长、生产

队长的父亲，曾多次写过入党申请书，

虽还未获批准，但他从未放弃心中那份

坚定的向往。父亲的话语不多，但眼神

中流露出的鼓励和期盼让我无法忘怀。

返回部队后，我第三次向党组织提

出入党申请。经组织考察，我终于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我永远记得那个光荣

的日子：1986 年 7 月 1 日。

后来，我被调到团军需股任给养助

理员。官虽然不大，但上千人伙食费审

核、粮秣拨付，都要从我手中经过。部

队作战期间，地方支前部门供应的香烟

等紧俏商品，价格不足市场售价的一

半。常有人给我出歪点子：把你手中的

物资拿点出来卖掉，早点迈进万元户

行列。每当此时，父亲“要听党的话，永

远跟党走”的教诲就在我脑海里萦绕。

一天晚上，一位同乡战友找到我

说：“我明天休假，把你管的大重九香烟

卖我两条。”

我说：“这是公家的东西，绝不能沾。”

“死脑筋！”他不高兴地走了。

入伍 28 个春秋，从云南边防到西

藏高原，千里边防线上留下了我的足

迹。无论在哪个岗位，我始终按一名党

员的标准做好每一项工作。后来，我的

女儿和外侄相继考取了军校，我也像父

亲当年嘱咐我一样鼓励女儿和侄儿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他们在军校期间，就

光荣地入了党。现在，我们一大家三代

人，有 16 名党员。

在前段时间的家庭聚会上，我认真

地说：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我希望大家

都记住当年我父亲曾叮嘱我的一句话：

只有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才能行得

正，走得远。说起这句话时，我仿佛又看

到了父亲那鼓励期盼的目光……

永远听党话
■叶瑞刚

一

红色圣地的红

是五角星上最亮的一抹

是战旗上血色最浓的一抹

是燎原烈火中最迅疾的一抹

是山丹丹花丛里最鲜艳的一抹

是边区老乡捧出的大枣上最深情的一抹

一抹一抹的红

洇出中国革命的原色

信仰之色，点亮神圣图腾

马蹄声碎处，喇叭声咽里

目光执著的人擦干血迹，继续前进

他们眼里，红旗与春风正漫卷大地

今天，这么多胸佩镰刀锤头的人

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公务员

沿圣地大道、枣园大道、杨家岭路走来

他们拥有英特纳雄耐尔的基因

每一个都是九千五百万分之一

走来的，还有系红领巾的少先队员

只为那一抹走心的红……

沿着一串红辣椒和一曲红绸舞的指引

沿着崎岖的山路和奔流的延河回溯

故事沉淀为红色的记忆

歌声演绎成红色的旋律

舞台回响着红色的经典

中国，发出了新时代的红色宣言

二

一双又一双蓝眼睛，被延安吸引

会说话的蓝眼睛，把与众不同的延安

告诉了世界

埃德加·斯诺，从北京向西，一意孤行

带着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个胶卷

在保安，咔嚓一声，定格了毛泽东清俊

的脸

照片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

世界惊呼，红军领袖如此帅气逼人

贫瘠又神奇的地方，没有乞丐也没有腐败

人心是自由的，阳光是明亮的，歌声是

快乐的

毛泽东吃的是小米饭

周恩来睡的是土炕

彭德怀穿着降落伞做的背心

林伯渠戴着一副断腿眼镜……

斯诺眯起蓝眼睛，断然向世界宣告

中国共产党是一颗闪亮的红星

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无比兴奋

她温柔妩媚的蓝眼睛

在延安看到了最有魅力的男人

她是记者，也是窑洞图书馆管理员

还是西方交谊舞传播者

宝塔山下，周末的圆舞曲荡漾一片蓝色海

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蓝眼睛永远闭上了

这双蓝眼睛，毛泽东在凤凰山窑洞里凝

视过

聂荣臻在晋察冀凝视过

无数医生、伤员、老乡在前线凝视过

睡梦中，他回到了故乡安大略湖

回到伐木工人的日子，唱着童年的歌谣

三

南泥湾，三五九旅的棉田是银色的

八路军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扶犁

大生产的歌谣此起彼伏

重重封锁下，“陕北的好江南”别有洞天

延河边，中直机关放养的羊群

散落山间的朵朵云彩

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生动图景

鲁艺人自制的那把小提琴

琴弓上的马尾是银色的

那些战马的四蹄

曾蹚过湘江赤水，走过雪山草地

踏过娄山关的月色，掠过腊子口的呐喊

它们飘逸的马尾，如今跳动在琴弦上

奏出红色圣地最激越的音符，琴声如诉

抚过战马、战士以及战神的累累伤痕

荡气回肠的《沁园春·雪》是银色的

一九三六年二月，陕北的简陋炕头上

诞生了人间最浪漫的词章

大地的宣纸上，千古风流人物被一一点名

寒光过处，提刀厮杀的王侯将相隐没于

茫茫大雪

吟咏之间，一孔孔窑洞打开了温暖的门

延安的色彩
■丁小炜

1946 年 11 月，苏中军区《抗敌报》

刊 登 了 一 篇 感 人 至 深 的 文 章《悼 柳

汀》。这是山东野战军第 1 纵第 2 旅第 4

团第 2 营 7 连指导员刘淑，为悼念刚刚

牺牲的 2 营教导员柳汀而写的一篇悼

文。文章中这样写道：

教导员，你死了。但是你的影子，总

在我头脑里转来转去……你之所以这样

在我心里，并非是我们一向很好。却是因

为对你不断的（地）有意见，不断的（地）打

通思想，在不同意见交流中，冲激出来的

友谊，仿佛更永磨不灭（永不磨灭）。

教导员！你记得为了二连事（司）

务长问题，我和你大闹大吵吗？你记得

为了逃亡问题，你的谈话，我对你的意

见吗？你征求我的意见，我率直地说：

“你很聪明，有办法，但是有一种小资产

阶级的锋芒太露，引人反感。”我又说：

“你接受意见很好，改正不够。”这是指

你不大下连谈谈（谈心）而说。可是，你

并 不 因 此 而 难 过 ，你 是 很 勇 敢 地 改 正

了，这在以后对连队的接近上，大家都

看得出来的，你这种虚心精神我是时刻

不忘的。

……

打响枪前，在出发的路上，你和营

长说：“老李啊！咱们两个人是合着一

双好腿，大家都是半条命，这次上去，你

死了，我回来下决心把一营搞好，我要

是死了，你在修养上多锻炼锻炼呀。”这

以后，你上去了，你就再没下来，营长也

看不见你了。教导员！你还记得对我

说的话吗？——“营长感情是重的，是

质 朴 的 ，有 时 也 会 为 了 一 点 小 事 不 开

心，你们今后多帮助他。”教导员，你关

心的人，今天都在，可是关心人的人，是

永远不见了。

刘 淑 这 篇 椎 心 泣 血 的 悼 文 ，是 生

者 对 死 者 掏 心 见 胆 的 真 情 告 白 ，而 贯

穿其中的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克服缺

点、消除分歧、解决问题，通过积极健

康的斗争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

原 则 精 神 与 战 斗 精 神 ，正 是 这 支 诞 生

在抗战烽火中的部队成为无敌铁军的

重要密码。

刘 淑 笔 下 的 柳 汀 ，从 小 生 活 在 上

海。1939年 8月，柳汀从上海穿越封锁线

赴苏南投身抗日斗争。在 1940 年 10 月

的黄桥决战和 1945年 4月高邮境内发生

的三垛河口伏击战中，柳汀身先士卒带

领部队英勇作战，充分发挥了战地政治

工作的巨大威力。1946年 11月，在鲁南

泥沟战斗中，柳汀带领 1连 8班依托石桥

抗击敌人飞机俯冲扫射和坦克火炮轰

击，连续打退敌人 3 次进攻，后在战斗中

壮烈牺牲。

《悼柳汀》的作者刘淑原名刘凤岐，

抗战爆发时在北平念初中，后考进名校

上海中学。在那个金瓯破碎的年代，刘

淑和同学组织读书会，写文章，办刊物，

积极投身党领导下的文化运动。1941年

12 月 8 日，刘淑与同学相携赴苏中参加

新四军，后加入了由阳澄湖伤病员组成

的特务连发展而来的新四军第 52 团的

战斗序列，在战斗中迅速成长为军政兼

优的模范带兵人。

柳汀和刘淑两位有知识、有文化的

上海青年，投身革命后不仅受到革命真

理教育和严格的党内生活锤炼，而且都

在新“江抗”（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特

务连及所在营任过连、营政治主官，是

对芦荡火种革命传统感知最真、体悟最

深、践行最笃的优秀指挥员。在“血溅

神州寻常事”的岁月里，他们以至真至

纯的党性和率先垂范的行动，为部队树

立了“党代表”的光辉形象。刘淑痛悼

柳汀 10 个月后，1947 年 10 月，在山东曹

县与敌整编第 11 师作战中英勇牺牲，追

随柳汀英魂而去。

积厚之光，其流自远。柳汀、刘淑所

在的山东野战军第 1 纵第 2 旅第 4 团，源

头是以中央红军和闽东红军部分人员为

骨干的阳澄湖伤病员组成的特务连，由

此发展为新“江抗”第 2 支队、第 2 纵队、

第 52 团。1940 年 6 月，新“江抗”指挥部

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指示该部赴上海扩

军，一年间上海产业工人和青年学生成

为部队主体，战斗力和思想政治建设有

了新飞跃。1943年 2月，第 52团以“淮宝

支队”代号开辟淮（安）宝（应）根据地。

次年 1月 5日，在宝应以南地区大官庄战

斗中，跻身阳澄湖 36 个伤病员英雄群体

的一营营长陶祖全、副营长叶诚忠光荣

牺牲。淮宝地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在

大官庄为烈士立碑，上面写着：“1944 年

1月 5日，为解放大官庄而壮烈牺牲的新

四军第 18旅第 52团一营营长陶祖全、副

营长叶诚忠等烈士永垂不朽！”当地政府

还将安乐桥乡命名为“祖全乡”，将大官

庄乡命名为“诚忠乡”。第 52 团专门为

陶祖全和叶诚忠创作的歌曲《我们勇猛

地跟进》，多年来一直在部队和宝应县广

为传唱。

陶祖全牺牲后，人们发现了他任第

6 师第 18 旅第 54 团第 3 营教导员时，于

1942 年 11 月 25 日写给营长高志祥的一

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干部调整问题，听说你不同意，那么

要改变我的意见只要服从真理就好了，

你可于今晚用书面向首长提出意见。

……

老高：实在对不起，你我俩工作时

间 不 久 ，我 可 能 对 你 有 的 方 式 上 不 太

好，希多多原谅，同时有不对处你可站

在同志立场向我指示，至（只）要同过去

高山那样态度。

陶 祖 全 写 信 后 1 年 零 1 个 月 又 11

天，作为第 52 团第 1 营营长，在大官庄

战斗中腹部受伤，肠子流了出来。他把

肠子塞进肚子里继续指挥战斗，昏迷后

被抬离战场，终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

这封光明磊落讲原则、真切实在讲感情

的 信 ，被 收 入 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新四军在宝应》一书。

在战火纷飞、出生入死的年代，面

对随时准备为革命和人民献身的严峻

考验，部队官兵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袒露

着的。曾为阳澄湖新四军伤病员的闽

东老红军陶祖全、叶诚忠，还有后来在

这支部队分别任过营连政治主官的柳

汀、刘淑，这 4 位对坚持党的原则性和战

斗性至死不渝的诤友，勇于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用这一锐利武器不断扫除自

身和党员思想上的灰尘，以生命、鲜血

和发自肺腑的箴言，在部队光荣传统的

史册上写下了坚守初心和独具战斗特

色的珍贵一页。

70 多 年 过 去 ，当 年 的 新“江 抗 ”特

务 连 ——现中部战区某集团军合成旅

一营“沙家浜连”，基层党的建设依然

赓 续 了 坚 持 原 则 性 、战 斗 性 的 光 荣 传

统 ，且 生 生 不 息 、代 代 相 传 。“ 沙 家 浜

连”党支部成为永不褪色的战斗堡垒，

带领连队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书写新

的辉煌。

至死不渝的诤友
■高建国

入党故事

回望初心，点亮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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