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期 ，儿 童 电 影《闪 亮 的 军 号》在

全国公映。这部电影讲述了儿童郑思

源回到老家、革命根据地照金参加“小

红军夏令营”，在看望爷爷郑红兵时接

触到爷爷珍藏多年的军号。在军号的

感 召 和 爷 爷 的 鼓 励 下 ，郑 思 源 和 小 伙

伴们追寻红色足迹，克服困难、锻炼成

长的故事。

影片构建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相连

的叙事空间，建立了祖孙两代思想、情

感 传 承 的 人 物 关 系 链 条 ，植 入 了 历 史

闪回的景观叙事。久居深山的爷爷郑

红 兵 ，珍 藏 着 一 把 他 的 父 亲 留 下 的 红

军时期的军号。爷爷对革命历史和老

军 号 的 珍 视 ，彰 显 出 其 对 红 色 传 统 文

化 的 坚 守 ，也 为 爷 孙 二 人 的 思 想 与 情

感隔阂埋下伏笔。郑思源对老军号从

不 了 解 到 喜 爱 的 经 历 ，也 是 对 爷 爷 由

不理解到理解的情感飞跃过程。他参

加 红 色 夏 令 营 的 成 长 轨 迹 ，向 观 众 展

示 了 儿 童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弘 扬 革 命 精

神的心路历程。

影片抓住儿童的行为特点，运用充

满童趣的儿童视角，借助夏令营桥段，立

起影片的基本叙事框架。影片特别设置

的红色夏令营，通过两支“小红军”队伍

的合作与竞争，展现儿童的团队协作意

识。尊重儿童心理、思想和情感，是该片

在童趣意蕴方面的自觉追求，达到了良

好的艺术效果。

影片通过军号营造出饱含深意的

影 像 意 蕴 ，将 照 金 景 观 与 照 金 精 神 深

度 融 合 。 影 片 以 军 号 为 线 索 ，编 织 出

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当郑思源因体能

比 拼 失 败 而 失 落 地 离 开 夏 令 营 时 ，爷

爷 在 山 梁 上 吹 响 的 军 号 ，感 召 着 孙 儿

重 新 回 归 团 队 ；当 大 家 找 不 到 受 伤 的

爷 爷 时 ，郑 思 源 吹 响 的 军 号 成 为 连 接

爷 孙 感 情 的 纽 带 ；郑 思 源 结 束 夏 令 营

告 别 照 金 这 片 土 地 时 ，伙 伴 的 军 号 声

充 满 依 依 惜 别 之 情 。 此 外 ，影 片 中 出

现 的 照 金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 、薛 家 寨 革

命遗址、红军小学等红色地标，展现了

照金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郑思源在

红 色 文 化 环 境 中 耳 濡 目 染 的 生 命 历

程，也是红色精神对儿童群体影响力、

感召力的真实表达。

儿童电影对于儿童的成长发挥着重

要的艺术感染、熏陶和教育作用。《闪亮

的军号》运用儿童电影特有的童趣影像，

讲述新时代儿童故事，弘扬红色精神，对

当下儿童价值观的引导和构建，进行了

积极的艺术探索。

﹃
军
号
嘹
亮
﹄
的
意
蕴

■
张
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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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山河锦绣》海报。 剧组提供

纪录片《风荷正举忆烽烟——白洋淀红色往事》剧照。 节目组提供

近期，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山河

锦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该剧讲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中西部地区，两个村庄因一场天灾合

并成一个村，村支书赵书和一心想改

变家乡贫困的面貌，与老友国文、柳大

满 等 人 作 出 各 种 努 力 和 尝 试 。 30 年

间，两代人前赴后继投身扶贫事业，最

终使村子彻底摆脱贫困。

作 为 在 扶 贫 战 线 奋 斗 30 年 、全

程 参 与 脱 贫 攻 坚 的“ 老 兵 ”，我 有 幸

作为顾问，参与了该剧的创作。在半

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和剧组深入交

流 座 谈 ，介 绍 农 村 扶 贫 情 况 ；为 主 创

团队推荐典型案例作为备用素材；审

看剧本和样片，做好政策把关和真实

性评估。

自然条件恶劣、资源匮乏、生态环

境脆弱等多重因素造成中国的区域性

贫困。国家的扶贫工作一直强调扶贫

先扶志，倡导“宁愿苦干、不愿苦熬”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弱鸟先

飞、滴水穿石”的精神。剧中，柳家坪

的脱贫历程正体现了这种精神——两

个过往有积怨的贫困村，虽然存在诸

多矛盾，但是在摆脱贫困、追求幸福的

共同目标下团结在一起。他们不向现

状 低 头 ，在 国 家 退 耕 还 林 、取 消 农 业

税、“两免一补”等扶贫和惠农强农政

策 支 持 下 ，坚 持 不 懈 地 寻 找 脱 贫 途

径。探索的路上历尽坎坷：国文努力

推动水坝建设，但因河流改道前功尽

弃；柳大满兴办水泥厂富民富村，厂子

却因污染问题关停；赵书和推广水稻

种植、柳明试种木耳几经挫折……但

他们百折不挠、愈挫愈勇，迸发出空前

的脱贫拼劲与决心。

《山河锦绣》通过多元视角，多维

度展现脱贫攻坚工作。这其中，反映

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强

大合力促攻坚的坚强力量；反映了扶

贫带头人强化一线指挥，打通精准扶

贫“最后一公里”的必胜决心；反映了

社会各界为脱贫攻坚事业添砖加瓦的

倾情帮扶；反映了产业扶贫、易地扶贫

搬迁、科技扶贫、电商扶贫、教育扶贫

等政策的落实情况等。剧中，在多方

力量的支持下，胜利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的柳家坪，从环境到个人发生全面

改 变 。 他 们 不 仅 完 成 了 物 质 上 的 脱

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精神上

的致富。

《山河锦绣》以柳家坪作为贫困乡

村地区的缩影，站在记录时代的精神

高度，描绘了一幅从脱贫攻坚迈向乡

村 振 兴 的 质 朴 画 卷 ，弘 扬 了“上 下 同

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

坚克难、不负人民”的伟大脱贫攻坚精

神，传递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的坚定信心。

影像绘就脱贫攻坚质朴画卷
■苏国霞

近日，在第 31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

奖典礼上，原海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

艺术家周振天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

电视艺术家奖”称号。在几十年的编剧

耕耘中，他创作推出了电影《蓝鲸紧急

出 动》《天 涯 并 不 遥 远》《敬 礼 ，我 的 教

官》、电视剧《潮起潮落》《蓝色国门》《波

涛 汹 涌》《驱 逐 舰 舰 长》《舰 在 亚 丁 湾》

《深海利剑》等多部军事题材剧作，广受

观众欢迎。

颁 奖 典 礼 上 ，周 振 天 讲 了 一 个 故

事 。 1982 年 ，他 到 东 海 舰 队 某 潜 艇 代

职 。 出 海 途 中 ，一 名 轮 机 兵 向 他 吐 露

心 声 ：我 们 不 怕 苦 累 、不 怕 牺 牲 ，但 怕

没 有 人 记 得 ，希 望 您 能 把 我 们 写 进 您

的作品里。周振天将官兵的心声铭记

在心，四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创作一线，

笔耕不辍。

由周振天编剧的作品聚焦人民海军

的重要任务、重点时刻和重大事件。如

在电视剧《蓝色国门》中，他对我国海洋

领土的保卫行动进行了精准捕捉和生动

表现，反映了守礁官兵的无悔奉献，表达

了对国际战略格局的思考，富有时代性

和前瞻性。电视剧《驱逐舰舰长》塑造了

高迈、严同山两名舰长及舰上官兵等多

元立体的人物形象，揭示了人民军队在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军人在思想观念和

业务素质等方面发生的新变化。还有记

录潜艇官兵训练生活的电视剧《深海利

剑》，描写我海军海外撤侨的电影《红海

行动》，讲述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电视剧

《和平之舟》等，这些剧作用影视艺术的

形式展现人民海军建设成就，让观众从

中看到中国海军的发展壮大。

周振天深入部队、扎根生活，在编剧

创作中自觉反映官兵所思所想和喜怒哀

乐。他对官兵个体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

摹，从不同维度折射出当代中国军人的

精神风貌。电视剧《波涛汹涌》以家庭变

故和人际变迁为背景，深入描绘了几代

海军军人为建设强大海防不畏艰难、扎

根奉献的故事，彰显他们对祖国和人民

的真挚感情。轻喜剧《水兵俱乐部》通过

官兵合力建设水兵之家的过程，展现了

朝气蓬勃的年轻官兵积极的生活态度和

勤恳的奋斗姿态。还有电影《蓝鲸紧急

出动》中的武仲毅、电视剧《蓝色国门》中

的连长方磊、《潮起潮落》中的鲁明宽和

简小荷、《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和刘闯、

《我的故乡晋察冀》中的耿三七等，一个

个性格独特、形象鲜明的人物体现出周

振天对官兵个体的关照。

周振天将自己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开

掘嵌入编剧创作，使作品充盈着昂扬奋

发的时代精神，展示出恢宏大气的艺术

格调。在周振天编剧的影视作品中，有

不少改编于自己创作的小说。如电视剧

《我的故乡晋察冀》将情感基调定位于军

民鱼水情，道出军民团结是克敌制胜的

根本；电视剧《玉碎》将“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的民族气节贯穿全剧，同时透出对中

国传统玉文化的关注；电视剧《小站风

云》将稻耕文化、小站练兵和辛亥革命有

机结合。还有电视剧《张伯苓》《护国大

将军》等剧作，以小见大地传达出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等高尚品质。

颁奖典礼上，周振天手捧证书动情

地说：“战友啊，我当年对你们的承诺不

是开玩笑的，我兑现了。”纵观周振天的

编剧作品，既有宏大的时代背景和广阔

的叙事空间，又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刻

画；既满腔赤诚地记录人民海军发展壮

大的光辉历程，又用精湛的光影笔触描

摹革命军人的时代面孔。他始终扎根火

热的军营生活，在军旅影视编剧这片沃

土上勤耕不辍，坚定地行走在军旅影视

创作道路上。

在军旅影视沃土上勤耕不辍
■汪守德

穿上军装，他们在训练场上拼搏

争先，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脱下军装，

他们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攻坚克难的先

锋力量。电视剧《山河锦绣》中有一个

特殊群体——退役军人，他们退役不

退志、退伍不褪色，让军人本色在扶贫

战场闪光。

该剧开篇，赵书和当兵复员回乡

任村支书，看到乡亲们日子过得艰难，

就把改变家乡面貌作为奋斗目标，矢

志“把穷根拔起来，变成金窝窝”。可

穷家难当，当需要钱为村里老人建房、

看病，村账上却只有 15.1 元时，赵书和

陷入工作难以开展的困境。加之乡亲

误解、家族矛盾和身体被误伤，前进路

上的一次次挫折考验着这名退役军人

的 韧 劲 。 面 对 尴 尬 、无 奈 的 境 况 ，他

说：“我不能走，咱们村这么穷……”他

选择坚守，向农业要增收，向科技要发

展，用使命和担当把脱贫梦想照进现

实。村里每遇急难险重的事，赵书和

这个“兵支书”都是村民坚强的后盾。

正 如 他 父 亲 说 ：“ 你 当 过 兵 …… 爸 放

心。”这“放心”，体现在全村房屋被泥

石流冲毁后，他带领村民重建家园的

执着；体现在面对家族隔阂，他用自己

的婚事打破赵柳两姓“不通婚”规矩的

果敢；体现在村里土地被污染后，他紧

盯水泥厂，问题不解决不罢休的坚韧；

体现在领导和亲友指出他的问题时，

勇于直面的坦诚。

高枫作为扶贫工作队队长，是新

一代退役军人参与脱贫攻坚的典型代

表。他扎根基层，拿出满腔热情参与

家 乡 建 设 。 村 民 中 发 生 对 政 策 不 理

解、争评贫困户等情况，显示出基层脱

贫工作的复杂与艰难。高枫面对村里

“帮扶就是给钱”的陈旧观念，表现出

真诚与耐心，排除各方干扰，有序推进

各项任务。在这场攻坚中，高枫尽显

军人本色。

部队离休老干部国正行，让观众

感受到军人铁骨柔情的一面。国正行

是在部队长大的孤儿，他改姓为“国”，

意为报效国家。成年后，他参军入伍、

带兵打仗，始终饱含深厚的感恩之心

和为民情怀。他开导村民、教育下一

代的一幕幕动人情节，诠释出团结就

是力量的真谛。

在脱贫攻坚战场，一代代退役军

人不仅身先士卒，而且带动子女积极

投身这一事业。赵书和的女儿赵雅奇

作为第一书记俯身泥土，把青春献给

柳家坪；国正行的儿子国文为了泥河

流域百姓的幸福，协调各方，建成泥河

大坝。他们身上继承了老一辈军人的

精神本色，让人感受到精神传承的力

量。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曾到贫困村任

驻村第一书记。搭班子的村支书也是

一名退役军人，扎根乡村 30 多年。《山

河锦绣》带我回到驻村岁月，那天，我拨

通了老支书的电话。他感慨：“村里的

工作，上边千把锤、下边一根钉，不苦不

累是不可能的，但军人的样子不能丢。”

一日从军，一生是兵，像老搭档这样的

“兵支书”还有很多，他们身处基层一

线，在山乡巨变留下扎实脚印。

军人本色在脱贫攻坚战场闪光
■李 健

英雄少年“小兵张嘎”“淀上飞兵”

雁翎队、宁死不屈的“狼牙山五壮士”、

变 化 多 端 的 地 道 战 …… 在 党 旗 引 领

下 ，雄 安 这 片 囊 括 白 洋 淀 全 部 水 域 的

红 色 热 土 ，在 革 命 斗 争 的 烽 烟 中 曾 书

写 了 可 歌 可 泣 的 光 辉 事 迹 。 近 期 ，在

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 6 集纪录片《风荷

正举忆烽烟——白洋淀红色往事》，带

领观众走进这段红色历史。该片以抗

日 战 争 为 背 景 ，讲 述 白 洋 淀 军 民 英 勇

抗日的历史。片中收录了大量历史亲

历者写下的珍贵文字资料和反映时代

风貌的文学、影视作品，记录了先辈追

寻信仰、奋斗牺牲的感人故事，艺术展

现雄安今昔变化。

片 中 ，《余 秋 里 回 忆 录》生 动 记 述

了两位“独臂将军”贺炳炎和余秋里的

热血故事 ；孙犁的《荷花淀》和梁斌的

《两走白洋淀》，以纯真美好的诗意描

写 ，展 现 人 民 群 众 积 极 抗 战 的 革 命 乐

观主义精神；在穆青的笔下，《雁翎队》

中神出鬼没的“荷叶军”“千顷苇塘摆

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开拓了新型

游 击 战 法 ；杨 沫 也 是 在 这 里 ，获 得 了

《青春之歌》的灵感，构建了革命历史

的一种经典叙事。透过文学作品观照

历 史 ，使 观 众 从 不 同 视 角 真 切 感 受 到

当时的社会风貌。

该片还引用了不少经典电影片段，

让观众跟随经典电影，与白洋淀建立情

感连接。如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中的

叔侄英烈胡福才和胡德林，他们的墓碑

现安放于北娄山烈士陵园；电影《小兵

张嘎》中根据少年抗日群体提炼加工的

艺术典型“小兵张嘎”，汇集了英雄少年

的精神特质；电影《地道战》生动还原敌

后战场的神奇战法。这些影视作品的

摄制时间距真实历史较近，不少演员曾

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甚至群众演员就

是当年居住于此的老百姓。这种相近

场景还原的角色结构，使作品本身也成

为历史的一部分。

该 片 讲 述 的 时 间 虽 在 抗 战 时 期 ，

但 片 中 巧 妙 地 运 用 影 像 对 比 的 方 式 ，

穿 插 当 下 的 雄 安 景 观 ：从 天 上 飞 过 的

水 鸟 到 随 风 摆 动 的 芦 苇 ，从 书 声 朗 朗

的 现 代 化 学 校 到 列 车 飞 驰 的 轻 轨 ，从

拔 地 而 起 的 高 楼 大 厦 到“ 盛 世 雄 安 ”

的 豪 迈 宣 言 …… 用 高 清 摄 影 机 拍 摄

下 来 的 新 时 代 雄 安 镜 头 ，与 反 映 白 洋

淀 红 色 往 事 的 黑 白 影 像 形 成 视 觉 反

差 ，展 示 白 洋 淀 革 命 与 当 下 雄 安 新 区

建 设 之 间 的 精 神 传 承 ，揭 示 人 民 群 众

保 卫 家 乡 、建 设 家 乡 的 生 生 不 息 的 精

神力量。

在制作剪辑上，该片努力增加情境

代入感。如展示郑少臣的回忆录《碧波

烽火》时，背景是原文文字，前景是描绘

原文的动态版画及视频资料；在介绍地

道战的地道网布局时，将“田”“申”“中”

等不同字形在平面图上进行动态展示，

将人民群众的战斗智慧一目了然地呈

现出来。此外，数码版画与新媒体技术

结合的方式也广泛运用于该片，进一步

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代入感。如讲

述到《荷花淀》中的一段文字，“月亮升

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

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

修长的苇眉子……在她怀里跳跃着”，

孙犁笔下的文字被演绎成画作，生动再

现了主人公水生和女人在荷花淀边温

情、含蓄的对话，烘托出情景交融的美

学氛围。

片中借白求恩发给海外友人的信

件 ，道 出 了 军 民 一 心 、团 结 抗 日 的 精

神：“老百姓家家是病房，人人冒死救

助伤员，中国人创造了奇迹！”新华社

原副社长石少华在《六进白洋淀》中也

感慨道：“这些普通的渔民，成长为勇

敢 的 抗 日 游 击 队 的 战 士 ，如 今 又 进 入

八路军正规部队，他们走过的道路，不

就 是 人 民 战 争 发 展 史 的 生 动 的 缩 影

吗？”今天，曾经用来抗击日寇的武器

装 备 已 陈 列 在 革 命 历 史 纪 念 馆 ，抗 日

英雄用热血和生命保卫的白洋淀已经

走 上“ 未 来 之 城 ”的 建 设 道 路 。 通 过

《风 荷 正 举 忆 烽 烟 —— 白 洋 淀 红 色 往

事》，我们不仅了解了雄安地区的光荣

革命历史，更看到英雄从未远去，传奇

一直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书写。

风荷正举忆烽烟
■唐梓翔 阿 昕

电影《闪亮的军号》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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