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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影 《金刚川》、电视连续剧 《跨过鸭绿江》
等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作品陆续与观众见面，引发广泛关
注。4月2日，网络电影《浴血无名川》在爱奇艺上线，填补
了网络电影创作在抗美援朝题材方面的空白。

《浴血无名川》 讲述志愿军三排临危受命，解救被困敌
后的侦察排。两个排在无名川发现一座美军重炮营。经过浴
血奋战，重炮营被端掉，对我军造成的威胁被化解。影片以
小切口展现大画卷，小人物展现大情怀，是抗美援朝战争的
缩影和抗美援朝精神的再现。

《浴血无名川》 体现了大电影的工艺和技术水准，拥有
很高的质感，也做到了尊重历史与满足当下观众欣赏习惯之
间的平衡，务求既有“网感”又有“格局”。这是一部很

“实”的电影，抛弃一些影视剧惯用的套路，夯实了细节与

情感，比如考证军史，还原真
实的战场，包括手榴弹的数
量、枪支的型号、战士拿枪姿
势、战略战术等。志愿军战士
往山下冲锋的一场戏，就展现
了当时的“三朵花”战术。在

故事和情感上，影片中每一位战士都呈现了饱满的个性，避免
“高大全”。侦察排长、神枪手杜川，三排长、一心完成任务的
老兵孟大关，沉着冷静的女军医李青，有文化、年纪小的战士
娃娃等，每个人物都通过演员的表演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令他们的命运更牵动人心。战斗间隙，他们闲聊“战争结束后
回家做什么”的一场戏，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影片最后
大多数战士英勇献身的结局形成鲜明对照，催人泪下。

《浴血无名川》 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
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大题
材和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中国榜样”系列。影片在清明档上
线，带领观众回望历史，缅怀先烈，恰逢其时。让我们每个
中国人都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不忘过去，珍惜今天，共
创未来。

电视剧 《经山历海》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综合频道开播以来，被线上线下称赞最多
的是，剧情贴近生活，人物鲜活，细节真
实，不是生硬地讲大道理、喊口号，而是把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中发生的故事，通
过艺术创作呈现于荧屏，让观众产生代入感。

这部剧改编自作家赵德发的小说 《经山
海》，原作曾获第十五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剧中涉及的石屋村易地扶贫搬迁、招商引

资保护古村落文化，安澜村为安全生产拆除小
冷库、建立电商平台等，代表了近年来在我国
农村发生过的无数类似的故事。农村精神风
貌建设、垃圾处理、移风易俗……剧中反映的
问题方方面面，各级基层干部解决问题的方
法五花八门。但他们心系群众，在实干中体
现着乡镇干部们的智慧，也传达了党对“三
农”工作的重视和关心。

《经山历海》聚焦基层干部为群众办事的
真实场景，讲述了他们有笑有泪的平凡故
事。以女主人公吴小蒿为代表的基层干部，
为农村的发展建设辛勤付出，为农业产业转
型升级奋勇创新，也在工作中成长、转变、
成熟。在群众不理解、自己受委屈的时候，
吴小蒿说：“我向往的生活，就是让大伙儿过
上好日子。”这样的话语，让观众看到了基层干
部的心胸和情怀。“干部就是干事，上班就是上
村”“干事不能一厢情愿，上村不能脱离民
情”……这些台词朴素又上口。这部剧的创作
者用心、用情，让观众看到了一群党的政策
的践行者。

▶全球化已经让时空感发
生巨大变化。我们现在的文学
作品不能还给人“老牛拉破车”
的感觉。作家融入“高铁时代”，
要加快探寻生态美的脚步，走出
书斋，往阳光风雨处走，往高山
大海走。让乡土文学、森林文学
体现越来越高的生态美学价值，
就要实现创作意识和创作方法
的转向。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
记邱华栋谈文学创作的生态美学

▶云演播借助演播拓展新的
市场形态、产业形态，使数字文
化产品开拓出更大市场，朝着产
业化、规模化发展；它的观演体
验和传播效果能够提升品牌知名
度和影响力，通过发挥交流互
动、引客聚客、精准营销等优
势，为演出市场提供有效支撑。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
席、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谈戏剧
演出的新模式

▶从文旅融合的内在逻辑
看，“宜融则融”的前提是尊重文
化和旅游行业各自的“主体性”。
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既不是文化
和旅游的简单相加，也不是文化
和旅游行业简化的全体合并，而
是旅游主体（旅游者）与文化旅游
的客体（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
物）之间新型互动关系的建构。

——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
院副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
授舒伯阳谈文旅融合

（曹晓敏整理）

转型发展生态旅游

黄山店村位于北京市西部浅山区，山多地少，不利农
耕，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个典型的山区贫困村。直到2000年
前后，村民人均收入还不到 2000元，不少年轻人为了谋求更
好的发展背井离乡，张进刚就是其中之一。

2001 年，在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下，张进刚放弃了在外
打拼多年的事业，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村官”，从此便扎根在
建设家乡、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基层工作岗位上。

新上任的村支部书记张进刚首先要解决的是集体经济负
债的问题。通过分析本村的矿产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他们
因地制宜确立了“农业为本，工业兴村”的发展策略。黄山
店村以集体所有制经济模式盘活煤矿、石灰石、板岩矿资
源，引入现代化水泥生产线，促进产业发展、村民增收，甩
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然而，人有钱了，山却“枯”了。清新的空气不见了，
河道堆满了垃圾。

随着奥运会的举办，北京逐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张进
刚意识到，必须尽早转变黄山店村的支柱产业。在筹办养猪
场、养鸡场失败数次后，大家想到了发展旅游。

2009 年，黄山店村党支部正式决定开始建设坡峰岭景
区，并于次年关闭了石灰石矿场。破釜沉舟的探索中，“红色
背篓”精神给了村集体前行的力量。

上世纪60年代的电影《红色背篓》，讲述了一位供销社负
责人带领职工常年背背篓上山送货的感人故事，片中主人公
的原型就是黄山店分销店负责人——王砚香。在红色背篓精
神引领下，张进刚带领党员群众除荒清杂，抚育黄栌等原生
彩叶树2000余亩，又靠人扛骡子驮，历经“两拆三修”，打造
了近万米高标准登山石阶步道。

历时两年，树木扎根了，绿水青山恢复了，游客们纷至
沓来，被“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景色惊艳；曾经离开村
庄的村民们也回来了，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黄山店村以健
康、生态、环保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2018年还获得了“全
国生态文化村”荣誉称号。

张进刚说：“上世纪60年代，黄山店诞生了不怕吃苦、一心
为民的红色背篓精神，并在全国广泛传播。传承发扬背篓精神
是黄山店儿女的光荣。下一步我们要继续讲好红色背篓的故
事，把黄山店村打造成红色教育基地。”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坡峰岭以免门票的方式试营业，吸引到了第一批游客，
希望借助自发的口耳相传，形成口碑传播。果然，面对静美

的秋色与浪漫的红叶，游客们喜出望外，不停地掏出相机、
手机拍照。听到游客们的欢声笑语，张进刚总算松了一口气。

然而新问题很快又出现了。随着京郊游、生态游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生态旅游精品项目陆续出现。黄山店村如何保持
人气，保证村民持续增收，成了摆在村集体面前的大难题。

张进刚每天打开大众点评网，根据游客的评价不断改善黄
山店村的设施与服务。提升服务水平他有两个法子：“开源”和

“节流”。“开源”就是积极寻找市场上的合作机构，弥补自身旅
游管理经验的不足，通过与专业设计、经营团队合作，提升民
宿品质与人气。“节流”就是能省则省，降低成本。“开源”与

“节流”双管齐下，黄山店村的旅游经济很快收回投资，扭亏为
盈。离开家乡的村民们纷纷回村，变身民宿管家、厨师，收入
居然比矿业最鼎盛时还多。难怪有村民说：“感觉像做梦一样。”

近年来，黄山店绿色产业的带动能力持续扩大，不仅实
现了本村劳动力100%就地就业，还吸纳了周边村庄大量闲散
劳动力，促进了本地区商业服务业以及农副产品的生产、加
工和销售。

恢复了“绿水青山”，又建成了“金山银山”，黄山店村
成了美丽乡村的典型，2019年7月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名单。

凸显传统建筑之美

在黄山店村，颇具匠心的精品民宿如珍珠般散落于幽岚
山一带，形成了一片精美古朴的民宿聚落群，其中包括百年
老宅“姥姥家”、颇具情调的“黄栌花开”、“田园风”的桃叶
谷、依山而建的“云上石屋”等，集亲子、康养、休闲、度
假为一体。

其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姥姥家”。这个亲切的名

字自然而然地蕴含着温馨、质朴的乡村生活味道，更勾起了
许多人对童年的怀念。

“姥姥家”是一座多重庭院的合院式乡居民宿，院落依
山，树木参天，因保存百年古宅的外墙结构而显得古朴，改
造后的老宅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农舍建筑和院落外观。

早在坡峰岭景区口碑渐起时，便有大型旅游企业找到张进
刚，建议拆掉民宅，腾出土地盖酒店。张进刚想都没想就拒绝
了：“保持特色文化，村子才有生命力。传统民宅是黄山店面貌
的一部分，必须予以保留。压饸饹、山楂汁等山村特色小吃也
是一样，看似不起眼，但恰恰对城市游客很有吸引力。”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看似破旧的村舍，有着
现代建筑无法取代的“老味道”，不论是卵石垒成的院墙，还
是捆成一束的玉米，都令常年远离泥土的城里人惊喜不已。
然而，“姥姥家”的美又不止于传统，不止于村俗。在它“土
气”的名字背后，是海归设计团队的创新设计与悉心修缮。
设计师在老屋加入了钢梁、落地大窗，在提升结构稳定性基
础上，营造了舒适明净的居住环境。简约的现代材料不仅没
有破坏原生态村舍的美感，反而与不规则的石块、泥土线条
相得益彰，在对比中愈发凸显出传统乡土建筑的魅力。

至今，已有 30余座民宅改造成了民宿。过去看惯了的老
屋，竟然焕发出新的美感，不仅让游客真切感知到山村的乐
趣，更提升了村民们对家园的自豪感。看到城里人流连忘
返，越来越多村民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我愿意
留在家乡，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民俗活动丰富多彩

对于一般的北方乡村而言，冬季往往是旅游淡季，但冬
天来黄山店村并不会感到乏味。这里锣鼓喧腾、吆喝声声，
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正等待着游客们参与。

2017年 12月，北京市房山首届“乡村艺术嘉年华——姥
姥家看大戏”在黄山店村开幕，3 个多月的时间里好戏不
断。作为重头戏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皮影戏，再次展现
了它的魅力，来自“河北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青龙县皮影戏
表演世家的两位老艺人，在黄山店乡村剧场为大家讲解了皮
影戏的前世今生。演出前，小朋友们一个个拿着小板凳，画
脸谱，披披风，做皮影，玩得不亦乐乎。《小羊过桥》《三把
斧头》《武松打虎》《东郭先生与狼》等精彩节目引人入胜。

除了演出，逛乡村大集，品尝爆米花、糖葫芦等美食，
跳房子、滚铁轮、抽陀螺、丢沙包等“70后”“80后”的童年
游戏，让人们穿越时空，仿佛回到了童年。

从2017年开始，“乡村艺术嘉年华——姥姥家看大戏”已
成功举办4届，人们不仅能领略黄山店村秀丽的自然风光、浓
郁的人文风情，更能亲身参与乡村文化活动，在青山绿水中
慰藉乡愁，感受乡情。

本报电 （记 者 郑
娜、赵珊） 记者从文化
和旅游部获悉，根据中
共中央关于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部
署安排，文化和旅游部
将举办一系列主题文艺
活动，组织实施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舞 台 艺 术 精 品 创 作 工
程，精心筹备优秀舞台
艺术作品展演、主题美
术作品展览，组织创排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努
力推出一批展示百年辉
煌 历 程 的 优 秀 艺 术 作
品 ， 营 造 共 庆 百 年 华
诞、共创历史伟业的浓
厚氛围。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
精 品 创 作 工 程 包 括

“三个一百”，即重点
创作扶持 100 部近年来
新 创 的 优 秀 舞 台 艺 术
作 品 ， 重 点 打 磨 提 升
100 部经过时间和观众
检验的优秀舞台艺术作
品 ， 重 点 创 作 扶 持 小
戏 、 歌 曲 、 舞 蹈 、 曲
艺、木偶、杂技等小型
作品 100 个。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
题美术作品展览，将汇
聚中国美术馆及各地美
术馆的一批馆藏精品以
及一批反映党的十八大
以来重大成就、重大事
件、英模人物的优秀现
实题材美术作品，共计
400 余件，将于 6 月中
旬在北京展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文艺演出，将以情景史
诗的形式，突出表现中
国共产党奋斗、奋发、
奋进的光辉形象，呈现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不懈奋斗的辉煌
历程。

另外，文化和旅游
部将于 4月至 10月在全
国组织开展“唱支山歌
给党听”大家唱群众歌
咏 活 动 及 配 套 公 益 讲
座、惠民音乐会、快闪
等。推出一批红色旅游
精品线路，举办一系列
有特色、有亮点的红色
主题展览、主题宣讲活
动，挖掘红色精神内涵，
扩大红色文化传播。

艺术乡建
添彩乡村⑤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3月26日，北京语言大学鲁迅与
世界文化研究院成立仪式暨首届鲁迅与世界文化论坛举办，
30余位中外学者和近百名师生参加了活动。

2021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北京语言大学鲁迅与
世界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旨在借助自身国际化资源和深厚学
术传统，与海内外有志之士一道，继承与发扬鲁迅精神，打
造新时代鲁迅文化精神的研究高地和传播中心。鲁迅长孙周

令飞受聘为研究院院长。
在随后举行的首届鲁迅与世界文化论坛上，中外学者围

绕“鲁迅的觉醒者身份”“鲁迅的国际影响力”“后疫情时代
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鲁迅与世界文学”“鲁迅与中国国
家形象建构”等话题展开了探讨。丹麦汉学家曹伯义表示，
鲁迅是20世纪东亚地区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很多作品被
翻译为欧洲多种语言，受到读者喜爱。鲁迅的故乡绍兴与丹
麦作家安徒生的出生地欧登塞市已结为姐妹城市，充分说明
伟大作家是两国人文交流的纽带。

春暖时山清水秀，炎夏中幽静怡人，金秋时满山红叶，坡峰岭就是这样一派京郊生态好风光。然而谁能想到，不过十几年前，这里还是
一片人人嫌弃的荒山。村民口中的“破破岭”如何变成游客争相打卡的“坡峰岭”？事情还要从十几年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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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背篓红色背篓””引引领绿色转型领绿色转型
赵 叁 文/图

北京语言大学鲁迅与世界文化研究院成立北京语言大学鲁迅与世界文化研究院成立

用作品致敬抗美援朝英雄
本报记者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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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黄山店村“姥姥家”民
宿院内景色
图②黄山店村村口风光
图③黄山店村“姥姥家”民
宿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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