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第十七届群星奖大赛是辽宁
群众文化的一个缩影。本届群星奖
获奖作品，取材贴近时代、贴近生活，
让群众唱主角。

在获奖的 44部作品中，沈阳有 1
部作品入列。大连《阳光下前行》《喊
海》《根不能忘》《村风送暖》和《送劳
模》5部作品获奖。打击乐《阳光下前
行》是以朝鲜族农乐锣鼓为基调，以
朝鲜族杖鼓为主，融合大堂鼓、架子
鼓等诸多音乐元素，通过众鼓和声的
表现手法，讴歌党的百年辉煌历程和

新时代的盛世华章。长海号子《喊
海》以渔歌为演唱形式，在一唱三叹
的渔歌互答中表达情感，在与大海
的抗争中展示人的力量。而小辽剧

《村风送暖》通过喜剧的表演方式，
向人们展现了党和政府关心群众浓
浓深情，展现了乡村振兴的感人故
事。《送劳模》通过百姓到村口送劳
动模范“第一书记”的场景，反映了
党的脱贫攻坚政策在农村所取得的
成绩。

阜新有4部作品获奖，群舞《唢呐

情》描绘了唢呐匠人美丽动人的爱情
故事和他们对唢呐艺术的热爱。单
弦表演唱《唱响中国梦》，表达了中华
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努力奋斗的精神。而《草原
的太阳》是双排键、马头琴与萨克斯
合奏，《未见》是男声二重唱，而女声
独唱《她为人民谋幸福》是阜新市群
众艺术馆与东港市文化馆共同合作
完成的作品。

此次丹东有 6 部作品获奖，其中
包括《就听党的话》《鸭绿江》《山歌》

《朝鲜族花甲礼》等。
锦州6部作品获奖，其中包括《剪

花》《黑土情》《星空对话》《人民·江
山》《奇缘》《商机无限》。

据介绍，辽阳、盘锦、铁岭、营口、
鞍山等市也有多部作品获奖。

专家认为，此次群星奖评奖的举
办，推出了大量优秀群众文艺作品，
对繁荣我省群众文艺创作，促进群众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提升我省全民文
化艺术素养，激发我省文化创造活力
起到了积极带动作用。

贴近生活让群众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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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近日，由辽
宁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的第
十七届群星奖

评奖落下帷幕，《星空对
话》《婆婆还乡》《顺溜儿看
瓜》等 44 部作品获群星
奖。与往届相比，这届获
奖作品既有地方特色浓郁
的小辽剧，又有群众喜闻
乐见的曲艺，还有京剧、评
剧，汇聚了近年来全省群
众文化艺术创作的优秀成
果，展现了百姓的新生活，
呈现出我省人民昂扬向上
的精神风貌。

你知道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
瑞牺牲时的壮烈场面吗？你知道抗
美援朝时期劳模孟泰守护高炉时是
怎么说的？新近出版的《解放战争时
期东北地区英模谱》《新中国成立初
期东北地区英模谱》中给出了答案。

省档案馆用3年时间编著的这两
部书，依据档案资料讲述解放战争时
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836个
英雄模范集体和个人故事，真实再现
了烽火岁月和火红年代的历史风貌。

馆藏红色档案呈现历史原貌

“董存瑞抱着炸药包，紧贴着桥
沿迂回到桥下，桥身有四五尺高，把
炸药包放在地上炸，不会发生作用，
他咬着牙，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头向
左边一偏，右手用力地拉动了导火
索。‘轰! ’战地一片死沉的寂静……”

“郭俊卿第一次接受重大任务的
考验是在194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下
着雪。班长命令她和另一个同志到
60里外的白音木图，去调部队星夜赶
回来执行任务。这个任务不能超过4
个钟头！郭俊卿借着雪光，在大山沟
里奔驰，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刚
回到家附近，马就累死了。”

“每当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孟泰
就把铁钳装进口袋里，抓起一根早就

准备好了的铁管子，爬上高炉的平台，紧
紧地盯着总水门。他告诉工人们，总水
门是高炉的心脏，如果有特务来破坏，先
一管子结果了他……”这是《解放战争时
期东北地区英模谱》《新中国成立初期
东北地区英模谱》依据档案材料呈现
的董存瑞、郭俊卿、孟泰的故事片段。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英模
谱》辑录了 517 个英雄模范集体和个
人的事迹，讴歌了战争年代在东北这
片热土上，英雄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感
人事迹。《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
英模谱》辑录了319位英模，记述了新
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在经济恢复
与建设过程中，各行各业涌现出的英
雄模范及其先进事迹，展现了英模们
艰苦奋斗、忘我奉献的崇高精神。两

书选取当时的相关报道或档案原件作
为深度阅读的链接资料，以便人们在
了解这些英模人物的同时能更好地理
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翻阅书页，你会发现，每一位英
模都是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一员，却谱
写出一曲曲不平凡的生命赞歌。这
些人物汇聚成一团团炽热的火焰，照
亮了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

展现老一辈英模精神风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提出了
“让东北工作先走一步”的战略方针，集
中一切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建
设东北，尤其重点发展东北的工业。正
是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涌现出许许多

多的英模人物。省档案馆重新梳理英
模的档案资料，真实而鲜活地呈现“当
代花木兰”郭俊卿，“剿匪英雄”杨子荣，
全国著名劳模孟泰、马恒昌、王崇伦等
耳熟能详的英模人物形象，讲述了许多
不为人知的英模故事，重温一段段珍贵
的红色记忆。“讲好东北人自己的英模
故事，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发展的需要，
对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省
档案馆副馆长欧平说。

看过这两部书，省委党校教授王
建学认为，书中以翔实的史料对历史
进行了高度还原，真实可感。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英模故事，不仅包含着我
们“从哪里来”的密码，而且标定出我
们“走向何方”的路标。“英雄模范是
国之栋梁、社会中坚，他们所展现的英
模精神有着跨时代的魅力。”王建学说。

在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理事李
姝看来，书中除用文字记述这些英模
们的先进事迹外，在每部分结尾配以
当时报刊登载的英模事迹连环画，图
文并茂地展现老一辈英模精神风貌，
这样做很“活”，“以历史情景再现的
方式让人们真切体悟人物思想，让档
案中的历史更加鲜活生动”。

欧平表示，省档案馆正在用新的
视角发掘梳理馆藏红色资源，档案里
的英模故事要继续讲下去。

两部白描先进人物的主题图书同时出版

836个故事勾勒东北英模群像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已经进入 7 月，作为一个国产
剧迷，如果让我来盘点上半年的
国产剧，有这样一个感受：虽然从
结构上看跟往年差不多——少数
头部好剧，少数不值一提的尾部
烂剧，大量不好不坏的中段平庸
之作，但与往年不太一样的一点
是，很多中段作品，都有一个不错
的起笔，本可以成为不错的精品，
却在开播之后或者开播一段时间
之后一路走低，最终暗淡收场。

我把这称之为“半部好剧”现
象，它们到底败在哪？详细分析
一下：

有一类剧是靠演员阵容先声
夺人的。比如《相逢时节》，由在

《人世间》献上精湛演技的雷佳音
与在《我的前半生》中成功演绎职
场 精 英 的 袁 泉 联 袂 出 演 男 女 主
角，再加上“顶流”张艺兴出任男
二号，算是“三重保险”了，可剧情
过于离奇，让观众无法相信更无
法共情。比如《追爱家族》，是郭
京飞、谭卓继去年大火的现代谍
战剧《对手》后的第二次合作，很
多观众都是从《对手》直接追过来
的，可剧情实在过于奇葩，在《对
手》里 那 么 聪 明 的 一 对“ 间 谍 夫
妇”到这剧里一下子变傻了。还
有《重生之门》，男一号是正当红
的青年演员王俊凯，男二号是公
认的“老戏骨”张译，再加上足够
吸引人的盗窃犯罪题材，本来应
该大火一把，可最终这剧却毁在
了男一号毫无演技、波澜不惊的
一张脸上。可惜了这些演员，再
好的演技也会被“流量”拖累、被
荒唐的情节消磨殆尽。

有一类剧是靠情节和人物设
置吸引人的。比如《欢迎光临》，
讲的是一个酒店门童和空姐的爱
情故事。这些年，大量悬浮剧的
出现，让生活剧中只有夜店、party，
没有真实生活，只有霸道总裁、精

英白领没有普通人，早就让观众
反感了。《欢迎光临》的出现，一度
让网上一片叫好声，说终于有讲
述“小人物”的故事了。但是往后
再看，情节越演越没劲，创作者不
想靠离奇荒诞取胜，最终却败在
了琐碎和无聊上。

还有一些剧选择了很吸引人
的剧作类型。类型剧往往是收视
率的保证，比如谍战剧、医疗剧、
刑侦剧，都有各自的拥趸。只要
符合类型剧的内在规定性，哪怕
中 规 中 矩 ，也 能 有 不 错 的 收 视
率 。 但 难 也 就 难 在 这“ 规 定 性 ”
上，类型剧就得原汁原味，硬往里
塞其他作料，肯定不成。比如最
近正在播出的医疗剧《关于唐医
生的一切》，讲的是心脏外科医生
的故事。上周一开播，看着还不
错，我当时就担心：接下来可千万
不要硬加感情戏啊。可后来的发
展，还真被我说中了，煽情的内容
一多，味道就变了。

总结起来，“半部好剧”的产
生，还是没有遵循艺术创作规律
的结果，演技也好，流量也好，热
门题材或者存在市场缺口的潜在
热门也好，都只是加分项，如果不
能认真经营剧本，不踏踏实实体
验生活、认认真真写好故事，还是
不行。

但 是 ，我 还 是 要 把“ 半 部 好
剧”当作一个有积极意义的现象
来看。这半个“好”要给予从业者
在题材广泛性上的开拓、对既往
电视剧创作不良风气的反思。相
比于电影和舞台剧，电视剧的观
众更多，可以探索的题材和类型
更多，可以呈现和铺展开来的生
活画卷也更丰富。近年的一众爆
款剧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
个 令 创 作 者 施 展 才 华 的 巨 大 空
间，相信未来一定会产生更多令
人惊喜的好作品。

“半部好剧”分都丢哪了
高 爽

蝉鸣阵阵。7 月 11 日一大早，
绥中县永安堡乡西沟村村民叶德岐
戴上草帽、拎起水瓶，又踏上了巡护
西沟野长城的山路。

叶德岐今年67岁，从2011年开
始担任绥中县长城看护员至今，已
经 11 年了。他分担的锥子山长城
西沟段大约长4公里，基本上每天得
走一趟，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他都非常熟悉。虽然每年只有 600
元补助，但他守护长城的热情丝毫不
减。也许是常年爬长城的缘故，叶德
岐身材瘦削、步伐矫健，一会儿工夫，
就把记者甩在了后边。

随着山势渐渐陡峭，山路两侧
的杂草也越发深厚浓密。叶德岐一
边在前边引路，一边不时大喝两声，

“这是故意弄出声响，把草丛里的蛇
惊走。”他向记者解释。顶着烈日，
拨开杂草，登上城墙，记者已经是汗流
浃背了，但是眼前的景色却越来越
美。远山辽阔，层峦叠嶂，长城随着山
势蜿蜒起伏，远处的烽火台、近处的敌
台尽收眼底，尽管历经数百年沧桑，
但古老长城还保持着基本的样貌，
掩不住巍峨壮观的豪迈气势。

“这是原汁原味的明长城，‘三
龙聚首’的地方。”叶德岐自豪地告
诉记者。原来“三龙聚首”，指的是
长城自锥子山分成三路，成“丁”字
形布局，一路向南，经九门口长城、
山海关入海；一路向西，经八达岭连
接嘉峪关；一路向东，经小虹螺山、
龟山长城，直达丹东虎山长城，恰似
三龙聚首，在祖国万里长城中是绝
无仅有的一大奇观。

站在山巅，感受辽宁西沟长城
的险峻雄伟，让人难抑心潮涌动。
抚摸着厚实的古旧长城砖墙，记者
试图穿越时空，去感受“铁马冰河入
梦来”的悲壮和豪情。

西沟长城被誉为“最美野长
城”，每年春夏秋都会引来许多游客

和摄影爱好者，这时候也是叶德岐
最忙碌的时候。指着敌楼拱形石门
旁“某某到此一游”的字迹，他说，看
到游客上山，自己总会不厌其烦地
提醒，不要破坏长城一砖一瓦、不要
乱扔垃圾、不要乱涂乱画……

有一次，叶德岐看到两个小伙
子从山上下来，扛着一大块长城砖，
他立即上前拦住，请他们遵守《长城
保护条例》，爱护长城资源，一边拿
出手机准备录像，两个小伙见状连
忙道歉，匆匆离开，最后叶德岐将这
块长城砖背回到山上原处安放好。

“这都是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宝
贝，半块砖头也不能动。”叶德岐一
边说着，一边随手捡垃圾。从小在
西沟村长大，他对长城的感情很深，
祖上与长城也有深厚渊源。西沟村
村民大多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率
领的戚家军的后裔。400 多年前，
戚继光率领浙江义乌兵来到这里，
修建长城，镇守边关。现在附近村
落的五大姓氏，叶、曹、金、胡、王都
是戚家军的后裔，叶德岐也是其中
之一，附近敌台“叶家楼”就是叶家
先祖驻守之地。前些年，叶家有人
回到老家义乌市义亭镇叶前村，在
地方志里查到了叶家的家谱，屈指
算来，戚家军后人到叶德岐这一辈
已经传承了27代。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
祖国美丽的长城，可又担心长城因
此被踩踏破坏。”下山的路上，叶德
岐向记者表达了自己复杂的心情，
还一再叮嘱记者，“你们身上的担
子很重，要多呼吁宣传，让大家都
珍惜长城、爱护长城。长城是西沟
村人的骄傲，更是国家的宝贵财
富。”

让叶德岐欣慰的是，西沟至大
毛山长城几个敌台的保护维修工
程，已经列入葫芦岛市长城保护计
划，维修方案正在编制中。

走，跟着看护员巡护野长城去
本报记者 商 越

现场 XIANCHANG

有歌有剧有舞群众文艺星光灿烂
省第十七届群星奖评奖结果公布 44部作品获奖

本报记者 杨 竞

群星奖是群众文化领域政府最
高奖项，每 3 年评选一次，今年是第
十七届。多年来，我省群众文化事
业以人民为中心，广泛开展群众文
化活动，特别重视群众文艺精品创
作，创作了众多主题多样、特色鲜明
的群众文艺精品，彰显了历史底蕴
和时代风貌。

本届获奖作品主题鲜明，形式多
样，不仅关注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
文化，而且关注新时代、关注乡村振

兴。其中，有讴歌伟大抗疫精神的
作品，有歌唱祖国美、家乡美的作
品，也有反映辽宁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喜人成绩的作品。比如
对唱《星空对话》是一首抗疫题材歌
曲；表演唱《城里的哥哥进山来》讲
述了扶贫干部带领村里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故事；群舞《剪花》以舞蹈
的形式，形象地将医巫闾山满族剪
纸的独特艺术风格展现出来；群舞

《满族鼓舞》是抚顺满族群众喜闻乐

见的一种民间鼓舞鼓乐形式；影调
戏《婆婆还乡》讲述了文化馆退休舞
蹈教师白婆婆放弃城里舒适生活，
不顾腰椎疼痛重回老家香洼村为村
民辅导舞蹈，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
故事；拉场戏《顺溜儿看瓜》具有浓
郁的地方特色，用幽默、夸张的手法
讲述了新农村农民科学种田、追求
科技引领经济发展的故事；群口快
板《祖孙三代唱党歌》为庆祝建党100
周年特别创作，4位演员是一家人，以

爷爷、爸爸、姐姐分别给幼儿园小朋
友讲红色故事的形式歌颂建党百年
的光辉历程；西城派东北大鼓《奇缘》
沿用了锦州西城派东北大鼓的传统
曲调，融入了现代音乐和舞台元素，
表现形式上推陈出新，以传承发扬非
遗文化为主题，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这些传递向上向善正能
量的作品，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艺
术感染力，受到专家评委和观众的一
致好评。

关注新时代关注乡村振兴

劳模马恒昌研究出省工时的“套
子活”方法。 省档案馆提供

劳模王崇伦下班不回家，整夜
留在厂里搞革新。 省档案馆提供

表演唱《城里的哥哥进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