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晨阳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电影、电视艺术在

漯河的文艺工作者眼里几乎高不可攀，其艺
术特性的特殊要求让人望而生畏，产品面世
的门槛之高又令我们这个在县级市基础上，
升格为省辖市的艺术家们望而却步。所以，
这个门类的文艺创作在漯河不但从业者少，
甚至连敢于尝试者都不多。曾经以漯河的名
义生产的电影 《走不完的路》、《安监局长》，
电视剧《日出日落》、《生死较量》，戏曲电视
剧 《岗九醒酒》、《白发亲娘》 等，要么是与
外地的生产单位合作生产，要么是漯河创作
的剧本由于当地无条件完成，只好由其他影
视制作单位完成。说到底，影视文艺作品的

生产在漯河是一块短板。
“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

法》 和正式实施，使电影摄制的门槛降低，
同时，市委、市政府对文化投入力度和文艺
精品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这对漯河有志于
电影、电视艺术创作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无
疑是最好的激励，也将对我市影视业的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市知名剧作家余飞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影视创作生产虽
然曾是漯河的短板，但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
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广大文艺工作者
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电影产业促进法》的
出台，更是激励他们敢于突破局限，敢于向
着影视创作这项尚不熟悉的领域进军。由漯

河投资、漯河创作、主创人员大部分都由漯
河籍艺术家担纲完成的戏曲电影 《白发娘
亲》 的完成，并获得国家广电总局发行许
可，标志着漯河的影视作品生产完成了由合
作生产到漯河制造的蜕变。已经开机的 《二
师兄来了》、《博士还乡》 及许多已经上线或
正在摄制的微电影等，都标志着漯河影视行
业已经进入蓬勃发展发态势了。”现在已经完
成和正在进行的这些影视作品，不仅强化了漯
河的本土特色，还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主要内容，必将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欢。

“以前拍影视剧很多都不赚钱，现在随
着影视市场的成熟，人们认识的提高，将会
出现越来越多的投入和产出成正比的影视剧

作品。”余飞说。当然，漯河城市小，影视创
作和生产起步晚，人才队伍相对薄弱，同
时，作为产业培育，漯河的市场还有待开
发，投资渠道也有待于理顺。但我们相信，
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有漯河广大影
视从业者的共同努力，我们蓄势后发，完全
有能力创作并拍摄出既叫好又叫座的影视精
品。这就需要我们的影视从业人员深入生
活，扎根群众，深刻体会，塑造个性化人
物、说接地气的语言、讲出漯河好故事，制
作出来市场欢迎、观众爱看、党和政府满意
的影视文艺精品，从而让漯河制造的影视作
品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优秀作品一样绽放在漯
河文艺的百花园中。

蓄势后发 多出精品 ——知名剧作家余飞谈影视创作

■王秋霞
因父辈就是行伍出身，我从小就感受到来

自五湖四海的军人亲如兄弟的战友情谊。他们
无论谁回老家探亲，必定把附近战友的家人看
一遍，报个平安，带个祝福。我被军人团结就
是力量的品质所感动，也找了位军人作为伴
侣，希望同心同德地过一辈子。也许受遗传影
响吧，我的孩子也非常喜欢看与军人有关的电
影。特战队员面对枪林弹雨临危不惧，凭着高
超的本领、协同作战的默契，最终取得胜利的
镜头。最精彩的是我方特种兵危机四伏时，两
两一组，背靠着背，端着抢，是那么的淡定、
机敏和威严。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兄弟，
我把后背交给你。

这是何等的信任啊！
工作中，由于我的认真和好强，曾经以裴

多斐的名言“我宁愿以诚挚获得一百名敌人的
攻击，也不愿以伪善获得十个朋友的赞扬”来

处事，曾引起很多人的误会，出现被排斥的局
面，我心里很是伤心。十岁的孩子看我愁眉不
展，长叹一声说：“妈，你是没有遇到钟子期
呀！”这孩子竟能体会到我的“曲高和寡”和

“高处不胜寒”，让我心中腾起些许欣慰。
当孤独或不被人理解时，我喜欢听彭丽媛

唱的《二泉映月》：“平生事啊难回首，岁月消
逝人烟留。年少青丝转瞬已然变白头。苦伶仃
举目无亲友，风雨泥泞怎忍受。荣辱沉浮无怨
尤，荣辱沉浮无怨尤。惟有这琴弦解离愁
……”这首歌充满了极致的凄美，时而低沉平
稳，时而激扬舒缓、顽强自傲。如泉水流畅，
把那略带悲伤的曲调、对人物命运的叙述及内
心的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让我身临其境
般，如同那眼盲艺人背着琵琶走出巷口步上石
桥，夜风吹着我的衣衫，淡淡的月光映着我疲
惫的身影。听着听着，泪水就会无声地溢出。
思索着，我可以把后背交给谁？

趁着和朋友们聊天的机会，大家都真诚地
帮助我排除心中的郁结，让我别介意人生中的
小挫折，鼓励我只要行得正、站得直，问心无
愧就行，但要注意与人沟通的方法和技巧。我
真心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我要用诚挚之
心来面对世人。

我告诉朋友们，把后背交给他们，我放
心，朋友们听了好感动。信任是一种极为高尚
的情感，在这繁华的世界里，难得而弥足珍
贵。艾琳·卡瑟说过：诚实是力量的一种象
征，它显示着一个人的高度自重和内心的安全
感与尊严感。我相信“诚者，天之道也；思诚
者，人之道也”，纵然没有刀、没有箭，后面
只是一马平川，倘若没了依靠、没了勇气、没
了温暖，这样的生活生不如死。真的希望许多
后背靠在一起，围成一座城墙，同御风、齐挡
雨、共进退，成一座静止的山，成一条长流的
河。

我把后背交给你

■王秀根
小时候，农村没有电视，母亲常给我讲天

安门的故事。从那时起，我便知道毛主席就是
站在那里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
心中满是敬仰，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特别希望
有一天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感受它的神圣。

慢慢长大，家里的日子渐渐好了，从电视
上看到了那神往的地方。有一天，我突然问母
亲：“您去过天安门吗？”母亲先是一愣，然后
微笑着摇摇头，电视不是看见了吗。母亲的淡
然让我那肃然起敬，也正是那一刻，我暗下决
心：有朝一日，一定让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的
母亲登上天安门城楼。

2007年我成家了。我和妻子心有灵犀地选

择了去北京旅游结婚。出发前，母亲一样一样
地帮我们收拾行囊。妻子心直口快：“妈，您
去过北京吗？”我突然紧张起来，只见母亲把
白发捋上了耳侧，头也不回地说：“妈没去
过，等你们生活条件好了带妈去！”屋里的空
气好像一下凝滞了，妻子看了我一眼，忙接了
一句：“那我们一起去吧！”母亲忙说：“三春
不赶一秋忙，以后有工夫再说吧，妈可不给你
们当“电灯泡”。我和妻子相觑而立，直愣愣
地站在那里。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我心里空落落
的。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拉着我的手说：

“我答应你以后单独带妈来。”我们四目相对，
曾经年少懵懂的许诺再次刺痛我的心灵，我轻

轻告诉她：十年前我就曾和母亲许诺工作后就
带她来，却一直没有实现。那之后，我因公出
差又去过两次北京，阴差阳错间，答应母亲的
事儿仍是一直没有实现。

今年初夏时节，看着年逾花甲、白发满头
的母亲，我陡然意识到践诺应是我必须马上做
的头等大事。为实现既看到盛景又不让母亲忍
受拥挤的痛苦，我安排好手头的工作，我和妻
子带母亲坐高铁来到北京，登上了她向往几十
年的天安门城楼。背已有些驼的母亲静静地站
立在天安门城楼上许久没有说话，好像回到了
那个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激情年代。走近母
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母亲早已泪流成
行……

母亲登上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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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心灵随笔心灵随笔

■■儿女情长儿女情长

■李荣仙
天上飘逸的五彩云霞，是我心中祝福的虹
欢声唱着甜美的歌谣，那是我无法唱出的心愿
地上高高矗立着党旗，那是我最美丽的欢喜
党旗迎风飘扬，喜迎党的生日
我们的七一，要把九十六年前那个奇迹
篆刻在中国人的心壁上
我要把最美的词汇，献给从荆棘中走来的党旗

最美的祝福

国画 五龙戏水 娄和贵 作

■马 文
镰刀斧头、非凡组合，你唤醒了国人的迷惘
历尽沧桑、风云激荡，你走过了九十六个华章
硝烟弥漫、隆隆战场，你书写了胜利的辉煌
挺拔浮雕、头颅昂扬，你代表了党的形象
钢铁意志、有力臂膀，你托起了中国的脊梁
改革创新、崭新思想，你指引了革命的方向
灾难肆虐、战天斗地，你治好无数创伤
昔日家园、一片破旧，你换上了新装
腾飞蛟龙、世纪荣光，你巍然屹立在东方
铁流滚滚、一往直前，你战胜了魑魅魍魉
披着朝霞、闪着光芒，你憧憬着人类的希望

党的生日歌

■柴奇伟
“现在发个通知：全村的党员干部注意

啦！听到广播后，抓紧时间到村室开会。”听
到广播后，正吃饭的父亲赶紧丢下碗筷往外
走。看到父亲往外走，母亲总是抱怨父亲，说
家里一堆活，他却只想着开会、忙村里的事。

父亲年轻时当过村里的干部。那时候，一
天到晚，他不是在村室开会，就是忙着处理村
里的大事小情。就是在家吃饭，也有人跟着。
听父亲说，他当干部那会儿，不像现在纪律这
么严，村里不管谁家有宴席，或是有酒场儿，
总会把村干部请到场。因为喝醉酒，父亲经常
闹笑话。听母亲说，因为喝醉酒，父亲丢过新
棉袄；因为喝醉酒，父亲躺过麦秸垛。有一

回，父亲喝醉酒，竟跑到了二十几里外的村
子。第二天酒醒时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人问起
时，父亲不好意思地说他走亲戚了。

后来，父亲不当干部了，提起父亲，村里
人总是交口称赞。母亲信奉基督教，不知是在
教会受的影响，还是咋回事，她非得让父亲信
奉基督教。父亲听后生气地说：“我是党员，
党章里有规定，不能改变信仰。”

有一次，我回到家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证
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市里给父亲发的优秀党
员荣誉证书。当我向父亲问起此事时，父亲淡
淡地说：“就是个证书，不能骄傲。”

前天，邻居对父亲说，广场上发被子。父
亲听后说：“我不去，这些被子是发给贫苦户

的，我又不贫困，不去。”
每到春节，村干部总会通知父亲领东西。

每次去，村干部总是说先缴党费，再领东西，
不管别人咋样，父亲总是积极地、认认真真地
先缴党费。

春节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有陌生人到家
里做客。后来听父亲说，这些人原来是村子里
的人。后来，因为招工或是当兵离开村子，在
外面成家立业了。提起父亲，他们总是说，要
不是父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父亲听后总是
说，这是他们有才能，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有人说，父亲是山，深沉而又高大。在我
看来，父亲就是一面镜子，时刻提醒我要做一
个正直有信仰、对别人有用的人。

我有一个党员父亲

■本报记者 陈思盈 于文博
2016年，我市影视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自习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以

来，我市影视剧创作团体和个人认真贯彻学习
党的各项方针、路线和政策，创作出了一批既
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作品。同时，我市影协坚持

“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带领广大会
员，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今年3月1日，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
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
法》正式实施，它的实施，使电影摄制的门槛
降低。电影产业促进法对电影创作、摄制，电
影发行、放映，电影产业支持、保障、法律责
任等分别作了详细规定，为我国电影产业走入
法治时代、为向电影强国迈进提供了政策引导
与法律保障。同时，也让我市的影视业迎来了
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本土优秀作品涌现
更多剧组来漯取景

近年来，在不同的媒体平台，漯河人都可
以看到有关本土影视剧的信息，漯河也涌现出
了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和影视人才。

《白发娘亲》、《字圣传奇》、《陌默的

爱》 ……2016 年全年，影视剧中的“漯河制
造”越来越多，其中有戏曲电影，有动画、微
电影等，涉及题材广泛，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
和教育意义。其中，戏曲电影《白发娘亲》的
投资方、编剧、导演均为漯河人，主要演员一
半以上为漯河人，外景拍摄地也选在漯河，是
一部真正属于漯河的影片。

漯河影视作品凭借优秀的质量获得了赞
誉，也成功吸引了影视界人士的关注，作品呈
现出的漯河风情也引来了许多外地剧组前来取
景。今年 6 月份至今，就有两部影片在漯开
机。6 月 5 日，影片 《二师兄来了》 在漯开
机。6月26日，影片《博士还乡》在漯开机。

《博士还乡》的总制片人王新法表示，在随后
的拍摄中，影片的部分拍摄地将设在漯河。

专业影视人走上舞台中央

与《白发娘亲》相同，我市很多本土作品
的创作者也都由漯河人担任，影视产业的发
展，也使一批职业影视人走到了舞台中央，他
们用自己的专业和智慧，为漯河的影视业增光
添彩。

张明是漯河人，从 2003 年起，他一直在
北京从事影视业工作，期间曾做过编剧、导

演、制片人等。2017 年初，张明在漯河成立
影视公司，并作为影片 《陌默的爱》 的出品
人，开始为拍摄准备，目前该片剧本基本完
成，正在与主创人员联系拍摄档期。“近些
年，漯河的变化很大，优美的风景和丰厚的人
文底蕴，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剧组来漯拍摄，

《陌默的爱》大部分取景就在漯河，我对漯河
影视业的前景十分看好。”张明说，以后，他
会将工作重心逐渐转回漯河，整合自己在北京
的优秀影视资源，创作出更多贴近漯河的作
品。

更优秀、更专业
漯河影视正走向正轨

李博是一名导演，已经从事影视文化行业
十年，目前是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会

员、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2006 年，李博
大学毕业后回到漯河从事影视相关行业，至
今，已经拍摄二十多部微电影，拿过不少奖
项。他认为，目前我市影视文化产业还在起步
阶段，拍摄作品大多属于订单式的影像服务，
作品多为需要宣传的单位、企业进行量身定
制。

“虽然还处在初步阶段，但已经开始向正
规阶段迈进。”李博说，2014年前后，我市的
影视文化产业开始受到关注，2016 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正规影片来漯拍摄，我市也拍摄了
一部分正规影片，我市的影视文化产品正在迈
向正规化、专业化。

近几年，我市陆续有一些影视公司成立，
他们为从事该行业的人员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
位，从影视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回家工作、创
业的更多了。

漯河影视文化产业小荷才露尖尖角
■刘云鹏
夏日逢雨，是一件十分酣畅淋漓的事情，我

喜欢夏雨带来的那份凉意和惬意，哪怕之后是更
可怕的炎热。

其实，我不相信很多人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
喜欢雨，却更相信很多人只是喜欢看雨听雨，像
我一样，不是真的爱雨。我不曾见过有人在下雨
的时候兴奋地冲入雨中，不顾一切，欣喜若狂。
更多的人是在逃避，逃之夭夭，躲在花伞下，躲
在窗台前，躲进小屋里，明明是在逃着她，躲着
她，还偏偏要说自己很爱她？看雨、听雨，不过
是喜欢看和听而已，沉溺于视觉和听觉的感官享
受里，不是真喜欢。真爱雨者，虽雨如瓢泼而无
半点躲闪之意，顺性而走，恣情享受，因其爱雨
之真之纯也。首先申明，我对雨绝对是假爱，我
只可以欣赏雨的诗意，却不喜欢她带来的泥泞和
潮湿。

因为我是假爱，所以我不会在下雨的时候，
为了彰显诗意而选择雨中漫步。雨中漫步，其实
并不是只有神经病才会做的举动，一般需要满足
两个前提：一是雨下得不大，二是至少要两人一
起。如果以上两个前提都不成立，那么建议你还
是奔波在雨中，慌里慌张或者小心翼翼，任老天
嘲弄你的风尘仆仆，任其他人或诗意或慌乱地从
你身旁经过。

听雨和看雨，也有些学问的。白天，最适合
看雨，晚上，最适合听雨，当然有没有这样的福
分，还要看老天给不给面子。

白天下雨，可以站在窗台前，看那或大或小
的雨滴从天上掉下来，或如绳线或如烟雾。看大
街上的形形色色的人，或是因为一场突然的雨而
乱作一团，或是撑着各式各样的雨伞演绎着一张
张风景画，或是几个人共用一把伞风雨同舟，或
是绵绵细雨中很多人悠然自得、若无其事。这个
时候，仿佛自己就是主宰这个世界的神，站在众
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观望世间的悲欢离合，时而
皱眉时而微笑，只是不语。偶尔也会胡乱地想着
一些问题：这些可怜的小雨点在掉到地上的一瞬
间，需要承受多么大的力道和伤害，每滴雨在落
地的时候都要以受伤为代价吧？

夜晚逢雨，最好是在入梦之后，然后在梦中
被雨声叫醒。这个时候眼睛用不上，鼻子用不
上，嘴也用不上，只能用耳朵倾听，整个世界仿
佛只有雨的声音。或静谧，或暴戾，静静地听雨
点“啪嗒啪嗒”敲击窗户时发出的不规则响声。
其实这是一种陶醉，被雨扰了清梦，然后醒来，
又进入另外一个梦境，这个梦里到处都是雨的元
素。聆听雨，可能使人烦躁，也可能使人宁静，
至于最终会表现出何种效果，主要是看听雨人的
心情和性情、修养和品位。

雨过天晴，那是最好的时候。这时，天上可
能还有几片乌云留恋着不肯离去，地上可能还残
存着一些积水在洼地里歇息，但是阳光已经迫不
及待地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了，偶尔你还会看到
美丽的彩虹。终于，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新
的时代开始了。坏的心情该收场了，好心情要上
场表演了。沉溺于雨的诗意里的人也该清醒了，
不论雨后是炎热还是凉爽，新的生活都已经开
始，新的远方已经在不远处向你招手。

夏日逢雨

■张素琪
真的很感动，是那种纯粹而饱满的感动。
早上做饭，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爱人说

他接到屈老师的电话，有个关于我的“省级学科
带头人”的投票，别人已轰轰烈烈投几千票了，
而我还不知道。打开手机，学校微信群里已开始
帮我投票，相熟的朋友也已经开始转发，我一时
竟有些手足无措：是转发让朋友们参与投票，还
是顺其自然？

之所以有这样的纠结，和自己对“投票”的
认识有关。最开始我对“投票”很反感，甚至是
抵触的，一直固执地认为：这投出来的票，到底
能反映出什么，意义何在？慢慢地，这样的活动
多了，只要看到，操作不太麻烦，我都会投，举
手之劳成人之美嘛。至于意义，生活中哪有那么
多意义？

带着些许忐忑与羞涩，我在朋友圈和师范同
学群里转发了一下，平时静悄悄的群里，顿时热
闹起来：有祝贺的，有转发的，有出主意想办法
的……闫同学竟在他的战友群里写着：投一票
吧，她是我的初恋！并截图给我看，机智如我立
马回应：这张截图我保存了！哈哈！是不是初恋
暂不考究，同学们的关爱的确让我有初恋般的甜
蜜啊。

那边亲戚朋友也开始了激烈的投票和转发。
姨夫和二姨都在他们的同学群里发出了倡议请大
家投票，可以想象，一群戴着老花镜的老头儿老
太太帮我投票的情形。红姐转发说：请为我妹妹
投票。姐姐在他们学校群里转发。弟媳转发说：
为我嫂子投票。小叔子祝贺我，并给我发了个大
红包……

投票进行至此，其意义已远远超出投票本
身，我分明感受到的是亲人、朋友、同学和同事
们对我的爱和关怀。平日里的我倔强、执拗，不
和气，也不善交际，从来没有在朋友圈替人转发
过什么，可亲爱的你们却在生活的静水流深处，
不动声色地关注着我、支持着我。这些美好以及
感恩，有时是语言和文字也无法抵达的，但我依
然选择了文字，对你们说声：谢谢！谢谢很轻，
也很重。

我会把这些情和爱，珍藏、铭记，并转化为
生命的养料，用以抵抗和滋养未来日子里的贫瘠
和虚无。美好的日子，我们慢慢走，重的东西轻
轻拿，轻的东西沉甸甸捧起。对于生活的恩赐与
馈赠，我永远心存敬畏和谦卑。

投出来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