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

飘飘年来到……”“如果没有共产党，

我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随着喜

儿的呐喊，剧目《白毛女》在观众的掌

声中落下帷幕，饰演喜儿的演员王钰

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每逢周五和周末，王钰都要来长

影旧址博物馆进行演出，这是继《上

甘岭》《保密局的枪声》两部改编短剧

后，“长影NPC”沉浸式演出推出的全

新剧目。

“这部剧我们精心编排、反复打

磨，就是为了让《白毛女》这部经典之

作，焕发出新的光彩。改编后，观众

不再是简单的旁观者，而是成为剧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喜儿等角色同

悲共喜，共同经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

月。”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总经理叶子龙说。

今年年初，长影旧址博物馆首创

推出“沉浸式博物馆”游览体验新模

式，打破了博物馆传统静态的游览方

式，以“快闪”演出的形式将经典影片

呈现给游客。游客跟随演员穿梭在

各个展区，就好似穿梭在时空隧道

中，随着地点和内容的转换，每一位

游客能都立刻“入戏”。不仅能够多

角度展示长影经典、感受电影魅力，

更以多样的方式唤起新时代年轻人

的爱国热情。

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

的摇篮，见证了新中国电影发轫、成

长和发展的历程。近年来，长影旧址

博物馆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挖

掘红色资源，计划把更多长影经典影

片以沉浸式演出的形式呈现给观众，

打造独具电影特色的红色教育之旅。

如今，长影旧址博物馆又开始

着手筹备“长影红色经典系列舞台

剧”项目，全新推出舞台剧《长歌影

魂》，该剧由长影经典红色影片《董

存瑞》《赵一曼》《英雄儿女》改编而

成，运用生活片段与电影场景交织

的手法，继续讲述革命英雄的红色

故事。

“每次演出结束，都会有观众感

动落泪，沉浸式演出营造出的强烈氛

围让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希望通过

我们的演绎，让红色故事更加生动鲜

活，红色文化更加深入生活、深入人

心。”王钰动情地说。

经典之作的“重生”魅力
本报记者 纪洋

集安，一个美丽的边陲小城，坐落在

长白山下、鸭绿江畔。1950年 10月 16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

从集安的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和水下桥

率先渡江入朝，这里也由此成为抗美援

朝最早出征地，被称为“抗美援朝第一

渡”。70多年后的今天，集安这座“英雄

城”成为红色传承地，深深记载了那段刻

骨铭心的峥嵘岁月。

每一次经过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

曲贵琪总会想起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

太爷爷。“这个用一根扁担就活捉了25

名敌军的东北大爷就是我的太爷爷。”9

月末，记者走进集安市档案馆，见到了曲

贵琪，她一边看着名人档案，一边讲述着

太爷爷曲洪一的英雄传奇故事。

曲贵琪介绍，曲洪一当年已经 54

岁，自告奋勇报名参加担架队，但因为年

龄偏大被拒收。但他一再坚持，第二天、

第三天接连去报名，如愿成为抗美援朝

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担架队员，被

任命为集安第三担架队队长。有一天傍

晚，曲洪一率领担架队赶赴前线抢救伤

员，行至楚山郡下水洞半山腰时，前方出

现一小股被打散的敌人。曲洪一命令大

家做好战斗准备，自己握着根扁担趴在

最前面。当那伙敌军走近时，曲洪一一

个箭步猛地跃起，举着手中的扁担用朝

鲜语大声喝道：“缴枪不杀！”与此同时，

队员们也都举起了手中的棍棒。被“伏

击”镇住的25个敌人束手就擒，就这样

成了担架队的俘虏。

“后来太爷爷被记一等功，他手中的那根传奇扁担被送到中

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陈列至今。”曲贵琪说，“小时候，父亲经常讲

起太爷爷的英雄故事，讲起曾经的战火硝烟。那段历史，我们从

不曾忘记，革命精神，正在代代相传。”

傍晚时分，伫立鸭绿江边，清澈的鸭绿江水平静地流淌着。

回望这座“英雄城”，曾被战火洗礼的旧貌已然难觅，但“雄赳赳、

气昂昂”的英雄气概却依然回荡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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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秋日的四平，云淡风轻，天高气爽。矗

立在英雄广场的四平战役纪念馆与人民英

雄纪念碑遥相辉映，雄伟壮观。

“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国共双方

在四平这一东北地区战略要冲，展开了跨

越两年时间、总计作战时间74天、投入兵

力近百万的四场血战，投入兵力之多、作战

时间之长、战斗之激烈、伤亡之重、影响之

广，在东北战场是空前的。最终，我军以伤

亡2.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队5.5

万余人，赢得了‘四战四平’的最终胜利。”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讲解员王璐正在动情

地讲解着。

目光温柔坚毅，头发整齐利落，一身整

洁的制服，腰间别着一台扩音器——这是

王璐的“日常状态”。王璐今年31岁，从事

红色讲解员工作9年了，曾荣获过“吉林省

金牌讲解员”“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

等多项荣誉。

去年7月，四平战役纪念馆进行了全

面升级改造，让王璐倍感振奋：“我们重组

展厅布局、充实馆藏文物、优化硬件设施

等，极大地提升了展馆的吸引力和教育效

果，使红色内涵更加彰显、红色意蕴更加丰

富。”王璐说，纪念馆还积极与学校、企事业

单位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红色主题教育活

动，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从本地居民到外地

游客，都成了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对象。

如何讲好这座英雄城市的英雄故事，

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王璐深感责任重大。这几年，她不断加强

自身学习，深入研究四平战役的历史背景、战略意义及英雄事迹，

力求在专业知识上更加扎实。同时也注重提升讲解技巧与情感

表达能力，努力让每一个红色故事都能触动人心，激发听众的爱

国情怀。“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引入更

多学术资源，提升红色文化传播的权威性。同时，计划开发更多

具有创意和互动性的红色主题文创产品、红色旅游线路等。”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让红色文化成为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强大精神力

量。”信心满满的王璐全情投入在每一次讲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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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一天，东北清晨的空

气中透出一丝微凉。磐石市烟筒

山镇官马新村，一缕晨曦撒向田间

小路。马铖明又来到这个小村庄，

走访村内民宿，看望村民生活。

“铖明来了。”看着眼前这位

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官马新村村

书记申生海笑着走上前。一年多

来，马铖明负责官马新村的红色

文化宣传，平时经常和乡里乡亲

拉家常、问冷暖。在这里，很多人

都认识马铖明，但很少人知道，他

是抗日名将杨靖宇将军的曾孙。

2019年8月，马铖明从天津

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放弃

了在大企业就业的机会，成为吉

林省的一名选调生，回到革命老

区、曾祖父杨靖宇当年战斗牺牲

的靖宇县工作。

2022年，他来到磐石工作。

磐石是中国革命老区。1932年，

杨靖宇在磐石领导抗日斗争，建立

了以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抗日根据

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

创建的首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随着我省红色旅游、乡村旅

游事业的蓬勃发展，如何使磐石

的红色历史成为丰富的旅游资

源、帮助村民拓宽致富路，让这片

祖辈曾经流血战斗过的土地焕发

出勃勃生机，成了马铖明脑海中

经常思考的问题。在系统走访和

深入调研后，他根据村里实际情

况，规划了清晰的“路线图”，绘制

了合理的“时间表”，一步一个脚

印朝着目标前行。

联系产业帮扶、走访慰问困

难群众、讲解抗联历史文化、策划

红色旅游主题活动……马铖明的

每一天都在忙碌中度过。他坦

言，虽然做的都是琐碎事，但是心

里很踏实。民房改造了、道路拓

宽了、特色种植如火如荼……看

到村民们的幸福指数与日俱增，

马铖明的获得感也是满满当当。

作为英雄的后代，红色基因

在马铖明的血液里流淌。在做好

本职工作的同时，他经常走到青

年人身边，用生动的话语为他们

讲述红色故事，激励青年一代坚

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精神。

“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为了民

族解放，曾祖父浴血奋战、殊死抗

敌；今天，我沿着他的足迹，尽我

所能为百姓安居乐业出一份力。”

马铖明在黑土地上书写着新的奋

斗故事。

黑土地上的黑土地上的接续奋斗接续奋斗
本报记者 赵梦卓

磐石市莲花山石虎沟整党整军纪念地群雕像

▲四平战役纪念馆讲解员王璐在为
游客认真讲解。

▲

集安市的集安口岸

▲2024 年 新 录 取 飞 行 学 员
们 乘 坐 运 -20 到 达 逐 梦 空 天 第
一站——空军航空大学。

赵宇恒 摄

9月的长春，处处涌动着爱国

热潮。为赓续东北老航校精神、传

承老航校血脉，系好新学员军旅生

涯“第一粒扣子”，空军航空大学某

学院组织学员参观航空馆，带着他

们一起在跨越历史中找寻红色基

因，在传承基因中坚定为党而飞、为

战而飞的政治信念，凝聚投身祖国

空天事业精神力量。

吴俊杰是一个清秀腼腆、阳光

开朗的四川小伙儿，从小就喜欢飞

机、喜欢飞行的感觉。初三毕业，他

选择报考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梦

想早日成为一名飞行学员。在高中

的三年时光，他头发剃短了、皮肤黑

了，也更加健壮了。今年以670分

的高考成绩，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

员。“人民空军，在战争中孕育、在新

中国成立时出生、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一战成名，一代代空军人在东北

老航校精神的指引下，练铁翼神剑、

筑蓝天长城，成为新时代强国兴军

先锋。”吴俊杰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早日驾驶上我国最先进的战

机，传承发扬东北老航校精神，为建

设一流空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何答好为战育人这张时代考

卷，空军航空大学聚焦培育一流飞

行英才的职责使命，坚持特色办学，

综合培育英才，绘制出一所军队院

校向战而行的奋飞航迹。

在该校某团，飞行任务一结束，

曾荣立集体一等功的某飞行大队立

刻投入教法创新和育人模式探索

中。“精准化培养、标准化教学、团队

化组教、项目化学习、数智化赋能等

试点接续验证推广，新模式改革正

在加紧推进……”飞行教员耿立群

掰着手指头给记者介绍他们深化教

学训练改革转型的具体举措，“我们

实施晓战名师锻造工程，从源头为

飞行学员植入作战基因，走出多快

好省培养飞行人才的新路子。现在

看，飞行训练效益大幅提升，期班飞

行学员成才率也在稳定提高。”

“在战争废墟上建校，在炮火硝烟

中起飞，在共和国晨光中展翅……”昔

日，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以大无畏

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克服重重艰难

险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逐步孕育

形成了“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

身、开拓新路”的东北老航校精神，

为新中国培育出第一批飞行人才。

今天，空军航空大学赓续红色基因

血脉，面对新的时代考卷昂扬向上，

奋发作为，让东北老航校精神焕发

出新时代的闪耀光芒。此刻，训练

场上又一批新面孔正汗流浃背努力

奔跑，逐梦空天再启程。放眼望

去，道路两旁鼓声阵阵，红旗正

迎风招展。

逐梦人的奋飞航迹
本报记者 祖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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