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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热点

3 月份以来，国产电影与文
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春日旅
游市场的核心亮点。以《哪吒2》

《封神 2》等春节档电影为引领，
各地通过影视 IP 联动、科技赋
能、文化体验创新等方式，开拓
了多样化的旅游“新玩法”。

其中，四川发布三条“跟着
哪吒游四川”主题线路，宜宾翠
屏山景区、绵阳江油乾元山的哪
吒行宫、哪吒庙等景点游客量激
增，日均接待超千人，带动当地
村民收入提升。三星堆博物馆
因《哪吒2》中“青铜结界兽”原型
吸引游客专程打卡，省外游客酒
店预订占比超六成。

而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推出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可

“穿越”至殷商古战场；鹤壁朝
歌老街结合电影元素打造市集、
游园活动，封神人物“魔家四
将”从银幕走入现实，推动文旅
消费升级。

国产电影通过“影视+文旅”
模式，不仅激活了地方经济，还推
动了文化传播与科技创新的结

合。专家指出，这种融合有望成为
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点，带动餐
饮、住宿、文创等全产业链发展。
未来，随着更多影视IP的开发和
跨界合作，文旅产业将迎来更丰富
的业态创新与国际化机遇。

国产电影与文旅产业的深度
融合，正以创新模式重构地方发
展格局，其影响已超越传统经济
范畴，形成文化、科技、经济的协
同共振。例如横店影视城构建

“拍摄+旅游+衍生品”生态圈，衍
生品收入占比提升至 35%，形成

“1 小时经济圈”辐射周边 200 家
配套企业，创造3.8万就业岗位，
印证了产业集群的乘数效应。

这种创新模式正推动形成
“文化芯片-科技算法-经济算
力”的新型发展公式。未来随着
5G-A 与空间计算技术的普及，
影视文旅将向“实时渲染、全域交
互”方向进化，可能催生数字文旅
大脑、AI编剧辅助系统等新物种，
最终形成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科
技价值的三维价值网络。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国产电影促春日旅游开拓“新玩法”

旧闻：

3月，尚花棚杂货铺。
铺子门前的油菜花，在石缝里倔强地

开着，薄如蝉翼的花瓣被春风吹得簌簌作
响，像是在为这场秘密集会站岗放哨。

“上级党组织决定，组建工农赤卫
队。” 孙敬纯的声音像铁块砸在石板
上。“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发动群众，为
武装暴动做好准备。”

杨印名写得一手好字，负责会议记
录。听得此话，他攥着笔的手微微发抖，
心中暗喜：“终于要大干一场了。”

4月14日，金鸡山。
山下的李干桢，在湖北做官多年，返

乡后通过各种手段买下耕地650余亩，
正是地主中的地主，土豪中的土豪。

当日，两百多饥民像决堤的洪水涌
向李家新屋。杨印名冲锋在前，身后是
此起彼伏的呐喊：“穷老子、光棍伯伯们，
到李干桢家买粮去哟！”

当李家大院的青砖高墙出现在视野
里时，暴动的人群突然静了下来。

“李老爷，两块银圆一担卖不卖？”孙
敬纯的声音，在大院外回荡。

“这么多人来买什么粮？还两块银
圆，你们是要造反吧？”李干桢见这阵仗
自是不敢开门，却也嘴硬得很。“穷鬼也
配吃米？去泊湖啃芦苇吧！”

既然道理讲不通，那就只有用武力
解决问题了。

面对汹汹的民意，李干桢嘴硬的底
气——李家的护院队，在大门被撞开的
一瞬间，倒戈的倒戈，翻墙的翻墙，几乎
没有像样的抵抗。

当赤卫队员拽着李干桢的绸缎衣领
将他从自家豪宅往外拖时，这昔日威风
八面的承审官，嘴上还是不饶人：“你们

这些泥腿子，县里、省里我都有朋友，得
罪我，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可惜了，李老爷，你的这些朋友，今
天都救不了你。”杨印名到底是读书人，
杀人还要诛心。“还有，你那满仓的粮食，
100担？200担？既然你不卖，那我们就
帮你分给穷人咯。”

当着李干桢的面，杨印名砸开了李
家粮仓的铜锁。陈年稻谷的霉味飘了出
来，对一众饥民而言，竟然比玉液琼浆还
要醉人。

驮着幼童的白发老妪，捧着分到的
糙米，颤巍巍要向分粮的杨印名等人下
跪，被他一把搀住：“该跪的是这些喝人
血的豺狼！”

“打死他！”
“活剐了喂狗！”
……

“豺狼”并没有跪下，他被绑在大院外
的歪脖子树上。枪响的瞬间，山上的喜鹊
都扑棱棱惊飞，如同听到第一声春雷。

5月，太湖监狱。
“杨印名，你还年轻。”狱卒的声音从

铁栏外传来，带着潮湿的霉味。“只要写
份悔过书，你们保长愿意担保……”

“保长？”杨印名没有起身，甚至眼睛
也没有移动。“就是那个带着自卫团烧了
我们一整个屋场的保长？”

5月，太湖城北门外的沙河。
杨印名被推搡着往前走，脚踩在

河边的黄沙上发出脆响。晨雾中，对
岸的芦苇荡像一道灰黑色的屏障，偶
尔传来水鸟的哀鸣。他看见一起长大
的战友杨水连正对着人群微笑，笑容
里带着血沫。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杨水连的怒
吼惊飞了树上的乌鸦。杨印名跟着高
呼，喉咙里泛起血腥味。

枪响时，杨印名最后看见的，是沙河

边随风起伏的芦苇，像极了暴动当日的
滚滚人潮。

寻踪：

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 1930年，
距今整整95年。

要读懂这个故事，有必要了解一下
历史背景。

1930年，太湖、望江地区连续50多
天干旱无雨，春荒严重，农民以树皮、草
根为食现象日益普遍，而地主豪绅则花
天酒地，不顾百姓死活，土豪奸商乘机屯
粮牟利，稻谷价格飞涨。

3月下旬，中共太湖县委在尚花棚
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认为必须以党组织
为核心，迅速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打土
豪、分粮食的农民武装暴动，会上讨论了
打击对象和行动计划。

4月14日，太宿望边区农民武装暴动
的第一枪在望江金鸡山打响。大地主李
干桢成为暴动队伍的第一个镇压对象。

4 月 20 日，甘信元在大石岭宣布
“中国工农红军太望赤卫队”正式成立。

5月 15日夜，太望赤卫队围抄太湖
刘山铺五羊畈大地主李伯超家。赤卫队
缴了李家的枪支，但李本人逃匿后将赤
卫队行踪通报了太望反动当局。

翌日午后，当赤卫队胜利返回金鸡山
时，遭到太湖商团和自卫队500余人的伏
击，赤卫队迅速组织火力反击，战斗十分
激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赤卫队战斗
失利。陈大虎、殷幼堂、孙大朵、杨水连、
杨印名等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太湖监狱。

家住南台村河湾屋场的杨结焰，今
年82岁，是杨印名的侄儿，据其讲述：杨
印名烈士排行老三，是家中长辈最寄予
厚望的一个，只有他念过私塾，成绩优
秀，一笔字也写得漂亮。当时全家人的
微薄收入都供养他读书，希望他能光宗
耀祖。他被捕后，杨家族人倾尽所有，请
来作保人、备好保证金要营救他，不想当
地土豪劣绅对他怀恨在心，屡屡告黑状，
讲他“是地下党的骨干分子，金鸡山暴动
的主要参与人之一，李干桢就是被他开
枪打死的”。

“他最终选择了共产党，为自己的
信仰而献身，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
对于素未谋面的三伯父，杨结焰满是崇
敬之情。

1930年5月底，太湖县城北门外沙河
边，杨印名与同时被捕的杨水连、陈大虎、
殷幼堂、孙大朵英勇就义，年仅22岁。他
们在赴刑场时，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
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
军万岁！”等口号。三天后，敌人才通知
家族长老出面收尸，族人迅速将杨印名、
杨水连遗体一并从沙河沟里掏出来，运回
望江安葬在今南台村的祖坟山。

烈士墓，正是那个故事的现实载体。
20世纪80年代，出生在南台村的杨

印名、杨水连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24
年，望江县政府对杨印名、杨水连烈士墓
进行修缮。

“今年是两位烈士牺牲95周年。下
一步，我镇拟在南台村尚花棚和火烧屋
设立纪念标志，让后人永远铭记历史，不
忘革命先烈，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3月
7日，长岭镇党委组织委员汪良枝介绍，
烈士墓已经成为当地革命传统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每逢清明节和
烈士纪念日，该镇都要组织党政机关干
部和中小学生前往烈士墓地凭吊先烈。

那个故事的留下的印记，不只是烈
士墓。

在南台村，有一个地方名叫火烧屋，
也正是来自那段历史：杨印名、杨水连等
经常在一个屋场（自然村）召开秘密会
议，宣传发动群众。敌人得知后，多次在
屋场附近埋伏，企图抓获共产党人，但均
无果。最后，气急败坏的敌人竟然放起
了火。因当年房屋多为土砖草房木质门
窗，十几户房屋瞬间被火焰吞噬，化为灰
烬。火烧了一天一夜，浓烟滚滚，之后才
完全熄灭。村庄的十几户人家祖祖辈辈
的房子毁于一旦。这个屋场所在地，此
后就被称为火烧屋。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

尚花棚初燃星火 火烧屋永祭英魂

杨印名烈士墓。通讯员 郑根全 摄

本报讯 望江县凉泉乡巧用“五老
议事”“老李工作室”“屋场板凳会”等接
地气、聚人气的方式，培育文明和谐的乡
风民风，书写着基层治理的生动答卷。

凉泉乡的“五老”队伍，由老干部、老
党员、老教师、老退伍军人、老模范组成，
在村庄规划的关键节点上，五老”们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泊湖村徐滩中心村建省级中心村
时，面对新的建设蓝图，是保留古朴的村
道石板路，还是拓宽为水泥路以方便现
代交通？村民们意见不一。“五老”们迅
速行动，挨家挨户走访，收集大家的想
法。“这石板路承载着咱们几代人的回
忆，修宽点能行车，保留一段原样，也能

留住乡愁。”在议事会上，老党员徐胜平
率先发言。村里退休老干部徐灯甫补充
道：“可以在路边设个展示牌，讲讲这条
路的故事。”经多方协调，最终确定了保
留部分石板路作为文化步道、新建并行
水泥路保障出行的方案，赢得了村民的
一致称赞，也让村庄建设在发展与传承
间找到了完美平衡。

“有纠纷，找老李”，在凉泉乡已成为
群众的口头禅。“老李工作室”的负责人李
小中是凤林村李上组的队长，从事基层调
解工作数十年，经验丰富、威望很高。

前不久，凤林村程屋组两户相邻人
家因为宅基地界限不清，大动肝火，甚至
差点拳脚相向。老李得知后，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先安抚双方激动的情绪，让大
家冷静下来。随后，他和志愿者们翻出
多年前的土地台账，又走访村里的老一
辈知情者，一点点还原真相。在这个过
程中，老李不仅依据事实讲道理，还穿插
着邻里间互帮互助的往事，唤醒双方的
温情回忆。经过数天的奔波调解，两家
人最终握手言和，重新确定了清晰的界
限，还一起修补了因争吵损坏的院墙。

每当夜幕降临，凉泉乡各个屋场就
热闹起来，一场场板凳会成了传递政策、
交流想法的“露天议事厅”。

在韩店村杨屋和叶安两个组的一次
屋场板凳会上，村总支书记史国洪带来
了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新方案，鼓励村

民们参与“美丽庭院”与清洁行动“五小
园”的创建。一开始，大家有些犹豫，担
心费钱费力。村民李建华直言：“咱庄稼
人，摆弄院子能整出啥花样？”这时，村民
杨知平站出来说：“咱们把院子收拾干
净，种点花花草草，自己住着舒心，还能
美化环境，多好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讨论逐渐热烈。会后，村民们纷纷行动，
主动清理杂物、改造庭院，还互相“攀比”
谁的院子更美。村里趁热打铁，组织“庭
院评比”活动，获奖家庭不仅得到荣誉证
书，还能通过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进一步
激发了大家的参与热情，村庄面貌焕然
一新，文明之风吹遍每个角落。
（通讯员 沈凯芳 全媒体记者 许娟）

厚植乡风文明沃土 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本 报 讯 三 月 春 风 拂 面
来，法治种子播心田。3 月 5
日，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迎
江区人民检察院干警走进双莲
寺小学，开展“弘扬雷锋精
神 共建法治校园”法治宣讲
活动，为青少年成长注入红色
基因和法治信仰。

教室讲座中，检察干警以
雷锋语录“对待同志要像春天
般温暖”为切入点，介绍雷锋
成长经历和助人事迹；结合电
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哪吒
勇敢守护百姓的情节，阐释新
时代雷锋精神。同时，通过

“扶老人反被讹”案例引导学生
讨论，解释《民法典》“好人条
款”中紧急救助责任豁免规
定，阐明法律是善意救助者的
坚强后盾，破解“扶不扶”难
题。课堂将雷锋精神助人为乐
的内核与法律保护善行的原则
融合，鼓励大家在法治护航下

争做新时代“小雷锋”。
在“分享自己乐于助人的

小故事”环节，同学们踊跃发
言，“我会给流浪的小动物喂
吃的”，“我会扶起路边倒下来
的共享单车”，“我在操场上捡
到过 10块钱交给老师了”……
一张张稚嫩的脸上洋溢着小小
的骄傲。

在“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
信”环节，有同学写道：“我要
以雷锋叔叔为榜样，汲取哪吒
的勇气，在学习上挑战自我，
在生活中乐于助人，同时做到
学法知法守法，努力成为新时
代的好少年。”

迎江区检察院将持续深化检
校合作，做好“法治教育+红色
传承”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扣
好人生第一粒纽扣，努力成长为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通讯员 张芳全 媒体记
者 查灿华）

弘扬雷锋精神 播撒法治火种

本报讯 3 月 4 日上午，怀
宁县公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组织志愿者入户开展“情暖夕
阳 志愿同行”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为辖区内留守老人送去关
怀与温暖。

志愿者们深入辖区内留守
老人的家中，与老人们倾心交
流，询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以及
当前是否遇到困难；发放宣传
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向
老人们解读民生政策，详细讲解
养老防诈骗知识，如何守护自己
的“钱袋子”，从而提高老年人防

骗及自我保护意识。
不仅如此，志愿者们积极

帮助老人打扫屋内卫生，整理
庭院，改善老人们居住环境，
陪他们唠家常，舒缓老人焦虑
不安的情绪，为他们送去了关
爱和温暖。

此次活动，不仅为留守老人
营造了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更
给予了他们心灵上的慰藉。下一
步，该镇将继续以雷锋为榜样，用
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通讯员 孙实芳）

志愿敬老行 关爱传真情

3月6日，宿松县公安局妇委会在佐
坝乡梅园村开展“红色铸魂 跃动‘三
八’”主题活动，来自该县公安机关的70
余名女民警、辅警通过接受红色教育、参
加拔河比赛、体验手工制作等，度过一个
快乐而有意义的“三八”妇女节。

通讯员 孙春旺 摄

跃动巾帼风采

本报讯 3 月 6 日上午，怀
宁县黄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开展以“传承优良家风 绽放文
明之花”为主题的培育践行主流
价值分享活动。

活动围绕尊老爱幼、勤俭
节约、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等
方面展开分享交流。大家积极
分享自己的家风家训和生活中
的感人故事，通过身边人的故
事，让大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
家风家训的内涵。通过身边看
得见、学得到的“凡人善举”，
宣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

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用身边人
讲身边事，身边人说自己事，
身边事教身边人，来倡导群众
用实际行动做优良家风家训的
传播者、践行者，积极构建崇
德尚善的社会氛围。

今年，黄龙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将继续将以家风家训主题
宣传活动为契机，组织开展更多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带动辖区
内更多的家庭成为优良家风的
践行者、文明新风的推动者。

（通讯员 刘泉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传承优良家风 绽放文明之花

杨水连烈士墓。通讯员 郑根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