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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国宏

32集电视剧《雪莲花盛开的地方》

已在央视一套完美收官，取得了较好的

收视率，业内专家对其有很高的评价，

称其为“援藏史诗、人民赞歌”“精品之

作、良心之作”等。这部由河南电视台

拍摄制作的主旋律年代大剧，制作精

良，表演真实，地域文化特色浓厚，很好

地表达和诠释了民族团结一家亲、共同

富裕奔小康的时代主题。近日，笔者专

访了该剧的主要编剧李仁杰。

集体创作出优秀电视剧剧本

据李仁杰介绍，为创作该剧，编剧

团队先后4次奔赴雪域高原进行采访调

研工作，他们忍受着高原反应，克服生

活的不适，沿着雅鲁藏布江和 318 国

道，翻山越岭，走村入户，从藏北到藏

南，从后藏到前藏，从雪山之巅到溪流

河谷，行程近万里，上至西藏自治区政

府领导，下至村干部农牧民群众，访问

请教国家政策执行情况，实地察看经济

发展现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历时三

年创作，编剧团队花费心血耐心打磨出

的58万字剧本，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审稿专家评价为选题好、立意高、视野

宽、格局大，是一部上乘之作，剧本的质

量和编剧的敬业精神也受到有关领导

和专家的高度赞扬。

创作初心
要打造一部“高峰之作”

李仁杰介绍，他们创作团

队一开始，就是要努力创作一

部深刻反映西藏在改革开放

后，取得变化和成绩的电视

剧，要调动全部的身心力量，创

作出一部聚焦新时代、反映新生活、

展现新风貌的作品。为此，该剧主要

编剧赵成浩也对剧本定了指标，要有

时代性、文学性、可视性，要尽量做到

剧中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形象丰满、

性格鲜明、真实可信，剧情要接地气，

靠近老百姓，让观众喜闻乐见，看得进，

看得好，触及心灵中那柔软的地方。他

们编剧团队一致认为，既然来到高原，

做高原的文章，就努力打造一部艺术高

原上的佳作。

以虔诚之心 塑荧屏人物

李仁杰从小喜爱写作，大学毕业后

分配到南阳市广电系统从事影视编剧

工作，经过多年的积累学习，成了一名

职业编剧，剧作被搬上荧屏的有十几部

300多集，涉及古装历史、近代谍战、当

代涉案、反腐、都市情感等题材。对于

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他并不陌生，早

年和湖北省一名编剧联合创作过一部

名叫《衣食父母》的 22集当代农村剧。

对于本剧的创作，他以虔诚之心，饱含

深情、全身心投入创作。他首先设计好

人物命运的不同走向，再用反推法设置

情节，让人物回到最初的性格起点，用

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戏剧事件，让每

个人物完成在剧中的使命。他用两种

视角修改打磨出了两版剧本，并确定了

从文旅角度反映西藏改革开放以来取

得的成绩和变化，聚焦进藏大学生和援

藏干部及藏族干部群众为建设美好家

园所付出的努力。他说，创作需要激

情，用真心真情创作出来的剧本，才能

以情动人，以情化人，在写央布阿妈这

个人物时，他是边流泪边写，所以荧屏

上的老阿妈形象一出场就感动了很多

观众。

集体辛劳 雪莲花开

谈起该剧的创作拍摄过程，李仁杰

说了“两个苦”：一是创作过程苦，去西

藏调研行程艰苦，高原生活不习惯，高

反是拦路“克星”，需要忍耐克服，民族

题材创作本身就有难度，需要攀爬写作

上的“高峰”；二是拍摄苦，剧组开机后，

整个摄制组遭遇了疫情防控的考验，遇

到了雨季山洪暴发带来的危险，还有西

藏特殊地质条件带来的各种困难等，但

全体演职人员迎难而上，抢时间赶进

度，很多演职员都在片场晕倒过，大家

目标一致，如期按计划完成了拍摄任

务。影视剧创作，是集体智慧的再现，

是集体辛劳的结晶，可以说，电视剧《雪

莲花盛开的地方》，就是出品单位、制作

单位等全体主创人员用心血培育的美

丽的雪莲花。

□王太广

当我收到装帧美观、大气厚重、

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鸿篇

巨制——《驿城区水屯镇志》后，见书

心喜，如获至宝，感慨万千。

纵观《驿城区水屯镇志》，篇目符

合“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要求，结构

设置严谨，体例规范有序，内容丰富翔

实，地方特色鲜明。这部志书采用首

尾贯串、专章特载、图表兼备、附录强

化等手段，对水屯镇近百年来的自然、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作了全

方位记述、权威性解读和完整性展现，

是一部资政、存史、教化的精品佳志，

是一部人文与社会并重、文脉与史脉

并存、堪存堪鉴的优秀典籍，是一部彰

显时代特点、地域特色的良志佳作。

体例规范，文字精练。《驿城区水

屯镇志》按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这样的顺序谋篇布局，脉络比较清

晰。在体例上，以志为主，采取述、记、

传、图、表并用，科学、规范、严谨。志

书有总述，每篇有篇下序，每章有章下

序，钩玄提要。概述全书，提纲挈领。

在目录之前有时任水屯镇党委书记、

镇长的序言，紧接着有凡例。在目录

中有概述、大事记，在13个章节中总览

全志，后有编撰始末、编外辑要。文字

精练，简明朴实。

内容丰富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资料翔实。。通览通览《《驿城驿城

区水屯镇志区水屯镇志》，》，内容齐全内容齐全，，编排有序编排有序，，归归

属得体属得体，，所记载的内容都细分到所记载的内容都细分到““目目””

或或““子目子目”；”；所运用的资料所运用的资料，，既有宏观的既有宏观的

概括概括，，又有具体的事件又有具体的事件、、人物和数字人物和数字。。

比如大事记中有比如大事记中有269269条条，，是从是从19121912年年

至至 20202020 年记述的年记述的。。内容都是重大的内容都是重大的

事件事件、、重要的事件重要的事件、、为后人称颂或引以为后人称颂或引以

为戒的事件等为戒的事件等。。

文史并存文史并存，，留住乡愁留住乡愁。。在在““民情民民情民

俗俗””篇章中篇章中，，系统地载录了水屯境内各系统地载录了水屯境内各

类民俗文化、节日民俗、生活民俗、人

生礼俗，呈现了传统的地域特色；民

歌、民谣、谚语、歇后语展现了厚重的

传统文化；方言例说和使唤牲口的语

言表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董会村、遇

仙桥、打狗桥、娘娘坟等民间传说，彰

显了当地历史文化的精髓。以此来留

住乡愁、记住乡愁、守望乡愁。

突出地方，特色鲜明。地方志姓

“地”。《驿城区水屯镇志》用大量篇幅

记述了水屯1986年之前的农牧林渔、

金商粮供贸、文教卫生等社会事业的

发展情况。志书注重在反映时代文化

方面下功夫，着力在突出地域特色方

面做文章。例如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全省文明村

镇等殊荣，附录“托举哥”的事迹，在

“编外辑要”中增加了截至 2020年之

前的行政区划、面积、人口、党团组织

及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精神文明建

设、社会保障和人民生活等内容。

红色记忆，昭示育人。《驿城区水

屯镇志》着力于昭示育人并形成独具

的特色。为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

情，志书将水屯的40名革命烈士以表

格形式予以展现，让读者了解每位烈

士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参加革命

时间、入党入团时间、牺牲地、牺牲时

间、牺牲前的职务及所在单位等，从而

昭示后人，勿忘革命先烈勿忘革命先烈，，发扬革命传发扬革命传

统统，，弘扬革命精神弘扬革命精神。。

当然当然，，再好的志书也难免有不足再好的志书也难免有不足

之处之处。。比如有的资料挖掘不够深比如有的资料挖掘不够深，，记记

录不够细录不够细；；有的内容缺乏针对性有的内容缺乏针对性；；旧照旧照

片较少片较少，，有的缺少拍摄时间等有的缺少拍摄时间等。。

““修志问道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以启未来。”《。”《驿城区驿城区

水屯镇志水屯镇志》》的出版发行的出版发行，，必将发挥以史必将发挥以史

鉴今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资政育人的作用，，必将成为一代必将成为一代

代水屯人的精神寄托代水屯人的精神寄托、、精神财富和文精神财富和文

化记忆化记忆，，必将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必将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

时代开拓创新时代开拓创新，，有所作为有所作为。。

□曲令敏

2023年正月十三马街书会，笔

者应邀随同河南省专家组参会。会

议期间，发现一个年近七旬依然生

龙活虎的老同志，忙上忙下，一会儿

也不闲着。特别让人称奇的是，下

午面对专家组的汇报和提问，什么

样的问题都难不倒他，这个人就是

樊玉生。

樊玉生出生在一个“一头沉”的

家庭，父亲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转

业，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樊玉生

曾经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最大的喜

好就是听说书、看戏。凭着骨子里的

音乐天赋，他学会了吹笛子、弹琴、拉

二胡。这特长让他跳出农门，从公社

文化站专干、乡文化站站长、县文联

主席，最终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

文化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

一退休，樊玉生觉得自己就像卸

了套的老牛，终于可以松散下来，干点

喜欢干的事了。除了要好的朋友，他

把朋友圈的人全都删了。可怎么也没

料到，还有更大更累的活在等着他。

2013年，时任县文化局局长吕

才营三顾茅庐，拉他出山，返聘他担

任非遗保护顾问。任务是要把宝丰

说唱文化项目推向国家级行列。

挖掘与整理

2013年 2月2日，樊玉生和大调

曲子传承人冯河水、已退休的文化馆

馆长徐九才等人，跟随吕才营，前往

淮阳拜会正在那里参加民间文化活

动的原省文化厅副厅长孙鹏和原省

文化厅非遗处处长刘春晓，听了他们

的想法，处长说很好，但很困难，“回

头找几个省里的专家配合你们吧”。

开弓没有回头箭。

一星期后，一行人又去郑州。听

取汇报的除了原省文化厅的领导，还

有河南省艺术院的两个研究员、郑州

大学的两个教授，大家一起规划申报

纲要。专家问，宝丰县到底有多少国

家级非遗项目？一算才知道不但家底

薄，除马街书会外，其他项目与说唱文

化不沾边，在场的人难免泄气，樊玉生

哈哈一笑，说：“宝丰与说唱文化相关

的项目太多了，我们回去就整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回到县

里，首先着手成立了宝丰说唱文化研

究会，樊玉生任会长。他根据掌握的

线索，组织人员全方位普查。半年多

时间，整理出非遗文化项目 120 多

个，国家级的有宝丰酒、马街书会，汝

窑烧制技艺、魔术 4项；省级的有挑

经担、高腿曲子戏、妙善观音传说等

10项。还有市级的 50多个。每发

掘一项，他们都像宝贝一样悉心梳

理，视频、拓片、图片、历史文献、典

籍、电子资料等，应有尽有。此间辛

劳，非个中人难以体味。但每次发现

了珍贵文物，乐在其中，大家高兴得

连饭都顾不上吃。除此之外，他们还

建起了 70多个传习所，走访调查了

100多个村庄的民间艺人。两年多

的田野调查，梳理总结，写出了40多

万字的调查报告，完全符合国家级生

态文化保护区的标准。

恒心与毅力

有了规划纲要和调查报告，“宝

丰生态文化保护区”项目，很快通过

了河南省的论证。之后开始了漫长

的 国 家 级 申 报 历 程 。 2013 年 到

2016年，10多万字的规划纲要，撰写

和修改补充，反复数十次。海量的文

字存在电脑里，有时会让人晕头转

向，找不到先后次序。推倒重来也不

是十遍八遍，工作量可想而知。

2016年 12月 7日，在中国艺术

研究院，樊玉生再次出面答疑。因为

宝丰的说唱文化根根秧秧都在心里，

面对刘魁立、罗微、李荣启、祁庆富、

周小璞等专家，他一点都不紧张。

答疑圆满结束后，“说唱文化（宝

丰）生态保护实验区”2017年1月由

原文化部公布成立。

“2023年年底，我们一定会把‘实

验’两个字去掉。”樊玉生信心十足。

老马识途
樊玉生还在拉车的路上

2023 年马街书会，上上下下的

领导大多是新上任的，樊玉生受委托

成了不在职的大忙人。他说：“北京、

郑州，方方面面请了很多专家和主管

领导，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工程。展陈大纲已经完成，弄不好会

一票否决。我是受命参与，不能辜负

大家的信任，不能让大家的心血白

费。”

妻子心疼他，说：“你都卖给县里

了？没黑没明地忙。”听见有人打电

话她都不愿意接。

樊玉生的话很朴实：“干了一辈

子文化工作，对这片土地上的传统文

化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感情，弄半截儿

心里过意不去。遇到困难就要跳起

来摘桃子，摘不到，搬梯子，爬树，千

方百计也要办成。”

“下午还要开会，具体研究‘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工程实施方

案。”

这是原本不愿接受采访的樊玉

生，匆匆忙忙丢下的最后一句话。

□马正文

“北京的桥啊，千姿百态……”这

首由著名歌手蔡国庆演唱的《北京的

桥》在20世纪80年代曾红极一时。描

绘的是北京的各种各样、瑰丽多彩的

桥，形象而艺术地歌颂了当年北京的新

风新貌，预示着伟大祖国的美好景象。

而我的家乡宜阳，随着近年来经

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建设步伐的不断加

快，城市框架逐渐拉大，城市品位也在

逐年攀升，城乡面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

变化。一座座美丽的桥梁像一条条巨

龙、一道道彩虹飞架洛河两岸，一幅幅

长虹卧波图不断呈现给宜阳人民。

2023年4月6日，宜阳县前进洛

河大桥改扩建工程正式通车，全长

2090米，设计标准为双幅四车道，北

起李贺大道，向南主线设置高架桥，

依次上跨市政路、福昌路、滨河北路；

跨越洛河后，向南依次上跨滨河南

路、兴宜西路、文明路，至红旗路北侧

落地。工程共包含4条主线、5条匝

道、3条辅道、2条人非桥，共计14条

线位，创下了宜阳建桥历史之最。成

为宜阳县连接外界的新地标。

报载：宜阳洛河前进大桥始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原名宜阳洛河大

桥），是宜阳境内的第一座跨洛河大

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洛河南北两

岸居住人口成倍增长，通行高峰时期

拥堵严重，前进大桥不堪重负，被评

定为危桥，群众对老桥的改造提升呼

声较高。2022年，前进洛河大桥改

扩建项目作为该县重点民生建设工

程，于 2022 年 4月 18日开工建设，

在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的同时，施工单

位克服种种困难，如期向全县人民交

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自 20世纪 70年代初至 90年代

末，宜阳洛河大桥一直是连接宜阳洛

河两岸的主要交通枢纽。从2003年

11月19日宜阳洛河大桥复桥的建成

通车（改名为洛河前进大桥），到宜阳

洛河同力大桥、迎宾大桥、锦龙大桥、

灵龙大桥的相继建成通车，再到

2022年4月18日前进洛河大桥改扩

建工程开工建设，并于 2022年 6月

10日正式拆除，宜阳洛河大桥伴随

着宜阳人民走过了 50个春秋，它见

证着“宜阳速度”和“宜阳高度”。

2022年 1月 30日春节前夕，宜

阳首座跨洛河步行景观桥——步云

桥竣工通行。

报载：步云桥桥梁全长 866米，

宽 6.4~8.9米，平面造型为“S”形，桥

墩为“V”形墩和U形墩。主桥选用

异形钢箱梁倾斜式悬索桥，两侧桥塔

为倾斜式钢塔，桥墩设置人行休息平

台。同时在南北两侧滨河公园交接

处，分别设置两个弧形步梯与公园无

缝对接。步云桥亮化工程包括拉索

点光源，桥身洗墙灯，塔柱投光灯，两

岸桥底投光灯以及音响系统。灯光

亮起来，风景“靓”起来，夜色下灯光

璀璨、流光溢彩的步云桥已成为全新

的宜阳夜景地标性景观。

2022年 4月 29日，宜阳第二座

跨洛河步行桥——凤仪桥建成通行。

报载：凤仪桥工程是宜阳县洛河

生态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步云

桥后宜阳县又一座跨洛河步行桥；是

连接滨河南路、滨河北路的重要枢

纽；是连接灵山风景区和洛水昌谷的

一条丝带；是促进洛河南北两翼旅游

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宜阳

人民在洛河上又一点睛之笔；凤仪桥

的开通是助力“宜阳不一样”文旅品

牌价值的又一次提升，成为宜阳又一

网红打卡地。

宜阳的桥，不仅仅是一幅画、一

首诗、一处网红打卡地，更重要的是，

它方便了人民的出行，寓意着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架起了宜阳高质量

发展的美好前景。

那是一座座直通百姓心中的连

心桥。

□温培雅

盛夏时节，正是吃面季。无论是

汤面还是捞面、焖面、热干面，都是驻

马店人的“心头好”。驻马店地处淮河

流域，伏牛东端，饮食上属典型的中原

习俗，因此驻马店人爱吃面是有迹可

循的。早食热干面、午吃捞面，晚上还

要来一碗芝麻叶豆面条或是粉浆面熨

帖一下肠胃。很多县区把晚上的这顿

汤面雅称为“喝汤”。喝罢汤，稳稳神，

这一天才算是面面俱到、不留遗憾。

吃面就离不了大蒜。蒜与面天

生八字儿相合，是注定要生生世世、

相依相伴的灵魂伴侣。捞面条与蒜

汁是类似董永与七仙女、牛郎与织女

的天作之合，热干面、烩面、刀削面、

蒸面条、炒拉条也要来上两瓣新蒜。

面与蒜入口，混合催化出一种更具滋

味的美妙体会，在味蕾上渐次绽放，

文字是难以形容其妙处的。

吃蒜，以夏季的新蒜最为美味；

吃面，以手擀的捞面最为正宗。六月

的新蒜，表皮柔韧、水灵润泽，蒜味清

香悠远，犹如名贵香水，不呛不冲，回

味绵长。捣成蒜汁、加上辣椒、放上

五香、滴入香油，红白绿黄、色相诱

人、其味芬芳。手擀的捞面，麦香四

溢、柔韧筋道，用刚打上来的井水过

一下，一根根洁白无瑕、生龙活虎。

两者一见钟情、两见倾心，从此天上

人间、永不分离。

把这种吃面的场景活色生香复原

的是上蔡籍作家张新科。我采访过

他，对他的散文《面道》至今记忆颇深。

驻马店人的聚餐，无论开场如何

满桌锦绣，最后压场的主角都是一碗

面。最具本土特色的就是芝麻叶豆

面条、粉浆面、羊肉糊汤面、酸汤面

叶、空心挂面、手擀捞面，还有“外来

妹”大刀面、一根面……但是嘴刁的

我久已吃不到符合心中标准的面，有

时是面不对，有时是汤不对，有时是

面码不对，有时是火候不对，甚至于

器皿也不对。卖相太差，看着就倒胃

口，更别说吃了。李笠翁《闲情偶寄》

有一段话提到汤面的精髓，说味在汤

里而面索然寡味，应该是汤在面里然

后面才有味——我深以为然。

在一个环境很好的店里吃过一

碗样貌甚是标致的葱油面。下好的

面微微泛黄，冰水镇过后，用小小的

精致竹筐盛着，热乎乎的酱和葱油各

用古朴素雅的小碟装好，排列精致。

面是高冷的，但是酱和葱油是带着世

俗温度的，冷热相遇、水乳交融，一口

拌好的面下去，舌尖的每一个味蕾都

在欢呼雀跃。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

的葱油面，没有之一，是唯一。

在不同朝代均有对面条之记

载。但对面条的叫法却不统一，除普

遍水溲面、煮饼、汤饼外，亦有称水引

饼、不托、馎饦等。“面条”一词直到宋

朝才正式通用。当时的面条为长条

形，花样却很多，什么冷淘、温淘、素

面、煎面……制面方法亦令人叹为观

止，可擀、可削、可拨、可抿、可擦、可

压、可搓、可漏、可拉……不知道当时

有没有大蒜佐餐，有的话古人吃面的

口福也不亚于我们了。

再也没有比国人更懂得一碗面

对心灵的治愈作用了，开心时、失意

时、疲惫时、想家时——不如煮碗面

给你吃吧。最好还能红袖添香，有美

女用纤纤素手剥几瓣新蒜奉上。如

果还能有几位情投意合的“面友”坐

而论道之后，一起呼噜呼噜吃面、咔

嚓咔嚓吃蒜，人生就此圆满。

说唱文化的守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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